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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閱讀推手評選 
 

姓    名 翁慧敏 推薦類別 
□ 城閱冠磐          

▓悅讀閱冠磐  

聯絡箱號碼      036 任教學校 臺北市立五常國小 

個人學經歷參考資料 

現任職務 級任教師 

任教年資 (級任)  22   年 任教年資 (級任)  22   年 

學    歷 新竹師院初等教育學系輔導組 

獎    勵  

著    作  

研    究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推動方案緣起 

    前教育部曾志朗部長說：「書本打開了孩子想像的空間，閱讀可

以增加孩子的思考能力。」台機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說：「要能創

新，必須先培養思考的能力，而一個人靜下心來閱讀，是培養獨立思

考的好方法。」中央大學洪蘭教授說：「閱讀是習慣，不是本

能。」……等，每次從報章雜誌看到這些有關閱讀重要性的話語，內

心是很認同，然而在班上推動閱讀後，成效總是有限，覺得少了什

麼，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於是我開始上網尋找各種有關推廣閱讀能力的相關文章與方法，

買各種推廣閱讀書籍，甚至參加有關閱讀的各種研習，希望藉由別人

的經驗讓自己產出適合自己與學生的閱讀運作方式，直到去年暑假參

加一場由彰化原斗國小林怡辰老師(曾榮獲教育部 101 年度閱讀磐石個人獎)

所主講的閱讀研習，她提到要推廣學生閱讀，老師自己要先閱讀。這

句話震撼了我，尤其當看到班上報夾上的報紙總是孤零零地在角落處

飄盪，書櫃上的書已快被灰塵覆蓋，學生借閱證放置家中只當悠遊卡

用，從前不管老師如何遊說學生、鼓勵學生，那報紙依然未出現喜愛

它的粉絲，書櫃的書依然整齊站在那。我想推讀報，我卻不看國語日

報；我想請學生多借書，我卻很少去圖書館借書；我想請學生多看

書，我卻很少看巡迴書箱的書；我自己都沒做到，如何來告訴學生閱

讀的好處呢?於是我開始思索自己從小到大的課外閱讀經歷。 

    第一階段:高中前我喜歡看報紙，因為爸爸很喜歡看報紙，可能

是受到爸爸的影響吧。不過，在國中時我真的很不喜歡國文，因為每

次寫閱讀測驗，我總是答錯率很高，一直抓不到文章的重點，尤其國

文老師每週要我們背一篇範文而且都要考默寫，我內心非常痛苦，不

過我還是乖乖背好文章考默寫，但是我內心是非常痛恨的。直到高中

因班上有訂報紙，愛上看聯合副刊文章，因為內容有趣、看到教科書

上以外的世界這麼豐富，於是我愛上看報紙，這是當時我唯一的課外

閱讀來源。     

    第二階段:因著失婚，我透過大量的閱讀書籍，療癒受傷的心

靈，感謝當時有這麼多的書籍，陪我走過人生的黑暗時期。 

    第三階段:去年暑假開始，因著想增進自己的教學，翻轉自己的

教室，更想推廣閱讀，於是開始大量閱讀網路文章(加入各種教學粉

絲團，看到臺灣各地老師不吝分享的教學點子)、雜誌、書籍、研

習，甚至要求自己每天一定要讀國語日報，再加上自己有小孩了，跟



著 bookstart 的理念，從孩子不到一歲就開始陪孩子每天共讀，我才

真正體驗到閱讀是如此的美好。 

    我真正的大量閱讀就在第三階段，我開始閱讀的經歷算是很短也

很晚，可是我從閱讀中得到的就如誠品創辦人吳清有先生說的「一個

生命因閱讀而不再失落」，我也真正體會到閱讀除了樂趣、拓展視

野、知識量的提升、思考能力的培養……等，其中最令我感受到的是

閱讀傳達愛的感動，我知道了，當我願意從自己做起閱讀榜樣，將這

愛「閱讀、悅讀、越讀」的過程感動學生，更希望把這份對閱讀的熱

情感染學生，讓他們有帶著走的能力，讓『閱讀』成為改變的力量。 

二、推動方案內容 

配合學校推行閱讀活動: 

1. 巡迴共讀書箱:每學期圖書館提供學年 12 箱共讀書箱，適合全班

一起共讀。 

2. 我的圖書館成長日誌:中年級有 10 個任務，每學期二~三個任務。 

3. 每 15 張讀書心得，兌換一本新書:每學期末學生可將書寫的 15 張

讀書心得可以兌換一本新書，30 張 2 本，以此類推，因為一方面

可以選自己喜歡的書，另一方面是自己努力賺來的，讀起來格外

起勁。 

4. 小學士小碩士小博士認證獎狀:每學期口頭或書面報告，只要累積

30 本，就可申請小學士認證；再累積 50 本，就可申請小碩士認

證；接著再累積 80~100 本，就可申請小博士認證。 

5. 讀報有獎徵答:每學期有 2 次的讀報有獎徵答，看報紙找答案，10

題全對者可參加抽籤，被抽中者可以和校長或主任看報紙並品嘗

下午茶點心。 

班級內創意閱讀活動: 

1. 營造教室內閱讀環境:老師自行購買閱讀書籍，教室內設置三個書

櫃，座落在教室左右兩旁，讓學生取書閱讀方便。 

2. 五分鐘圖書館快閃:帶領全班學生不定期到學校圖書館借還書，提

高利用圖書館的機會(借閱證不再只是悠遊卡功能) 

3. 校外參觀圖書館:帶領學生認識學校附近的圖書館，例如中山圖書

館、松山機場內的智慧圖書館。 

4. 榮星志工帶領生命、品格教育繪本:每學期跟輔導室申請榮星教會

志工利用每週二老師晨會時間入班帶領有關生命、品格教育繪

本。 

5. 讀報小記者:推舉口齒清晰且自願的學生，充當為班上同學朗讀報

紙的小記者，利用每週三、四晨光時間朗讀 5 分鐘，同學需仔細

聆聽並從小記者朗讀的文章中設計問題來問班上同學，透過小組 1

分鐘討論合作交流，當抽籤抽到必須口述提出問題，藉此訓練學

生的專注聆聽、提取問題並設計問題提問、口述表達問題的能

力。 

6. 閱讀易上手:一本包含各種故事的閱讀測驗，每次上國語課前，請

國語小老師帶領全班閱讀並作答、搶答。 

7. 每週親子共讀:老師希望家長至少週休二日，能撥出至少 15 分鐘

親子共讀時間，關掉任何的 3C 產品，純粹陪孩子共讀，實施前發

下參與意願調查。親子共讀後，則在聯絡簿親子共讀處簽名認

證，老師會配合班級獎勵制度鼓勵學生。 

8. 每週一文心得:配合聯絡簿上的每週一篇文章，書寫閱讀後心得。 

9. 共讀書箱閱讀心得:每次讀完共讀書箱，則請學生書寫老師設計的

小書蟲閱讀單，以掌握學生閱讀的情況以及理解程度，又可以配

合學校 15 張心得換新書的活動。 



10.讀報心得交換簿:仿造交換小日記的模式，學生每日讀報並寫下簡

短的讀報後觀點、省思、欣賞原因、質疑、認同或不了解的問題

於交換簿上，全班透過每日每生傳閱一份報紙與交換簿給下一位

同學，學生不僅可以閱讀不同的報紙，也可以欣賞到班上同學不

同的觀點與書寫方式。 

11.為愛朗讀:配合巡迴書箱書籍，老師不定時的說書箱內的繪本故事

或朗讀橋梁書給全班聽，透過簡短朗讀有趣的橋樑書籍，吸引孩

子的閱讀胃口。 

三、方案成效評估 

增進師生與親子關係:透過為愛朗讀、親子共讀，拉近彼此之間的

距離，老師不再是高高在上，親子之間不再是充斥著 3C 產品，因著

陪伴加上閱讀，構成三角愛的關係，孩子也更容易進入閱讀世界。 

培養聆聽、專注力:透過讀報小記者時間，學生培養專注地聆聽能

力，並根據朗讀內容能快速擷取重點並提出開放性的題目，這聆聽能

力很重要，因為不夠專注則無法參與後面的提問與回答活動，所以每

當小記者在朗讀報紙時，小朋友除了豎起耳朵專注聆聽之外，還要隨

時做筆記小抄。 

知識量的增加:因著閱讀、讀報，上課時提到有關課程內容相關知

識，能夠回應老師的學生變多了，而不再是沉默的面對老師，甚至還

可以提供老師所不知的相關知識，例如提到運動相關比賽，學生對於

心中所仰慕運動賽事報導看得特別深入，所以此時總能適時地提供老

師相關知識或資訊。 

增進寫作能力:閱讀心得或是讀報交換簿的書寫，除了可以讓老師

掌握學生的閱讀狀態，更重要的是可以訓練出寫作能力，猶記得一開

始要求學生每日寫 50 字以上的小日記時，當時哀鴻遍野，總是榨不

出那 50 字，尤其斤斤計較標點符號算不算，透過心得與每日讀報交

換報的書寫，漸漸練就出提出自己觀點想法的心得文章，藉此也提升

寫作意願與能力。現在學生寫小日記已經忘記要計較字數了，尤其從

班上語文作業-生字阿花(五個花瓣，透過生字、形近字、破音字、同

音字造詞，再造四字詞，最後將五個四字詞造句或串成一篇短文)、

句本(利用課文中語詞、形近字造詞、課外補充成語、短語、句型造

句或編成一篇短文)，這兩種作業有小朋友生字阿花作業自發性寫超

過 2 張以上並用短文呈現，句本作業有一半以上自我要求短文呈現，

甚至有人寫了 19 頁的短文，令人感動的是原本不喜歡寫文章的學生

也自發性開始練習寫短文、編故事，不想以造句簡單完成功課。 

浸潤在閱讀環境中:從教室內書櫃的擺放、平板電子書的導入、快

閃校內圖書館借還書、認識社區周遭環境的圖書館以及在家的親子共

讀，讓孩子無時無刻浸潤在閱讀的環境中，讓孩子感受閱讀即生活。 

訓練領導技能:讀報小記者以及國語小老師帶領閱讀易上手須具備

帶領閱讀與主持的領導能力，因老師的腳色只是個旁觀者，整個活動

過程須由小記者或小老師全程掌握與控制，這樣的訓練下學生不管是

台風、口調甚至應變能力都被培養出來。 

拓展生活視野:記得曾經有位孩子在看完報紙後，在讀報交換簿上

寫著:居然可以寫信給聖誕老公公。該生覺得不可思議，因為他認知

聖誕老公公只有送禮物，於是他發覺原來透過報紙可以知道生活中沒

有接觸過的人事物，透過閱讀就可以輕易學到別人這麼豐富的生活經

驗，甚至可以更認識這個世界，因為發覺世界上有好多的難民、好多

沒辦法上學的童工、甚至很糟的飲水問題…等，因這樣的深刻感受，

好多小朋友居然在聯絡簿小日記上寫著”我最喜歡讀報這項作業

了”。 

思考習慣的培養:透過閱讀，尤其透過每日讀報，從孩子的閱讀觀



點、省思、質疑得知學生不僅閱讀而以還培養出思考習慣，比如學生

看到難民或戰爭則提出自己不愛戰爭的看法，並提出為何不能好好坐

下溝通的疑問；有學生看到環保議題，就自省並自我要求要節電、不

要常吹冷氣、攜帶環保餐具做環保；有的學生看到自己喜愛的運動比

賽報導，跟著報導內容熱血沸騰，了解成為一個優秀運動員不是那麼

容易，更期許自己可以像某某運動選手一樣堅毅不拔；看到報紙內的

觀點不同於自己的想法，則會提出質疑；看到文章作者處理方式的心

態跟自己雷同就感受到自己不是異類。 

學校提供豐富資源:學校每學期提供 12 本共讀書箱，可以進行全班

共讀，在於推廣閱讀的效益上更加便利，還有更棒的是提供每班每日

一份國語日報，設備新穎藏書量多的圖書館，讓學生的閱讀種類更加

豐富。 

四、回顧與前瞻 

    早期自己班上推廣閱讀時，除了老師自己本身沒有好的閱讀習慣

外，對於學生也是半脅迫式的指定閱讀，再加上完全沒有覺察學生的

閱讀胃口是什麼?難怪實施效果總是提升不起來，直到老師從自身開

始每日閱讀國語日報，讀學生看的書、大量的閱讀雜誌書籍等，當老

師從閱讀中真正感受到那種樂趣與成就感，於是藉由分享、技巧性的

設計閱讀活動如為愛朗讀、親子共讀、參觀圖書館、老師念出學生優

秀的、有見解的、有省思的閱讀心得等，慢慢吸引孩子的閱讀興趣。 

    尤其在語文的作業上看到孩子長篇的短文內容以及自發性想要多

寫作業短文的強烈動機，讓我每次在改這些作業時，居然是滿滿的感

動與享受(其實改短文很費腦力)因著看到學生寫出篇篇富有創造性的

想像故事短文，真是太驚喜了。學生閱讀興趣慢慢培養出來，再來就

是要引導更深入的批判思考，將導入 ORID 焦點討論法、六頂帽子思

考法，讓閱讀進行得更有深度。 

五、省思分享 

老師從自己做起:從理性的知道閱讀很重要到感性的體會到閱讀的

樂趣，這過程就是老師自己本身要閱讀，因著本身真正的感受，才能

產出對推廣閱讀的熱情，勇往直前。 

引導策略不強迫:為了推廣閱讀，大量的在網路上閱讀相關文章，

追蹤並努力爬文優秀、有經驗的推廣閱讀老師文章，甚至參加他們主

講的研習，再加上大量的閱讀書籍，習得整理出適合自己與班上學生

的引導策略。洪蘭說：「讓孩子主動，閱讀才會成功。」希望不在脅

迫性的策略下引入學生進入閱讀世界。對於閱讀偏食，不著急，包容

與接納甚至等待，再加上適度的引導，終究會帶領孩子看到閱讀的美

好。 

父母不缺席:父母在閱讀習慣養成的過程中是個很容易成功的陪伴

角色，只要父母願意每天花個十幾分鐘親子共讀，閱讀習慣的養成效

果絕對好，因著班上推每週末親子共讀，平日不強行推行，然而孩子

居然也要求自己的父母平日也要陪伴共讀，因為當下共讀時間父母的

陪伴是全然屬於自己的，是被關注的，甚至感受到滿滿的愛與安全

感。 

自己與孩子共讀:因著 bookstart 的推廣，從自身孩子不滿一歲就

開始與孩子親子共讀，至今老大五歲、老二三歲，他們已經習慣跟爸

爸、媽媽一起閱讀，甚至到圖書館也會主動到書架拿書請我念給他們

聽，並要求自己要借書回家看。有時還會看到自己拿著故事書自言自

語的說起故事來，有時要教導日常行為規範，透過繪本的帶領更容易

導入深植孩子心中，還有專注力的培養(可以參加聽故事活動長達一

小時)，觀察力與口說能力的培養(可以細微觀察到書中繪畫的細微表

情並透過口說描述畫中的情景)…等好多的優點。  

閱讀、悅讀、躍讀:學生從一開始的慢慢品嘗進入「閱讀」，進階



到發出內心喜愛的「悅讀」，到透過閱讀產出多方面如思考力、創造

力、理解力、領導力、寫作能力…..等「躍讀」。 

六、其他 

    從前年暑假開始，因著懷抱熱情要推廣班上閱讀，自我要求每日

閱讀國語日報，想親自體驗閱讀後的感受才知道要如何引導學生，然

而經過半年多的閱讀，我從報紙中學到許多教學技巧、輔導策略、各

校的創意活動，時事新聞讓自己可以與世界接軌，閱讀學生閱讀的巡

迴書箱書籍，甚至上網購買或上市圖借閱有口碑且適合學生的課外讀

物，再加上不斷在網路上爬文，看到好多優秀老師的無私分享，更精

進自己的翻轉理念，習得李崇建老師的薩提爾對話模式，讓自己更容

易覺察冰山底下的自己，大量的閱讀各種書籍，讓我激發出強烈的學

習欲望，甚至很喜歡賴床的我居然想要早起看書，因為我已經愛上閱

讀了，原來推廣閱讀，最後受益最多居然是自己的教學模式改變，從

閱讀發現改變教學的力量，進而將這份影響力推展到班級學生與家庭

親子共讀，搭建鷹架助益學生跨域學習。 

◎請依據 107 學年度閱讀成果調查填入以下數據：(統計期間：107.8.1~108.3.31) 

城閱冠磐

 

全校學生數 全校每生平均閱讀數 

  

悅讀閱冠磐

 

班級學生數 班級每生平均閱讀數 

29 46 

1.為便於資料整理及供評選委員參閱，本表請統一使用 A4 格式，12 號字繕打，電腦列印。 

2.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以 5頁為限，不接受附件。 

3.本表可至兒童深耕閱讀網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