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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無障礙之家「兒童發展中心」親職教育共讀推廣活動

大手牽小手  
閱讀起步走                 文、圖／蘇士雅

為了倡導幼兒親子閱讀，高雄市社會局無障礙之家「兒童發展中心」策辦了一場親子閱讀研習會，參

與的對象包含幼教老師以及 0-5歲幼兒與父母，其中幼兒絕大比例是領有心智障礙手冊的特殊孩童。

親子閱讀，被教育部列為重要的推廣政策，

2009年開始大力倡導「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

兒閱讀活動。國中小的兒童，父母親尚可被動性

配合校方的閱讀計畫，但0-3歲的幼兒，父母親

是孩子的主要窗口，卻有不少家長不知如何著手

協助尚未識字的孩子進行閱讀。

一般幼兒的父母不知如何進行親子閱讀，特

殊兒童的父母更加不知如何著手。我多年來親臨

許多校園，觀察與紀錄校園閱讀推廣的方法與成

效，並持續對各公共圖書館的特色經營有所涉

略，另外，除了寫作我也同時擔任心智障礙者藝

術指導老師，對心智障礙者的情緒表達與引導有

較多經驗，為了協助學齡前的家長能夠有效陪伴

孩子閱讀，擔任閱讀研習會主講者，我相當期待

 蘇士雅示範如何利用玩偶增強孩子閱讀的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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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除了學習到與孩子共讀的技巧，更能夠先建

立正確的育子觀念。

閱讀，對孩子而言是成長的最大基石，但今

日的父母親鮮少有能力在這個部分協助孩子，原

因是大多數父母年幼時未被建立閱讀的習慣，沒

有正確的方式可以傳承。

臺灣的現象如此，先進的歐美國家也是如

此。

1992年，「閱讀起步走」運動創始人溫蒂‧

庫琳（Wendy Cooling）以中學校長身分應邀參

加一所小學新生的入學典禮，看見一位從來沒有

閱讀經驗的孩童面對書本時的迷惘，這個畫面給

溫蒂‧庫琳很大的衝擊；即使在英國這樣的國

家，依舊有孩子在入學前沒有讀過圖畫書！溫

蒂‧庫琳認為上學第一天就讓孩子因書而遭遇挫

折是很糟糕的經驗，因此在英國工業大城伯明罕

發起贈送圖畫書給一歲以前的嬰幼兒活動。

溫蒂‧庫琳後來轉任英國圖書信託基金

（Book Trust）童書部門負責人，開始全面推動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在後續追蹤調查中

發現，獲得贈書的家庭，除了幼兒以外，全家人

對閱讀的興趣也都會增加，而且從小就接觸書本

的幼兒在就學後，其各項成績也優於其他小孩。

2009年起，教育部也開始推動此活動進入國

民小學，國小新生會獲得一份圖書禮袋。臺灣許

多公共圖書館也與企業界合作，贈送圖書禮袋給

社區幼兒，作為開啟生命中閱讀的第一本書。

閱讀能力的培養是所有先進國家對兒童最珍

貴的投資，因為大家都相信，閱讀能力就是國家

未來的競爭力。

但不是手捧一本書就能有好的成效，尤其是

0-3歲幼兒，父母親如何選擇適當的書籍，如何

引領孩子閱讀，都是重要的課題。

建立正確態度

父母親的行為態度會對孩子的未來人格造成

絕對性影響，沒有專業訓練基礎，貿然引領孩子

進行所謂的閱讀，未必有好的成效。很可惜的

是，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有訂定一門必修課，強

迫所有父母在生兒育女前必先通過學習與評量，

因此，孩子一出生就處在冒險的狀態中。

在研習會中，我舉了一個例子：

小孩子常常用餐時間邊吃邊玩，有時不小心

打破了碗正處於驚恐中，多數的父母當下不是立

即安撫，而是憤怒的情緒在瞬間引爆，斥責孩子

從不安分吃飯，有的父母親甚至會說出：下次再

打破碗就把你打死……。

面對孩子摔破碗的恐慌，父母親不是安撫而

是指責，當下，孩子心裡頭的反應是：「在父母

親眼中，我的份量比不上一個碗。」這種感受情

何以堪。

事實上，父母所引爆的情緒有很複雜的層

面，包含擔憂孩子作事不專心的習慣繼續延續，

包含惋惜孩子尚未能建立良好的規矩等等，但絕

對不會是捨不得失去一個碗，可是，他們卻拿一

個最無關緊要的事來表現內在的情緒，這種言不

由衷的慣性造成親子間的隔閡，甚至影響到孩子

 蘇士雅認為親子閱讀，父母抱持正確育子觀念最為首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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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人格發展。

由這個例子，我們了解正確傳達與溝通的重

要性。

但「正確溝通」看似簡單卻極其困難。

在許多演講場合中，我喜歡運用繪畫治療的

手法，讓聽眾透過即席的簡單繪畫體驗隱藏在自

我內心底層的情感與情緒。其中一項有效的繪畫

項目方法是：兩人一組，由甲方口述內心最想望

擁有的住屋，乙方扮演實現夢想者，透過聆聽鉅

細靡遺的描述，將甲方夢想中的房屋畫在圖畫紙

上。

完成之後，乙方所繪製的圖案和甲方腦子裡

面所呈現的房屋樣貌，兩者之間往往有著極大的

差異。

兩個人如此緊靠；甲方用盡一切方式陳訴內

心的想法，乙方全心全意要實現另一方的願望，

但結果卻很殘酷的展現出落差。——這就是真實

的人生；我們自以為了解他人，或者懊惱為何別

人無法理解我們。透過這個遊戲，父母親有很深

的領悟，了解了溝通的重要性與困難度，也能夠

省思：我給的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嗎？

善用資源

建立正確的育兒觀念後，研習會進入第二階

段，如何選擇適合的書籍。

「親子共讀」是父母與孩子之間最好的溝通

媒介，但切記：父母必須蹲下身來，從孩子角度

看世界！

藉由繪本的故事，孩子能夠從故事中的主角

經驗碰觸到自己類似的經驗與感受，得到一種同

理，或是被啟發，這就是閱讀的功用。因此，父

母親必須有目的性的選擇書本。

目前，市面上針對0-3歲幼兒出版的書籍種

類非常多，不只益智性或趣味性，甚至很多繪本

還具有療效性，孩子太膽小，或是缺乏分享的性

格，或是愛哭愛吵鬧，甚至父母分手或是面對死

亡的課題，都能藉由繪本故事進行療癒。

面對眾多的出版品，未必要花大錢樣樣購

買，若能善用資源，即使沒有購書預算也能進行

閱讀。

 用對方法，親子可以快樂的一起享受閱讀樂趣。

 生命中第一份圖書禮袋，開啟了兒童進入閱讀的新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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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當然是最好的免費資源，尤其多數圖

書館在假日都有安排說故事時間，有志工爸爸、

志工媽媽現場生動演說故事。父母親帶孩子參

加，還能順便學習說故事的技巧。沒時間到圖書

館看書、找書的父母，可以透過通閱服務（臺北

市、新北市、臺中、臺南、高雄皆有通閱服

務），在網路上登記，可選擇離家最近的圖書館

取書。

網路也是很好運用的資源，除了教育部、文

化部及各縣市公共圖書館之外，還有許多童書出

版公司將繪本電子化，父母可以輕易選擇適合的

書籍，網站上甚至還傳授如何導讀、延伸閱

讀……。父母可以和孩子在電腦前共讀，或是將

畫面連結到電視螢幕，透過電視的大畫面，增加

閱讀的趣味性。

親子閱讀的技巧

對幼兒而言，坐在膝蓋上的搖籃，是最安穩

的閱讀方法。

韓國李賢教授的《在圖書館培養比爾蓋茲》

書中提到的一個名詞「膝蓋學校」。他建議父母

把年幼孩子抱坐在膝蓋上一起閱讀。和父母、書

本都在同一直線上，孩子可以清楚感受到被父

母、書本包圍的喜悅，而且這樣的姿勢閱讀，孩

子會更集中精神看書，再加上耳邊有父母的呼吸

聲以及唸書聲，幸福洋溢的感覺更加充足。

物色到適合的書，也找到舒適的閱讀方式，

但父母親還有很多的困擾：孩子沒興趣看父母挑

選的書、閱讀時容易分心等等。

幼兒期專注力大概有10幾分鐘的時間，所以

閱讀的過程，不能只是照本宣科的讀唸，必須加

入很多互動，重要的是要讓孩子有參與、提供意

見的機會。

至於孩子不喜歡父母挑選的書，我建議選書

的過程也讓孩子參與。父母親可以先過濾出3-5

本，向孩子簡訴每本書的內容，由孩子決定要閱

讀哪一本。當然「簡訴」的內容，可以加入孩子

有興趣的話題做為誘因。

另外，安排孩子喜歡的玩偶一起共讀也有加

分的功效。若孩子有非常喜歡的玩偶，父母可以

安排一些情節，塑造出這個玩偶喜歡閱讀的形

象，孩子被賦予「伴讀」的責任，亦能提升閱讀

的熱度。

導讀與分享的過程形式很廣泛，畫圖、角色

扮演都可運用。總之，父母導讀之前要先做點功

課，設計一套流程。不同年齡、不同性格者的閱

讀的形式有所差異，這些都得要靠著經驗累積來

做調整。

 把孩子抱坐在膝蓋上，以同樣的高度閱讀，孩子會有

滿滿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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