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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空中花園－
古典音樂臺《閱讀推手》節目

國資圖閱讀推廣好夥伴

透過廣播結合空中閱讀教育，臺中古典音樂臺「閱讀推手」節目，
為中部偏遠地區的教師及家長，突破地域、時間上的不利限制，
暢通閱讀推廣之路，成就教師、家長及孩子們美好的閱讀習慣。

閱讀推手第一代主持人黃迺毓、劉清彥。

文、圖／ 古典音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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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酷愛大猩猩，房間裡的所有東西都和

猩猩有關。她天天盼著爸爸能帶她去動物園看真

正的猩猩，但是忙碌的父親就是抽不出時間。」

─《大猩猩》安東尼．布朗

閱讀為什麼需要推手

2013年閱讀推手節目開播第一集，就用了安東

尼‧布朗的作品來介紹圖畫書的概念與設計原理。

4年多前好家庭聯播網─臺中古典音樂臺

FM97.7發現，在中部地區深耕閱讀領域的「愛

的書庫」在全臺及海外當時已有 130多座書庫，

這些書庫都是老師們在推廣閱讀上，很重要的後

勤補給站。然而，教育部和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雖然不定期舉辦各式講習，著實幫助許多老師與

家長，可以更有方法與效率地協助引導孩子們閱

讀，但仍有許多偏遠地區教師因為交通不便利或

時間無法配合參與講習，成為遺珠之憾；若是透

過與廣播結合空中閱讀教育，必然能夠突破地域、

時間限制，讓學習帶領閱讀之路更暢通！ 

另外臺灣雖然普遍都有「閱讀」的共識，

但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主辦的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ＰＩＳ

Ａ）公布2009年評量結果。臺灣在「閱讀素養」、

「數學素養」、「科學素養」三項排名中，分別

名列全球第二十三、第五、第十二，在所有受測

的東亞國家與經濟體中墊底，這對於積極推廣閱

讀的臺灣來說，無疑是個警訊！

根據調查，臺灣學生對於閱讀的興趣、習慣

都很好，但是閱讀的能力卻不如人，由此可以發

現閱讀不是只有擷取資訊，還包括解讀文本要傳

達的想法、評斷文本、並形成自己的意見，甚至

如何讀？如何帶孩子讀出能力？因此「閱讀」亟

需要有人帶領。

閱讀從生命教育出發

「英國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艾丹‧錢伯斯

(Aidan Chambers)，在談及兒童閱讀時，特別強

調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他指出，沒有一個小孩

在出生後就自然而然會閱讀、也喜愛閱讀，小孩

和書本之間需要有『在閱讀上具有協助能力的大

人』成為媒介者，幫助他們與書本建立關係」兒

童文學作家劉清彥點出閱讀最重要的關鍵，而家

庭就是培養閱讀最重要的出發點。

所以《閱讀推手》在製播第一年，就將主題

鎖定在「閱讀裡的生命教育」，從認識圖畫書開

第一代閱讀推手主持人劉清彥 ( 左一 )、黃迺毓 ( 右一 ) 與玫瑰奶奶 ( 中 ) 分享圖畫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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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愛─閱讀推手」臺中聽友會。

始、到如何透過閱讀與自己、他人對話，再到與

環境、生命對話，進而走入閱讀家庭，還有閱讀

中的家庭角色等等，透過扎實的閱讀觀念奠基，

讓希望帶領孩子閱讀的家長、老師能夠有明確的

指引方向。

而後為了深化閱讀的觀念，又擬訂了「讀出

品格力」的主題，將品格分為各大系列，像是「恩

慈、喜樂、尊重、寬容、榮譽」等子題，透過圖

畫書裡的故事，來探索作者與故事情節是如何透

過內容，傳遞價值。

透過前兩年的觀念奠基，閱讀推手不僅建立

了一群死忠聽眾粉絲，隨後也將閱讀的領域觸及

生活層面，透過生活中的節慶，結合圖畫書故事，

探討節慶背後的深意，每月還特別安排介紹圖畫

書作家，讓推手們從作者的生命歷程中讀出他們

創作故事的背後意涵。

這一、兩年來閱讀領域從圖畫書，慢慢再擴

及到小說的分享領讀，閱讀推手的型態走向更多

元，年齡層也更廣，並且從最早設計「閱讀小叮

嚀」分享在帶領閱讀中，要注意的事項，到這兩

年轉換為「為愛朗讀」小單元，分享閱讀裡美好

的文字。不一樣的嘗試，讓我們也見到「閱讀」

更多的可能性。

閱讀的蝴蝶效應

從《閱讀推手》節目開播以來，電臺就以讓

節目能夠接觸到「最多需要的人」為主要目的，

從設立「閱讀推手臉書粉絲團」開始，每週分享

當集書目、節目主題，讓聽眾粉絲可以先行準備，

另外有許多帶領閱讀的老師、家長，也能夠透過

這樣的平臺交流互動，第一時間分享閱讀心得，

在閱讀推手粉絲團平臺，不只是一個節目訊息的

露出地，還有更多的交流共享在裡頭。

另外隨著科技發展，廣播播出不再受地域、

時間限制，電臺在官網設立《閱讀推手》經典重

現專區，讓錯過節目的聽眾朋友，能夠再回頭聽

節目。也有許多聽眾朋友透過這樣的方式，培養

與孩子聽節目，培養共讀的興趣，透過交流分享，

對家庭及閱讀有更好的發展。

然而除了空中廣播、網路收聽，《閱讀推手》

還走出錄音室，開播以來已經在新竹、臺中各舉

辦一場聽友會、另外在臺中中興堂舉辦一場結合

圖畫書主角及音符的音樂會。其中在中興堂舉辦

的「閱讀、分享、愛 -玫瑰奶奶公益慈善音樂會」

邀請到故事主角，創立東海大學音樂系的教授羅

芳華演奏，第一代《閱讀推手》節目主持人黃迺

毓與劉清彥現場導讀分享《玫瑰奶奶》圖畫書故

節目主持人錄製節目前溝通。《閱讀推手》節目第二代主持人柯華葳（左）、游婷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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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動擠爆中興堂，博得現場觀眾、粉絲的熱

烈掌聲。現任主持人柯華葳教授亦受邀至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擔任 2017世界書香日活動系列講

座之一，以「從書桌開始的關鍵能力」為講題，

分享如何有效的培養出優質的閱讀力，引起滿堂

讀者的共鳴及廣大迴響。

金鐘獎的肯定

《閱讀推手》節目開播已來，連續 3年獲金

鐘獎入圍榮譽，其中兩年由草創節目的主持人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黃迺毓

柯華葳老師於國資圖演講。

及兒童文學作家劉清彥勇奪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

主持人獎的肯定，創下非常難得的成就。

從 2016年 9月開始，節目轉由曾任國家教

育研究院院長的柯華葳教授，及臺中教育大學講

師游婷雅接棒主持，節目從圖畫書的領域，慢慢

轉移到小說、適合青少年閱讀的書目，讓閱讀領

域開支散葉。

在閱讀裡一起成長

節目製播以來，電臺常常在寒暑假接聽到長

輩來電，詢問閱讀推手的書單、節目如何收聽，

因為他們希望在長長的假期，能夠陪伴孫子。原

本《閱讀推手》鎖定的族群是帶領閱讀的家長、

老師，卻意外培養了許多小小年齡的聽眾，透過

節目的分享，親子間互動比以往更加幸福，甚至

就連老師在搭乘計程車的過程中，被認出是《閱

讀推手》的主持人，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收穫。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推手，不單指的是大人的帶

領，更多時候是在分享閱讀過程中彼此的回饋，

透過孩子童真無邪的心思，看見圖畫書裡最單純

的意涵，期待透過紮實、多元、專業的節目內容，

讓閱讀不再是一道高牆，而是能夠走進每位老師、

家長、孩子心中的美好習慣，在人生的旅途中，

認識一本書，找到困境解決問題的答案。也要邀

請還不認識《閱讀推手》的朋友，一同進到這美

好的領域，一起交流、分享，讓我們拋開閱讀的

束縛，感受「悅」讀的喜悅。

《閱讀推手》廣播節目收聽方式：

閱讀推手每周都會在節目播出前在臉書 

粉絲團公布當集節目分享主題、書目。

目前收聽方式如下：

1.　 藉由收音機或網路線上收聽 
頻道： 臺北 BravoFM91.3、 

臺中古典音樂臺 FM97.7

2.　時段：每週六上午 10：00點

3.　 古典音樂臺網路
線上即時收聽：

 5.　 閱讀推手臉書
粉絲團： 

4.　 閱讀推手節目經
典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