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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閱讀救了我》相信閱讀可以翻轉

曾經，閱讀救了我：現在，我用閱讀翻轉一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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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創造一個閱讀的周期，確實可以帶給人很大的力量。從小讀「閒書」長大的梁語喬，

覺得閱讀不但「有趣」，而且「有用」。每當她思考自己想要的人生時，就可以很快的透過閱

讀找到方向及方法。

梁語喬從高職商科畢業後，工作了六年，做過量販店商管、花店店員、汽車百貨臨時工、

電子公司採購等工作。後來為了更上層樓，她半工半讀報考大學，畢業於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目前擔任苗栗縣立致民國民中學圖書教師，致力於推動閱讀，榮獲

教育部閱讀磐石獎閱讀推手獎。

因為閱讀滋養了梁語喬的人生，讓她擁有追尋夢想的能力。她全心推動閱讀，找尋每個孩

子不喜歡閱讀的原因，並且適才適性的面對與處理。在以熱情和信心分享每一個創意活動時，

都滿懷著尊重、理解、接納與欣賞，以及一顆最願意等待的心。她在推動閱讀方案上有其過人

之處，這些成功的方案可以成為學習藍本，若是願意引用推行，可以讓更多中小學生體驗到精

緻的閱讀饗宴。

一開始推動閱讀，梁語喬老師就希望能夠承接國小的閱讀成果，進而在國中時期開啟孩子

的閱讀深度。她認為國中是建立孩子閱讀習慣的最後關鍵時刻，所以極力呼籲，如果希望閱讀

能深植在孩子心中，就必須把握住孩子的國中階段。一方面尋找學校內推動閱讀夥伴，共同形

成校園閱讀氣氛；一方面結合家長社區力量，讓閱讀氣氛由校園擴散至整個社區。讓偏鄉地區

的孩子，能全心自主的開始閱讀，充滿熱情的在閱讀中汲取多元的智慧。讓學生在國中的人格

養成期，能擁有開啟人生智慧的鑰匙，發現內在的價值和意義。

* 透過閱讀，打開了新的世界

在梁語喬的經驗裡，書可以帶你去任何地方，啟發想像事物的無限可能；閱讀打開個人的

眼界，拓廣人生的道路。她希望學生也享受到這樣的好處，體會一種內在的喜悅。讓學生們讀

課外書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能夠擁有比教科書還多元、豐富的知識及價值觀，能夠從課外書

中找到他們不同個體所需要的不同養分，讓他們在未來的人生路上，有智慧及勇氣去抉擇及面

對。一切努力，希望學校、老師、家長還有學生都能真正體認到閱讀的美好與重要，讓孩子在

閱讀教育志工│凌健



5959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4 年 12 月號第 204 期

《曾經，閱讀救了我》相信閱讀可以翻轉

成長過程中閱讀不停擺。

梁語喬《曾經，閱讀救了我》提供最簡單，最重要的閱讀元素，隨手有書，隨時可讀，有

人引導，營造沒壓力的閱讀氣氛。方法愈簡單，愈容易達成目標。

第一步，給學生時間和書，任由學生自由閱讀

讓學生想看書的時候，就看得到書。孩子不是不愛閱讀而是沒有時間，一開始也不知道該

讀什麼書。只要給他們足夠的閱讀時間和書，在閱讀的世界裡奇妙自在地任意遨遊，張帆啟航，

乘風徜徉，自然而然的累積閱讀經驗，再循序漸進的引導他們讀不一樣的書。不知不覺中，他

們就會去挑選那些吸引人的好書來看。

第二步，提供適合孩子的書目，讓他愛上閱讀

梁語喬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不同的興趣，自然也會喜歡不同的書。她推動閱讀的

做法很簡單，提供適合的書籍，要學生隨身帶著書，早自習只讀課外書，不必寫讀書心得。就

這樣，讓閱讀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她依據學生喜好及程度，精心為不同的孩子推薦閱讀書目。

先讓他們放心的讀，然後，每天都給他們閱讀時間，幫助養成定時定點閱讀的習慣。

第三步，沒有壓力，閱讀更有趣

她的哲學是：「閱讀本來就是一件有趣的事」，當融入書中世界的那一刻，就已得到超越

物質的獎勵。盡情去享受閱讀的樂趣。興趣就是閱讀的最大動力，是唯一可以走得更久更遠的

力量。所以，她沒有強迫孩子把閱讀當成要命的作業，班上的孩子很早就意識到，閱讀是自己

的事，沒有作業，也沒有獎賞。但是，孩子還是喜歡讀。

* 閱讀的力量，需要時間醞釀

梁語喬表示，「閱讀從來就不是為了成績，而是一種享受、一種遁逃、一種人生歷練，培

養出對人生負責的態度。」閱讀的力量，是需要時間的醞釀。在發展歷程與策略上，梁語喬由

點而線，進而全面，以漸進式的方法，展現閱讀成效，以獲得學生在國中就讀時期「閱讀不停擺」

方案的喜愛與行動支持。

首先，在班級方面，由自己擔任導師的班級開始實行，落實「隨手有書，隨時可讀」的閱

讀不停擺策略。隨時隨地關注班上少數無法跟上閱讀腳步的學生，給予個別了解與指導。並透

過分享與討論等閱讀策略，強化孩子多元閱讀的習慣，以拓廣並加深孩子的閱讀領域。

其次，在年級方面，經過三年自己擔任導師帶班的完整實行，呈現出班級閱讀氣氛及成果，

進而邀約同年級導師於新的班級共同實行閱讀策略，全年級共同展現閱讀氣氛，以良性競爭強

化學生閱讀企圖心。她設立閱讀社團，協助共同實行閱讀策略之導師，指導班上少數仍無法愛

上閱讀的學生，個別了解原因並實行適當閱讀策略指導。申請經費，用於社團及輔導課，指導

學生透過多種閱讀策略的實行，多元孩子閱讀機會。並且不定期和其他老師共同討論推行閱讀

時所遇之困難，並給予適當協助。

接著，在全校方面，鼓勵老師以閱讀教育為起點，透過多元活動，開啟孩子的閱讀興趣：

一、舉辦「讀書會」，與其他老師一起分享所閱讀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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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誰最帥」閱讀票選活動，增強學生愛上閱讀的意願。

三、舉辦「我最愛的一本書」閱讀票選活動，增加孩子閱讀深度及視野。

四、辦理「閱讀存摺」集點卡點數跳蚤市場兌換機制，強化孩子閱讀意願。

最後，在社區方面，與社區家長合作，利用閒置教室，設立社區閱覽室。向社區人士募集

二手書籍，充實閱覽室設備與圖書數量。開放社區閱覽室，提供社區學生及校友於假日與寒暑

假閱讀，以落實「閱讀不停擺」。

* 透過閱讀活動，製造改變契機

梁語喬喜歡讓學生在沒有壓力的活動中，培養更好的閱讀習慣。透過良好的活動設計，不

管是經典名著，還是詩集，都有機會被學生借出去，並且嘗試閱讀。

建議孩子讀完習慣看的書後，跳脫習慣領域，讀一本不同類型的書。多元的閱讀，才能開

啟孩子們的視野，也才有機會讓他們從不同的讀物中，融合出多面向的思考與價值觀。

有時候，學生會有閱讀偏食的狀況，可能是因為他只打開過那一類的書，或者以為只有那

一類的書好看。要改變這個情形，除了可以直接讓孩子們明白多元閱讀的重要性之外，讓他們

試試看其他不一樣的書，也許就有機會可以改變這樣的狀況。

*「找書我最行」──讓孩子借自己不會讀的書

閱讀時千萬不要只讀新書、暢銷書，要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有恆久價值的經典作品。到

圖書室借閱書籍時，別過度選擇，才有擦出火花的機會，可能讀到一本改變人生的好書。

為了讓學生有機會可以打開他們平常不太會去接觸的書，利用世界書香日辦了一項「找書

我最行」活動。邀請學校老師到圖書館將自己認為不錯的、好看的書名，寫在便利貼上，然後

貼在那本書的書櫃側邊上。每位老師認定的好書不同，因此選書就很很多元。

老師們一邊逛圖書室的書櫃，一邊寫便利貼，最後所有書櫃的側邊就貼滿了便利貼。學生

只要將書櫃上的便利貼上所寫的書找到，借出圖書室，就可以蓋章過關，完成這個活動的任務。

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要讓學生上圖書室借書，同時也就讓孩子借出不是自己平常習慣借閱的

好書。在每天的閱讀時間裡，他們就有機會打開這本書，在不經意中，發現了另一種不同類別，

但也好看的書。

*「好詩好好讀」──借閱詩集，從中朗誦一首詩

德國詩人歌德說過：「我們應該每天聽一首好歌、讀一首好詩、看一幅好畫；如果可能的話，

再說幾句合理的話。」在一首好詩中，可以透過詩人細膩的心，感受世間萬物的美麗，更可以

在詩作中得到情感的共鳴。但是，學生對於新詩的認識有限，所以圖書室裡有許多很好的詩集，

但借閱率幾乎是零，這真是非常可惜。

「好詩好好讀」這個活動是學生只要從圖書室借出一本詩集，然後朗誦其中一首喜歡的詩，

給自己找的一位老師聽。如果這位老師覺得學生念得不錯，就會在這個活動格中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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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活動的難度不高，所以許多學生選擇這個關卡來過關，於是圖書室的詩集紛紛出

籠。在校園裡，會看到許多老師聽著許多學生朗誦不同的新詩。當然，學生借出來的詩集，在

每天的閱讀時間裡，可以順手拿出來翻翻看看，甚至吸引更仔細的賞讀。

* 有效的提醒，一向明確、單純

任何行動如果需要繁複的程序，可以肯定必然是不好的行動。《曾經，閱讀救了我》全書

有 27個「語喬老師小提醒」，讓老師、父母更輕易上手。這裡是其中一則小提醒：

圖書室要辦活動，雖然不一定都需要經費，可是，有經費可以辦更多的活動。學校寒、暑

假的營隊；423 世界書香日活動，還有作家面對面的講師費，所以，如果要辦活動，經費要從

哪裡來呢？

教育部給各縣市推廣閱讀的經費是可以申請的。只要有人想申請，願意寫計畫，活動辦完，

繳交製作成果，申請閱讀經費不是很困難的。

各處室也有許多經費可以結合閱讀辦理，譬如學務處的品德教育和友善校園計畫、輔導室

的親子活動、資優生資源生的課程計畫，都可以以閱讀方式合作。

在推動閱讀的過程中，學校的同事們就是一個超級棒的團隊，因為每次有想法時，就有人

可以討論，有人願意幫忙，想法才有機會變成活動。

找些同道同行的夥伴，大家一起想一想還可以做什麼？當一個夥伴出現時，就有人可以討

論了，當兩個夥伴出現時，三個臭皮匠就勝過一個諸葛亮，漸漸的，圖書室就會有創意無限的

活動了，所以，開始尋找你的閱讀夥伴吧！

* 特別企劃，翻轉父母、老師的閱讀概念

《曾經，閱讀救了我：現在，我用閱讀翻轉一群孩子》全書本文分為「閱讀這樣教，孩子

不愛上也難」、「閱讀這樣教，給了孩子人生最大的養分」、「關於閱讀，孩子最動人的回饋」

這三部分，共計二十六篇。另外還有兩篇特別企劃，翻轉父母、老師的閱讀概念：

〈關於閱讀，父母千萬不能做的 10件事（以及該如何做）〉，如千萬不要叫孩子關掉電視、

電腦、iPad去看書；千萬不要為了成績，禁止孩子閱讀；千萬不要一直否定孩子選的書⋯⋯。〈關

於閱讀，老師千萬不能做的 10件事（以及該如何做）〉，如千萬不要因為閱讀而多了很多作業；

千萬不要把閱讀和寫作直接做連結；千萬不要什麼都沒教之前，就逼孩子分享閱讀⋯⋯。

誠如洪蘭教授的推薦：「作者本身就是『閱讀創造未來』最好的例子……這是一本對學生、

家長、老師都很有啟發的好書，我極力推薦它。」這本書視野開闊，案例豐富，打破常規又不

斷創新，重新建構閱讀的理念與實務，值得放在案頭參考應用。

記得一位印度老人說：「你們遺忘了自己的聖人及智者，把他們變成躺在圖書館裡的書籍，

而且只在圖書館裡閱讀。但我們不是，我們和他們一起生活。」梁語喬積極在校園播撒閱讀的

種子，用閱讀翻轉一群孩子。讀者若是能夠吸取先行者所做的一切，然後再往前一步！這本書

就不只是躺在圖書館裡的書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