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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建築融入閱讀教育之理念與作法 
王豪華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小學務主任 
 

一、前言 

隨著社會變遷，學校教育的校園規劃模式也不斷產生質變。在二次大戰結束

的民國 34 年，臺灣國民教育的就學率已達到百分之八十，國民政府接收以後以

此為基準，努力推動在臺灣的國民義務教育，到了民國 64 年，則超過百分之九

十九（薛化元，1999）。而伴隨著高就學率，臺灣社會的學齡兒童人數大量增加，

因此臺灣早期國民義務教育階段，校園建築著重在最大教育空間容量的功能性，

以容納大量學齡兒童入學之需求。 

近三十年來，教育改革的浪潮也影響著校園空間美學規劃。尤其是九二一地

震後，全國被摧毀了將近三百所校園，災後復原工作中，校園的重建成為關注的

焦點。危機也是轉機，教育界看待重建工程，期待的不單是校舍的硬體建築，涵

育教育內涵的「新校園運動」，方是教育界盼望的教育重生工程。新校園運動為

完整傳達教育改革的理想——舉凡人本教育、開放教育、小班教學、終身學習、

校園開放、綠色學校等核心精神都應含括。學校在地方公共事務、社區終身學習、

在地文化傳承等層面扮演要角，共同參與校園重建（范巽綠，2010）。 

二、新校園運動理念下的校園規劃 

民國八十九年，當時的教育部長曾志朗宣布「新校園運動」作為災校重建的

行動主軸。以校園空間改造為基礎，期望能為學童打造多元的學習環境，使其潛

能獲得充分的發展；並以「創意」、「合作」、「參與」、「突破」與「人性化」作為

運動的核心價值，期能成為未來臺灣其他地區校園改造之基準（李清偉，2015）。

新校園運動推動之校園規劃具體原則如下（教育部，2001）：  

1. 確保安全、健康以及舒適的無障礙環境。 

2. 落實高效能、彈性化且符合機能的教學環境。 

3. 營建可供做社區終身學習及景觀地標之核心設施。 

4. 依據校園整體規劃，推動校園重建工作。 

5. 成立校園規劃重建小組，落實開放公共參與。 

6. 建立校園與學區、社區資源之整合與共享模式。 

7. 確保校園重建期間，學習與生活環境的品質。 

8. 永續發展的綠色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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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臺北市教育局長湯志民認為：對校園建築規劃而言，美學是重要的理論基

礎之一，如果校園建築所提供的視覺感受雜亂無章，學生受其影響，在身心健康

和情緒發展上，必然有所妨礙；反之校園建築所提供的視覺感受有條不紊且賞心

悅目，則學生在身心的健康、愉快和滿足，必然會明顯的增加（湯志民，2014）。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從新校園運動到現今的校園永續經營，校園空間的經營

與規劃，不只是建築物的興建及維護，還需要結合教育的理念、綠色環境規劃及

社區發展，讓校園成為一個互動多元且具學習吸引力的學習空間，讓學生能藉由

日常生活情境之體驗，從學校生活中學習，使學習潛能獲得最大的發揮。  

三、新校園建築融入閱讀教育元素 

閱讀素養的重要性是教改浪潮下的全民共識，成為新課綱的顯學，更是 108

課綱的重心之一。許多學校本位課程以「閱讀」為核心，發展學童主動獲取資訊

與知識的素養。核心素養的表述可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不以「學科知識」為學

習的唯一範疇，強調其與情境結合並在生活中能夠實踐力行的特質（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5）。 

校園做為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空間，學習的成立不單侷限在教室內的課堂

教學，校園的每個角落都是學生學習的場域。校園的物質環境規劃影響著學生的

學習發展。物質環境的教育效果稱為「境教」，指的是校園的規劃、校舍的設計

及教室的安排等等（黃光雄、蔡清田，2015）。校園空間的規劃設計以及校舍的

興建與修繕是一個動態且持續不斷的過程。可能是新設校的整體校園建設計畫；

可能是舊校舍的耐震補強乃至拆除重建；也可能是校舍內的部分設施如老舊廁所

改建、午餐運送電梯新設、通學步道改善、階梯鋪面重整……等，身為校長或總

務主任常須經營新建或改善工程。學校建築在新建、重建或改建過程中，較著重

「建築」設計（如造型、安全、公共藝術、無障礙設施），「課程」、「教學」之需

求甚少評估（湯志民，2014）。 

新校園運動之精神內涵為（教育部，2001）：  

1. 規劃人性化的校園，落實人本教育、小班教學、開放教育與終身學習等教改

理念。 

2. 營造健全、多樣、展現地方風格、師生喜愛、社區認同的新校園。 

3. 規劃符合老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需要的校園環境。 

4. 以「新校園運動」經驗成為未來校園建築公共建築營造的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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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校園推動各種新建或改善工程時，於規劃設計時結合與融入閱讀素

養的元素，使生活在其中的師生除了正式的閱讀課程，更能結合校園環境中的非

正式課程，擴展閱讀層面，進而使閱讀素養落實並發揮更大的功效。 

四、校園規劃設計結合與融入閱讀素養的具體策略 

閱讀教育並非只有坐在教室或進入圖書館拿起書籍才能進行，校園空間規劃

中若能融入閱讀的元素，例如大樓的階梯布置結合主題書展，學生駐足的遊戲地

墊鋪設熱門繪本圖面，庭園步道踏磚鐫刻暢銷書籍與作者介紹、教室走廊轉角牆

面的新書介紹……；藉由常出現的圖象概念引發學生的閱讀動機，結合閱讀課程

進行主題式的引導，之後培養學生回饋，利用校園內現有的閱讀建築佈置作品成

為校園閱讀導覽員，成為終身學習者。閱讀、討論、深入共讀，也幫助孩子進出

不同的人生和生活方式，去看見他人的價值觀和想法，看見、比較、思考（林怡

辰，2019）。而去觸發孩子的閱讀動機，維繫孩子的閱讀熱情，是在校園空間規

劃中可以充分運用的。以下是筆者曾採用過的具體策略： 

(一) 進行全校教師與學生的問卷調查，聚焦最受歡迎的書籍 

設計「最愛書籍與作家」問卷，統計出人氣書籍與人氣作家排行榜，並與出

版社聯繫取得使用版權。校園有相關工程進行時，採用書中的頁面或核心概念設

計，讓師生沉浸在閱讀環境。 

(二) 與出版社共同辦理「與作家有約」活動，邀請知名作家與師生、家長互動 

當融入閱讀元素的相關工程完成時，規劃進行主題閱讀課程，並邀請作家辦

理講座，使師生能更深入瞭解創作過程與作者傳達之內涵理念，讓閱讀素養的內

化更為深刻。 

(三) 結合各領域小組會議，推薦優良讀物，並擬定各領域主題閱讀課程 

善用校內課發會組織的各領域小組會議，推薦各領域的優良讀物並採購為班

級共讀書籍。平時推動主題閱讀課程，待有校園工程時便能適時融入規劃設計。 

(四) 鼓勵並協助師生製作導覽影片，利用社群媒體傳播，形成良善循環 

藉由資訊課程指導學生拍攝與剪輯書籍導覽影片，結合 Facebook、Youtube、
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建立專屬閱讀粉絲團或閱讀頻道，有計畫的累積閱讀影片

資訊，使閱讀的推動與成效能持續累積能量，形成良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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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師生聚焦的書籍，有次序的於校園新建或改善工程中結合閱讀元素展

示，可以是階梯立面的馬賽克拼貼、可以是廁所牆面的大圖輸出、可以是空間動

線上的裝置藝術、可以是走廊壁面的壓克力展示板、可以是校門互動式的拼圖書

籍…，校園的建築與空間規劃是一個持續的動態歷程，掌握永續經營的理念，讓

閱讀學習的發展也能與時俱進。 

五、結語 

    學習的成立無所不在，校園的規劃設計應秉持教育專業的理念，以學校的本

位課程為核心，學生的學習需求為價值，讓境教功能獲得最大功效。當進行校園

各項新建或改善工程時，事先掌握核心價值理念，使每項工程成果的呈現都能緊

扣校本課程與學生學習，美學校園於焉誕生。反之，工程只會是一件件的鋼筋水

泥組合物，零散破碎又難引起身處其間的師生共鳴，再美麗的建築也只能孤芳自

賞。 

俄羅斯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所說：「書讀得愈多，就愈親近世界，愈明瞭

生活的意義，愈覺得生活的重要」（鄭乃文，2016）。美麗的校園是親師生乃至所

屬社區都喜愛的，學校的領航者應讓校園的美麗是有主題且可以閱讀，使校園有

別於藝術展演的藝文中心、休閒休憩的公園設施，成為專業的教育場域，發揮最

大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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