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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朗讀： 為愛朗讀： 
當我們一同為孩子大聲讀當我們一同為孩子大聲讀

宋慧筠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

李苑芳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創辦人

壹、前言

常常思考圖書館該如何推動閱讀呢?閱讀應從小扎根，研究顯示

培養孩子成功閱讀的重要活動是出聲朗讀給孩子聽（Anderson et al. 

1985, 23）。成人為孩子朗讀能夠建立正確及愉悅的閱讀模範，影響孩

子日後閱讀的流暢度及理解能力（Allington and Gabriel, 2012; Trelease 

2013）。美國的Read to Them組織即透過一校一書（One School, One 

Book，簡稱OSOB)的企劃，集結學校與家長的力量，透過為孩子朗讀

的活動建立孩童與閱讀的連結（Read to Them 2019）。然而，在臺灣

的偏鄉地區，大部分家庭的課外讀物少於10本，孩子放學後可能需要協

助家務或做生意，因此影響孩子閱讀或照護者為其朗讀的機會與時間。

基於低頻率的朗讀時間也間接影響孩子素養能力的表現；為關懷偏鄉弱

勢學童的閱讀需求，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推動「為愛朗讀」的企劃，在

參與該活動的過程中，透過互動交流和實際觀察，瞭解「為愛朗讀」傳

達的理念，也從朗讀活動發現與圖書館相關的重要意象（書籍、社區）

以及學校圖書館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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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為愛朗讀」企劃與執行

受OSOB計畫的影響，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著手推動「為愛朗讀」

的企劃，期望透過照護者、學校參與為孩子朗讀的經驗，於家庭、學校

營造閱讀的氛圍與環境，以促進孩子閱讀的興趣。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為學校挑選適合的文本讀物，依據文本內容規

劃每日的閱讀進度，每日由照護者為孩子朗讀10分鐘，若照護者無法為

其朗讀，隔天再由學校教職員為孩子補讀，同時搭配「每日一問」的活

動，以吸引孩子參與，同時也藉此製造同儕、家庭、全校間共同的話題

與互動對話的機會。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不僅為學校提供指南手冊，可用於活動前之親

師溝通、開/閉幕式、行動劇本、閱讀進度表、每日一問的規劃，也提供

專門的教育訓練講座，協助學校教職員、照護者了解「為愛朗讀」的理

念與價值。

參、當我們一同為孩子大聲讀

那是位於南臺灣偏鄉地區的一間公立小學，大部分的學童來自弱勢

家庭，通常是家庭收入不穩定或以務農、勞工為主，有來自於新住民家

庭、單親家庭甚或是隔代教養的學童。我懷著期待、興奮的心情來到這

間學校共同參與為期11天的「為愛朗讀」企劃。這次貓頭鷹協會為其挑

選的文本為日本作家伊藤未來於2016年出版的《媽媽使用說明書》，故

事描述一個四年級的男孩從「利用」說明書「掌握」媽媽的行為到學習

如何和媽媽相處的歷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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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的當天，學校的教師進行了角色扮演，模擬照護者可能拒絕

為其朗讀的情境以及應對的方式，希望藉此鼓勵孩子邀請照護者共同參

與活動。為期11天教職員的補讀活動地點，在學校的圖書館舉辦，這間

圖書館位於學校二樓電腦教室旁邊的圖書室，面積約兩間教室大，館藏

約8,500冊（包含書籍、雜誌、DVD）。2008年，圖書館進行重修，規劃

設計了圓形階梯的閱讀區，活動期間，照護者沒為其朗讀的孩子就會在

晨間補讀的時候，來到這個充滿書香氣息的天地，席地而坐聆聽故事。

每天的晨間補讀由學校教職員輪流為孩子補讀，我也很榮幸成為

補讀者的一員。每日補讀前，講者都會先跟孩子聊聊天，才開始進行補

讀，我也透過對話破冰，讓孩子更加熟悉我，以進行後續的補讀。在補

讀的過程中，孩子時而翻翻手中的書，時而望向前方補讀者。我觀察到

補讀者富饒趣味的聲調更容易讓孩子深陷情境，有的時候孩子們還會因

圖1 圖書館圓形階梯造型的閱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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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故事的情節一起歡笑，因為這些故事內容與他們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情

境是類似的，就好比書中主角做作業拖延被催促或是媽媽的口頭禪「快

一點」，都讓孩子產生了共鳴。補讀結束後，有時講者會根據每日的閱

讀內容，提出討論或是共同猜測每日一問的題目。

每天晨讀時間結束時，我發現孩子們不是急於返回教室，而是前

往每日一問的公布欄，不同年級的孩子們擠在作答區，或交談討論，或

自行默默寫下問題，「為愛朗讀」真的為孩子們製造了全校共同的話

題與回憶！

閉幕式的時候，全校師生齊聚於校內禮堂，同時也邀請照護者一

同參與。閉幕式的特別活動之一就是由孩子們挑選書中的情境演出小短

劇，逗趣的表現逗得在場哈哈大笑，氣氛十分歡愉。閉幕式的尾聲，孩

子們將這11天的心得與感謝寫成了一張張小卡，並在臺前對照護者或為

圖2 於「每日一問」填寫答案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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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補讀的人表達感謝。散會的時候，孩子們奔向為自己朗讀的照護者

或是教職員遞送感謝字句，小小的卡片隱含著大大的感謝之情。「為愛

朗讀」不僅為全校製造了共同的回憶，更是一段感動的記憶，連繫著孩

子、學校、家庭。

圖4 孩子給予朗讀者感謝小卡

圖3 孩子們排隊於講臺前分享感想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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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朗讀對閱讀推動的連結

我與校長、學校教師、照護者進行了對談，從談話中了解為愛朗

讀的推動與運行，以及成人期望這個企劃對孩子帶來什麼樣的好處。同

時，我透過與不同年齡層的孩子，以團體對話的方式，激發孩子間討

論，了解他們與照護者、學校教職員和同儕間的互動，以及對閱讀文

本、參與經驗、學校圖書館的看法，並延伸到這個企劃對他們有什麼樣

的幫助。從這些互動交流收穫了兩個與圖書館相關的重要意象-書籍與

社區，從中發現的益處也證明了為孩童朗讀的活動對閱讀推動的重要性

以及學校圖書館的重要價值。

一、與書籍相關的益處

「為愛朗讀」為孩子與書籍、閱讀產生連結，我將其產生的益

處，區分為四個層面，閱讀動機、閱讀理解與字彙學習、注意力、

反思，分述如下：

1. 閱讀動機

挑選文本是一件重要的事，趣味性與貼近孩子生活的內容

有助於增進閱讀動機，《媽媽使用說明書》即是一本有趣的書

籍，此書從孩子的角度撰

寫，反映真實的生活經

驗，有助於建立孩子與閱

讀之間愉快的連結。孩子

甚至會反覆閱讀文本、超

前閱讀以及踴躍回答每日

一問的問題。 圖5 孩子依偎在媽媽旁邊聆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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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支持孩子閱讀動機的因素是他們可以輕鬆地聆聽

成人逐字朗讀故事，像是閉上眼睛躺在床上聽媽媽說故事。

2. 閱讀理解與字彙學習

書中文字傳達豐富的圖像有助於閱讀理解，例如書中主角

賴床時的景象會讓孩子聯想到自己早上賴床與照護者互動的樣

子。再者，孩子自己閱讀的時候，常會遇到生難字詞，而阻礙

其理解故事的脈絡，若由閱讀流利的照護者為其逐字朗讀，更

能幫助其理解故事的內容。

故事情境的描繪也助於孩子學習新的詞彙。例如書中主角

觀察媽媽在超市的行為後描述媽媽「溫柔」的一面的情節。在

孩子於課堂寫作的時候，教師即發現孩子在詞彙運用於其中，

或是於生活中學習利用「溫柔」來形容媽媽。在每日一問的過

程中，更能發現孩子們主動詢問某些詞彙如何撰寫。

3. 注意力

聽故事的時候需要注意力才能理解故事，成人講述時有抑

揚頓挫的聲調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雖然注意力是一件很難

觀察的事情，但教師分享當他在臺前補讀時，能夠感受到孩子

們 很 專 注 ， 很 投

入在故事中。甚至

有些孩子表示用心

聽故事就學到很多

東西。儘管有些孩

子在補讀的時候，
圖6 建立注意力_專心聽補讀者朗讀故事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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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偶爾會四處張望、玩書或聊天，但照護者也提到他的小孩

在過去無法長時間專注於書本上，但參與活動之後，獲得了改

善，而且還閱讀完整本書。

4. 反思

隨著故事的發展，主角從利用自製的說明書「使用」媽媽

到學習如何與媽媽相處。這樣的心境轉變同樣也反應在參與

「為愛朗讀」計畫的孩子身上。孩子們分享他們從一開始嘗試

各種方式（例如誇獎）以獲得想要的東西，到現在他們也開始

學會觀察和理解父母，培養對父母的同理心。像是發現父母都

很早起、媽媽為他們做了哪些事，甚至會主動幫忙做家事。照

護者認為這本書有許多基本的觀念可以促進孩子學習、思考、

行動，孩子也從中了解當自己的行為有所改變，照護者也會

跟著改變。藉著這個機會，雙方都能互相體諒，營造美好的

家庭氛圍。

二、與社區相關的益處

「為愛朗讀」為家庭、學校營造一個愉快閱讀氛圍的社區，

我將其產生的益處，區分為五個層面，成人建立閱讀楷模、對話與

討論、同儕間的一起、照護者的陪伴、視學校圖書館為一個地方，

分述如下：

1. 成人建立閱讀楷模

成人透過拿書和朗讀這樣的行為，為孩子形塑一個閱讀的

具體影像，這樣的行為比直接叫孩子唸書更實際。表情、語

調、流暢性有助於孩子理解故事情節。然而，偏鄉地區的父母

或祖父母因為識字率低、缺乏閱讀興趣和習慣、健康視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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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或忙於農務勞動而阻礙了他們為孩子朗讀。這個時候，學

校晨間補讀的時間變得十分重要，學校為弱勢家庭的學童提供

了幫助。同時，孩子們於晨間補讀的時間也會學習補讀者的行

為，例如拿書、跟著讀、翻書、注意聽、保持坐姿、回答問題

等等，體現了成人為其建立閱讀楷模的重要基礎。

2. 對話與討論

人與人之間需要

透過溝通以了解彼

此，當全校、家庭以

同樣的進度閱讀同一

本書的時候，就能創

造共同的話題，也增

進了交流討論的機會。同儕之間更了解彼此之間的家庭，教師

也能透過對話知悉不同學生的家庭狀況。甚至是家庭成員，也

因為故事的情節，增加談天的時間，也更加了解彼此心中的想

法，進而促進親子間的關係。

3. 同儕間的一起

因為有共同的話

題，增進對話討論，同

儕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尤其是全校晨間補讀

的時間，能夠把全部年

級的學生共同聚集在一

圖7 促進對話與討論_熱烈參與每日一問的孩子們

圖8 同儕一起填答_形成全校共同的話題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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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共創特別的回憶，孩子們團結一起，互相作伴，加深彼此

間的友誼，削弱了孤單的感覺。

4. 照護者的陪伴

大部分的照護者在孩子上小學，學會識字後，就漸漸不為

其朗讀故事書（李苑芳，2017，p168-170)，但不管是為學齡前

還是學齡孩子朗讀都是同等重要的事。這項「為愛朗讀」為親

子間創造新的連結，讓原本只忙於工作、手機、電視劇的照護

者發現：每天只要花十分鐘的時間為孩子朗讀，家庭就可營造

出前所未有的親密感，親子間的互動與連結也更加熱絡！（李

苑芳，2017，p171）。

5. 視學校圖書館為一個地方

在「為愛朗讀」舉辦之前，孩子對於圖書館意象就是「借

書」、「讀書」、「安靜的地方」、「少數人才會進來的地

方」。但透過「為愛朗讀」的企劃讓孩子對學校圖書館改觀，

圖書館成為「一個大家聚在一起」、「聽故事」、「跟同學

分享」的場所。圖書館提供不同於教室的「休閒」、「非正

式」、「放鬆」，他們可以隨性的坐在地板上，透過晨讀的時

間，製造圖書館場域與快樂連結的契機。孩子們變得常來圖書

館，甚至會和同儕討論借閱的書籍。可見圖書館不再是一個刻

板、嚴肅的地方，是一個能為孩子帶來愉快記憶的場所，因此

活動選讀的文本為少年小說，進而改變孩子只讀圖文書的舊

習，文字書的借閱隨之提升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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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為愛朗讀」企劃營造一個閱讀的社區，連結了孩子、家庭、學

校，以支援閱讀的推動。為孩子朗讀的活動提供偏鄉地區的孩子增進素

養能力（閱讀理解、詞彙）與注意力，進而鼓勵閱讀、提升閱讀興趣，

同時建立社會性的連結（同儕、親子關係）。文本的選擇也十分重要，

文本內容若能與生活貼近、具討論價值，並讓孩子感到有趣的書籍，更

能促進孩子對閱讀的興趣與熱情。從文本討論的過程中更有助於孩子增

進社會聯繫，同儕、家庭之間圍繞著共同話題，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

深固情感關係的聯繫。學校教職員為其補讀也彌補弱勢家庭無法為孩子

朗讀的功能，提供閱讀的楷模，居中的學校圖書館場所更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提供非正式的學習環境，營造為愉快、輕鬆的閱讀場域，擔負為

弱勢家庭的孩子提供補讀場所的功能，並讓每個孩子都能有平等且取用

多樣性圖書資源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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