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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區共讀站
讓閱讀推廣持續擴散

學校社區共讀站的設立，讓國小、國中、高中（職）學校敞開大門，讓閱讀的推展由學校拓展
到社區。

學校社區共讀站敞開大門邀社區居民一起參與閱讀活動。

在國小、國中、高中（職）校園裡的圖書

館空間，除了一般所認知，用來提供師

生使用的學校圖書館（室）之外，近來出現一

個新空間，稱為「學校社區共讀站」。

教育部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推動

「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學校社區共讀站」，

自 2017年起預計 3年內補助 720所高中

（職）以下各級學校建置共讀站，經由校舍空

間的活化，將學校圖書資源與社區居民共享，

讓居民擁有更多且更為鄰近、便利的閱讀環

境，並期許透過公共政策及公共投資，發展符

合人民普遍有感的措施，讓學校成為社區居民

生活的中心。

賦予校舍空間新任務 
共讀站扮演閱讀推廣角色

活化校園空間方式很多，為什麼需要設

立共讀站？負責協助教育部執行此計畫的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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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深入到家庭，但將共讀站開放給社區居

民，學校可以跟父母有更多的聯繫與互動，

像是運用共讀站指導家長如何為兒童選書、如

何為孩子說故事等方式，鼓勵家長參與親子共

讀，無形中可促進家庭閱讀氛圍的建立，讓閱

讀推廣存在更多可能性。」

打造優質閱讀環境 
確保施工品質

提供優質、友善的閱讀環境，是建置共讀

站的基礎，但要打造一個理想的空間需要考量

哪些要素？鍾松晉說，雲科大身為執行者，也

是個管控者，除了掌握共讀站施工進度外，也

要管控品質。為提升學校承辦人員與建築設計

師的專業知能，雲科大透過說明會指導共讀站

在空間設計上的專業技術、機能需求、施工品

質等，並要求審查委員至少要有一位圖書館專

家和建築專家，透過他們的建議把專業導入實

舉辦「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學校社區共讀站」說明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提供）

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雲科大）創

意生活設計系副教授鍾松晉說，閱讀的推廣需

要從各個不同面向切入，共讀站不僅能改善

學校師生的閱讀環境，還能惠及社區居民，促

進學校與社區緊密連結，並能達到區域性的公

平，不論是偏鄉或城市，都能透過共讀站擁有

更多閱讀與學習的機會。

擔任審查委員的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

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林巧敏則指出，學校圖書

館在臺灣整個圖書館體系中相對較為弱勢，經

營體質長期以來就存在著資源不足的困境，但

透過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不僅讓學校圖書館

有了改善經營體質的契機，共讀站的設立更提

供學校及社區一個嶄新的閱讀場所；再者，它

也可以幫助學校走出圍牆與社區產生更好的互

動，「我們常講要營造書香社會，但《親子天

下》雜誌曾做過調查，結果顯示在孩子眼中最

不讀書的其實是父母，過去學校不容易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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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應用，以減少辦理期間遭遇困難，進而確

保計畫執行品質及效率。

林巧敏強調，共讀站的設計必須思考如何

讓它發揮經營功能，閱讀功能要很足，不能把

它視為空間裝修案，僅著重在視覺上的美輪美

奐。首先是共讀站的區位選擇，雖然因為每所

學校閒置出來的空間條件不同，不能強制、規

範學校一定要選在離校門口最近的校舍空間設

置共讀站，但它的設立宗旨是以開放社區居民

使用為基礎，必須盡可能選在區位可及性高、

動線相對單純、行進方便的位置，一來不會因

動線複雜造成居民進出不便，二來可維護校園

安全。

在空間設計方面，林巧敏說，國小、國中、

高中（職）因不同年齡段的使用需求，對空間的

規劃也有所差異，但基本上設有安靜閱讀區，必

須規劃在可安靜看書、不被打擾的位置，座位強

調舒適、符合人體工學的閱覽桌椅或沙發，讓讀

者可長時間自在閱讀，並且符合人的尋書習慣，

減少取書動線，讓讀者可以隨手取書；再來因應

1 連結社區資源，邀志工加入學校社區共讀

站服務行列。（北新國小提供）

2 串接社區資源舉辦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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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教學趨勢，應打造一處適合教學，能容納整

班師生的空間；另外，依閱讀活動需求，規劃一

處多功能用途的活動場地，像是可以架高木地

板、加入些許階梯設計，讓空間成為學校及社區

辦活動的舞臺展演場地，不辦活動時，階梯也能

當成閱讀座椅，甚至閱覽區可運用彈性組合桌

椅，讓使用功能更多元，舉辦活動時可撤移，讓

空間容納更多人。

連結社區資源 
成為共同體

有了優質環境，在這強調增進學校與社

區連結關係的共讀站，該如何串連、整合資

源，讓師生與社區居民產生實質的交流、互

動，並且共同向上提升？鍾松晉說，「人類的

文明就是靠著理性溝通，彼此間相互尊重，學

校如何跟社區取得共識，彼此要有一個擬態，

雙方透過這個擬態共同去實踐它，彼此之間就

是共同體。」

林巧敏說，開放社區使用便是期許能透

過跟社區互動，產生實質上的交流，同時也

互相幫忙、共用資源。好比在人力運用上，

社區故事媽媽可以協助學校辦理說故事活動；

在進行文史教學時，也可以把學校課程延伸

到社區裡，去參訪在地文化特色景點，也能

邀請地方文史工作者、耆老，為學生導覽、

講解地方文史脈絡；或者是邀請社區長輩，

到共讀站擔任真人圖書館，貢獻他們的生命

智慧。

林巧敏也期許，學校能藉此放開眼界，

為社區做更多擴大面向的服務，這樣才會受到

重視與關注，當人們意識共讀站的存在價值，

才會願意繼續挹注永續發展的資源與經費，讓

共讀站持續下去。

1 邀社區居民共享學校社區共讀站。

2 學校社區共讀站空間可融入教學設備，營造教學環境。

3 連結社區資源，由圖書志工媽媽為學生說故事。（村上國

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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