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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壓力一直是推動青少年閱

讀的障礙，由花蓮縣文化局圖

書館「東區資源中心」與社區

讀書會連結組成的青少年「越

讀者聯盟」卻勇敢跨入禁區，

讓青少年閱讀欲望自由奔放。

採訪「越讀者聯盟」當日，

一則網路霸凌的新聞事件，引發

各界關注。年僅24歲的藝人楊又

穎，在網路上遭匿名抹黑、霸

凌，不僅批評她的工作，也對她

人身攻擊，讓一條年輕的生命就

此殞落。這則新聞除了喚醒大家

正視網路霸凌的問題，是什麼原

因讓楊又穎遺忘了家人、朋友為

她付出的愛，而被不值得在意的

言語攻擊所捆綁，選擇以極端方

式結束生命作為抗議，恐怕是更

需要探討的問題。

生命教育，是一門需要終身

學習的課程；帶領「越讀者聯

盟」的老師許慧貞指出，透過閱

讀可以引發深度對話與思考空

間，協助讀者不斷超越原本的自

我，活出美麗的人生風景。

特別是青少年，正在經歷一

越讀者聯盟  就愛混圖書館

用熱情融化鐵板
誰說青少年不愛閱讀？
文、圖︱潘云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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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改變、轉化的時期，為自己轉換

為成人的角色作準備，更需要透過

深度閱讀來拓展人生視野。「越讀

者聯盟」主席連浩任表示，矛盾、

徬徨……交映出青少年的心理狀

態，透過閱讀可以培養看待人生的

正向價值觀，從閱讀中發現自己成

長的過程。

擺脫痛苦學習經驗   
找回閱讀胃口

青少年的心智正進入一個發

育的關鍵期，豐富的閱讀世界可以

刺激他們學習解讀、思考、判斷能

力與自我探索的空間。只是，在兒

童閱讀風氣愈來愈興盛的臺灣，許

多孩子從小就已經培養了閱讀習

慣，怎麼轉為青少年之後，閱讀的

興趣就急劇下降？原因在長期被升

學迷思捆住的中學教育，讓青少年

閱讀推廣的困難度，一直都高於其

他年齡層，即便考試制度已鬆綁，

在分數錙銖必較的壓力下，教育現

場仍舊擺脫不了升學包袱，五育均

衡變相的考試填鴨競賽，使得青少

年被困在痛苦學習經驗中，更是扼

殺了他們閱讀課外讀物的胃口。

但關鍵是，現在的教育已不

再需要苦讀氛圍，要的是多元開放

的閱讀空氣，閱讀對於學習有顯著

的正面影響力。於是，花蓮縣文化

局圖書館「東區資源中心」以青少

年為主題，找來在社區長期推動青

少年讀書會，兼具圖書館學與教育

研究所專業的許慧貞，在她的協助

下，以12至18歲的中學生為招募

對象，成立了以青少年為成員的

「越讀者聯盟」，希望透過社區讀

書會與圖書館資源的結合，重新找

回青少年的閱讀動機，讓他們在閱

讀中不斷學習、超越自我。

書海浩瀚   
需資深讀者引入門

知識浩瀚、書海無垠，書本

像是一個敲門磚，所有精采的探索

在讀者翻開書頁時即展開。只是在

浩瀚無窮的閱讀天地裡，青少年要

讀什麼書？一開始還是需要有「資

深讀者」引薦好書，與他們聊書，

分享、討論閱讀的想法。青少年的

年齡、經歷尚無法擴及人生各層面

的問題，「資深讀者」適當誘導仍

是非常需要的一環。

為了讓閱讀不偏食，許慧貞

邀請作家黃文輝、新象繪本館李志

芬老師等多元領域的學者專家聯手

每月導讀一本精選書籍，透過深度

對話拉近青少年與閱讀之間的距

離。同時，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何

韻琪教授也帶領了由大學生組成的

川愛志工隊，共同參與指導讀書會

的任務。志工隊發揮創意、活潑的

1 	 「越讀者聯盟」主席連浩任認為閱
讀可以培養看待人生的正向價值觀。

2 	 閱讀筆記沒有制式的書寫規範，讓
青少年可以盡情表達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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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劑元素，巧妙融入破冰遊戲，讓

彼此原本不熟識的青少年溝通更順

暢，不再尷尬、不知所措。川愛志

工隊甚至在每次讀書會之前，彼此

會先交流閱讀心得，激盪腦力思考

共同討論生動的導讀方式，構想如

何引導青少年進入更深層的省思，

讓他們除了豐富閱讀視野外，也能

享受閱讀的樂趣。

表達想法  從寫作開始

臺灣的中學生，長期在追求

升學績效的傳統教學下，被訓練成

了尋找標準答案的搜尋引擎，要轉

變為思考引擎，必須學會表達想

法，「說」和「寫」都是方法之

一。除了與青少年進行對談、分

享，許慧貞也會要求他們作閱讀筆

記，不同於制式的書寫規範，青少

年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盡情寫下對閱

讀書籍的想法。連浩任說，閱讀筆

記是很有趣的書寫方式，他國二第

一次閱讀《麥田捕手》時，寫的是

看不懂、很無趣，但是高中再度閱

讀《麥田捕手》時，就有了較為深

刻的想法，書籍主角從對未來道路

的摸索、掙扎與無助，到逐漸在尋

求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青少

年所面臨的人生經驗非常相似。連

浩任指出，當自己回過頭去翻閱閱

讀筆記時，會發現自己成長的歷

程；從一本讓自己覺得無聊的書，

到理解背後深層的意涵，就是最佳

的寫照。

閱讀透過文字沉潛表達想

法，可以讓學習更深入思考，清楚

提出觀點來。去年，清華大學寫作

中心羅漪文老師加入引導青少年寫

作的行列。不同於高姿態的指導方

式，她融入觀察，設計出有趣的學

習單，供青少年學習思考與討論，

一步一步引導他們釋放寫作的能

量。羅漪文運用提問的方式讓問題

暗藏玄機，當每個回答經過串連、

潤稿後，再連接起來就是一篇短

文。這種提問不要求標準答案，更

不要官樣回答的字句，也不要抄寫

書籍的內容，而是讓青少年表達出

自己的想法和觀點。羅漪文說，學

習單的設計不是要培養多偉大的作

家，而是一個公民應具備的基本能

力――「表達」，讓青少年未來可

以完整地說出自己的意見，甚至可

以說服、獲得他人的認同。

確立目標  持續發酵能量

推動青少年閱讀只要目標確

立就勇往直前；或許，至今仍有不

少人認為在圖書館推動青少年閱讀

像是踢到一塊鐵板難以撼動。但

是，以青少年為主題成立的「東區

資源中心」，讓我們看到只要圖書

館有心，外部資源就會源源不斷湧

入。創立「越讀者聯盟」的幕後推

手，要用熱情融化這塊鋼硬梆梆的

鐵板，更期許「越讀者聯盟」能發

揮青少年志工團的功能，協助館內

的圖書管理與閱讀活動規劃，讓青

少年當自己的主人，影響同儕一起

愛上閱讀。花蓮縣文化局圖書資訊

科科長楊淑梅希望，青少年未來能

自主擔起承辦閱讀活動的工作，在

這個過程中，他們不只是擔任帶頭

推動閱讀的大使，也可以學習做人

處事的方法，甚至從中培養出領導

型人物。她企盼「越讀者聯盟」能

3 	 「越讀者聯盟」邀請作家王威智（右），以身為學生及粉絲等
角度，分享作家陳列在他心目中的樣貌。（花蓮縣文化局圖書

館提供）

4 	 讀書會透過深度對話與討論拉近青少年與閱讀間的距離。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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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閱讀的推廣，不斷發酵出更多

正面的能量。

「 你 怎 麼 可 能 不 愛 上 棒

球？」專題書展，便是由「越讀者

聯盟」與帶領讀書會的老師們，共

同策劃出來的活動。藉由這個書

展，也徹底翻轉了學體育的學生不

愛讀書、不能寫作的錯誤觀念。化

仁國中棒球隊與花蓮體育中學的學

生，是書展超級任務學習單主要獲

獎者。化仁國中校長孫台育表示，

閱讀不只是對一般青少年有幫助，

學體育的孩子除了球技的精進外，

更需要透過閱讀，讓他們學習沉靜

思考；棒球隊有一個孩子每次總是

利用下課十分鐘，坐在角落靜靜地

閱讀，上課時間一到就自律的把書

本歸放回原位，透過一個孩子，可

以慢慢去影響其他同學，甚至是一

個團隊，這就是學校期待的閱讀氛

圍。

號召學校  齊力改變未來   

在以考試為重的中學教學現

場，仍有堅持重視閱讀的學校，不

讓閱讀成為升學壓力下的犧牲品。

許慧貞強調，圖書館推動青少年閱

讀最需要結合學校的力量，在公部

門準備好的同時，也希望未來有更

多學校加入推動青少年閱讀的行

列，唯有老師先解構不要將精力放

在考試分數上，才能教育家長，讓

閱讀深化到青少年的生活裡。

閱讀的推動需要長長久久的

經營時間，沒有速成的方法。許慧

貞說：「我們沒有辦法一開始就端

出一盤漂亮的菜，即使半年、一年

後能炒的菜還是很簡單，但深層的

閱讀推動就是需要時間的等待，特

別是青少年的閱讀是無法用量去評

量的，只有踏實的走，才能慢慢壯

大閱讀所產生的力量。」不過，我

們必須先知道，是教學方向需要修

正，不是青少年不愛閱讀，如同國

二生張芷綺所說：「閱讀是我紓解

壓力的好方法，它會讓我快樂，也

能讓我更充實。」

大人別再用錯力氣，讓沉重

的課業綑綁住青少年閱讀的慾望，

更深、更廣、更精的閱讀才有助於

培養他們思考、辯證、表達的能

力，青少年需要透過閱讀來刺激、

啟蒙心智和自我探索，而閱讀本身

就是最好的導師，一旦閱讀習慣養

成，一輩子都能從閱讀中學習、成

長，受用不盡。

5 	 「越讀者聯盟」邀請《KANO》導演
馬志翔出席棒球電影分享會。

6 	 學習發問、表達想法是青少年必須
具備的基本能力。

7 	 「越讀者聯盟」奇幻書展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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