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教師電子報 第 21 期 2013 年 1 月 

教育部圖書教師香港小學圖書館參訪心得 

林益生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設備組長 

53eason@gmail.com 

 

2012 年的五月很榮幸有機會參與教育部圖書教師香港中小學圖書館的參

訪，行程中總共參訪了六所香港小學，主要是要瞭解香港圖書館的經營及學校閱

讀教學的現況。個人在這之前也看過國內學術界及媒體闡述有關香港對閱讀教育

在作法上的一些變革。不難理解的是：要在競爭的半島嶼社會裡建立教育品牌，

就如對香港小學的第一印象「學校的校舍必須努力向上發展」。「積極努力」成為

香港教師重要的特徵，而學校尋求創新、教師團隊的一切改變都是為確保香港孩

子的能力在未來依然能持續與國際並駕齊驅，甚至是凌越超前。 

 

2000 年當國內與香港幾乎同步宣布投入閱讀教育推動的同時，香港教育界

在大學教授的帶領下，從參訪學習到團隊合作進行教案開發、教學變革等，一系

列的扎根作為，宛如脫胎換骨般的在香港校園蔓延。香港政府以等同企業投資未

來新興產業的經營理念，全面性投入資金、人力；十年後，香港教師用實力證明

他們在教育改革上傲人的成績。同樣十年光陰，相對的在臺灣，閱讀教育曾被香

港列入學習重要對象的我們，各界對閱讀教育的重視，不能說毫無長進，只是學

校端依然感受到政府在閱讀教育投資的牛步。目前或許我們尚可以用國內「城鄉

差距大」、「學校多」作為改革步調緩慢的藉口，但如果再持續這般過十年，臺灣

的孩子或許將以等比級數的差距被遠遠拋在後頭，面對我們共同培育出來的新世

代孩子，在未來不得不令人替他們捏把冷汗！ 

 

此次參訪的幾所香港小學，在香港堅實的經濟體系下，以及老師充滿教育熱

情的互相輝映下，其圖書館在硬體設備及經營、老師教學的創新，均各具特色，

確實令人羨慕，以下就此次參訪觀察提出個人心得及反思。 

 

一、 香港教師是積極求變的團隊：圖書館光有硬體是不夠的，能凸顯這些圖書

館的不凡，尚得建立在「人」的基礎上，惟有動起的老師，才能讓圖書館

具有生命。不難發覺香港老師善於團隊合作與分享，他們在社會氛圍感染

下，培養出積極、有效率的特質。藉由大量蒐集國內閱讀推動的經驗及資

料後，過濾、整理、分析，進而規劃出更扎實的閱讀教育架構與課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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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平時的教學中。以弘立書院、循道小學等校為例，則明確訂定閱讀課

程學習主題，發展出「閱讀護照」，護照內容除符合學校本位課程，亦融入

各領域閱讀理解教學，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甚至於家長的配合的學習主

題，讓「閱讀護照」成為圖書館重要的資產，教師教學的利器，也是親子

重要的學習工具。 

 

二、 圖書館編制專業人力：在參訪的幾所學校中除了有專任的圖書館主任，並

搭配組員及資訊老師，提升圖書館人力專業，尤其在資訊人才的參與下，

讓圖書館在運作經營上如虎添翼，迅速整合及傳達圖書館的各項資訊，有

助於圖書館提供親師生最佳的閱讀選擇及環境。英皇學校自行開發學習平

台或弘立書院引進國外教學軟體，都提供老師在教學上的必要協助，有效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三、 教師及圖書館進行專業合作：各年級教師必須針對當年度各領域課程內

容，提出延伸閱讀專書，作為學生閱讀補充教材。教育工作者都瞭解只教

會孩子教科書裡的內容，就要當作應付未來的全部，這是不夠的。香港老

師與圖書館合作，圖書館提供諮詢服務，將老師提出的書目，依年級陳列

在圖書館設置的專區，透過鼓勵方式，讓學生於學期中去閱讀並完成認證，

大大增加孩子的課外知能，也充分的傳達出級任老師也應為閱讀教育負責

的觀念。 

 

四、 鼓勵英文閱讀：香港學生英文能力強並非一蹴可幾，學校對學生的借書要

求，規劃學生必須中、英文書籍搭配借閱，圖書館也購買英文能力分級檢

測書籍及軟體，落實學生英文能力的提升與管控。另外，在離島的長洲聖

心學校雖然相對資源較弱勢，學校則發揮善用社會資源的策略，除了與大

學合作發展閱讀計畫與行動方案，也邀請當地美國在港婦女協會擔任志

工，從金錢、人力上突破困境，彌補學校英文閱讀資源的不足。 

 

五、 主題式的探究學習：幾所學校都鼓勵學生以小論文的方式進行主題式的學

習。維多利亞學校有專業的指導老師協助學生完成小論文，並於學期末的

晚上舉行研究成果發表會。對於寒、暑假出國的孩子，圖書館則邀請孩子

蒐集旅遊的各國資料，並學習以相片進行旅遊紀錄及寫作。學生將上述資

料彙整成冊或整理成電子檔，由圖書館闢專區進行展示，不只提供學生發



圖書教師電子報 第 21 期 2013 年 1 月 

表的舞台，也成為另類的國際教育。 

 

  經濟差異的因素，香港小學圖書館有太多令我們羨慕之處。但香港老師平均

每週 30 堂以上的授課節數（每堂 30 分鐘）是家常便飯，可立小學老師敘述「中

午用餐時間約十分鐘，宛如打仗」，可見香港老師壓力之大。反觀臺灣有相當優

質的學術基礎、開放的學風、創意的人才，更有許多充滿教育熱情的教育夥伴，

因此，我們也不必過於妄自菲薄。樂見今年國內老師平均授課節數下降許多，經

常聽到許多老師覺得比以前有更多時間備課，或許這是轉機。閱讀工作不是都得

資金到位了才做，推動閱讀這些年來，每每會有許多的感動，而這些感動會觸動

你身邊的人，觸動則是在學校跑堂中，你必須不斷與老師、家長、學生接觸及互

動的心流，閱讀行動時間久了就會有複製、改變的效果。藉此次的參訪，也期待

能複製更多的想法、參與的夥伴，透過相互激勵中迸出新的創意，一起用閱讀協

助學生面對人生重要學習課題，這當然也是教師必須急切找回學習及改變的教學

勇氣。即便如此，在全球瞬息萬變中，依然期盼政府能更加重視小學圖書館經營

現況，畢竟臺灣不能只是一直用「感動」在推閱讀。 

 

  

維多利亞小學圖書館 

邀請學生進行出國旅遊資料成果展 

長洲聖心小學與美國在港婦女協會 

進行英文閱讀課程教學 

  

弘立書院老師與圖書館合作 

設立各年級延伸閱讀之圖書專區 

循道小學編寫完整的閱讀護照 

配合學校訂定之閱讀學習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