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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
教養專家王宏哲來解答

有效的引導、製造互動機會、培養閱讀動機、閱讀不偏食⋯⋯，
王宏哲一一教導家長帶孩子進入書中世界的方式。

如何做到？ 王宏哲強調，家長一定要自己先

看過那本書，闔起來也能講故事，才有辦法帶

領孩子進入書中的世界。

至於一般的家長，容易用大人的閱讀模式

進行引導，真的按照繪本中的字句一個字一個

字唸；王宏哲提醒，其實大人和小朋友在同一

頁裡，關注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大人在唸文

字，但小朋友可能在看圖案，如此一來失去了

互動性，導致小朋友無法專注。

大家應該都忘了自己小時候在書本前扭來

扭去的模樣吧，王宏哲替我們重溫童年。他說，

有的小朋友在爸媽唸故事時會一直急著想要翻

頁，甚至亂翻一通直接把書翻完，這時家長應

該思考的是，自己在引導的過程中是不是讓孩

子失去注意力。

有的小朋友會放錯重點，可能這個故事是

要教他解決問題，但小朋友會把注意力放在圖

畫上，一直問爸爸媽媽這隻兔子在幹嘛？這裡

怎麼有一臺消防車？王宏哲說，這其實就是互

動的機會，要先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看到

的世界，再慢慢將主軸拉回到故事之中。

教孩子的功課難，還是教孩子的品性、基

本能力難，相信有經驗的父母或老師都

會回答是後者；但教養專家、天才領袖感覺統

合情緒教育中心創辦人王宏哲投身在這條布滿

荊棘的道路，而且還樂在其中。他認為，閱

讀是最基礎的基本功，無論是修正孩子不當行

為，抑或是專注力、邏輯能力的培養，都可以

從閱讀開始。

帶孩子閱讀 
關鍵在於引導

採訪那天，與王宏哲約在他所創辦的教育

機構見面，好不容易遇到教養專家，劈頭就問

了許多家長心中的超級難題，「如何讓小朋友

愛上閱讀？」或許是早已思索過這個問題千百

遍，他馬上回應，「重點在如何引導。」

王宏哲說，普通的家長，與專門帶閱讀的

幼教老師，在講故事的時候有著極大差異，專

業的幼教老師會有許多音調上的抑揚頓挫與表

情變化。他也現場露一手，當唸到「慢慢的」

時，他的語速真的會放慢，遇到有趣的橋段時，

更能善用聲音表達出歡快的氣氛，讓人驚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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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專家、天才領袖感覺統合情緒教育中心創辦人王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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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吃東西會偏食  
小朋友閱讀也會偏食

有的人喜歡閱讀文學作品、有的人喜歡看

漫畫、也有的人喜歡啃科普書，這在大人身上

習以為常；但如果從小時候就開始閱讀偏食，

會導致閱讀素養發展不完善。

王宏哲強調閱讀素材的廣泛度，他說，好

比孩子天生就是挑食的，只喜歡吃自己想吃的

東西，家長通常會很注意孩子在飲食上的挑食

問題，卻很少關注到閱讀上的挑食，導致小朋

友只看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小男生可能因為書

上有車車，就只看車車的書，小女生則專挑公

主的書，這時出現的問題在於，小朋友看來看

去只喜歡看同一本書，無法從不同的書中學到

不同的技能。

對於這個問題，王宏哲認為，在家長有效

的引導下，先讓孩子培養出對閱讀的興趣，同

時家長也提供孩子各式各樣的閱讀材料，如此

一來小朋友在接觸不同領域的書籍時，就不會

那麼辛苦。

除了家長面的自我提升，王宏哲也設計了

許多連大人都會驚呼有趣的兒童讀物，幫助家

長準備好書櫃裡的菜色，每一本都有著希望幫

助孩子培養的能力，像是《小嘻瓜的魔髮樂園》

所對應到的就是孩子害怕剪頭髮的問題。

王宏哲介紹他在書中精巧的設計，像是用

不同的材質來呈現書中內容，而非全部都是紙

張，或是用小朋友最愛的拉頁設計吸引孩子目

光，更厲害的是這本書居然有聲音，孩子觸摸

不同剪髮工具時，書本便會發出這個工具的聲

音，讓孩子不會因為陌生而害怕剪髮，並處理

孩子在安全感上面的問題。

重視紙本閱讀的重要性 
擔憂螢幕世代出現能力落差

在訪談過程中，王宏哲不斷強調閱讀的重

要性，以及如何讓孩子把目光放在紙本，而非

螢幕上，讓人好奇螢幕可能帶來的危險性。他

語重心長地說，在教學現場，有很多孩子會出

現「抄聯絡簿時，明明有 4項作業，卻只抄了

3項，事後一對才發現自己『沒看到』」，或

《小嘻瓜的魔髮樂園》

透過拉頁設計吸引孩子

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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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小朋友在閱讀過程中，與書本、父母互

動能得到成就感、在讀到其他小朋友不知道的

東西時也會帶來成就感，讀完迫不及待分享給

其他人更是莫大的快樂，這也關乎王宏哲不斷

強調的閱讀三要素：思考、提問與分享，經歷

完這樣的閱讀旅程，才能徹底得到閱讀的好處。

為了對抗螢幕大軍，王宏哲非常強調培養

閱讀素養的時間點，也就是孩子 6歲前的黃金

時期，接下來可能在同儕的影響下會對螢幕產

生興趣，又或是學校課業繁重導致無法閱讀課

外書，這時考驗的就是父母在孩子 6歲前，是

否幫他培養出對閱讀的濃厚興趣，形成足夠的

「抵抗力」。

是小朋友的筆順容易寫錯、又或者小朋友在讀

句子時，會跳字顛倒著讀，這是因為現在這個

螢幕的世代，習慣從手機、平板中看到跳躍式

的畫面，導致小朋友無法由左到右、由上到下

一個字一個字的好好讀，就連老師在講臺上介

紹筆順，小朋友也無法專注。

閱讀的失能，會對小朋友產生深遠的影

響；他們因為專注力、邏輯能力的缺乏，在學

校跟不上老師的進度、對閱讀完全喪失興趣，

甚至連評量上的文字也看得太慢，功課上也隨

之出現落差。

王宏哲表示，要讓孩子喜歡上閱讀，最重

要的就是培養出閱讀的動機，而動機來自於成

1 王宏哲強調帶閱讀要記得互動。（天

才領袖感覺統合情緒教育中心提供）

2 王宏哲在著作《賽瑞柏萊學校—神

奇魔杖》中，設計許多互動操作，誘發

孩子的學習動機。

3 王宏哲相信從小喜歡閱讀的孩子，日

後對螢幕的抵抗力較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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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悶升學年代  
閱讀是王宏哲的桃花源

回想自己是從什麼時候愛上閱讀，王宏哲

笑著說，其實是一種選擇下的結果，活在那個

升學主義的年代，他在閱讀枯燥的課本之外，

因為課業壓力不能任意地打電動、出去玩，反

而發現課外書中的桃花源，是如此有趣、吸引

人。

王宏哲說，自己一頭栽進科學類書籍的世

界中，發現真正的科學遠遠超過生物、理化課

本中繁重的背誦類知識，他愛上了《小牛頓》、

《科學人》等雜誌，甚至會跟著裡面的實驗做

中學；這樣的興趣除了慰藉升學的壓力，更影

響王宏哲一路往科學研究的路線直行，他念了

腦科學研究所，研究的是自己有興趣的主題，

更是現在投入教育活動的重要養分。

一直到現在，王宏哲還是對腦科學情有獨

鍾，只要看到相關書籍都會有蒐集的衝動，甚至

會上亞馬遜平臺看看有哪些暢銷的腦科學原文

書。除了興趣，他也會在裡面找尋對於教養觀點

的啟發，可能是神經、可能是基因，都能帶給教

育問題不同的切入角度。另外，王宏哲也持續蒐

藏著《科學人》雜誌，全部放在同一格書櫃、每

一期照順序放好，這是愛書人的熱情。

王宏哲說，現在因為工作忙碌，較常閱讀

雜誌，各式各樣的雜誌都會翻閱，這或許也跟

童年時期父親提供的閱讀廣度有關；他說，父

親工作忙，沒有時間一起看書，但幫他買了非

常多的書，什麼類別都有，包括傳記、歷史、

小說、科學，他童年時沒事就會拿起來翻，自

此栽進書本中多彩多姿的世界。

教養專家 
也是盡責老爸

身為知名教養專家，令人好奇他與 6歲

和 8歲愛子如何互動。說起自己的小孩，王

宏哲眼裡滿是父親的驕傲；他說，自己與太

太都相當關注孩子閱讀習慣的養成，每天晚

上，他們會先帶孩子一起看書，等孩子睡了

之後，兩人再分別拿起自己喜歡的書籍，享

受睡前的寧靜，偶爾他們會討論書中的內容，

「我會問她科學上的新知，她會跟我分享心

理學上的發現。」

1 王宏哲在閱讀中所獲得的能力與樂

趣，成為他推動教養的動力。

2 《科學人》雜誌對王宏哲影響深遠。

1

2



412019年 5月
第 143期 

聚
焦
書
房

S
p
o
tlig

h
t

在這樣的薰陶下，王宏哲開心地說，他

的兩個小孩都相當早就有閱讀習慣，約莫 3

歲就喜歡上閱讀這個活動；他也分享一則讓

他印象深刻、相當動人的故事。某一天晚上，

小朋友把該做的事情做完後，距離睡覺時間

大約還有 40分鐘，王宏哲便跟他們說「這段

時間你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在沒有任

何逼迫下，孩子選擇的不是電動玩具，而是

拿起愛書，靜靜的閱讀，還說「爸爸，以後

每天都能有這樣的時間看書嗎？」這句話讓

他知道自己的教育成功了，孩子已經擁有了

閱讀素養，也能享受閱讀所帶來的閒暇時光。

身為爸爸的驕傲  
在孩子身上體現閱讀的威力

就像所有爸爸一樣，聊起孩子，王宏哲有

滿滿的心得可以分享，他相信先喜歡上閱讀的

孩子，日後對螢幕的抵抗力較強；他說，像他

自己的孩子，看到同學玩電動時一開始也會覺

得有趣，但過了短短幾分鐘，就會覺得無聊，

認為電動的樂趣還比不上書本。另外，王宏哲

並不是特別要求孩子的課業，但孩子有了閱讀

素養以及龐大的閱讀量，如他所料，在學業上

的表現也名列前茅。

教養專家也會遇到小朋友的行為問題，

王宏哲不吝嗇分享自己的小撇步；他說，假設

小朋友拖拖拉拉，他不會選擇大聲斥責，反而

會找尋相關的故事書，用看故事書的方式將行

為規矩內化到小朋友的內心中。王宏哲提醒，

「用罵的可以在10秒內解決孩子的行為問題，

但 100秒後孩子又會再犯」，閱讀雖然花的

時間長，但內化之後孩子會自主的表現出好的

行為，不需要一罵再罵。

王宏哲也從鏡像神經元的角度來看待

閱讀問題；他說，當家長喜歡閱讀時，孩

子才有模仿的對象，最近新聞說臺灣人甚

至可以 7 年才讀一本書，如此一來，家長

很難說服孩子閱讀的樂趣，只有當孩子看

到爸爸媽媽不是為了考試、不是為了工作，

單純為了快樂而看書，他們才會領略到閱

讀的樂趣。

同時是教養專家、閱讀愛好者、兩個

孩子的父親，王宏哲用閱讀貫徹自己與孩

子的學習，自己在閱讀中所獲得的能力與

樂趣也成了他推動教養最大的動力，閱讀

無法立竿見影，但卻是許多兒童疑難雜症

的根治妙藥。

王宏哲認為，善用引導技巧是讓孩子愛

上閱讀的關鍵。（天才領袖感覺統合情

緒教育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