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學習，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道路。隨著 108 課綱上路，

更加注重學生自主學習、主動探究的能力，在訊息快速變化

的數位世代中，想要拓展學習視野並培養創造思考，「閱讀」

就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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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作為知識寶庫，對孩子們的智識及多元發展帶來重大啟

發，也是教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學習場域。「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是 108 課綱的願景，圖書館在新時代裡，更應該與教育

現場產生更多連結，為學生開啟一扇自主學習的大門，養成終

身學習的習慣。

撰文╱陳怡如　圖片╱陳明蕾、曾品方、Shutterstoc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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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所有學習的基礎！」萬興國小

圖書館館員、現亦擔任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北

區召集人以及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的曾品方認為，從終身學習的觀

點而言，閱讀不僅是解碼、理解，更是詮釋和

發展新的見解，「尤其小學階段培養的閱讀能

力，不僅能奠定孩子日後學習的基石，更是送

給孩子打開世界之窗的鑰匙。」

圖書館是精進閱讀的堡壘，它保存了自

古以來的思想結晶，每個踏入館內的人，都能

很方便地索取各類知識，再透過閱讀消化。隨

著現代圖書館的館藏和搜尋功能，都比以前來

得更加完善，「想要自主學習，圖書館有它不

可或缺的角色。」清華大學柯華葳教授閱讀研

究中心主任、台灣閱讀與學習教育學會理事長

陳明蕾說。

閱讀活動課程化　深入教學現場

圖書館該如何深入教育現場，為學習加

值？在學校第一線推動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曾品

方，從學校圖書館的角度出發，提出校園圖書

館扮演的四大角色，也就是提供資源、推動閱

讀、支援教學、引導學習。

她認為在校內推行閱讀活動最重要的原

則是，「閱讀活動要課程化，而課程要素養

1
2

曾品方在圖書館進行閱讀

教學，並邀請小朋友上台

分享自己喜歡的書籍。

師生利用圖書資料及心得、

創作進行共同討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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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界對閱讀活動最多的質疑是像煙火

一樣，一閃即逝，所以閱讀活動不能單獨舉

辦，而是要走出圖書館，和老師合作、和課程

結合，才能夠長久，也才能融入學生的生活之

中，否則光靠閱讀課的時間絕對不夠。

她在推動之前就先規劃好，不同的閱讀

活動適合和哪一科的老師協同教學，比如推動

知識閱讀，也就是自然科、社會科、天文學等

科普閱讀時，就找自然科或數學科老師合作，

曾經辦過「魔數秀」活動，就是帶領孩子閱讀

圖書館裡的數學館藏。當推行療癒閱讀，或稱

作「心閱讀」，就和健康課合作，運用閱讀舒

緩孩子的心理壓力與負面情緒。

除了點狀的閱讀活動，也有長達幾堂課，

甚至整學期的閱讀教育。比如她設計「永續閱

讀」，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融入閱讀

教學，先請學生閱讀 SDGs 相關書籍，再進行

分享，接著提出自己的永續行動，請孩子填寫

宣誓卡：「10 歲的我能為永續做什麼？」最

後舉辦「為永續朗讀」，請孩子念故事給其他

人聽，說明 SDGs 內涵，再邀請聽者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永續，整個過程培養孩子的探究力、

閱讀力和永續力。

此外，萬興國小還有常態性的閱讀活動，

像是每天早上的晨讀時間，由圖書館提供書車

到各班，讓孩子自主挑選，打開獨立學習的大

門，以及推行「故事列車」，讓高年級學生到

中年級、中年級學生到低年級講故事，孩子必

須先理解故事內容，才能流暢講述，訓練對文

本的解碼和表達能力。

沉浸式體驗　開啟對閱讀的興趣

閱讀教育不只在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

館也可以和學校有很好的串聯合作。比如舉辦

閱讀活動時，公共圖書館可依據老師開的學習

書單，整理成教材包，省去老師借閱找尋時間；

而學校也有團體借書證，可借閱的書籍數量更

多。或透過班級訪問時間，帶領學生認識圖書

館；疫情前，萬興國小也會邀請館員來學校，

教導學生借閱電子書、有聲書等數位資源。

2
1 曾品方帶領孩子們於圖書館舉行「故

事好好聽」的教學活動，教導孩子如

何閱讀。

小朋友們藉由 SDGs 主題書展，自由

挑選自己喜愛的書本閱讀。

1.

2.

P008-013-23TD2349.indd   10 2023/8/30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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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館藏，公共圖書館的多元活動也是

一大資源，像是參加公共圖書館的小博士信

箱、作家演講、親子讀書會、主題書展等活動；

針對參與不同活動的孩子，圖書館可以頒發小

小作家、小小Maker 的證書，增加孩子的成就

感，「從紙本、數位閱讀資源和推廣活動三方

面，都是可以合作的方向。」曾品方說。

陳明蕾則認為，圖書館的豐沛館藏，都

是在圖書館專業系統下所進行的典藏，並非數

位環境中人人可上傳資料而能取代的專業，

搭配友善的搜尋工具，讓孩子們容易親

近，就成了學習的好幫手。

除了利用館藏，圖書館還有一個特

別養分，「在於實體空間的沉浸氛圍。」

只要踏入圖書館，就有許多書籍環繞，

感受和人類文明接軌的美好經驗。更進

一步，孩子拿回消化訊息的主動權，依照

自己的節奏，選擇走到什麼位置，拿起什麼

書，用什麼速度閱讀，這跟在平板上點一下，

被動接收數位訊息很不一樣。在這樣的環境

下，孩子不只是沉浸而已，更同時激發對閱讀

的興趣，「這也是影音數位幾乎無法取代實體

圖書館的原因。」

陳明蕾認為，閱讀素養分為能力、興趣

和行動力三大部分，如果圖書館可以跟孩子在

P008-013-23TD2349.indd   11 2023/8/30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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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的學科領域整合、聯動，孩子就會對這

些知識更有興趣。比如有一本書叫《這個問

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講述生活中許

多常見事物，都可以用數學來思考，透過生動

內容引起孩子對數學的興趣。「圖書館最大的

優勢就是，它不像學校有學科壓力，而可以運

用現有的豐沛資源，既提供學科的厚度，又提

供樂趣。」

而公共圖書館在倡議上也更有行動力。

像是透過舉辦活動或主題書展等方式，與鄰近

社區一起形成書香閱讀、自主學習；也可以打

破年齡層，讓不同世代的讀者互動、對話，創

造共好的閱讀福祉。

紙本、數位並行　培養雙閱讀素養

邁入數位時代，網路資訊隨手可得，增

加孩子自主學習的素材，但同時也帶來不小挑

戰。陳明蕾指出，數位演算法的訊息推播變異

性很大，有些是循序漸進打開孩子們的視野，

有些則讓孩子們以為世界只剩下這個觀點，

「它會讓你進入一種無差別閱讀的數位閱讀習

慣，被數位演算法宰制了。此時要教導孩子區

辨能力，才能成為獨立自由的讀者。」

受數位網路影響，閱讀教育也發生質變，

強調整合紙本閱讀和數位閱讀的「雙閱讀素

養」，成了熱門名詞。相較於紙本資訊是單獨

存在的個體，數位資訊則有相互連結的特性，

如何整合公共圖書館資源，訓練孩子的雙閱讀

素養能力？

身兼教育部「雙閱讀素養教學模式研發

及師資增能計畫」主持人的陳明蕾，提出「循

序漸進」的概念，在國小一、二年級，先不使

用數位載具，而是善用紙本資訊，創造出同一

主題、閱讀多個文本的體驗。比如提到種子的

旅行，先在圖書館閱讀書籍、繪本、報章雜誌

等不同形式的文本，「讓孩子知道，同一個主

1
2

學生透過角色扮演，

勇於在台上表現，也

能更了解書中劇情與

角色特質。

陳明蕾認為自主學習

與圖書館是雙向往來

的，兩者缺一不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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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隨時都有多面向的可能性會進來。」

到了三、四年級，閱讀能力相對穩定，

才開始讓孩子接觸一些安全的網路資料，此時

老師要做好把關動作，篩選品質優良的網頁，

比如圖書館的數位資料。到了高年級，則會再

鬆綁一些，讓孩子真正進入無遠弗屆的網絡世

界，吸收更多知識，學習建立自己的觀點。

而國高中的孩子，雖然非常熟悉使用數

位載具，但大多用來社交或娛樂，不見得擅長

使用數位載具進行深度學習，此時就能鼓勵孩

子針對有興趣的議題，以數位閱讀一探究竟。

像是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柯華

葳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訓練學生定

義問題、搜尋、瀏覽、組織、統整和呈現資料

的數位閱讀核心能力，有學生就提出想研究學

校的髮禁議題，最後藉由成果發表，互相觀摩

學習。

從小打造美好閱讀經驗　蛻變終身學習者

很多人常說數位世代的小孩都不喜歡閱

讀，但陳明蕾觀察孩子還是喜歡看書，只要允

許孩子選自己想讀的，很少看到不喜歡讀書的

小孩。而孩子不喜歡閱讀，通常都是夾帶了許

多閱讀挫敗經驗，比如讀完之後考試成績不理

想，想要消除挫敗感，就要賦予孩子正向的閱

讀感受。除了站在教育第一線的老師需要重新

架構更有支持系統的閱讀氛圍外，沒有升學考

試壓力的圖書館，更扮演著讓孩子享受愉悅閱

讀的重要角色。

「很重要的一點是，假設孩子小時候就

能培養美好的閱讀體驗，他一輩子都會讀下

去、一輩子都不怕學不到知識，圖書館就可以

成為他終身學習的場所。」陳明蕾說。

曾品方也認同這樣的觀點。她提出教育

有 3 隻腳，分別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

會教育，以學校教育來說，特別在小學階段，

她非常堅持一定要先呵護孩子對閱讀的樂趣，

不要一開始就要求孩子一定要讀多少書、背多

少優美佳句，「如果孩子不覺得閱讀有趣，就

會從學習這條路上逃走，在小學對於閱讀的美

好回憶，會成為他未來的養分，也是我們希望

送給孩子的閱讀禮物。」

唯有三足鼎立，才能培養孩子從被動

讀者到主動讀者，最後成為終身學習者。

「終身學習攸關臺灣的人才競爭力，人

才絕不可能在學校學完，就把書本丟

掉了，只有持續學習，專業能力才能

不斷發展。」不管何時，在孩子自主

學習的漫長道路上，圖書館始終相伴，

為孩子提供最堅實的知識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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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的學科領域整合、聯動，孩子就會對這

些知識更有興趣。比如有一本書叫《這個問

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講述生活中許

多常見事物，都可以用數學來思考，透過生動

內容引起孩子對數學的興趣。「圖書館最大的

優勢就是，它不像學校有學科壓力，而可以運

用現有的豐沛資源，既提供學科的厚度，又提

供樂趣。」

而公共圖書館在倡議上也更有行動力。

像是透過舉辦活動或主題書展等方式，與鄰近

社區一起形成書香閱讀、自主學習；也可以打

破年齡層，讓不同世代的讀者互動、對話，創

造共好的閱讀福祉。

紙本、數位並行　培養雙閱讀素養

邁入數位時代，網路資訊隨手可得，增

加孩子自主學習的素材，但同時也帶來不小挑

戰。陳明蕾指出，數位演算法的訊息推播變異

性很大，有些是循序漸進打開孩子們的視野，

有些則讓孩子們以為世界只剩下這個觀點，

「它會讓你進入一種無差別閱讀的數位閱讀習

慣，被數位演算法宰制了。此時要教導孩子區

辨能力，才能成為獨立自由的讀者。」

受數位網路影響，閱讀教育也發生質變，

強調整合紙本閱讀和數位閱讀的「雙閱讀素

養」，成了熱門名詞。相較於紙本資訊是單獨

存在的個體，數位資訊則有相互連結的特性，

如何整合公共圖書館資源，訓練孩子的雙閱讀

素養能力？

身兼教育部「雙閱讀素養教學模式研發

及師資增能計畫」主持人的陳明蕾，提出「循

序漸進」的概念，在國小一、二年級，先不使

用數位載具，而是善用紙本資訊，創造出同一

主題、閱讀多個文本的體驗。比如提到種子的

旅行，先在圖書館閱讀書籍、繪本、報章雜誌

等不同形式的文本，「讓孩子知道，同一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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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的重要角色。

「很重要的一點是，假設孩子小時候就

能培養美好的閱讀體驗，他一輩子都會讀下

去、一輩子都不怕學不到知識，圖書館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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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品方也認同這樣的觀點。她提出教育

有 3 隻腳，分別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

會教育，以學校教育來說，特別在小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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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回憶，會成為他未來的養分，也是我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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