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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悅讀環境，讓孩子愛上閱讀 
陳巍之 

高雄市大寮區翁園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在職專班碩士生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

景，為達成終身學習，培養閱讀習慣是關鍵。社會變化太快，我們必須不斷學習

新的知識和技能，才能與時俱進，不被未來淘汰。洪蘭、曾志朗於 2001 年曾說，

面對二十一世紀這個資訊爆炸時代唯一的武器，便是閱讀，因為透過閱讀，能讓

我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吸取別人研究的成果。故閱讀能力是影響我們學習新知的重

要關鍵，而閱讀能力又受閱讀習慣的影響，筆者在教學現場發現，多數學生未培

養閱讀習慣，隨著年齡增長，就變得不愛閱讀。柯華葳（2006）認為愈早接觸閱

讀，閱讀能力就越早形成，而愈早形成閱讀習慣，閱讀習慣就愈穩固。故若能在

孩子一進國小，就開始培養其閱讀習慣，那麼將可能使其越早形成閱讀能力，透

過持續閱讀，進而成為終身學習者。 

二、學生之閱讀現況 

遠見雜誌在 2014 年進行臺灣閱讀大調查，針對臺灣二十縣市 15 歲以上的民

眾進行電話訪問，結果發現 18-19 歲族群每週閱讀時數由 2010 年的 4.08 小時下

滑到 2.66 小時，是所調查族群中下降最多的；而每月閱讀數量也從 2.02 本下降

到 1.70 本，但每天上網時間則是由 1.28 小時上升到 1.44 小時（遠見天下雜誌，

2014）。而筆者在教學現場發現，班上的孩子，每天下課時間不是在戶外玩遊戲，

就是在討論昨晚電視節目劇情，高年級孩子還會相約組隊玩線上遊戲，在課餘時

間從事閱讀活動者，少之又少。 

在這個數位時代，詢問孩子們在家中閒暇時喜歡做哪些事？大多的回應都是

看電視、玩網路遊戲、看直播…等。和孩子閒聊時，孩子告訴我昨天玩了一整天

的平板，反問他平時會看書嗎？孩子的回應是家裡沒有書。也曾有五年級的孩子

跟我分享，在班級圖書中的某一本橋梁書，是他第一本全部看完的書，也是第一

本這麼多字的書。由此可知，許多孩子不是不看書，而是因為手邊沒有書籍，或

是從小沒有建立起閱讀習慣，再加上 3C 產品的誘惑，以至於變得愈來愈少閱讀，

甚至是不閱讀。 

三、教師推動閱讀之建議 

我們都知道閱讀的重要，也了解習慣要早建立愈好，為了培養孩子的閱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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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讓孩子愛上閱讀，可以這麼做： 

(一) 營造閱讀環境 

讓孩子充斥在充滿書香的環境中，隨手能借閱書籍，可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進而培養閱讀習慣，故成立班級書庫提供適合學童的多樣性的讀物是相當重要的。

為了吸引孩子閱讀，應讓其選擇自己喜歡的書籍，勉強其閱讀不感興趣的書，反

而會失其胃口，產生反效果。但每個孩子的喜愛皆不同，因此，班級書庫中應陳

列各類別的書籍，如科學、冒險、偵探、幽默、科幻…等。但書籍要從何而來呢？

(1) 透過班親會向家長說明，邀請孩子和家長分享家中適合孩子閱讀的書籍，待

學期結束後歸還。(2) 若教師有購書經費，網路上有些書況不錯的二手書籍，或

是到二手書店挑選，都是經濟又實惠的選擇。(3) 高雄市立圖書館提供教師申請

班級借書證，只要備妥身分證明文件及教師證，即可申辦。教師可到各分館借閱

120 本書籍，借期為兩個月，還有圖書免費宅配到校的服務；圖書館亦提供共讀

書籍，每種書籍依其適讀年級有 35 或 50 冊，可供教師進行班級共讀活動，詳細

辦法請參閱高市圖網（https://www.ksml.edu.tw/home.aspx）。(4) 愛的書庫：為多

數教師熟悉的圖書館，先進行線上借閱後，可以託運方式或親自到各分館取書，

個人一次可借閱五箱，借期為 30 天，是教師推廣班級共讀或班級圖書會的好夥

伴，詳細辦法請參閱愛的書庫網站（http://163.22.168.15/loveopac/）。 

(二) 師生一同閱讀 

身教重於言教，在國小階段，教師是孩子的重要他人，教師的一舉一動、一

言一行皆會成為孩子模仿的對象，對於尚未建立閱讀習慣的孩子，透過教師示範，

在閱讀時光中，看見教師和同儕人手一本書籍，沉醉在閱讀世界中，也會想了解

到底閱讀有什麼有趣、為什麼吸引老師和朋友的目光，進而嘗試閱讀、喜愛閱讀、

享受閱讀。 

若能在每天固定一段時間進行閱讀活動，可以是 10 或 20 分鐘，一開始可能

需要教師不厭其煩的提醒，但隨著時間一久，便會發現，不須提醒，每天一到這

個時間，孩子也會自動的把書拿出來閱讀，如此一來閱讀習慣也就慢慢養成。 

(三) 讀閱樂，不如眾閱樂 

許多研究發現分享閱讀，透過師生分享互動，培養閱讀習慣，能提升兒童對

閱讀的喜愛和提升閱讀動機（李燕妮，2007；谷瑞勉、王怡靜，2012）。透過聊

書活動，可加深孩子對書籍的印象，或是吸引孩子的注意，提升其閱讀的動機。

一開始可先由教師進行聊書，示範如何介紹或推薦書籍，聊書的內容可以是介紹

https://www.ksml.edu.tw/home.aspx
http://163.22.168.15/loveo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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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意、朗讀書中一個有趣的段落、讀後感想，也可以設計和書籍相關的問題，

讓孩子自己閱讀找答案。筆者發現，教師在聊書時所介紹的書籍，能引起孩子的

興趣，爭相借閱，連原本對閱讀不感興趣的孩子，也會想借來翻一翻，甚至連未

介紹的同系列書籍，孩子也會一併翻閱。下課時，還會聽到孩子們在討論自己已

經看過哪幾本了、在書櫃中尋找還沒看過的系列書、孩子也會主動把閱讀完的書

籍交給下一位等待者。有時在教師聊書時，閱讀過該書的孩子，也會分享自己的

感受，或是幫忙介紹該書有趣的部份。當聊書活動進行一段時間後，介紹人可由

教師慢慢轉換成孩子，讓孩子介紹自己最近正在讀的，或是覺得新奇，想要推薦

給同學的書，藉由聊書活動，帶動班上的閱讀風氣。 

四、結語 

在這終身學習的時代裡，閱讀是我們獲取知識途徑之一，使得閱讀力不僅是

個人競爭力，帶代表著國家競爭力。而閱讀能力的養成需要有持之以恆的閱讀習

慣，但閱讀習慣並非一蹴可幾，也不是單靠孩子自己就能培養，尤其是年紀愈小

的孩子，愈需要仰賴成人的協助。 

每天孩子約莫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學校，若教師能在孩子們最熟悉的教室裡

營造閱讀氛圍，打造悅讀環境，讓孩子生活處處皆可讀，並且每天給孩子一段閱

讀時間，再輔以師生聊書活動，讓孩子感受到閱讀的樂趣，也就能養成閱讀習慣。

有了閱讀習慣，孩子的閱讀能力也能慢慢形成，成為終身學習者的目標也愈來愈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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