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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行為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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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國民小學教師 

 

根據天下雜誌進行的「全民閱讀

大調查」中顯示，臺灣民眾每天花在

看書、看雜誌、看報紙的時間不超過

一個小時(李雪莉，2012)，筆者希望透

過校園現場的調查來瞭解目前國小高

年級學生的閱讀情形。 

一、閱讀能力是二十一世紀必須

具備的基本工具 

二十一世紀是個知識競爭時代，能

透過閱讀掌握知識的人才有勝出的機

會。因此，學生的閱讀素養就是國家未

來的競爭力指標。洪蘭(2012)曾說：「閱

讀不但會影響創造力，也培養我們的品

格，使我們吸收前人的智慧，鍥而不捨

去實踐我們的想法」。培養閱讀能力需

要長時間的累積，學生要能先喜歡閱

讀，閱讀才能變成學生學習的工具。 

柯華葳(2016)指出，要先知道如何

閱讀，我們才可以運用相關資訊來滿

足求知、工作、休閒和娛樂的需求。

李家同(2010)認為，閱讀不足的結果導

致學習任何課程都會產生困難，大量

閱讀可以訓練讀者很快看懂文章並掌

握重點、正確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及

文章能合乎邏輯並具有獨到的見解。 

二、 透過學習興趣有利於提升學

生的閱讀行為 

閱讀素養強調終身自主學習，但

是國內教育卻仍以升學導向為主，認

為學生缺乏什麼老師就應該上什麼課

程，導致許多課程進度、各項議題與

活動填滿了學生的時間，卻忽略了學

生在生活中自主學習的能力與興趣，

導致學生沒有時間去發展閱讀素養(洪

儷瑜，2011)。因此，如果閱讀行為沒

有和生活密切結合，學生離開校園

後，自主閱讀的情形也會每況愈下。 

余民寧與韓珮華(2009)指出，學習

興趣是指透過對事物的喜愛與好奇而

產生動機，進而提升努力程度與成就

表現。Hidi(2006)指出，興趣可以幫助

學生克服學習能力上的缺陷，並願意

投入時間繼續學習。也就是說，當學

生對於某一門學科有興趣時，雖然他

在學習成就方面並沒有獲得滿足，但

因為有興趣的驅使，卻仍然願意花時

間繼續投入學習，並且透過閱讀來尋

找解決的方法以補救本身能力的不

足。 

Adams(1990)提出，兒童在小學四

年級如果沒有發展出良好的閱讀素

養，當教育機會減少時，他們會出現

逃避閱讀的行為或顯示出低水平的閱

讀動機。 

分析 PIRLS 2011 資料，發現臺灣

國小四年級學生雖然在國際閱讀成就

的表現上不如香港和新加坡，但是學

生高閱讀動機以及喜愛閱讀的比率卻

高於香港和新加坡，顯示香港和新加

坡的學生雖然有較高的閱讀成就，卻

不一定喜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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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IEA) 

三、國小學生對公共圖書館的使

用率偏低 

陳昭珍(2003)指出，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喜歡閱讀及鼓勵孩子閱讀的父母

陪著長大，因此公共圖書館必須以各

種活動，設法吸引孩子及父母進入閱

讀的世界，養成閱讀習慣。 

吳茜茵(1990)指出，公共圖書館舉

辦各項活動可以激發兒童的課外閱讀

興趣以彌補家庭和學校教育的不足。

加強鄉鎮圖書館的功能不但能增進學

生的閱讀習慣而且還可以對社區中的

家庭提供閱讀資源及閱讀活動以及提

供學童課後與假期的協助(賴苑玲，

2009)。 

四、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

行為之情形 

在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行

為部分，如表 2 所示。在閱讀時間各

向度的題目中，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

生「星期一到星期五期間，你大約每

天花多少時間看課外書籍(含報紙、雜

誌和漫畫書)」以及「在寒、暑假期間，

你每天大約花多少時間看課外書籍(含

報紙、雜誌和漫畫書)」高於平均值，

顯示多數高年級學生在星期一到星期

五以及寒、暑假期間，每天超過 30 分

鐘以上閱讀課外書籍；反之，在星期

六和星期日看課外書籍的時間則不到

30 分鐘。在閱讀頻率各向度的題目

中，「你平均多久看一次課外書籍」高

於平均值，顯示多數的高年級學生最

少 2~3 天會看一次課外書，甚至每天

都會看課外書。而「你每個星期去家

裡附近圖書館借書的次數大約幾次」

低於平均值，顯示高年級學生每星期

很少去公立圖書館借書或從來不去。 

表 2 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行為之情形 

(N=886) 

 

 

 

 

 

 

五、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學生閱讀行為的養成

就是訓練他們在未來把閱讀當作工具

的一種終身學習能力。在知識競爭的

現代裡，學習者本身除了基本的讀、

寫程度之外，還應該具備透過閱讀，

尋求解決生活中所遇到問題的能力。

因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提供參

考： 

(一) 隨著網路普及，國小學生對實體

圖書館的運用逐漸式微，政府單

位應效法網路書店的經營模式來

成績

排名 人數比率(%)
閱讀平均分

數
人數比率(%) 閱讀平均分數

臺灣 9 62 566 23 585

香港 1 52 577 21 596

新加坡 4 60 576 22 610

國家
學生高閱讀動機的比率 學生喜歡閱讀的比率

表1   PIRLS 2011臺灣、新加坡和香港國小四年級學生讀素養成績統計

題號 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閱讀時間 2.63 0.87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期間，你大約每天花多少時間

看課外書籍(含報紙、雜誌和漫畫書)?
2.61 0.94

2
星期六和星期日，你每天花多少時間看課外書

籍(含報紙、雜誌和漫畫書)?
2.43 1.03

3
在寒、暑假期間，你每天大約花多少時間看課

外書籍(含報紙、雜誌和漫畫書)?
2.86 1.04

閱讀頻率 2.24 0.60

4
不含寒、暑假期間，你每個星期去學校圖書館

借書的次數大約幾次?
2.00 0.91

5
你每個星期去家裡附近圖書館借書的次數大約

幾次?
1.78 0.89

6 你平均多久看一次課外書籍? 2.75 0.92

7
對於有興趣的課外書籍，你會重複閱讀精彩部

分嗎?
2.44 0.8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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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公共圖書館轉型。如此一來，

不但能增加電子書的借閱率還能

讓臺灣每個角落都是閱讀角。 

(二) 在國小課程的設計上，圖書館利

用教育可納入正式課程中，每學

期可安排固定的週次與節數，結

合各鄉鎮館所推動各項閱讀活

動，讓國小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

對鄉鎮圖書館有更一步認識與接

觸的機會。 

(三) 學校老師及家長應重視學生的閱

讀興趣，從日常生活中及在校學

習中，老師應不斷提供活潑化的

教學方式及引導學生學習，讓學

生閱讀興趣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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