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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教師vs.學校圖書館員

• 國外的學校圖書館專業人員主要有兩種類型
– 學校圖書館員 (School librarian) 具圖書資訊學相關學位

– 圖書教師 (Teacher librarian) 具教師資格且有圖書資訊相
關學位

• 「圖書教師」是指具有教師資格且受過圖書資訊學
專業訓練的學校圖書館經營者，致力於經營學校圖
書館、推動閱讀、進行資訊素養教育，支援教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發展與各科教師的協同合作，培養
學生閱讀興趣、提升其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
最終成為終生學習者。

2



圖書教師vs.圖推教師vs. 閱推教師

• 「圖書教師」是具有教師資格且受過圖書資訊
專業訓練的學校圖書館經營者，致力於經營學
校圖書館、推動閱讀以及實施資訊素養教育，
並能發展教師之間協同合作的機制，落實跨領
域學習的促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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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圖書教師

• 美國教育界對於圖書教師一詞的用法相當多元，包括圖書
教師（teacher librarian）、媒體專家（media 
specialist）、學校圖書館媒體專家（school library 
media specialist）、圖書館媒體教師（library media 
teacher）、學校圖書館資訊專家（school library 
information specialist）等。

• 在美國teacher librarian一定要有學士學位、中學或小學
教育證書、完成學校圖書資書館訓練並取得州的認證，有
些州要求圖書資訊專業部分必須是圖書資訊學碩士。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acher-lib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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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AASL, & AECT (1988). Information power: Guidelines for school library 

media program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acher-lib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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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AASL) 

supports the position that “school 

librarians are instructors as well as 

collaborators with fellow educators” 

(AASL 2018, 223). 

Additionally, AASL believes that 

school librarians play a prominent 

role in instructing learners, faculty, 

and administrators through literacies, 

including print, textual, visual, 

information, media, news, and digital 

literacies (AASL 2018).

與時俱進的專業學會，修訂學校圖書館標準，
帶領學校圖書館不斷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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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教師的角色

National school library standards for learners, school librarians, 

and school libraries (p. 16), by AASL, 2018, Chicago: ALA.



日本圖書教師制度
✓ 日本於 1953 年公布「學校圖書館法」，規定學校圖書館

必須有具有教師資格的館員（稱為「司書教諭」）來掌理
館內的專業事務。

✓ 依規定12 班以上的各級學校必須設置正式圖書館管理教
師，並在校長的領導下，以司書教諭為中心，結合學科教
師、職員及義工的力量，充分發揮學校圖書館的各項功能。

✓ 資格：

– 具有教師證書

– 修畢學校圖書館法所規定之司書教諭相關學分

✓ 目前全國12個班級以上的學校教育配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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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華、林欣怡(2001)。日本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與現況。圖書資訊學刊，16，117-144。
林明煌(2011)。日本中小學閱讀教育課程改革現況。 教育資料集刊，50，69-90。

(岡田大輔, 2021)



韓國的圖書教師

• 1963年3月25日，韓國頒佈「教育公務雙贏法」，
此法中之教師類型出現圖書教師之分類，1964年
3月25日總統令1753號修改教育公務員報酬，規
定圖書教師的報酬規定。但因非強制性，所以有
圖書教師的學校並不多；

• 2018年，韓國修訂「學校圖書館振興法」第12條
第2款，規定學校需有圖書館員或圖書教師，
2020年全國 11,745所學校，共有司書敎師
(teacher librarian) 2,106名 / 司書(librarian) 
5,650名。

8
(Prof. Yun-hee Woo 提供資料 ) 



香港圖書教師制度

• 香港教育局資助的中學自1979年起，增設學校圖書館主
任一職，自1998年9月起擴及至小學。

• 該學校圖書館主任職位乃加在學校一般教學人員編制之上
的常額教師職位。

• 資格：具備至少兩年的教學經驗，最好具備圖書館管理專
業資歷。

• 獲聘用的學校圖書館主任，必須修讀及完成由香港教育局
辦理之專業進修課程。

• 負責策劃、統籌及管理各項與學校圖書館資源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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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月霞 （2011）。香港小學圖書教師制度。圖書教師電子報，9。
檢自http://teacherlibrarian.lib.ntnu.edu.tw/index.php?id=62



臺灣的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 我國政府為提升國中小學童閱讀能力，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簡稱國教署)自98學年度(2009年)
推行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簡稱圖書
教師），減授十節課，全面展開中小學閱讀教育
的推動。

• 101學年度(2012年)開始推出國中圖書館閱讀推
動教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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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學科領域中的教學資訊技術
籌畫多元的閱讀計畫

邀請父母與其他夥伴共同參與

協同進行教學與訓練資訊技術
參與學校課程的規劃與設計，並推廣閱讀習慣

發展以課程為主要內容的館藏
以支援學習與推廣閱讀
參與一些教學活動

籌畫圖書館課程
提供教學所需的一般資訊

經營基礎圖書館服務
支援閱讀計畫

買書
編目
借書

閱讀推動教師參與教學的最小程度

閱讀推動教師

教師，學生 閱讀推動教師

閱讀推動教師 教師，學生

閱讀推動教師 教師

教師 閱讀推動教
師

家長

學生

以提升能力為主要訴求

支援基本的學習與教學需求

資源型學習

與教師、學生合作
（參與計畫及教學）

影響課程發
展與學習成

果

學生學習「如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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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教師是學校閱讀推動、閱讀教學、圖書資訊利用教育重要的統籌者

圖書教師

導師、科任
與圖書教師協同

教學

設備組長
圖書館經費與設施
等相關行政支援

圖書館幹事
負責圖書資料分
類編目建檔與流

通

志工
協助圖書流通與
排架、閱讀推廣、

說故事

教務主任
閱讀課、圖書資
訊利用課程排課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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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全校教育領導者



學校圖書館經營及閱讀推動

一、建立學校閱讀發展目標、執行策略與計畫

1. 全校性閱讀計畫、班級閱讀、親子閱讀、個人閱讀輔導等計畫

二、圖書館經營及閱讀推廣

1. 圖書選擇與採購、圖書分類編目、排架，圖書流通、空間佈置、

自動化系統、統計

2. 讀本分級推薦、展覽及推廣活動

3. 與學科、班級、課程配合之閱讀活動

三、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含圖書館利用、資訊素養及閱讀素養課程）

四、全校教師閱讀增能

13



14

閱讀素養

教育

資訊素養教育

圖書資訊

利用

培養學生閱
讀興趣及閱
讀能力

培養學生專
題探究能力

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
能力

素養導向教育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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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老師的心聲…

「擔任圖書教師，重拾教育的初衷。」

「一開始認為圖書教師是課程設計的領導者，簡直是天
方夜譚，但現在真的成為課程設計的領導者」

在班上
推閱讀

在領域
推閱讀

對全校
推閱讀

導師

領召

圖書
教師

圖書教師在學校成立閱讀推動社群、跨域教學社群

作為教師的理想因為擔任圖書教師而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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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需要什麼資源，決定學生的閱讀及學習的型態

老師只用教科書 老師需要多文本多媒體 學生需要進行專題探究

不需要圖書館 圖書館是學習資源中心 數位圖書館

視野單一的學生 視野寬廣的學生 自主探究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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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7年7月6日)
第 3條 國民小學教職員員額編制如下：

七、圖書館專業人員：至少應置一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
館工作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一；其專業人員，得由符合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任。

第 4 條 國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如下：
七、圖書館專業人員：至少應置一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

館工作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一；其專業人員，得由符合圖
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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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

民國 105 年 08 月 11 日發布



圖書教師學校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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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補助增設圖書教師
1. 臺北市
2. 新北市
3. 臺中市
4. 屏東縣
5. 臺南市
6. 基隆市
7. 桃園市
8. 嘉義縣
9. 金門縣
10.南投縣
11.新竹縣
12.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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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
縣(市)別

各縣市國小圖書教師數量

縣市校數
(含分校)

110學年教育部補
助圖書教師校數

比例
110學年縣市
補助校數

比例
109學年教育部補
助圖書教師校數

比例
109學年縣市
補助校數

比例

臺北市 140 18 12.9% 4 2.9% 23 16.4% 2 1.4%

新北市 213 27 12.7% 84 39.4% 30 14.1% 73 34.3%

基隆市 42 7 16.7% 5 11.9% 6 14.3% 0 0.0%

桃園市 187 21 11.2% 3 1.6% 24 12.8% 2 1.1%

新竹市 32 7 21.9% 0 0.0% 7 21.9% 0 0.0%

新竹縣 88 13 14.8% 6 6.8% 14 15.9% 0 0.0%

苗栗縣 118 23 19.5% 0 0.0% 21 17.8% 0 0.0%

臺中市 232 28 12.1% 88 37.9% 29 12.5% 81 34.9%

彰化縣 177 25 14.1% 0 0.0% 25 14.1% 0 0.0%

南投縣 141 15 10.6% 0 0.0% 13 9.2% 0 0.0%

雲林縣 161 22 13.7% 0 0.0% 18 11.2% 0 0.0%

嘉義市 19 7 36.8% 0 0.0% 7 36.8% 0 0.0%

嘉義縣 133 13 9.8% 3 2.3% 16 12.0% 0 0.0%

臺南市 217 31 14.3% 1 0.5% 28 12.9% 0 0.0%

高雄市 246 29 11.8% 0 0.0% 30 12.2% 0 0.0%

屏東縣 181 34 18.8% 9 5.0% 24 13.3% 27 14.9%

宜蘭縣 83 13 15.7% 0 0.0% 14 16.9% 1 1.2%

花蓮縣 102 16 15.7% 2 2.0% 18 17.6% 0 0.0%

臺東縣 95 13 13.7% 0 0.0% 16 16.8% 0 0.0%

澎湖縣 37 3 8.1% 0 0.0% 3 8.1% 0 0.0%

金門縣 20 4 20.0% 1 5.0% 2 10.0% 0 0.0%

連江縣 7 0 0.0% 0 0.0% 0 0.0% 0 0.0%

國立學校 13 8 61.5% 0 0.0% 8 61.5% 0 0.0%

總計 2684 377 14.0% 206 7.7% 376 14.0% 18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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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
縣(市)別

各縣市國中圖書教師數量

縣市校數
(含分校)

110學年教育部補
助圖書教師校數

比例
110學年縣市
補助校數

比例
109學年教育部補
助圖書教師校數

比例
109學年縣市
補助校數

比例

臺北市 70 15 21.4% 5 7.1% 17 24.3% 0 0.0%

新北市 81 17 21.0% 19 23.5% 25 30.9% 47 58.0%

基隆市 15 7 46.7% 3 20.0% 5 33.3% 0 0.0%

桃園市 60 17 28.3% 8 13.3% 14 23.3% 6 10.0%

新竹市 16 3 18.8% 0 0.0% 3 18.8% 0 0.0%

新竹縣 32 8 25.0% 3 9.4% 6 18.8% 0 0.0%

苗栗縣 36 15 41.7% 0 0.0% 10 27.8% 0 0.0%

臺中市 81 16 19.8% 27 33.3% 15 18.5% 26 32.1%

彰化縣 43 9 20.9% 0 0.0% 9 20.9% 0 0.0%

南投縣 32 5 15.6% 1 3.1% 6 18.8% 0 0.0%

雲林縣 33 4 12.1% 0 0.0% 4 12.1% 0 0.0%

嘉義市 8 5 62.5% 0 0.0% 5 62.5% 0 0.0%

嘉義縣 27 11 40.7% 0 0.0% 10 37.0% 0 0.0%

臺南市 62 11 17.7% 2 3.2% 11 17.7% 0 0.0%

高雄市 91 16 17.6% 0 0.0% 20 22.0% 0 0.0%

屏東縣 40 11 27.5% 1 2.5% 10 25.0% 3 7.5%

宜蘭縣 26 5 19.2% 0 0.0% 7 26.9% 0 0.0%

花蓮縣 23 12 52.2% 3 13.0% 10 43.5% 0 0.0%

臺東縣 22 10 45.5% 0 0.0% 9 40.9% 0 0.0%

澎湖縣 15 1 6.7% 0 0.0% 1 6.7% 0 0.0%

金門縣 5 0 0.0% 1 20.0% 1 20.0% 0 0.0%

連江縣 5 0 0.0% 0 0.0% 0 0.0% 0 0.0%

國立學校 12 5 41.7% 0 0.0% 3 25.0% 0 0.0%

總計 835 203 24.3% 73 8.7% 201 24.1% 82 9.8%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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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集人：
中原大學、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陳昭珍教授

北一區輔導團
召集人：國立政治大學林巧敏教授、輔仁大
學黃元鶴教授

桃竹區輔導團 召集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柯皓仁教授

中一區輔導團
召集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劉仲成館長、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王世豪助理教授

臺南市輔導團
召集人：國立臺南大學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
大學黃秀霜教授

花蓮區輔導團 召集人：國立東華大學林意雪教授

臺東區輔導團 召集人：國立臺東大學簡馨瑩教授、國立臺東
大學圖書資訊館謝明哲館長

北二區輔導團

中二區輔導團
召集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賴苑玲教授、國立
中興大學宋慧筠教授、國立嘉義大學林菁教授

召集人：國立臺灣大學謝寶煖副教授、臺北市
萬興國小曾品方博士

屏東縣輔導團 召集人：世新大學葉乃靜教授

高雄市輔導團 召集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方金雅教授、高雄
市立圖書館林奕成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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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圖書教師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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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圖書教師教育訓練課程(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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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課程內容(暑假二天) 進階課程內容(寒假二天)

圖書教師的角色 閱讀與學習

國民小學圖書館經營實務：圖書教師
的365天

素養導向的閱讀推動：以[OO國小]為例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圖書資訊利用教學

分類編目與圖書館自動化 閱讀素養教學

圖書館閱讀推廣 資訊素養教學概論

閱讀推動結合社會資源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

圖書館人力資源之運用 主題式協同教學

其他國家的閱讀推廣 國小英文閱讀推動

雲端軟體與實作



國中圖書教師教育訓練課程(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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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課程內容(暑假二天) 進階課程內容(寒假二天)

圖書教師的角色 閱讀與學習

國民中學圖書館經營實務：圖書教師
的365天

素養導向的閱讀推動：以[OO國中]為例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圖書資訊利用教學

分類編目與圖書館自動化 閱讀素養教學

圖書館閱讀推廣 資訊素養教學概論

閱讀推動結合社會資源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

圖書館人力資源之運用 主題式協同教學

其他國家的閱讀推廣 國中英文閱讀推動

雲端軟體與實作



高階研習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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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閱讀素養工作坊
將閱讀及資訊素養融入議題教學，

建立學生更紮實的知識及探究興趣。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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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討論(Quality Talk)

討論有助於對知識的深入探討，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口頭表達能力和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

31



深度討論簡介

• 深度討論(Quality Talk)是藉由學生討論的方式，引領學生

對文本有高層次的理解，並從中學習論證與溝通的技巧。

高層次理解是指學生就文本及其引申內容進行批判分析性

思考(critical-analytic thinking) 和認知能力。理解文本作

者的意思是為基本的閱讀理解，高層次的閱讀理解更包含

問題解決、連結文本與反思閱讀等思考能力。

32



討論元素：問題類型

• 測試型問題 (Test Question)

• 求知型問題（Authentic Questions)

–追問型問題 (Uptake Questions)

–推測型問題 (Speculation Questions)

–歸納型問題 (Generalization Questions)

–分析型問題 (Analysis Questions)

–感受型問題 (Affective Questions)

–連結型問題 (Connection Questions)

高層次思考
問題與回應

(推測.歸納.分析)



英語閱讀推廣工作坊

【英語閱讀，不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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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內現有圖書分

為六級排架

◼ 依據「英語閱讀

分級推薦書單」

採購圖書

◼ 依分級閱讀單準

備班書

◼ 每學期進行一次

英語能力檢測

◼ 使用線上檢測系

統(約一堂課時

間)

◼ 教師自行設計檢

測單

◼ 老師每學期為學

生設計分級閱讀

書單

◼ 學生到圖書館找

書單上的書閱讀

◼ 或圖書館送分級

書箱到班上

◼ 學生依分級閱讀書

單逐本閱讀並記錄

◼ 教師設計在課堂或

在圖書館的閱讀教

學與活動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圖書分級

步驟一

學生檢測

步驟二

分級推薦

步驟三

閱讀紀錄

步驟四

閱讀獎勵

步驟五

◼ 搭配學校閱讀獎

勵方案，如

◼ 英文朗讀比賽

◼ 讀者劇場

◼ 英文閱冠王

◼ 學生英語後測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英語閱讀推廣五步驟

Graduate Institute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回流教育與輔導座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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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教育與輔導座談

活動內容 說明

專題演講 由輔導團討論回流主題，並邀請專業人士擔任講師授課

圖書教師分享各校閱讀推
動及圖書館經營現況討論

回流教育辦理前先行蒐集圖書教師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於回流教育辦理時分組討論並分享經驗

綜合座談
由圖書教師發表個議題討論結果，並由各區召集人針對
各討論議題提出建議

⚫ 參與對象：教育部國教署所補助之國中小圖書教師
⚫ 活動地點：於各縣市個別辦理，或鄰近縣市合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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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訂圖書資訊利用課程綱要

38



39

國小圖書資訊利用課程綱要及講義

規劃完整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綱要共七大主題3學習階段
讓學生學會如何學習的能力
這些課程由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統籌，但須與各級教師合作



40

國中圖書資訊利用課程綱要及講義



編訂Big6資訊素養課程簡報

41



國中資訊素養(Big6)
融入專題研究教學教案

42

讓老師在學校帶領學生進行各領域專題研究時，可以融入資訊素養(Big6)



分級推薦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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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歷史文化
分級推薦書目

• 各領域分級
推薦書目

44

• 科普讀物分級
推薦書目



計畫審查流程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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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查流程

５月

國教署發函通知審查結果及經費核定

４月

召集專家學者進行審查，計畫團隊綜整審查結果予國教署

３月

縣市政府彙整提報國教署及師大團隊

２月

國教署函知計畫收件時程；學校提交申請資料至縣市政府

46



計畫審查重點
• 學校背景資料

–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校內職務：學校正式編制內合格教師，並以科任專職優
先，請敘明科目、組或年級。

–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減課後每週授課情形：科目應與閱讀教育相關，授課節
數以10 節為上限，1 節為下限。

• 實施內容
– 推動策略：學校各階段閱讀推動之重點工作。

– 本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授課及閱讀活動規劃(含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授課
具體規劃（含週次、主題、內容為佳）。

– 人力資源安排：含圖書教師安排之考量、校內行政及其他教師配合情形。

– 本校申請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專業成長：近三年與閱讀相關。

– 本校辦理校內教師閱讀教學專業增能研習：近三年與閱讀相關。

– 本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與校內教師進行協同教學情形：與其他學科教師進
行跨領域協同教學情形，說明科目及作法。

– 本校學生閱讀教育學習成效評估：質性描述與量化數據兼具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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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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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背景資料

49

王大明

李小美

圖書教師以1人為限

每生每月平均借閱31本書？！

請敘明科目

圖書教師減授課後，
授課科目應與閱讀

教育相關



實施內容

50

• 本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授課及閱讀活動規劃(含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授課具體規劃（含週次、主題、內容為佳）

含授課週次、主題、內容
為佳



實施內容

51

• 人力資源安排：
含圖書教師安排之考量、校內各行政處室人力及
其他教師配合情形

應說明校內各行政處室
及其他教師配合情形



實施內容

• 本校申請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請臚列申請圖書教師參與之閱讀相關研習，並說
明研習之時間、場次、名稱或內容等

52

應說明參與之
閱讀相關研習

應說明參與之
時間、場次等



實施內容

• 本校辦理校內教師閱讀教學專業增能研習：
請臚列研習辦理時間或頻率，及項目或內容

53

應說明辦理
時間或頻率

應說明閱讀教學專業
相關研習



實施內容

• 本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與校內教師進行協同教
學情形：
與其他學科教師進行跨領域協同教學情形，說明
科目及作法

54

應詳細敘明協同教學科目、
時間及項目或內容

應說明課程規劃與
實施過程



實施內容

• 本校學生閱讀教育學習成效評估：
質性描述與量化數據兼具為佳

55

除了質性敘述，在量方面
可呈現進館人次、借閱量、
識字量、閱讀評量等數據

變化



其他注意事項

• 欲申請學校請提交電子檔至所屬各局(府)
承辦單位，申請資料應檢附：

1) 送件檢核表(本年度新增)

2) 提案申請表，限制頁數上限為15頁

3) 經費概算表(不算在提案申請表的15頁內)

• 申請文件格式每年都會進行微調，請依國
教署公文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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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CIRN全國圖書

教師輔導團
• https://cirn.moe.ed

u.tw/Module/index
.aspx?sid=1186

• 最新消息、計畫

出版品、研習講

義教案等。

圖書教師電子報

• http://teacherlibra
rian.lib.ntnu.edu.tw
/

• 定期發送電子報，

提供教師投稿經

驗分享。

ＦＢ粉絲專頁

• https://reurl.cc/k5
076K

• 提供閱讀研習相

關資訊、好文分

享、即時回覆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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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acherlibrarian.lib.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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