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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宇庭

從空間氛圍營造出發　實踐策略教學

因為閱讀� 
讓校園更美好

臺中市大墩國中教師童師薇、彰化縣鹿鳴國中教師柯佩秀、南投縣

三光國中教務主任邱凱琳，分別在自己崗位上擔任建構閱讀地基的

工作，非常值得初入門的圖書教師借鏡與學習。

臺中市大墩國中圖書教師童師薇讓學生自選一本圖鑑帶去文心森林公園。（童師薇提供）



272017年 7月
第 132期 

封面故事

校
園
悅
讀
推
手 

▼ 

圖
書
教
師
經
驗
分
享

～

國
中
篇

「每回書本裡抬起頭，就增加些不一樣；每

次讀書多帶點不一樣，就真的讀出不一樣！」所

有的起心動念，從那些難忘的閱讀風景說起。

閱讀推廣 
從愛上書籍的孩子說起

臺中市大墩國中教師童師薇自述，過去在四

張犁國中服務時，有個學生是屬於智力測驗成績

不佳的孩子，他是個轉學生，所有課都聽不懂，

結果發現圖書室有收藏他看得懂的繪本，他便以

閱讀繪本跟漫畫書作為起點，每天都去圖書室找

書，慢慢進步到可以看金庸小說，也會去跟校長

和老師聊書，聊他看了什麼，也會分享閱讀的過

程。這孩子可能從小到大都被排擠，從小沒被肯

定，後來因為得到了借書比賽的獎狀，那可能是

他這輩子第一張的獎狀，這個孩子一定會長大，

他會去跟未來的孩子說，爸爸國中的時候是每天，

甚至每節課都到圖書館借書。

3位老師都是帶著這樣動人的故事，投入閱

讀推廣，一段又一段善的循環，就此開始。

用時間換取空間 
圖書館也能門庭若市

南投縣三光國中教務主任邱凱琳敘述自己剛

接手圖書館時，學生去一趟圖書館必須爬三層樓

的階梯，傳統式的擺放陳設，除了書籍之外，實

在也找不到其他吸引人之處，她用了 6年的時間，

一步一步經營圖書館的門面，這也必須感謝教育

部用計畫經費協助，讓學校圖書館可以改善門面。

邱凱琳指著圖書館的書櫃，述說這些細微改變，

實在變化極大，自習桌上的隔板成為走廊矮凳，

舊有暗沉的高架書櫃，流通至各班作為班級閱讀

角與儲物區，如今圖書館明亮高挑的空間與採光，

讓孩子更容易親近閱讀，書籍的借閱數量也明顯

提升，還不到學期末，連新書都被學生一一預約，

想要搶先閱讀。

臺中市大墩國中圖書教師童師薇。（童師薇提供）

臺中市大墩國中圖書教師童師薇將閱讀教學拉往文心森林公

園，讓孩子學習如何使用工具書。（童師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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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師薇初來大墩國中時，因為是新設立學

校，圖書館從零開始，連一本書都沒有，木工在

釘書櫃，空間裡都是灰塵，但學校有先見之明，

有意將圖書室當成校園裡最重要的核心，從學校

任何地方過來圖書室，直線距離都是一樣的，她

用了 3年的時間，從「選書」開始建構圖書室，

推廣閱讀，大墩國中也因為校園裡教師們一起努

力，獲得教育部閱讀磐石獎。童師薇很直覺的說：

「要是問為什麼會走上閱讀推廣這條路，其實還

真的因為自己從閱讀中得到許多喜樂，就持續一

直走下去，會做閱讀，大概也是因為從閱讀中自

己首先獲得很多。」

用時間換取空間，校園圖書館的存在，是在

正規教學內與課餘活動外，提供不同興趣與學習

方向的孩子，去找到適合他的書。

閱讀策略是方法 
需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從空間，講到更具體的閱讀策略執行，童師

薇從自己教學的本科生物出發，也許今天授課的

單元是「化石」，但課本講解有限，如何從課本

中延伸出去，透過閱讀去接觸更多不同層面，包

括化石的形成、生物的生存年代、演化過程，她

嘗試去找大量的期刊資料印給學生，思索如何讓

學生真的能讀懂，有時學生不見得真的懂，就在

課程裡安排，讓學生分組報告核心主題，到底說

什麼，可否用一句話去說明？如何找出段落文章

裡的關鍵字？概念是什麼？能不能去歸納統整？

讓學生去發表、去教授全班同學，更進一步還練

習讓學生去提問，課堂上每一組都要提出簡單、

中間、困難等不同層次的問題。

學生寫好要寄給烏干達筆友的信，全班一起與自己寫的信合影。（嘉義市北興國中提供）

透過閱讀策略，讓臺中市大墩國中學生分組發表。（童師薇提供）

臺中市大墩國中圖書館利用教育學習圖書分類法。（童師薇提供）

透過心智圖製作，讓臺中市大墩國中學生分組思索問題。（童師

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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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彰化縣鹿鳴國中教師柯佩秀的閱讀策略也從

空間氛圍營造開始，鹿鳴國中圖書室最早位於校

園最遠端的三樓，為了學生的閱讀需要，中間經

歷了多次的搬遷，到今日位於校園操場旁的中心

點，因為「距離變得方便」，現在學生都非常樂

意、喜歡往這個地方走。所以「讓學生好到達」，

成為閱讀推動最重要的關鍵！鹿鳴國中圖書室爭

取到教育部空間改善的經費，得以進行整建與擴

建，其最大特色是以「北歐簡約風格」分成 3個

區域。空間最大的閱覽室是擺放最多館藏的處所，

同時也是整建前圖書室原本的空間。中段玄關的

部分則是宣傳新書最好的地方，用來吸引學生一

進門的目光，因為下課時間實在不夠用，因此往

往都必須透過柯佩秀先為同學在這個空間裡做選

擇，比如：為愛運動的學生選《破風》、《練習曲》；

為愛繪畫的學生選「手作筆記書」，真的有學生

會因為老師在課堂上不經意提及的幾句話，學生

進而主動到圖書室找書籍來輪流閱讀，一時之間

使這本書變得炙手可熱，成為大家爭相搶閱的目

標。而圖書室的第三個空間，則是可以多功能使

用的視聽區，它是階梯教室，裡面放置了辭典、

百科全書、哲學、史地、藝術等眾多類型的書籍，

讓同學可以在多元閱讀氛圍的環境下，徜徉於書

海。

童師薇分享她過往在四張犁國中服務時，指

導學生閱讀新書的經驗，一定是從以學生為主體

出發，去鼓勵全體家長、師生一同投入閱讀，並

且特別強調「主動行銷」，她舉例曾經辦理一個

活動「天天看好書」，過往圖書館是月月讀新書，

因為館藏有限且人力不足，所以無法常常有新意，

但當打出這樣的行銷方式，長期而持續性地去做，

校內掀起了一股閱讀風潮，透過宣傳、網頁和單

彰化縣鹿鳴國中圖書教師柯佩秀。（柯佩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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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發到各班，像流水一樣持續做 3年，四張犁

國中就得到閱讀磐石獎，借閱量由 200多冊，推

到有 1萬 5,000多冊，明確知道，孩子是喜歡閱

讀的，哪怕是很遙遠的圖書室，他們都走得到。

邱凱琳則指出，三光國中位處偏鄉，學生的

閱讀刺激較少，同樣從獲得教育部閱讀磐石獎作

為起點，她自己先加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圖書

閱讀推動教師群組，持續精進自己的課程帶領能

力，回到學校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學生，突

然之間很多力量都慢慢成型，一個很大的契機在

於 102與 103學年度，將圖書閱讀與晨讀合併，

同時要求自己在閱讀精進的課程上，一堂都不能

缺席，更進而和學校老師達成共識，閱讀推動不

只是屬於教務處的業務，也是整個學校共同的目

標亮點，同時更關鍵的是一部教育部推廣「晨讀」

的影片正在拍攝。邱凱琳大膽的應允整個拍攝計

畫，那時發現為了拍攝這部影片必須做的準備，

包含找晨讀作家作品，晨讀的帶領、便順勢可以

推廣晨讀，很驕傲的是，三光國中的晨讀從一步

一腳印開始做起，先抵抗外部的壓力與內部老師

們意料之外的亮點整合起來，從一開始的一天兩

天，到最後除了週一的升旗時間沒有辦理，全校

都有晨讀，從老師到學生，都有些不一樣。

閱讀推廣不是一人之力可以達成，先塑型，

再由老師們行動，共同做課程安排的討論，3位

老師都覺得這才是閱讀推廣真正成功的關鍵。

南投縣三光國中「在書海中遇見幸福」活動。（邱凱琳提供）

南投縣三光國中學生沉浸於閱讀之中。（邱凱琳提供）

南投縣三光國中教務主任邱凱琳。（邱凱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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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興趣出發 
養成終身學習習慣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科技研究所教授陳懷德在

《明日閱讀》一書中指出，今天，我們已經邁入

21世紀第二個 10年，這是全球化、知識汰舊換

新迅速的世紀。所以，建立終身學習習慣，是我

們下一代賴以生存的關鍵。然而，培養「終身學

習習慣」要從培養「閱讀習慣」開始，培養「閱

讀習慣」要從培養「閱讀興趣」開始，而且必須

從小培養。從興趣出發，孩子學得更有效、更持

續，同時也更能養成終身學習習慣。

透過教導閱讀，老師們希望孩子們能夠真正

學到什麼呢？童師薇提及曾經出過一個問題，請

學生分享大墩國中 3個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特色，

學生們都會指出是閱讀。讓學生自然而然的走進

閱讀是她最棒的發現。童師薇曾經做過一件有趣

的事，是讓學生自選一本圖鑑帶去文心森林公園，

老師到了現場才下指令，請學生拿著圖鑑去找森

林公園裡有什麼動物或植物，這時候很好玩的是，

有些學生可能拿的是鳥類圖鑑、蛇類圖鑑或水生

動物圖鑑，當他們拿到的是不對的工具書，兩個

延伸學習可從中誕生。首先，圖鑑不是從頭看到

尾的書，是拿來查的；其二，學習使用正確的工

具書，拿錯書，可能完全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柯佩秀也表示，雖然自己是一位語文教師，

在推廣閱讀的廣度上更應該注意，努力去讓學生

不只是以語文書為重，應該更多元與更無限制地

去接觸更多的知識，比如說科普讀物，我們現

在的生活不能夠脫離科普讀物裡的一些想法與知

識，科普非常不好推，但慢慢地做這方面的努力，

相對於語文來說，科普可以更直接地運用在生活

上，但這些作品又經過文學的轉換，這樣的作品

是連老師自己都在繼續學習，是一個新的課題。

或許不只是在教學成績上有所進步，3位老

師看得更遠更廣，幫學生先預習這個不斷變動，

每天都有新事物、新工作在發生的世界。

南投縣三光國中教務主任邱凱琳透過與學生互動，進行閱讀教學。（邱凱琳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