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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閱讀推手評選  

姓    名 吳明芳 推薦類別 
■書城閱冠磐石         

□悅讀閱冠磐石 

聯絡箱號碼 009 任教學校   興雅國小 

個人學經歷參考資料 

現任職務 圖資老師 

任教年資 (級任) 12年 圖資老師2年( 107/8月 ~ 109年/3月) 兼任行政經歷4年 

學    歷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 

 獎勵/著作/研究 無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推動方案緣起 

本校的閱讀風氣持續低迷，學生對於班書及書展均興趣缺缺，在年級 

愈高的學生愈為顯著，甚至已對閱讀獎勵制度毫不在意! 這引發我思 

考，該如何讓誘發學生閱讀的興趣? 該如何增加學生接觸精彩好書的 

機會?又如何改善閱讀獎勵制度，提升興雅學生的閱讀動機?  為了完 

成這個特殊任務，實踐閱讀推動，開啟了我的閱讀推展行動，在就任 

閱推老師後，全面重新設計閱讀課程，在閱讀課上指導圖書館利用之 

外，更加入「趣味主題書展專書推薦」、「作家精彩作品導讀」、「班書 

導讀」，讓學生在課堂上就能接觸多元、精彩的文本，開拓閱讀視野 

更引發閱讀動機，使學生欣然的接受閱讀，甚至期待故事裡的結局。 

 

 

二、推動方案內容 

 

 

 

 

 

 

 

 

 

 

 

 

 

 

 

 

 

 

 

 

 

 

 

 

 

 

 
為改善興雅的閱讀風氣，當務之急就是如何「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及 

維持其閱讀熱忱」，故進行多項改革，朝向目標邁進。 

1.兩情相閱◆完美絕配:將圖書館成長日誌教學單元與作家好書、書展 

  好書、班級書箱做完美結合。設計如下: 

(1) 圖書十大分類教學時，以曾導讀過的書展書和作家書來分類， 

使分類時更有感，讓作家有約與圖資教育發生連結 

(2) 先介紹索書號→再利用分類號尋寶遊戲，幫老師找到書展要推 

薦的一本書→最後導讀書展書，讓主題書展與圖資教育緊密結

合 

(3) 先介紹小說具有人物情節細膩刻畫之特色→再導讀班書感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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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方案內容 

 

 

 

 

 

 

 

 

 

 

 

 

 

 

 

 

 

 

 

 

 

 

 

 

 

 

 

 

 

 

 

 

 

 

 

三、方案成效評估 

說人物刻畫的魅力(貓戰士) (萬靈神獸護劉備)，讓班書與圖資

教育緊密結合。 

 以上結合式的課程設計，使學生在學習圖資教育時，就能在課堂  

 上自然接觸多元又精彩的書籍，開拓閱讀視野，增加與作家有約溫 

 度、促進參加書展意願、並引發續讀班書的動機。 

2.翻山閱嶺◆金幣任務:上課方式不再是傳統講述法，力求情境搭配，  

  更重視學習素養，學生必須翻山閱領、突破層層關卡，以「小組討 

  論，解開金幣之謎」或「小組操作，完成金幣任務」，學生在金牌 

  任務中爭取自己班級閱讀課的總積分，激發團體動力，也需要互相 

  維持秩序以免損失金幣，共創班級榮譽獎勵。 

  情境式教學舉例如下: 

(1) 先介紹圖書館十大分類的書櫃放置位子→帶領學生書櫃巡禮→ 

請學生在認識完圖書館之後，幫忙吳老師組合出書櫃平面圖，

小組合作獲取金幣加分 

  (2)破解索書號的三道問題，收集寶藏圖線索→限時尋寶遊戲，每 

組負責找不同的書，收集到一本一枚金幣 

  (3)設計實際生活情境，在不知生物名稱，因而無法以關鍵字搜尋 

的狀況下，利用線上資料庫(大自然圖鑑)，查出神秘的藍色蝴

蝶，即可獲取金幣 

3.超閱舊制◆主題書展:以往的書展默默的在圖書館內進行，沒有 

 公開宣導，亦無具規模的書展花絮活動，且書展的書籍更限制 

 不得外借，淪為純展示。因此改善書展舊制，開放外借、主題 

 力求活潑多元、透過趣味手法於兒童朝會宣導、閱讀課導讀、 

 設計書展花絮活動讓學生留下參與痕跡、並搭配書展主題推出 

 限量獎勵品，讓圖書館永保新鮮和期待感，成功吸引許多學生 

 參加書展。 

4.日積閱累◆改善環境: 以往的圖書館利用教育是三人一組，共用  

一台電腦查詢，學生練習度不足，因此積極申請平板設備，學

習時人手一平板，不論是書目檢索、e 酷幣閱讀認證、線上閱

讀、運用資料庫都更加熟練。並改善網路環境為無線網路，省

去在每次上課前，每台平板都要重新設定連線的不便。此外，

校內閱讀獎勵制度混亂，有紙本亦有線上，學生無所適從，因

此將獎勵完全 E 化，邀請導師合作推動，鼓勵學生在聯絡簿寫

下閱讀心得或書寫班書和書展的學習單，上傳至 E 酷幣獲得閱

讀認證，並於館內設置 E 酷幣點數及禮物查詢機，在閱讀課指

導操作方法，因便利又好操作，學生變得熱衷於查詢與累積自

己的點數。最後透過 e 酷幣清單找出操作落後的學生，與導師

協調，安排補救教學時間，於期末考後行個別指導。 

1.從閱讀課評估成效:改變往年的閱讀課，只教圖書館利用，新

增了「好書導讀」的部分，導讀時剛好停在書本耐人尋味的節

點上，吸引學生往下閱讀的動機，從學生興致高昂的預測故事

下一步會怎麼走，足見孩子已被閱讀深深吸引! 此外，教學時

也特別注重學習素養，課程設計多透過小組對話、小組操作、

實際模擬進行。 

2.從書展評估成效:這兩年利用閱讀課將書展的好書加以推薦，

也透過趣味宣導手法提高書展的曝光率，並將學生藝文課符合

主題書展的作品佈置於圖書館，讓書展與每位學生發生連結!主

題書展也在用心經營下借閱率大增，每回在展場上看到書本被

借得空空如也，就倍感欣慰。 

 



 3 

三、方案成效評估 

 

 

 

 

 

 

 

 

 

 

 

 

 

 

 

 

 

 

 

 

 

 

 

 

 

 

 

 

 

 

 

 

 

 

 

 

 

 

 

 

 

 

 

 

 

 

 

 

108年4月開始兒童節書展 

「當小孩遇見毛小孩」, 

○1 主題力求活潑有趣 

○2 閱讀課增加書展導讀 

○3 改變舊制，自此書展書

開放外借 

○4 兒童朝會公開宣傳 

○5 學生得以書展心得兌換

限量獎品，書展期間借閱

人數顯著提升(見圖4月時

上升箭頭) 

 

108年9月起妖怪派對書展 

  

書展期間借閱人數提升

(見圖９月時上升箭頭) 

 

108年１２月聖誕節書展 

 

書展期間借閱人數顯著提

升(見圖１２月時上升箭

頭) 

 

(以下截圖自 E酷幣閱讀秘書/學生閱讀狀況/每月借書分析／滑至最下方的折線分析) 

未推動方案前，106學年度書展不得外借,無公開宣傳,更無相

關搭配活動,月各借閱量都較107、108學年度低 

106學年度各月借閱量 

 
方案推動後（107、108學年度）各月借閱量

 

 
 

３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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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成效評估 

 

 

 

 

 

 

 

 

 

 

 

 

 

 

 

 

 

 

 

 

 

 

 

 

 

 

 

 

 

 

 

 

 

 

 

 

 

 

 

 

 

 

 

 

 

 

 

3.從閱讀認證評估成效:本校的「E 酷幣閱讀認證」參與人數也

在這兩年的推行之下，節節攀升，未推行方案前106年僅有78

筆，推行方案後，107年3千多筆，108年9千多筆(資料來自 e 酷

幣閱讀認證/認證審核一覽表) 

108年的 E 酷幣閱讀認證從 P.1~453為止,一頁有20筆投稿,共計

9041筆閱讀認證(見下圖)  

 
107年的閱讀認證從 P.453~到609為止，共3140筆 

2.從圖書借閱量評估成效 

  從106年16404本，107年23242本，提升至108年26347本 

(截圖自全誼系統/全國圖書館模組/圖書統計功能)  

 

 

 

 

 

 

 

 

 

 

 

剩餘的 P.609~P.612為106年的 E酷幣閱讀認證,僅4頁,共計78筆

閱讀認證過關 
 

4.從總借閱量評估成效:圖書借閱量從106年16404本，107年

23242本，提升至108年26347本(截圖自全誼系統/全國圖書館模組/圖書統計功能) 

未推動前106年16404本

 

107年9月開始推動 23242本 

 
108年總借閱量26347本 

 

１０８年做末筆 

和１０７年第一筆 

落在Ｐ．４５３ 

 

 

 

 

 

 

 

 

１０７年做末筆 

和１０６年第一筆 

落在Ｐ．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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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顧與前瞻 

 

 

 

 

 

 

 

 

 

 

 

 

 

 

 

 

 

 

 

 

五、省思分享 

 

 

 

 

 

 

 

 

 

 

 

 六、其他 

 

 

 

 

 

 

 

 

 

 

 

 

 

回顧這兩年的閱讀推動有苦有甜，因許多舊制都亟需改革，必
須密集與圖書館員及設備組長討論，取得共識後才得以推動，推行時

也遇到老師們的懷疑或抗拒，而這一切都有賴充分的溝通，漸漸讓老

師們感受到我們閱讀推動的用心，從排斥到最後主動參與，期間的辛

苦，只有同為閱推小組的夥伴才能了解! 

  此外，我逐一閱讀全校班書，重新調整並淘汰不夠精采的書籍，

親手設計有層次但不造成閱讀壓力的學習單，讓導師願意鼓勵班上的

學生閱讀書箱並參加閱讀認證，甚至指導基本的圖資教育，也不斷的

宣導閱讀獎勵制度，讓學生共同關注自己的閱讀表現，更絞盡腦汁變

化閱讀活動、主題書展、課程內容，讓師生都能感受閱讀的魅力，漸

漸願意帶領自己班上的學生參與，支持我的閱讀活動，這個希望工程

都必須花費額外的時間，一點一滴的累積，堅持初衷的無畏邁進，如

今，全校師生漸漸的能感受圖書館是一個充滿活力且新鮮的地方，參

與書展的風氣也漸漸養成，但這仍不夠全面，未來將持續帶動閱讀風

氣，將書展與各領域的教學單元結合得更完美，當然，自身先必須對

各領域的教學單元做全盤的了解，且一定要親自閱讀、挑選出該領域

最值得推薦的書，而非僅僅在展場擺放許多書籍而已，才能說服並牽

引更多領域的老師利用書展資源，幫助學生進行初步的自學或研究。 

 

感謝閱讀推動的這條路上，大家的支持與交流，這有賴與圖書館員、

設備組長、班級導師、科任老師保持對話，才能針對現行的閱讀活動

做調整，更符合教學現場及實際效用，廣納成員的意見，透過彼此討

論，激盪出創新的點子。然而閱讀成效不易評估，因此要在辦理各項

活動時，須勤加紀錄參加閱讀活動的人數，如:從年度總借閱量、E酷

幣閱讀認證數、書展參與人數著手，收集數據，用以檢視本校逐年的

閱讀成長情形，做為不斷改進的依據。最後，最教人感動的，則是在

方案推動後，學生熱切的希望上閱讀課、書展的書籍銷售一空、導師

和科任的共襄盛舉，協助推動閱讀，而相關的推動人員，不斷努力保

持圖書館的新鮮豐富，相互支援的情誼，使大家樂在其中，忘卻了推

動的辛苦。 

自107學年度初次擔任閱讀推動教師，參加台北市辦理與閱讀相

關的在職進修研習，增進自我圖書館閱讀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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