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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愛書人—學齡前親子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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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閱讀是學習的靈魂，是心靈的捕手，是瞭望世界的視窗（郭喬雯、施又瑀，

2020）。但在現今 3C 用品氾濫，圖片和影片大量地充斥，相對於這些聲色刺激、

誇張生動的聲光資訊，文字的溫和穩定顯得無聊，讓幼兒產生不了興趣，大大的

改變了孩子取得知識的方式。教育界也意識到這樣的隱憂，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先

生，宣布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動「兒童閱讀計畫」，之後在民國八十九年八

月至九十二年八月，實施「全國兒童閱讀運動實施計畫」，結合各學校團體、民

間單位辦理推廣活動。李家同（2010）提到，大量的閱讀課外讀物，對孩子是一

種多元的文化刺激，能增強孩子腦部的活化，對於思考能力也有助益。因為閱讀

是學習的基礎。因此培養孩子閱讀的能力以及提升閱讀的興趣是在孩子學習階段

最重要的目標。 

但是孩子閱讀能力的培養等到入學後才開始嗎？事實上學齡前的幼兒和父

母相處的時間最長或是接觸最為密切，這個階段的孩子經由模仿、操作學習，父

母親在此時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閱讀的習慣從學齡前開始培養，更容易達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閱讀如果是親子一同進行，那麼意義自是不同，父母親的優

質陪伴會引領孩童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是最好的啟蒙階段。 

二、親子共讀的好處 

閱讀在學習的道路上可以說是重要的基礎，也是強而有力的推進器。根據美

國教育部 2003 年報告，兒童在家中若有進行親子共讀，在學校閱讀技巧和知識

表現都較佳（Denton, West, & Walston, 2003）。於是許多學者相當推崇親子共讀，

甚至認為透過親子互動讓孩子不僅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也增進親子間的情感交

流。綜合各學者與期刊、書籍，把親子共讀的好處分述如下: 

(一) 提升親子間的感情 

李坤珊（2014）認為成人的態度決定嬰幼兒的閱讀深度，在孩子仍在牙牙學

語的階段，便可以營造嬰幼兒的閱讀氛圍，選擇入門書，不論是硬頁書還是互動

書都能從無意到有意的浸潤式的閱讀探索。王國馨（2002）研究透過親子閱讀行

為與分享活動，不但可以提升家庭生活品質，也可以改善家庭親子之間溝通的貧

乏與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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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詞彙以及增進語文理解能力 

學齡前的階段是嬰幼兒語言發展的黃金期，親子共讀能提供嬰幼兒更複雜的

語文學習機會，豐富語言的學習歷程，也可促進嬰幼兒學習更多樣性的語彙

（Evans & Deborah, 2008）。在家庭環境中進行親子共讀，不僅提供孩子使用語

言的機會，更是促進孩子語言理解與表達能力的發展（林依曄，2009）。因此，

孩子們就在親子共讀的過程裡，自然而然增加不少「詞彙量」，並提升語文及日

後寫作能力。 

(三) 培養藝術能力 

繪本故事書本身就是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的圖書，尚未識字的幼童尚且可

以繪本圖畫猜測出其中的故事，因此繪本的圖畫是內容豐富且為了吸引孩子的注

意，顏色及畫風的是鮮豔且有特色。郭麗玲（1991）認為閱讀繪本可提供認知與

想像的素材、訓練思考能力，並有助於陶冶藝術美感與提升鑑賞能力。這樣的閱

讀過程讓幼兒對藝術有了最初最直接的接觸與印象。 

(四) 刺激大腦發展，加強溝通能力 

早期閱讀對幼兒的口語表達能力和思維發展等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時

親子共讀就發揮了非常大的效用，洪蘭(2018)認為培養孩子的閱讀力，就是培養

專注力、記憶力和觀察力。孩子在認字之前，都是以「圖像記憶」去記住事情的，

所以在和孩子共讀時，圖片上的各種細節，都可以帶領孩子去發掘，也可以以提

問的方式，讓孩子有所反饋，進而加強孩子們的溝通技能。 

(五) 奠定接收教育的基礎 

父母親優質的陪伴是奠定孩子日後接收教育的基礎。從小親聽父母念書的習

慣，不僅使得他們善用視覺與聽覺，也能仔細觀察周遭事物，幫助孩子早早具備

專心上課的能力，讓他在就學過程中愉快學習。林天祐（1986）也提出，兒童的

閱讀能力與未來的學習成就有著相當密切關連，兒童的閱讀經驗越豐富，閱讀能

力越高，則愈有利於各項學習。 

三、親子共讀的困境 

雖然親子共讀有許多好處，但是在現實情況下，親子共讀的落實卻是存在著

困難，以下就筆者在教學現場理解許多家庭實施親子共讀的困難點加以整理，有

以下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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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親皆忙於工作 

現在的家庭結構大多為小家庭，尤其以雙薪家庭居多，在下班後，大多數的

父母已經身心俱疲，加上家庭瑣事需要處理，常常是蠟燭兩頭燒，即使有想要陪

伴孩子進行親子閱讀，也常心有餘而力不逮，所以不是草草了事、就是無法持續，

甚為可惜。 

2. 不知如何選擇閱讀書籍 

許多家長在懷抱著滿腔熱情，想引領孩子進入書香的世界，但面對不同類型

的書籍或繪本，卻不知如何選購，或是購買認為對孩子有幫助的故事書，但孩子

反應卻不佳，造成好意窒礙難行。 

3. 不懂如何激勵孩子 

碰到孩子對於親子共讀表現出疲乏或是興趣不高時，無法掌握原因，或是用

情緒化的反應強迫孩子進行活動，此時出現反彈的情形會更嚴重，所以不要讓親

子共讀流於形式化，孩子的參與是很重要的。 

4. 不會運用技巧吸引孩子 

家長不向幼兒園教師，有受過專業訓練，可以將故事說得栩栩如生，通常只

是捧著故事書，將內容念出，少了抑揚頓挫，孩子的興趣自然不易被升高， 以
致容易形成照本宣科，索然無味。 

5. 不知道如何控制時間 

孩子的世界充滿好奇，可能在共讀的過程中會提出許多問題，但是這樣一來

共讀的時間會拉長，家長若無法妥善回應會讓親子共讀時間變得冗長，影響其他

的作息，反而讓生活品質變差。 

四、如何培養親子共讀習慣 

洪蘭、蔡穎卿（2014）曾指出閱讀教育並非只是父母花錢買書給孩子，要求

孩子讀，以數量取勝，事實上父母應當中是身教和示範，注重閱讀品質更甚於閱

讀的數量。親子共讀，從字義上來看就是「父母與孩子一起閱讀書籍」，可能大

部分的人會以為，就是單純地將繪本中的文字唸出來，其實這樣的想法不完全是

正確的，親子共讀的方式相當多元，強調的是親子間的互動。以下有幾項小技巧，

可以幫助孩子習慣閱讀、進而喜歡閱讀，成功的親子共讀進行親子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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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段固定 

設定每天固定的時間、固定的頻率是為了要讓共讀這件事更增添「儀式感」，

以此來增加孩子的期待感。例如孩子洗完澡後、就寢前的床邊故事，或是假日早

餐後都是很不錯的親子共讀時段。 

2. 選擇孩子感興趣的書 

遠見雜誌在 2012 與 2014 年調查中，發現兒童讀物是銷售成長第一名，顯見

臺灣父母重視教養，買書給孩子閱讀的意願很高（程可珍，2017）。一開始家長

把選書的權利讓給孩子，相信對於引起孩子閱讀興趣會是事半功倍的，要養成閱

讀的習慣就不是一件難事。 

3. 裝置溫馨的閱讀環境 

舒適的環境容易讓浮躁的心沉澱下來，陳光（2010）亦認為環境薰陶對幼兒

閱讀興趣的培養有潛移默化的功效。在家中尋找一個角落，環境簡單不要堆放雜

物，讓空間單純、不受干擾，只要提供充足的光源，放置矮櫃讓孩子容易取、放

置書籍，如果可以可以放置書桌和椅子，方便閱讀，若是空間不足，也可以放置

布偶或是抱枕加上坐墊，就可以是一個舒適吸引孩子的閱讀區。 

4. 父母必須喜歡讀書 

Trelease（1985）認為，人與書不是天生就契合，須經由父母、老師等重要

媒介的角色，才能將書本帶到孩子的世界中，有愛書的大人，才有樂讀的孩子。

一般來說父母喜歡讀書，久而久之，孩子也會耳濡目染，所以當父母沒事就捧著

書津津有味地閱讀時，你的孩子也自然會學著你的模樣拿著他自己喜歡的故事書

或圖書仔細地閱讀。 

5. 讓孩子在遊戲中閱讀 

讓孩子喜歡閱讀，必須讓他有參與的興趣，而遊戲往往是孩子最樂意接受的

活動，這點對於剛開始養成閱讀習慣的孩子相當有助益。在家庭的閱讀活動中，

若孩子的年齡偏小，可以和孩子玩串字遊戲、排圖遊戲、猜猜看接下來的故事情

節等，若是重複讀同一本故事可以把其中一個情節故意講錯，讓孩子來糾正，看

看孩子的反應測試他是否在聽故事時是否專心，這樣的舉動也增強孩子聽故事的

專心度，孩子的糾正也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6. 適時的鼓勵與讚美 

孩子對於圖書內容有適切的反應時，即時的讚美和鼓勵可以增加幼童的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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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千萬不要自顧自地念書，當作父母個人的的朗讀，最好能問問孩子們的看

法，激勵他們思考，並且當孩子對故事有反應時，不要吝嗇給予鼓勵與讚美，這

樣會讓孩子更有動力持續下去，對於親子共讀是一種很棒的正增強。 

五、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閱讀對於孩子而言是學習的基礎，而學習的成就感也是孩子或的自信的來

源，而閱讀習慣的養成是啟蒙於家庭，孩子是否能主動參與知識的建構，父母扮

演著促進者的角色。如果家長在幼兒階段藉著親子共讀養成孩子閱讀的習慣，相

信孩子在未來不論是小學、中學甚至大學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學習，而非像現今

大部分的家長還要為著每天要使用多久手機時間和自己的孩子拉鋸、爭吵，或是

發掘孩子功課落後才急忙送安親班或是補習班進行補救教育，如果孩子從小就是

個小小愛書人，相信書中的文字對他們而言不會是艱澀難懂而無聊的，取而代之

的會是按部就班、會獨立思考，當然也能夠跟著老師和班上一起認真學習的一份

子。因此親子共讀從學齡前開始，讓閱讀真正進入孩子的生活中，培養終生學習

的能力。 

(二) 建議 

 綜合以上的論點，親子共讀是需要有品質的陪伴、良好互動以及雙方回饋

的，下列有幾項建議： 

1. 對於幼兒園方面 

幼兒園裡是很多幼兒接觸大量繪本的地方，可以將語文區布置成一個溫馨、

舒適，可以在其中安靜的閱讀，或是同儕一起翻閱，尋找答案的遊戲書，再將親

子共讀作業成為學校和家庭間共同的親子互動以及親師交流的一環，可以幫助家

長更快上手。 

2. 對教師方面 

幼兒園老師可以將自身專業吸引孩童喜歡聽故事，並多介紹不同繪本的風格

或是不同作者的作品，之後讓孩子也試著反饋書中的內容，教師更是可以將製作

屬於班上的小書編入課程，讓孩子也能將學校所學和家人分享，將說故事的技巧

分享給自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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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家長方面 

家中有學齡前兒童開始接觸書籍，對於許多家長來說都會有如何開始、如何

能夠讓孩子喜歡或是有收穫的困擾，但是坊間有許多書籍教導家長，網路上也有

網站在分享親子共讀的技巧，當然，孩子幼兒園的老師也是很好的請教對象，還

有其他家長的方式也可以參考喔。 

親子共讀是一條漫長但只要堅持下去絕對是 CP 值很高的一項親子活動，不

論是奠定孩子的學習基礎或是增進親子關係，都是很棒的付出，孩子的成長需要

的是陪伴，而親子共讀是一種最棒的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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