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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循道學校小學圖書館參訪紀要 

普台中學圖書館圖書組長 陳廣宗 

 

2011 年 4 月 1-3 日，我和 16 位高中圖書館主任，一位高中校長，一位國中

教務主任，共 19 人參訪香港中小學圖書館，並參觀了一場國文課的教學實況。這

次的參訪，讓我們更深入了解香港教育改革，重視閱讀，以及中小學圖書教師 （也

是圖書館主任） 在學校推動閱讀的情況，更重要的是香港中小學圖書教師在協助教

學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將閱讀融入各科教學的作法。為讓此行影響擴大，我們會一

一報導在各校參觀的情況。此文是我們第一篇參訪記實。（台師大圖書館館長陳昭珍謹誌） 

 

學校基本資料 

  循道學校是一所教會學校，由香港基督

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所創立，迄今建校 60

年，設有小學部和中學部（循道小學和循道

中學）。學校坐落於九龍，校區沿山坡而建，

佔地面積不大，建築物多向上發展，是香港

建築的特色。 

  循道學校的課程作息，分為上午班和下

午班。學生們每天只需在教室裡上半天的

課，下午則作為學生探索學習的時間（下午

班則相反）。老師出的回家作業，讓同學有

很多機會使用圖書館的資源。 

進入學校後會先走一段很長的樓梯 

（台南二中 王昭均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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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旁邊是教堂 循道學校入口一隅 

 

循道學校中央圖書館 

  循道學校的圖書館命名為「循道學校中央圖書館」，在人員編制上設有主任一

人及館員一人，館藏一萬六千冊，館舍大約是兩個教室的面積。圖書館陳麗芳主任

表示，圖書館命名為「中央」的緣故，是由於香港早期的學校並沒有集中式圖書館，

圖書多放置於班級教室，漸漸才有「圖書館」設置的概念，但學校仍保留了過去在

各班教室放置圖書的做法（類似台灣的班級圖書角）。 

 

  

循道中央圖書館閱覽空間之一 循道中央圖書館閱覽空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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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學校圖書館陳麗芳主任 

 

拍攝專題影片、從趣味中學習 

  循道學校中央圖書館播放一段圖書館為全校學生製作的導覽影片作為開場。影

片利用布偶當作主角演出（類似卡通芝麻街），以 Q 版布偶搭配逗趣動作，生動地

介紹圖書館的環境、書架陳列、分類法，再配上活潑的音樂，連大人都看得目不轉

睛，更可想見這段影片對於孩子們有魔法般的吸引力了！讓我們感受到該校在經營

圖書館上，非常的用心和具有豐富的創意。 

  

圖書課融入正課、兩週為一循環 

  參訪中，我們發現香港的學校圖書館將「圖書課」納入正式課程，由圖書館老

師對各班上課，平均兩週一次。圖書館主任均由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擔任，另

安排主任須參加圖書館專業訓練。圖書館在校內的定位是「教學單位」，而非僅是

「行政單位」，圖書館由幕後支援的角色躍升教學第一線。優點是讓每一位同學都

接受閱讀寫作技巧、資訊素養的訓練，透過協同教學實現跨學科領域的合作；同時，

圖書館也不至面臨「如何才能把圖書館推廣出去」、或「如何吸引同學使用圖書館」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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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循道學校的圖書課來說，全學年有 12 次課程，安排 6 節教授基本知識及技

能、另外 6 節則為閱讀策略訓練課程。課程內容及教學進度由圖書館老師負責編訂，

而閱讀策略教材則由圖書館老師和中、英文科主任合作設計。 

 

 

循道學校課表 

 

教改推動課程、由上而下引導 

  圖書課或閱讀課的設立，緣於香港自 2000 年開始的教育改革，迄今十年餘。

在這一波的教改，設定了幾項重點改革目標，包含重視學生的自我探索、自我學習、

研究的能力等。因此，香港的每所學校都開始設置了圖書課、探索課等課程，並經

由大量的協同教學，落實到各年級及各科。 

  改革逐漸收到成效，2006 PIRLS 和 2009 PISA 的檢定中，香港的成績都名列

前茅，和教改前（2000 年）相比，進步有目共睹。顯見這波改革，成功訓練出一

批有基本自我研究、創造思考、多元閱讀能力的學生。 

 

培育教學種子、加強在職培訓 

  香港教育局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以此作為推動各項業務的根基。圖書館的專

業訓練每年至少需參加一次，學校的行政人員，除了教學以外，也需就行政管理的

業務另作進修，每年平均達 50 個小時。研習課程是免費的，由政府開設，另外還

有自修文憑的機制。 



圖書教師電子報 第 11 期 2011 年 4 月 30 日 

5 

 

 

 編製圖書課教材、區分年齡程度 

  雖然各校都有安排圖書課課程，但上課的教材並非全港統一，也非台灣一綱多

本的做法，而是由各校圖書館自行編製。以循道學校圖書館為例，圖書館編製了「親

子閱讀冊」，各年級使用不同的親子閱讀冊，內容包含閱讀策略、教導家長帶領孩

子閱讀的技巧、閱讀的集點紀錄（分主題）、圖書課的上課教材、其他圖書館的資

訊等等，而平日圖書課的上課內容也都按照這本教材進行。 

  

親子閱讀冊（一） 親子閱讀冊（二） 

 

  除親子閱讀冊以外，圖書館員亦會針對不同年級、不同類科選定相關書目，並

在平日課程中搭配教學使用。這些書目的選定，主要是由圖書館依據書籍的總字數、

內容主題，再參考各科老師的意見而選定，有些書目甚至是從台灣文建會的選書推

薦中所挑選。特別的是，有些書是「年級限定」，即一年級不能閱讀二年級的指定

書，升上二年級後亦不能回頭看一年級的指定書，當然此作法還保有彈性，某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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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不佳的同學，圖書館員會和科目老師彈性調整他們的閱讀內容，更特別的同

學，則會導入社工輔導的機制。 

 

教材內容多元、重視協同教學 

  本次參訪團一行人，對於香港學校的圖書館如何編製出圖書課教材，及如何與

各科目的教學結合，感到非常好奇。圖書館陳主任表示，親子閱讀冊的教材初稿，

花了整個暑假編製，接著逐步進行修正到實際的完成版，總共花了兩年的時間，目

前每年都還會進行修訂。 

  在協同教學的部分，圖書館每學年會先編製「協作計畫表」，主動地諮詢各科

組長、進行溝通。圖書館盡量將教學計畫設想周到，減輕各科的負擔，所以各科老

師的配合意願高，漸漸形成良好的合作關係。因此，對循道學校中央圖書館而言，

圖書館不僅只是被動地「設置」在學校，學校的「經營」，其實就在圖書館進行。 

  舉例來說，循道學校在中文學習部分，會舉辦「中文閱讀日」系列活動，設定

主題讓孩子練習心智繪圖，結合圖書館、中文科、視藝科進行繪本 DIY 的活動。在

和英文科的合作上，透過舉辦英語故事樂園，把圖書館作情境化的佈置引導同學閱

讀，藉此落實跨課程的閱讀，進一步發展學生跨科專題的研習能力。 

 

  

師長愛書推介 繪本 DIY 

 

基本閱讀量大、全校參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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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圖書課教材，我們發現，香港學生的基本閱讀量都很龐大，以循道學校小

學生 1~2 年級為例，規定每個學生每學年必須閱讀中文 30 本、英文 40 本的量，

3~4 年級則須閱讀 130 本的量……推算下來，小學 6 年內可閱讀上千本書籍──這是

非常驚人的閱讀量，相信對於了解台灣學生狀況的老師、館員們來說，兩地學生在

閱讀量的落差，是非常值得我們警惕的。 

  此外，閱讀在循道是一項全校運動。校長本身非常重視閱讀習慣的培養，因此

會利用早晨集會時間，由校長帶領讓老師們輪流上台分享新書簡介、閱讀心得，這

些新書的資訊也會同步刊載於循道圖書館網頁。而校內的閱讀活動，多由全校統一

推動，例如利用早上的自習課進行晨讀。 

  陳主任認為，香港 PIRLS 成績的優異就是來自於這些平日的累積，每天全校共

同閱讀 20 分鐘、老師在作業中指定閱讀、搭配圖書館的認證機制，長期下來可收

到不錯的成效。 

 

循道學校圖書館網頁的老師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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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每月閱讀班 

 

結論 

  一整天的參訪行程，香港學校圖書館所展現出來的成果，對臺灣參訪團而言是

一場震撼教育。在有限的資源、人力配置下，能克服種種困難，著實令人敬佩。 

  筆者在參訪過程中發現，香港在教育改革上，逐漸重視個別差異，即培養不同

想法、不同特質的孩子；而國內的教育仍然較缺乏探索、研究能力的培養，對孩子

們的教育仍然偏重認同集體的主流價值，或符合集體的行為規範，對於學習成效的

評鑑，仍講求「標準答案」的確立。 

  其實，香港學校圖書館的硬體設備、空間環境並不如台灣的學校圖書館；在人

力資源、館藏規模上亦相對來得小，這也讓臺灣參訪團成員體認到，學校圖書館的

營運策略，不應只是追求硬體設備、空間和預算的堆砌，更應思考更多閱讀面、教

育面的實質作法，讓學生有效的學習、培養閱讀習慣。 

  感謝香港學校圖書館同道熱切地招待、無私分享，以及台灣高中職圖書館輔導

團的悉心規劃，讓本次的香港參訪有了豐碩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