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今天，我想來圖書館上課！今天，我想來圖書館上課！

蔡世惠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博士 

臺南市永康國中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如果，圖書館不只是「圖書館」三個字義……

不一樣的圖書館角色

圖書館的角色，從以往重於收藏、查詢、借閱等功能，至近年來，

轉而與閱讀理解、素養教育、數位閱讀趨勢更密切地結合；作為你我生

活周遭的鄰居，圖書館的存在感與功能性，已呈現出多元樣貌。不僅公

共圖書館是如此，臺灣中小學校園如能妥善運用政府在閱讀推動師資人

力、圖書設備、圖書館空間改造建設等面向挹注的資源，得以將圖館空

間能量進一步提升，讓學校圖書館的角色可以不只是「圖書館」：或是

閱讀主題相關的動靜態活動場；或者成為了各學科結合、閱讀協作的課

程平臺；又可以是教室空間以外，培養學生探究態度與素養的場域。

培養終身學習者為目的的十二年國民教育啟動之後，各教育階段、

課程總綱與領域科目之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間的統整，更顯得重

要；然就目前學校課程偏重認知學習的現況，欲實踐涵蓋多元智能、素

養導向的教學，對於單一學科課程教師而言，需花費極大心力與時間做

準備；此時，若能與學校圖書館合作，藉由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發展

「協同進行教學與訓練資訊技術」、「整合學科領域中的教學資訊技



106

術」等項目任務，有意識地整合相關學科內容、從跨域的角度構思、發

展專題性課程方向實踐教學，則有機會讓課程的價值擴大，甚至成為學

校常態性、多班級或多年級實施的素養型態課程。

閱讀，來自我們對「閱讀」的態度

「閱讀」這件事，在孩子進入國中之後就變得不簡單了。圖書館內

所陳列包括兒童文學的大量書籍，常被視作與考試內容、課程進度無關

的課外讀物，這些讀物不僅難得在臺灣教育課程裡登場，連課外進行閱

讀的正當性，都可能因學業成績退步、課間罰寫或補考、課後時間被補

習填滿而無法獲得。

儘管各種閱讀教學研究言及閱讀成效，已指出廣泛閱讀文本、廣

獵各種類型內容的兒少讀物，確實能為兒童心靈持續供給成長過程的養

分、建立生活需要的能力；臺灣社會對於閱讀成效的檢視，卻仍無法擺

脫教育長期重「評量」與「目的」取向的窠臼。這種弔詭的現象，變相

地鼓舞了教學現場親師生、補習業者，朝向功能性閱讀、提高測驗成績

目的而努力，稍不謹慎恐將閱讀教育推向狹隘的目的，致使「閱讀」深

陷於升學考試需求目的，無法逃離。

目標導向、升學導向的閱讀態度，彷彿一條透明繩，長時間綑住

「閱讀」的手腳；以閱讀文學作品為例，蔣勳就曾在書中感慨：「今天

臺灣的青年讀這些詩、這些詞，除了用來考試升學，能不能讓他們有更

大的自由，能真正品味這些唐詩宋詞之美？能不能讓他們除了考試、

除了注解評論，還能有更深的對詩詞在美學上的人生感悟與反省？」

（2017），道出了唯有袪除升學目的，回歸文學各文類本質進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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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廣博的人生際遇、跨越學科的藩籬，才能發揮作者寄予作品裡的真

善美力量，讓文學真正成為生命的滋養。

選擇，圖書館作為跨域整合的教學平臺

筆者身為一名國中國文科教師兼任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這五

年來以圖書館為平臺持續嘗試教學最大可能性，與不同學科教師協作、

發展跨學科閱讀的課程，期以突破臺灣社會傳統對「閱讀」的態度，發

揮圖書館的教學功能。

民國105年我們以時事議題為構想，開啟了「這些人・這些事」、

「舊鞋救命」等主題課程；民國106年圖書館挑戰結合學科科目課程內

容而產出「印尼文化」、「閱數學・玩數學」、「海洋，你快『垃』

嗎」等課程；民國107年，自己則希望能打破學科界線、偏重應試科目

的觀念，在與更多課程專長教師備課後，合作推出了圖書館「跟著工具

書，輕鬆做甜點」、「蛋與雞的思考」、「頭好壯壯運動日」等多感官

閱讀與體驗課程；民國108年，教師社群長期的閱讀增能，促使課程內

涵持續進化、閱讀策略融入課程佈置內容與教學流程裡，經運用圖館策

展與入館課程的結合，納入更多師生的參與，創造出具多元學習型態的

「煮‧食‧物」與「聖誕『藝』起來」探究課程。

直至民國109年以概念為主軸的課程規劃更加成熟，圖書館推出的

「原民文化」、「隱藏在雞蛋裡的真相」等探究課程週，儼然成為學校

的學習特色。一路走來，圖書館與學校教師協作的閱讀課程，經歷過與

單一學科單元知識結合、與時事議題結合，至逐步發展為建立大概念的

課程主軸、探究型態的學習；課程實施期間，館內佈置內容與展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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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亦能因不同學科教師的教學需要，通過教師在館內操作的不同運用

方式，發展出符應各學科本質的閱讀課程，而迸發出不同的教學亮點。

這些課程經驗，讓我們得以看見圖書館在學校推動閱讀所擔任的重

要角色。於圖書館內的課堂實踐，雖然礙於時間限制與緊湊的流程，易

壓縮學生閱讀與討論的時間長度，相對地也會因圖館空間環境及館藏資

源的優勢，發展出以圖書館作為教學實踐平臺的益處：

其一，從圖書館出發的跨學科課程設計，一方面可以符應學習階

段的學科知識學習，另一方面又可打破學科教材知識的界線與限制，

課程設計亦能針對教科書內容更有彈性地加廣或加深，以強化學生現

有的知識；

其二，由圖書館進行的閱讀課程，凸顯了課程平行遷移的優點，得

以讓更多班級學生入館參與學習、更多教師入館參與協作；

其三，圖書館內操作教學的課程時間裡，館內藏書資源之豐富，能

滿足學生探究求知的需求，使其有機會通過查詢、閱讀、再查詢的學習

過程，延續主動探索、自主學習的動機；

其四，透過圖書館為每個主題課程用心規劃的空間佈置，營造出寧

靜、溫馨、親近、自在、安全感的閱讀氛圍，可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

學習樂趣；

其五，圖書館提供的學習環境，能因應場地特性進行體驗、操

作、遊戲性的學習過程，達到多感官參與、多元智能發展的學習價

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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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讓圖書館發揮課程角色

妥善運用圖書館，能輔助課前準備、課程進行、課後共同檢討與

回饋等教學環節，並提供適當的角色及工作任務，筆者就積累的操作經

驗，提出以圖書館進行跨領域、議題探究課程可操作的策略（2019），

同時，也以永康國中圖書館操作過的課程為例加以說明：

（一）訂定明確主題、課程目標及學習任務

以圖書館為主軸的跨學科協作，宜打破原有教科書內容的限

制、學科教學既定進度順序，課前準備時訂定明確的課程主題與

目標，再加以衡量一堂課時間裡可執行的學習任務量、課程任務

能達成程度，那麼，即使是有限時間的一堂圖書館課，亦能呈現

課程的完整性。

以永康國中圖書館「隱藏在雞蛋裡的真相」課程為例，課程

的出發點源自於圖書館配合學校食農教育的推動，在經過圖書教

師與推動食農教師的共同備課之後，不僅捨棄了原本侷限於對雞

蛋認知的學習目標，而發展出以食農意識為主軸的課程，還結合

民間食二糧友雞生活團體的資源，佈置成可學習的圖書館角落，

包括有：可結合綜合領域課程實作特色的「蛋的料理」學習角；

可結合社會領域課程重思辨的學習指標的「你的選擇」學習角；

可結合自然、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內容的化學元素與營養素知識

的「認識雞飼料」學習角；可培養從擷取訊息認知到辨別能力的

「工業化農場」影音文本閱讀角；讓學習者擁有多感官感知經驗

的實物展示「友善雞舍」學習角；以及可從文本查詢過程延伸知

識深度的「閱讀蛋知識」學習角等六大學習任務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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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經過圖書館的參與，將課程目標提升至素養導向的生活

情境問題解決層次，讓不同學科教師、不同年級的學生，透過館

內外佈置的海報、文本、教具、輔助學習單及圖書館建議的課程

學習模組，達成一定程度的學習效能。

圖1	因應各種學習程度對象佈置的圖書館書籍學習角，可供教師在不同班級教學
時，進行不同形式的操作。

圖2	結合民間的資源，圖書館得以於主題課程內容，設計有雞舍實體觀察的學習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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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依據課程學習任務的規劃，圖書館提供各式主題相關線索的圖文內容，供學
生進行分組探索、學習。

圖4	即使館內空間有限，圖書館仍然能善用佈置內容，創造多感官學習環境。



112

圖5	館內的佈置呈現出課程意識及課程目標，「隱藏在雞蛋裡的真相」課程欲培
養學習者做「選擇」前，能建立資訊識讀的能力。

（二）善用圖書館館藏，豐富教材資源

學科教科書有其教育意義及規範，相對地會因為受其編輯

標準、緊扣教育目標等限制，造成選文的狹隘。隨著教育改革的

趨勢，評量多元化、升學測驗試題逐年趨於更實用性與即時性題

材，教科書上的文字內容，不再是唯一的學習來源，我們需要回

歸學科本質來衡量學習，學會運用多文本協助學生達成學習目

標，而圖書館的館藏，正能作為多文本之用。

舉例來說，永康國中圖書館的「這些人‧這些事」課程，是

以社會科、國文科與時事之人物知識所延伸的課程，在規劃時，

我即運用館藏為教學材料，從《TIME》雜誌封面為靈感的「人

物大富翁圖」發展遊戲性學習情境，並運用館藏的人物傳記書

籍，作為延伸閱讀之用。在班級預約入館學習的課堂裡，由全體

學生共同挑戰人物大富翁遊戲，根據骰子移動的位置，說出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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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今中外人物名字與其重要事蹟之影響。透過任課教師引導提

問的過程，學生得以對社會學科內出現過的人物名字、國際新聞

媒體報導過的時事人物知識，重新梳理與複習；並經由館內自主

查詢書籍及網路資源的動作，獲得知識的澄清、再確認，在腦海

中能建立人物與人物間、人物與時代背景連結的因果關係，將歷

史的橫向軸與縱向軸連結起來──館藏資源的運用，協助學生建

立一個立體的世界觀。

圖6	學生注視著「人物大富翁」遊戲擲骰後的前進位置，經由討論、判斷出對應
照片的人物名，完成學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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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我們圖書館有這本書耶！」配合課程展示的館內書籍，可創造學習者發
現、借閱書籍的機會。

圖8	圖書館配合遊戲性情境設計了學習紀錄單，便於學生留下學習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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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將現有館藏及資源，運用於學科課程的實踐，可增進

教科書知識的完整與擴充，啟發更深入的閱讀理解；而用於跨領

域合作的課程實踐時，這些豐富的館藏則可以成為概念連結、思

考與行動的文本，對現行課程教學發揮多文本閱讀的效益。

（三）藉由圖書館環境的佈置，營造問題情境及互動經驗

由圖書教師與學科教師共同擬定協作課程的知識範疇，佈置

相對應的主題情境，以資學習運用。以永康國中圖書館的「閱數

學・玩數學」課程為例，為了使數學親近國中學子，圖書教師與

學科教師針對數學幾何單元進行共同備課時，將生活中會接觸的

數學，拉進課程設計主軸，而佈置有「生活中的數學」、「自然

界的數學」、「藝術的數學」等知識角落，輔以涵蓋對幾何相關

敘述內容的漢聲數學圖文繪本、三采文化數學解題王系列書籍，

以及摺紙教學、生物與菌類圖鑑、工藝美術類等彩圖印刷的精美

書籍，課堂上，經由教師的引導解說、提問互動，學生邊讀邊

學，得到更深刻的概念。

實踐閱讀教學的期程中，圖書館同時策劃每日下課間「館內

玩數學」的動態展覽，由不同數學教師駐館教導校內學子們體驗

莫比烏斯環、河內塔、黃金比例螺形、摺紙立方體等動腦數學活

動，並進行相關原理的解說、教導如何思考以掌握訣竅，以遊戲

學數學，結合生活情境進行思考，進而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圖書館在實物呈現與互動體驗的設計概念裡，注入了遊戲元素，

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延長對課程參與的時間，也補足教室教學功

能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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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與課程主題有關聯性的館內書籍與學科教材書，都是納入學習活動設計及學
習內容的參考文本。

圖10	分組探索時間，學生主動拿起設置於桌上的材料及教具，玩起正十二面體
與螺形的動手做，與海報內容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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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今天下課間「動手玩數學」的動態課程，讓不同年級、班級的學生，都有
機會報名參與體驗，以色紙編織立方體。

（四）建立閱讀策略融入、學習思考與檢視的學習過程

臺灣國中教育實施分科教學模式由來已久，欲打破目前的

教學方式需要一個能鼓勵跨領域合作、統整各學科知識的核心角

色，而學校圖書館可以是這個適宜的平臺。透過圖書教師的邀請

與規劃，藉由動手做學習、閱讀策略融入學習操作流程的課程設

計，圖書館得以與跨學科教師們進入高度統整的課程協作模式：

讓學生從教具操作、問題的思考與抉擇、小組討論的思考激盪、

教師總結與澄清等過程，檢視自己的學習效益，有機會化為持續

地具體行動。

課程學習單的設計，是參與課程的歷程紀錄。永康國中圖書

館在「海洋，你快『垃』嗎」的主題課程裡，欲強化學生自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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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與思考訓練，因此，針對教學的需要性，設計出運用焦點討論

問題策略的課程學習單，內容包括以下部分：

其一，「海洋垃圾我知道」，學生根據館內佈置的圖片、影

片等閱讀材料的訊息擷取，以及胖虎在臺東海邊遺留垃圾的情境

設定，針對世界海洋日、海洋垃圾與洋流的關係、海洋垃圾生命

歷程等事實型問題進行回答，以獲得知識的建構；

其二，「『海洋』告訴我什麼」，學生閱讀館內照片牆之

後，完成「哪一張照片最令你印象深刻」、「寫下照片傳達的訊

息」等感受性、詮釋性問題的回答；

其三，「綠色思考與行動」，結合自然領域、健康與體育領

域課程內介紹的5R減塑原則，以鼓勵發展思考的行動性問題，配

合課程的互動教具、及口語表達機會，引導學生自我檢視「我願

意嘗試做的是」、「寫出我的具體行動」等思考。

通過學習單上問題的縝密設計，引導學生於一堂課內的時

間，從閱讀感受、知識建構、理解邏輯、省思與延伸學習、行動

參與等步驟，進行發散到收斂的思考訓練；同時，延伸閱讀資料

二維條碼的提供，可鼓勵學生通過掃碼閱讀，對海洋環境議題、

環保概念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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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透過實際揀回展示的「來自臺南海邊的海洋垃圾」，帶給每個入館上課學
習者最直接的震撼。

圖13	老師進入小組陪伴學生動腦思考，解決5Ｒ減塑行動遊戲板操作過程所遇到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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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課程以圖卡配對遊戲結果來評估學習成效，同時歡迎學生口頭分享自己減
塑五原則的實際應用經驗。

圖15	運用焦點討論策略設計的學習單，有效率引導學習者從課程參與過程加以
澄清、反思自己面對海洋垃圾議題的態度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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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課程例子可發現，每個圖書館課程得以實踐且達成一定學

習效益，概多個策略的交互運用、與一次次實踐後省思所發展出來，而

這些策略的操作，讓圖書館成為學校課程學習日常中，必要的存在。 

以圖書館進行課程實踐的效益

以概念為本的圖書館課程，就圖書館環境資源的提供，以及探索

性、多元且具樂趣的課程內容，吸引學生主動且持續投入參與，大幅降

低學生學習分心與秩序不佳的問題出現，同時，也促使圖館與學科協作

的機制，更趨向於理解性的課堂發展：

（一）在認知學習方面，強調從知識的廣度到深度

圖書館課程對於相關知識源的提供，強調廣泛且客觀、具多

角度發聲，讓學生觸及與同理站在不同視角上的思考；因為流程

的緊湊，針對更深層次知識不暇詳細講解，故在追求探索更高層

次知識的能力目標上，取而代之的策略是提供時間讓學生自己找

尋閱讀與查詢資訊，學著自主學習。

（二）在情意學習方面，著重思維觀點形成的歷程

秉棄說教性態度與單一文本操作課程的進行方式，改以輕

鬆、能吸引學生關注或好奇、探索的館內學習風景，學生經由自

己內化後所表現出來的思維觀點，是對於該學習議題溫度與同理

感受的最好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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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技能學習方面，重視學習過程的體驗、操作、練習、對

行動的思考

豐富教材資源、從圖書館環境營造課程問題情境與互動經驗

等圖館依教學前的準備，目的在促進學生動手做、做中學的學習

機會，加深對課程的印象與對知識的理解，同時，我們更重視學

習者對於與主題相關的行動思考，將學科知識成為增進多元智能

的素養養分。

圖書教師的角色不僅是教師、資訊專家、行政管理者、同時

也是教學夥伴，從與教師建立合作關係，以協助教師培養學童獨

立研究、資訊素養、資訊科技、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幫助學童成

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陳昭珍，2014）。在圖書館內進行課程

實踐，如能善用圖館的優勢及操作策略，在完善的教學準備、課

程任務過程，納入學習者樂趣、興趣與創造力的展現，激發多元

智能發展，則有機會創造更具學習意義的課程。曾聽見借完書、

剛走出館的孩子，對著同學說「好想來圖書館上課」一話，鼓舞

了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繼續前行的動力，希望在我們一起努力之

下，圖書館的教學功能被看見、教學魅力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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