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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可以增長知識，也可增廣見聞。近

年來由於腦神經與認知科學的發展，逐漸瞭

解閱讀是一項複雜的認知活動，多閱讀則能

發展孩子的語言及認知能力，因而在教育的

歷程，鼓勵學生喜歡閱讀，發展閱讀能力成

為教育活動的重要作為。閱讀能力不僅是開

啟知識大門的關鍵鑰匙，更是發展其他能力

的門檻，因此推動閱讀自然而然成為全球教

育的希望，許多國家從小即大力推廣閱讀運

動，他們倡導親子共讀，希望藉由閱讀習慣

的養成，培養未來公民具有獨立思考、解決

問題、主動與終身學習的能力，為未來的國

際競爭中打下良好的基礎。

㆒、閱讀的重要性與功能

個人生命歷程有限，他人經驗無限，人

的一生無法經歷所有的事，但書本中存著人

類智慧與經驗的結晶，透過閱讀可以吸收別

人的經驗，擴展對世界的認知，不只豐富個

人的存在與價值，更能開啟另一扇窗，以宏

觀的角度理解世界，透過閱讀人們得以認識

自我未知的領域，也讓生活更為多采多姿。

一旦孩子自小能養成持續的閱讀習慣，

發展良好的閱讀能力與態度，就等於擁有了

一生的知識寶藏，他遇到困難時會到書店或

圖書館找尋答案，不僅能吸收新的資訊，亦

能藉由別人的經驗來解決問題；在閱讀中亦

可發覺事物的多面性，發展以不同的角度觀

察問題的能力，從中體會個人視野與主觀價

值的侷限性，因而能理解與接納他人的價

值，並能設身處地以對方的角度來思考，以

減少彼此的對立，增加互動與瞭解； 
其次，在閱讀的歷程，讀者要組織字句

相關訊息，依據文字脈絡前後關係，推理作

者的表達的內涵，以理解文章脈絡的意義，

其過程涉及複雜資訊處理，閱讀者必須時時

比對自己的認知經驗，推斷文章字句之意義

與價值，才能同步理解作者的意涵，此一歷

程中讀者持續檢視作者的合理性，甚至質疑

或批判其立論，因而，閱讀能力愈強者，愈

能運用資訊以理解溝通世界。閱讀不僅有助

於理解外在世界，也較能藉助別人熟悉的概

念，來表達自我傳達溝通。總而言之，透過

閱讀不僅能掌握駕馭文字的技巧，增加表達

訊息的清晰性，也能以不同的角度來處理事

情，創造新的可能性，也愈能有效參與現代

社會複雜運作。因此，閱讀經驗伴隨著個人

在蒐集、組織、理解、判斷等能力的同步增

長，閱讀兼具理解他人經驗，擴展自我認知

與展現自我的多重功能。

㆓、家庭、㈻校及㈳會提供豐

富的閱讀情境

閱讀重要性不言可喻，發展閱讀能力成

為教育工作者重要任務，各國教育部莫不積

極倡導閱讀，甚至提早自家庭起，鼓勵親子

共讀；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的研究（PIRLS）
也發現：親子越常一起進行閱讀活動，學生

在閱讀上的表現也越好，所以父母應重視子

女的學前閱讀並積極培養家庭閱讀風氣，首

先要以身作則，為子女做個好榜樣，然後提

供閱讀環境，幫助孩子喜歡閱讀，養成閱讀

的習慣，發展其閱讀能力。

其次，在學校閱讀教學上，素材選擇不

必拘泥於文字為主之圖書，如具有教育意義

的漫畫、繪本、有聲書或者動畫都可以納

入，以多元的素材吸引學生的閱讀興趣，進

閱讀力是開啟知識寶藏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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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培養他們的閱讀習慣；在閱讀教學活動

中，除素材閱讀外，如有適當機會，可帶孩

子去欣賞相關的戲劇舞蹈表演，藉由經驗刺

激孩子的閱讀意願，以活潑多元方式讓他們

深入了解故事的內涵；在分享活動上，也可

鼓勵學生以自己熟悉的方式，如口語表達或

心得分享、戲劇、圖畫等，讓學生分享他們

讀後心得，練習思考與發表的能力。

學校閱讀風氣的推廣，要以培養學生養

成讀書習慣為目的，首先應規劃良好的閱讀

情境，如在學校圖書館協助，透過班際、校

際間的交流，在教室設置圖書角落或班級書

庫，提供學生方便取得的閱讀資源；學校亦

可設計活動，鼓勵學生至圖書室查閱書籍，

刺激學生閱讀的欲望，甚至安排固定的閱讀

時間，讓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換言之，學

校將閱讀視為學校常態性的教育活動，將有

限之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期使閱讀風氣蔚

然成風。

學校雖為推動閱讀之主要機構，然而其

資源畢竟有限，政府可以在社區圖書館成立

兒童圖書區，購置適合孩子有興趣的書籍，

吸引孩子至圖書館借書看書。也可以結合公

私立組織與機構，參與推廣閱讀計畫，以合

作及資源共享措施，成為推動閱讀學習加乘

力量之延伸，合力引導孩子養成經常閱讀的

習慣，及早培養孩子的閱讀能力，為未來的

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