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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墨、圖／宋怡慧提供

從菜鳥老師到閱推好手
宋怡慧一路走來有笑有淚 

宋怡慧以老師為志業，在閱讀推廣的路上，不斷地傳道，將閱讀帶進每
個孩子的生命裡。

反思後宋怡慧決定「帶他們讀自己」，像是運

動員的自傳，或要求小選手們移地比賽時寫遊

記、寫出感受，閱讀與寫作其實是與自己對

話。

這段經驗讓宋怡慧走上推廣閱讀之路，

也同時享受到閱讀帶來的好處，「那時候很挫

折，但也要感謝自己一直有在閱讀，看到跟工

作有關的書就會翻一下。」一個好老師句句都

能談閱讀，每個話題都能連結到教學，背後是

超過 10年的修練。

如何讓學生愛上閱讀 
從解決問題到安頓生命

宋怡慧推廣閱讀的方式變化萬千，像是 

依據學生的特質，推薦不同的好書，「日本小

說《鏡之孤城》，寫的是邊緣學生，像這樣的

要成為一個老師，基本上要先通過大學的

教育學程，接著要實習、考試，成為一

個頂尖的老師就更難了，需要不斷的進修、參

加各類比賽，加上數不清的課堂經驗。有著一

頭長髮、清秀氣質的丹鳳高中老師宋怡慧就是

身經百戰的強者，戰功包括教育部第一屆閱讀

磐石獎閱讀推手獎、第六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

館論壇論文發表人、教育部服務學習獎勵計畫

課程教案高中職組特優等，族繁不及備載。

一個好老師不是天生的，而是技能與經

驗的累積。10多年前剛進入學校、仍是菜鳥

教師的宋怡慧，馬上就受到震撼教育，當時她

教體育班的國文，孩子們對於田徑場的興趣遠

高於教室，上課許多人都在睡覺，這讓她感到

疑惑「孩子在田徑場上就像是超級明星，但在

課堂上每一個人為何都沒有學習動力。」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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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推廣閱讀多年，談起閱讀宋怡慧的眼睛仍然發亮。(潘云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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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我就常常介紹給沒信心，覺得自己是邊緣

人的孩子。」又或是與學生聊跟他們切身相關

的議題，從戀愛如何告白、生活時間安排到氣

候變遷、糧食短缺，無所不包。她認為，「今

天不愛閱讀也要閱讀，跟人互動也是閱讀，除

非不跟任何人接觸，但單純想要活下去也要閱

讀，連商標、價錢都是閱讀。」

與其他老師比較不同的是，宋怡慧甚至

自己寫書來推廣閱讀，其中最讓我們好奇的是

《星讀物語》這本書，閱讀為什麼會跟星座有

關呢？閱讀推廣高手慧黠地笑說，「學生不想

討論國文課本，但談到如何告白他可能就有興

趣」，就像是經典的胡蘿蔔與棍子理論，星座

書裡不只是 12種個性分析，還放進了各個星

座在面對不同問題時，適合閱讀的書，甚至談

了自我認識、學習術。

這是多年來琢磨出的推廣閱讀捷徑，但其

實宋怡慧對閱讀有更深刻的期待，她認為剝除

掉工具性的糖衣，閱讀更重要的是安頓生命，

為生命提燈解惑，每個人都可能遇上自己無法

解決、身邊人也束手無策的問題，閱讀或許可

以找出答案，也或許是一種溫暖的陪伴，而這

樣的體悟，其實來自她曾經困惑的童年。

深刻體悟 
來自寂寞童年

自信陽光的宋怡慧一見到我們就能侃侃而

談，但她回顧自己閱讀的起點卻籠罩著小小烏

雲，「邊緣人才會閱讀啊，你每天都有事情做

就不會想讀書，我小時候的閱讀經驗就是來自

於自己很寂寞、自卑、覺得自己不夠好。」

宋怡慧的母親重視閱讀，在她小學就訂《國

語日報》、《百科全書》，小學時的宋怡慧也

會趁著打掃圖書室的機會，浸淫在當時東方出

版社的經典西方文學系列之中。然而最大的衝

擊來自國中時期，當時她就讀雲林一所實力堅

強的私立學校，除了學費對家裡造成負擔，在

班上跟不上其他同學更讓小小的她壓力沉重。

21

1 好老師讓「寫作」成了宋怡慧的人生招牌。(潘云薇攝）

2 閱讀不只是念書本，更要讀人、讀議題，成為生命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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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綠野仙蹤》寫出自己騎腳踏車回家路

上的風景，寫出「魯蛇」人生的精彩。

國文老師一見這篇文章驚為天人，還把作

文念給全班同學聽，當時的她小小年紀，寫完

就忘，還一度訝異「誰寫得那麼好？」由於國

文老師年輕專業、課堂內容豐富，很受學生歡

迎，被老師盛讚的宋怡慧也成了班上的「國文

之神」，還被找去參加國語文競賽的作文比賽，

可惜鎩羽而歸。

比賽的失利並沒有讓她受到責難，那位國

文老師反而稱讚她是「寫作奇才」，跟她說「妳

的文章大家討論很久，文筆很好可惜離題，以

後要認真看題目哦。」「寫作奇才」這個稱呼

讓宋怡慧樂暈了，就此把這 4個字當成「人生

招牌」。

沒想到多年後，「我們在同學會聊起這個

老師，我正要感謝老師說我是寫作奇才，讓我

一直走在寫作的道路，另外一個同學卻先說，

『老師說我是演說奇才，讓我這輩子跟人講話

宋怡慧回憶，當時英文課是外籍教師授課，

但她連 26個字母都不知道，全班包括她只有 5

個人不會，老師當時不經意的一句「為什麼有

人不知道有 26個字母」，讓壓力完全具象化，

「那個當下的眼神有點傷到我」；回家後宋怡

慧驚慌地跟媽媽說自己完蛋了，媽媽也急忙送

她去補習，但程度還是跟同學差很多。「自己

回想起來，這樣的自卑來自沒有自信，其實老

師也只是無心說過，自己卻被恐懼壓垮。」

帶有宿命論的意味，現在的宋怡慧是頂尖

的老師、推廣閱讀的專家，當時沮喪的她同樣

被閱讀與好老師所拯救。

幸運遇上好老師 
得到「人生招牌」

國一時宋怡慧被課業壓得喘不過氣，但國

文科的作文考試讓她有一展身手的機會，當時

的題目要求他們取材名著，改寫成自己的生活

經驗，而宋怡慧憑著閱讀上的累積，用《小王

童年曾經寂寞，但教職讓宋怡慧體會到了團體互動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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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害怕』。」這才讓她體悟「那一刻我覺得

老師在我心目中，原來是在讀我們，給我們每

個人人生的招牌，所以我現在也會偷用她的招

數，誇獎學生。」

閱讀的終極目標 
是影響他人

讀萬卷書，所為何事？每個人的答案各有

不同，曾經從閱讀得到慰藉，在書中找到解決

問題方法，宋怡慧的閱讀觀還有第三步，也就

是改變他人，這也是讓閱讀真正能走入生命，

觸動人心的關鍵。

想起帶領學生走進偏鄉的經驗，腦袋不斷

運轉、語速飛快的閱讀推廣好手突然停頓了下

來，或許是整理情緒吧，因為這個故事連擔任

聽眾的我們，都被觸動到心底深處。那個時候，

宋怡慧要帶學生進尖石鄉進行偏鄉服務，出發

前學生隨口說了一句髒話，讓求好心切的她很

不能接受，忍不住責難學生，卻換得學生回嘴

「這沒有什麼，老師你太古板。」

上了巴士，師生雙方氣得不說話，事前做

足功課，讓學生跟偏鄉孩子通信 6個月，卻發

生這般刺耳插曲，讓宋怡慧一路上糾結著「覺

得自己教育失敗，覺得很不想去，如果去偏鄉

學校帶孩童閱讀，學生又無心地在原住民孩子

面前冒出一句髒話，我心裡很有壓力。」

當時是清晨 6點，天氣如同宋怡慧的心

情灰濛濛下著雨，但到了營隊後，她發現，學

生們一到現場猶如一夕長大，不只成熟懂事，

也戰戰兢兢，進行活動謹慎小心、帶領課程豐

富有內涵，讓憂心忡忡的她忍不住想「我該相

信他們，自己太誤會他們。」

活動的尾聲，宋怡慧準備了當地小朋友

最喜歡的金莎巧克力當比賽獎品，沒想到學

生們事前知道小朋友喜歡，還自己準備了一

大盒，或許是感受到大哥哥大姊姊的真心，

「有兩三個原住民小朋友很想吃金莎，但拿

到哥哥姐姐面前說『我很想吃，但不要吃，

希望你們要記得我』，當場哥哥姐姐聽著聽

著就哭起來」，其他已經吃下去的小朋友也

宋怡慧認為閱讀最終將改變他人，得到知識份子的自覺。



412019年 7月
第 144期 

聚
焦
書
房

S
p
o
tlig

h
t

哭了，童言童語地說想「挖出來」給哥哥姐

姐，畫面好笑又感傷。

活動結束，學生們忙著安慰小朋友，離

去的巴士發動，原住民孩子趕忙跑到圍牆邊

哭著跟大哥哥大姊姊道別，遊覽車上也啜泣

一片。這樣的經驗是宋怡慧投入閱讀推廣的

動力，「我覺得孩子體會到閱讀帶給他和身

邊人的改變，閱讀就會在他生命有不一樣的

想像。」

挑戰與希望 
閱讀教育開始與國際接軌

走過童年時的寂寞、青少年時的救贖、

菜鳥老師的震撼教育、老練教師的帶人讀心，

致力推廣閱讀的宋怡慧早已能扛起老師這個

尊貴卻常被濫用的稱謂，但挑戰並未停止。

她聊起今年國中會考的作文題目「青銀共

居」，這是個連一般的大人都不清楚的詞彙，

學生則要透過閱讀、思辨寫出自己的觀點，

對於外界而言這樣的題目很新鮮、但也難以

準備，但對走在前端的閱讀推廣者來說，這

才是真正和國際接軌。

宋怡慧分析，像這樣的題目，重點就在

於老師平常是否有教學生閱讀理解、文本分

析，首先要讀懂「青銀共居」，即便沒看過

也要看懂題目給出的意涵，從題目內容思考

自己的經驗，從文字感知扣緊自己的生活，

「孩子不能像以前讀課本，他們要讀人、讀

世界、讀議題。」

我們問起這位在閱讀推廣路上多年的提

燈者，對未來的想像或期許，她說自己很期

待現在這一波教改，也或許是她教職生涯最

後一次經歷的臺灣教育改革。在宋怡慧眼中，

這是一個很進步的課程綱要，想要培養的是

從獲得知識到解決問題的能力。一如過往，

她也決定在這條道路上全力一搏，帶著老師

們設計出好的教案，讓其他老師比較不會害

怕新課綱。

推廣閱讀當然不簡單，連宋怡慧這樣

的好手也感嘆「推閱讀有一半買單就很開心

了」，在挫折與感動的交替中，把老師視為

志業的她持續在學生心中種下種子，不厭其

煩地傳道，「閱讀不只有書，而是解決問題

的能力，或是有勇氣面對人生的困難。」 

21

1 宋怡慧在推廣閱讀路上戰功彪炳。

2 宋怡慧樂於將自己對推廣閱讀的想

法與他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