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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閱讀活動在國民小學的推廣

在今日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已經變成了

生產力，每個人都需學會找資訊與閱

讀。閱讀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生存力，是一切

學習的基礎，兒童藉由閱讀吸取知識，建構

其對文章的記憶與理解，尤其從小養成閱讀

習慣的人，在認知、語文與詞彙能力方面表

現的特別好，因此，在學校教育中如能營造

優良的閱讀情境，教導學生有效的閱讀策

略，奠定良好的閱讀習慣，將有助於文化的

傳承，奠定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

教育部長曾志朗於民國 8 9 年 8 月推動「全

國兒童閱讀運動」後，全國各國小、政府相

關機構與圖書館，開始如火如荼的展開一連

串的活動。依據教育部的計畫，全國兒童閱

讀運動將實施三年，計畫推廣的對象是幼稚

園、國小學生和他們的家長；計畫的目標，

則是要使閱讀成為全民運動。自此以後，教

育部的推廣閱讀活動就未曾間斷過，如「校

長跳天鵝湖」、「兒童閱讀護照」、「閱讀

日」、「兒童閱讀網」等。報章媒體也隨時刊

登相關的資訊，希望藉此活動養成兒童自動

閱讀的習慣，教師毋須將其視為學習的科

目，用測驗來評量其成效，而是將閱讀視為

一種興趣，培養兒童主動學習的習慣。

再從九年一貫語文教學以閱讀為核心，本

國語文領域閱讀能力指標建構的基本精神與

特色來看，是培育學生具備良好的聽、說、

讀、寫、作能力並能有效利用語文，表達情

意、開發心智、陶冶性情、發展思維與解決

問題。語文教育是以閱讀為中心，指導學生

閱讀策略，培育獨立閱讀能力，重視閱讀的

重整能力與互動，了解並使用圖書室（館）

的設施和圖書，激發閱讀興趣，學會利用各

種工具書，如字典與百科全書，並能結合電

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

力。最終目標即是培養兒童自我學習的能

力，能將閱讀的內容，加以統整，並養成主

動思考、探索，轉化為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

能力，而閱讀正是培養這項能力的最基本的

方式。本文探討目前國小的閱讀活動概況及

未來推展國小兒童閱讀活動應注意事項。

國小閱讀活動概況

依據筆者實查與網路搜尋的結果，目前國

小實施閱讀的計畫大致分成下列十二種：

1.心得報告：學校設計表單，讓學童填寫。

2.閱讀護照/閱讀計畫卡/閱讀記錄表：兒童閱

讀完畢後，填書名加上家長註記即可。

3.閱讀書單：集結市面上優良圖書，或由教

師開列低、中、高年級優良讀物名單。

4.圖書館利用教育：比賽書目與書碼、百科

全書查檢比賽、指導認識學校圖書室的圖

書分類、編排、指導閱讀的良好習慣（適

當的光線、時間、距離與閱讀姿勢等）、書

籍的保護、及借還書手續等。

5.設立班級圖書櫃：為增進學生閱讀、寫作

興趣與能力，配合「做中學」活動，設置

班級圖書櫃，方便同學們在教室依自己的

需要選擇、自由交換閱讀，進而拓展學習

廣度。圖書的來源為由班級同學捐贈的圖

書或向學校圖書室共同選書集中借閱。

6.閱讀指導：包括瀏覽式閱讀（略讀）即摘

取大意要點，與探究性或品嚐性閱讀即熟

讀或精讀書中內容以求真正瞭解，必須先

看序言、導論或目次，加眉批註釋，並撰

寫讀書報告。

7.利用圖書室：每週排一節國語課閱讀時

間，依照圖書室利用教育實施，內容有時

配合各科教學，有時讓兒童自行閱讀，並

談閱讀活動在國民小學的推廣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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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閱讀活動在國民小學的推廣

鼓勵兒童利用社區圖書館。

8.利用網路進行閱讀活動：如討論書籍內

容、張貼閱讀心得佳作、網路問答活動與

推薦新書等。

9.親子共讀活動：提供家長有關家庭閱讀的

可行模式，如由父母到班級唸書給孩子

聽，或在家中與孩子共同討論書本故事，

可利用錄音帶讓兒童跟父母唸書，也可用

錄影機錄拍攝親子共讀的畫面。帶動家庭

深耕讀書的習慣，進而培養書香社會。

1 0.說故事活動：（1）利用朝會說故事活動，

訓練兒童膽量，說故事技巧，欣賞他人長

處及多聽故事的機會，激發兒童語文方面

的潛力。（2）利用晨間爸媽說故事活動，

藉由故事、日常生活和時事，引發兒童自

動自發去閱讀相關書籍，培養兒童閱讀的

興趣和喜好。

1 1.詩詞背誦：設計詩詞背誦紀錄卡，或由各

班級任老師輪流指定（或抽籤決定）學

生，背誦給全班聽。

1 2.晨間閱讀：利用每日早自修時間由兒童自

行閱讀各種書籍，每次活動時間為十分至

二十分鐘。

除了以上的活動外，還有好書交換、書

展、剪輯資料、各種讀書會與兒童讀經等活

動。不過，最常見的活動就是閱讀心得的寫

作與閱讀記錄表的登錄，配合學校設計的獎

勵門檻，每個人必須閱讀幾十本書籍以上，

於是，閱讀多少冊成了家庭作業中的一項。

有些兒童一抄錄完內容大意，就緊接著換另

外一本，並沒有靜下心來、仔細看一下書中

的內容，或者父母沒時間詢問孩子閱讀的內

容就草草簽字，雖然領了書香小學士、小碩

士、小博士等獎勵，很難真正領悟書中道理

與吸收知識，實在可惜。閱讀是心靈的休閒

與知性的薰陶，最好在不要有心理壓力的情

況下，才能夠「悅」讀。填寫一大堆資料與

累積一些數目，徒增兒童作業壓力與老師負

擔，不僅不能代表閱讀質量的提升，也會引

起兒童厭惡閱讀。

閱讀對人文涵養、心智增進、知識增長、價

值的改變皆有深遠的影響。在長期以考試、分

數掛帥的教育中，我們的兒童確實是花很多的

時間在閱讀，不過，兒童閱讀的都是以教科書

為主，讀書是為了獲取高分，無法真正享受閱

讀的樂趣。雖然政府與民間都在努力推動閱讀

活動，如明訂各年級學生應讀冊數、優良讀物

書目、組織讀書會與設立閱讀護照等，由於才

起步沒多久，但以學校努力的推動此活動，以

及政府對教改的決心，未來蓬勃發展應可預

期。如何讓每一個兒童在沒有壓力下樂於接近

書籍，是學校和家長的共同責任，在此筆者

對學校、學校圖書館與家庭提出一些建議。

學校方面

由於目前學校的推廣閱讀活動普遍重量不

重質，老師與學校方面應共同思考更有創意

與有效率的閱讀推廣活動，閱讀心得的設計

需活潑化與多元化，可以畫圖、角色扮演、

錄音的方式或者讓學童在閱讀完一本書後，

用「一句話」藉由學校的網路讀書版發表自

己的感想，或重新設計封面，或寫信給作者

等方式偶而取代一成不變的心得報告單。另

可推動「閱讀時間的比賽」活動，如在一定

時間內全校學童要閱讀多少分鐘？不僅同學

之間可以互相比賽，班級之間也可比賽，此

活動對於閱讀速度較慢的學童可以得到較多

的鼓勵。學童也可以嘗試寫操作手冊，而由

其他學童照著手冊來操作，如何使用影印

機，如何上網查詢學校圖書館的館藏目錄。

其他如讓學童自製書，將優良作品存於班級

圖書櫃供同學閱覽。

閱讀不一定閱讀書籍，老師可以請學童帶

各種食品、茶罐子、百貨公司的手提袋等物

品到教室，大家一起來閱讀包裝上面的文

字，也可請學童將街道上的商店名稱寫下讓

同學依據店名猜其所經營的業務。或可請學

童將家裡最古老的東西帶來，為同學解說其

歷史如郵票、收音機等，讓閱讀變得更有趣

味。另外，邀請作家或插畫家到班級來說故

事並參與討論，不過，學童事先要閱讀此作



通　
論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
民
國
90
年
3  
月
號

5

談閱讀活動在國民小學的推廣

家的作品，對該作家的作品預先有一定程度

的認識，將有助於問題的探討。除了請家長

到學校說故事或朗讀作品外，也可邀請學童

喜歡的明星、人物來學校為學童朗讀作品。

閱讀一本好書，不僅可獲得思想上的啟迪，

心靈上的滿足，也可改進生活處事的態度。

另外，學校可鼓勵社會團體、民間企業及

個人捐助購書款項與圖書館，或配合課程教

學，舉辦各種認識圖書館的活動，吸引學童

利用圖書館，養成閱讀習慣，或鼓勵多利用

公共圖書館的館藏，以擴大學生學習領域。

學校圖書館方面

要培養兒童的閱讀素養，除了閱讀興趣的養

成，還需閱讀環境的配合。學校圖書館是可

以引起閱讀動機的最佳環境，不僅圖書種類

多，迎合學童多種興趣的需要，且圖書館裡

的氣氛，有助於學童翻閱圖書的慾望。隨著

科技的發展及九年一貫的即將實施，學校圖書

館在提高教育質素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愈來

愈重要，學校圖書館是蒐集資訊與提供資訊的

兒童學習資源中心與教師的教學資源中心，

應有適合學童與教師的資料（如書籍、報紙、

期刊、視聽資料、電子書、網路資源），和專

業人員來指導學童閱讀與協助教師教學。

依據《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所載，我

國中小學圖書館共有 3,6 9 9 所，佔全國圖書館

總數的 6 5.9 4%，但國中小學圖書館經費只佔

全國圖書館總經費的 6.0 3%，其館藏只佔全國

總館藏的 2 2.2 9%，由此可知國中小圖書館購

書經費嚴重不足，且館藏量也不足，圖書館

管理人員大都由教師或職員兼任，缺乏專業

人員設計圖書資訊教育的教學活動。如有專

業人員、充足經費與經營的理念，將有助於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及鼓勵學生善用圖書館資源。依據國外圖書

館館藏與學業成就相關的研究顯示，不論學

校或社區貧窮或富裕，也不論家長是否受到

良好教育，學校圖書館的館藏越多且開放檢

索與借閱，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與雇用專業

館員皆影響學童的學業成績與閱讀成就，即

較好的學校圖書館，學生有較佳的閱讀成

就。希望藉著閱讀活動的推動，大家一起來

重視與落實學校圖書館的經營管理。

家庭方面

父母在推展兒童閱讀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

的角色，父母需要瞭解並參與學校的活動，應

該鼓勵其子女參與班級閱讀的活動，有時要

與兒童一同到圖書館借書，讓子女知道父母

喜歡閱讀。父母親藉由報紙或網路吸收有關

書的資訊，也需對子女朗誦書本，朗讀書本

將會影響日後兒童閱讀的能力。兒童通過口

頭語言而學會書面語言，研究指出，四歲是

兒童對書面語言最感興趣的年齡，一個孩子在

幼稚園時的語音知覺能力（敏感度），是他小

學二年級閱讀能力最好的預測指標（註 1）。父

母常陪孩子共讀，從旁鼓勵、協助或示範，即

會養成他們會讀書的好習慣。且親子共讀是一

種享受，不僅讓成人與孩子保有快樂的童心，

更可以幫助孩子在充滿緊張壓力的世界中，

建立積極的自我形象和與人相處的重要性。

家中要有圖書角的設置，提供閱讀的環

境，每日有一定的時間（1 0 到 1 5 分）如晚飯

後或睡前將電視、收音機、電話與電腦關

掉，大家一起或各自閱讀，讓子女知道閱讀

並不是只有在學校可以完成的，尤其在書香

環境中長大的孩子，較易成為「閱讀者」。父

母有時也可與子女一起觀賞從書本改編的電

視或電影，再與子女一同討論彼此之間的不

同，進一步和孩子分享其中的樂趣，達到彼

此共同成長的機會。父母也要義務參與學校

說故事的活動，說故事是親子互動過程中的

重要關鍵，可協助父母親瞭解孩子的思考及

成長過程。「有什麼樣的家庭，就有什麼樣

的孩子」，兒童閱讀習慣愈早養成，讀書就愈

輕鬆，孩子也會一輩子愛書。

附註

註 1. 林武憲，〈怎樣推行兒童閱讀運動—從

美、英、日的經驗談起〉，《全國新書資

訊月刊》，第 22期，民 89年 10月，頁 15-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