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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教師的故事 

新北市二重國小 圖書教師 蔡永信 

從 100年申請計畫開始，到接任閱推教師(文後將一律以圖書教師為稱) 後，

共歷經 101~104 年，前 2 年為一年期計畫，後 2 年則是兩年期計畫，而每年固

定於寒暑假接受為期 3 天的初進階訓總是收獲滿滿，加上其他增進「閱讀理解」

功力的研習更是繁多，總召集人和各區團長都相當用心規劃及傾聽圖書教師的心

聲，並用最便捷的方式解決，另外，回流教育也相當確實，串連了同校間的交流

與閱讀推動策略，在這四年中，認識到好多喜好閱讀的同期伙伴。 

自 101 年起便和設備組長一同努力進行圖書館改造暨營運活動、與作家有

約、圖書館主題活動策展和班級閱讀課的實施，所有的概念全源自於受訓後就「現

學現賣」，讓培訓的能力透過實務教學操作，產生內化和修正再修正等反覆練習，

才漸漸形塑成個人的教學風格；邊執行圖書教師的四種角色任務時就不斷冒出許

多新奇的點子如跨領域閱讀、主題式閱讀、完成一本小書、組讀書會……甚至有

小專題或小論文的走

向，當然也試著找校

內同仁試試，大多能

獲得協助與支援；這

階段的工作內容以

「軟實力+硬底子」=

閱動推動的行動力，

最佳代表作即「奇幻

世界童話館」的落成

(如左圖)。 

 

 

圖 1 新北市二重國民小學圖書館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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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今年已邁入第四個年頭，無論是寫計畫、辦作家有約活動、策畫主題展

或是班級閱讀課、學年圖資課，都讓個人的教學生涯有了突破，也開拓眼野，更

接觸許多未來教學法的實作如 DFC、<<維基之道-協同與創造性學習>>、嘉大

附小的主題課程、學習共同體、學思達、台美生態學校聯盟計畫……等新趨勢教

育環境，無不讓我每學期注入新的觀念，將這些教學法的概念引進校內並和同事

分享，自己更是現學現賣並以國教院吳敏而 博士的「1084 期閱讀理解策略班」

之課程為基礎，邊設計邊實施教學再反覆修正或調整，讓整個教學充滿生命力；

一開始常因設計的練習任務高估學生能力，而一次給太多資訊，不但學生消化不

常，自己教學也手忙腳亂，學生更無所適從，我就必須立即在教學現場調整授課

內容或次序(有時只是原本的教學順序看似完美，實際操作上卻不順暢)，這樣的

教學現場互動常令我冒冷汗，卻也發現學生會把自己學習上的困難透過提問 教

師引導或搭鷹架 再操作或看看鄰座同學 獲得個人的見解/作品。這樣的修正

如下圖(以六年級圖資課為例)： 

圖 2：一開始「1 次給太多資訊」，

雖然搭配講解，學生仍無法找到先做

什麼，再做什麼的步驟，教師必須重覆

又重覆「先做…再做…」，當然學生花了

許多時間完成；事後觀課的班導便給

了「化繁為簡」的策略，所以下課後馬

上修改簡報，把 1 張完成圖，拆成 3

張半成品+1 張對照圖，教學變順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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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級閱讀課上，我擔任綜合領域科任教師，因此課程設計上便以單元主題

來作為學生或小組閱讀的任務，讓教科書成為起點，結合圖書館十大分類的相關

書籍幻化為非直線的跑道，讀者時而相遇時而平行，終點則是培養讀者觀點或建

構個人對主題的定義，這樣的教學活動目標有三：一、學習利用圖書館，除了休

閒閱讀以外，還能根據主題來進行跨文本閱讀的架構；二、熟練閱讀理解，即閱

讀不忘探索、提問與思考；三、尊重讀者不同觀點，透過個人和同儕的作品分享，

進行概念的澄清與對話，最後歸納成自己的看法，當然透過這樣的讀書方法鷹架，

期盼建立學生連結訊息的能力，更能經由閱讀不同觀點間接接尊重多元的讀者詮

釋。上述目標的教學流程圖順序並無先後，須視教學現場而調整之，以下用圖 7、

8 示意 1 堂課之教學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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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訓圖書館小志工方面，從 103 學年度開始招募四、五年級學生，利用每

週一、三、五早自習進行書籍分類整架、任務閱讀理解文本和整理校園讀書(閱

讀)角，直到這學年度仍持續招募四年級學生，並固定每週五早自習由設備組和

圖推教師一同進行課程，另外也將整理閱讀角的時間排定在每個月的第 3、4 週

整理，這群小志工便是二重國小奇幻世界童話館的書香精靈，這些精靈有共同的

特質—對閱讀感興趣。 

主題活動是圖書館展現活頭腦與閱讀情境氛圍相當重要且富有意義的閱讀

活動，更是一間圖書館與讀者互動所產生多元生命力的成果，它可是一場動靜得

宜，有文本靜態閱讀，有師生互動完成的動態任務閱讀，端看圖書教師的設計，

也是每年暑寒初進階訓後的實務專長呈現，這種全面性的主題活動通常已含括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網要」的多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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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個年頭來回顧當年接閱讀推動教師的躊躇心情，如今一點也不後悔申

請教育部閱讀推動計畫，因為這個計畫讓我的教學產生變化，使我的觀點更多元，

簡言之，更能專注在教學的發想設計、備課及實作後學生現場反應與作品的回饋，

對於非關教學的師生緊張情形減至最低之程度，全歸功於初進階訓紮實且系統性

地分享，更可貴的是有教授級和實務級講師分享國際教育的新方向和教學現場的

操作設計、執行、困難處、如何解決、讀者的回饋及課程實施後的發現，透過這

些講師的分享，啟動小學圖書館的多元發展推動策略及療瘉現場努力推動圖書資

訊利用教育的教師伙伴們。 

所以，我因圖書教師而成為課程設計專家，也因圖書教師而成為讀者和書的

一座橋樑，更因圖書教師讓圖書館改造成煥然一新又舒適的閱讀空間，已不輸校

內遊樂設施與操場的熱鬧，同時也由於圖書教師使得圖書館像母親般全面性的供

應各類讀者均衡的閱讀營養，而我便成了導引讀者與文本的領航員，讓大家遨遊

浩瀚的書海，也成了圖書館空間變化的魔法師，更成了穿越古今中外的時空探險

家……。接觸圖書館後，你將發現「資訊無所不在，閱讀如影隨形，圖書館七十

二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