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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應該是一種滿足、習慣、關係的

建立，一切都是從心開始。」甫獲教育部閱

讀磐石獎的李佳宜老師引用柯華葳教授的

話，一語道破現在推廣閱讀的盲點，他發現

從前多是著重於「量的累積」，如利用學習

單或閱讀書籍的數量來呈現閱讀成果，或是

以各種活動來帶領，卻忽略了要喜愛上某件

事物，都要心之所至，閱讀亦是如此。

回顧她自己的閱讀歷程，李佳宜坦言，

一開始就是無聊，姊姊有什麼書，就跟著

看，打發時間，多半是經典翻譯小說，對當

時才小學的她沒有多大的吸引力。之後住校

後，正值情竇初開時期，同儕間分享瓊瑤小

說，有了連結後閱讀變得有趣，之後逐漸擴

大閱讀類型，看書這件事情讓單純的校園生

活變得多采多姿，世界也不再被局限，李老

師表示，一旦發現閱讀的魅力後，它就成為

生活的一部分，如同喝水、吃飯般自然，之

後你會開始思考，不一味地接受書中一切，

有自己的主見，同時也會開始擴展，從這本

書或這個作者延伸出去，不知不覺中閱讀成

為知己，在你需要的時候陪伴、看照著你。

初任教師 萌生書香校園願景

在她初任教師那年，班上有個轉學生，

總是三字經掛嘴邊，每次都被她叫來糾正反

省。有次她都還沒開口，學生知道又要被罵

了，眼淚撲漱直流下來，李老師突然有種

「當老師的我除了罵他，就沒有別的方法

嗎？」的自省，這次沒有責罵，李老師反而

拿了繪本給他，隔天再詢問他感想，學生

說：「我也想跟他（書中主角）一樣！」之

後這孩子變得比較懂事，這件事讓李老師深

深震撼，而心中萌生一個願景：希望孩子能

有一個書香滿校園的理想環境，因閱讀而變

得更有氣質，能夠因為愛上閱讀，而擁有一

個優雅的生活。正是「我是誰？」「我有什

麼？」「我還能做什麼？」的這個念頭，開

啟了她這長達十幾年的推廣閱讀的核心教育

目標。

重質不重量的閱讀美好

在推動初期，也是從學習單著手，設計

方向也都是從教師自身出發，後來才發現學

生對寫學習單相當痛苦，反而把閱讀的美好

給抹煞了。李老師開始向教育前輩請益策略

與歷程，再鑽研相關理論與書籍，並從推展

 訓練帶著走的能力，藉此累積經驗、體驗生活與充

實生命的厚度。

 利用班級讀書會的方式，閱讀並讓學生模仿作者

的描述方式，並集結成冊為他們的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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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集美國小李佳宜老師

從心出發  
讓閱讀的習慣注入生活
	 	

文、圖／耿詩婷

為了讓孩子們愛上閱讀，父母或老師無不用盡心力想出各式各樣的活動來啟發孩子的熱情，但新北市

集美國小的李佳宜老師，沒有五花八門的閱讀活動，卻成功地讓他的學生們，自動自發地沈浸在閱讀的樂

趣當中。

封面故事-109.indd   16 2013/8/30   下午 05:04:55



  閱讀達人

192013年 9月　第 109期 18 BOOK Boom Magazine

藉由生活周遭所發生的事情去發想主題，有了主題以

後便可以上網搜尋，或是與其他人討論，推薦的平台

有「文化部兒童文化館繪本花園」裡面有很多很棒的

繪本電子版可先試閱，另外，在「小天下線上童書

館」以及「遠流童書」等平台上，都會有意想不到的

發現唷！

推薦書籍

李佳宜
的推薦

書單

《小女兒長大了》

繪本畫風細膩，可帶給讀者無邊的

想像遨遊，書中呈現許多異國的文

化意象與意涵，是寓教於樂的好教

材，很適合其他文化知識類的書籍

來搭配討論，那會讓想像閱讀延伸

成深度閱讀。

《收藏天空的記憶》

是少數探討生死、記憶、道德等相

關議題的溫暖小說，關於小女孩與

罹癌母親的故事，從故事中看見人

生最難面對的死亡議題，愛又如何

表達與珍惜，大人小孩都很值得一

讀。

《動物園裡的數學》

用情境學習的方式，以有趣的故事

為導向，藉由小朋友都會玩的筆畫

遊戲，帶領讀者從遊戲中訓練邏輯

思考能力，激發想像空間，初步認

識「圖形理論」，走迷宮也能玩數

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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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成果中檢視學童閱讀成效，以修正閱讀策略

與教學方式。現在，閱讀推動的策略多著重在以

學童為主的課程設計取向，先蒐集與分析他們生

活經驗背景，參酌其興趣與增強學習動機等課程

設計原則；閱讀成果也著重於「質的增進」，利

用學童合作學習來呈現閱讀成果，原本深怕學童

閱讀時有所疏漏重點，從一張張密密麻麻的學習

單，到現在一張空白的紙張，讓學童透過分組討

論，自由將想法與思考過程繪製出來，而他們的

創造力更讓李老師驚喜連連。

抓出關鍵字 抓住閱讀重點

曾經嘗試藉由班上新住民孩子，讓大家一起

認識多元文化，先閱讀《小女兒長大了》繪本，

再進行分組討論以及選擇國家來圖像介紹，讓閱

讀與生活周遭事物的連結，使大家都很興致高

昂。除此之外，李老師認為「引導」、「鼓勵」

是很重要的，不時在課堂上提到自己曾看過哪一

本書，真的超好看的，會勾起孩子的好奇心，教

室內的小型圖書館也設置「好書推薦」專區，這

是一個學生自主管理的活動平台，學童可以推薦

平時看過的精采好書。平時李老師也和學生養成

尋找關鍵字的習慣，從一段話中挑中關鍵字，甚

至數學習題也可如法炮製，學生開始懂得抓住閱

讀的重點。過程中，從孩子的角度出發，了解他

們的程度，讓他們了解這一點都不難，李老師強

調不須要求他們一定要看傳記或是以大人角度認

為有幫助的書籍，讓他們自己發自內心地閱讀，

在自由閱讀中，同時再依照他們個別需求給予適

時的協助，如此才能真正達到閱讀的目的。

自己也有孩子的李佳宜，發現閱讀習慣要從

小養成，但要如何養成，就是善用各種空閒時

間，除了固定的圖書館時間及晨讀以外，要讓學

生知道只要你現在有時間，該做的事情做完後，

拿起書來閱讀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例如，下課時

間、寫完自習等待下課的時間，養成一種隨時都

可以閱讀的氛圍與習慣。

顯然，無論在學校、在家庭，李佳宜就是力

行「閱讀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的最佳代言人。

 讓學童體驗不同閱讀環境的氛圍，讓孩子隨處都可以閱讀，隨地都可以當成一個圖書館，讓閱讀成為一種生活習慣。

封面故事-109.indd   18 2013/8/30   下午 05:0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