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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圖書教師 

香港小學圖書館參訪心得 

 

周慧怜 老師 

花蓮縣稻香國小圖書教師 

 

一、 前言 

香港行之前，學校申請圖書教師三年，在還沒有專人專業能專心經營的圖書館

情況下，閱讀素養的提升還有哪些是可以厚植深耕的。 

此次的香港小學圖書館參訪，是由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規劃，

預計錄取13名各縣市申請教育部98至102學年度試辦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

師實施計畫之圖書教師。擔任圖書教師滿2年以上，表現優良並持續擔任者，優先

錄取。希望藉此參訪活動，觀摩香港在小學圖書館經營、閱讀教學、閱讀推動，圖

書館與各學科教師之間的合作等相關制度與作法。在為期五天的參訪過程中，參觀

了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弘立書

院、神託會培基書院、還參加了香港圖書學會年會研討會交流分享、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陳昭珍教授主講的交流座談會。 

此行的香港參訪，除了想看看香港的學校圖書館專業發展狀況外，我更期待能

釐清自己在有限的資源下能做到什麼。不光為PIRLS或是PISA成績該如何提升，更

為小學圖書館的發展未來找尋本地風光。 

二、香港閱讀推動教育的優勢 

1.專職專業、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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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台灣來說，可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閱讀教育優勢，在香港，學校圖書館主

任扮演著閱讀教育的關鍵角色，不僅有相當清楚的角色定位，圖書館經營策略清楚，

閱讀素養課程規劃完整及統整學校閱讀課程： 

（1）每校設有圖書館主任一名 

（2）圖書教師及圖書館員各一名協助圖書館主任，以弘道書院為例，另加入

一名英文圖書教師 

（3）香港圖書館主任需受兩年專業訓練，並取得學校圖書館主任文憑。 

（4）圖書館特別規劃的閱讀推介專區 

      配合各科教學主題的專書陳列 

          中、英文廣泛閱讀推薦書專櫃 

          配合各科教學主題的專書陳列 

（5）各個班級每周或隔周一次的閱讀教學 

（6）推薦書單多元並分級 

（7）閱讀推廣活動多元活潑 

（8）跟各科老師之間的橫向聯繫，清楚掌握各年級、各科教師的教學主題，

並協助規劃教學參考書目  

（9）閱讀課程整體規劃完整。 

2.凝聚共識、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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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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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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共識，團隊合作。 

3.培養資訊素養、開發學習平台 

香港學校相當重視學生的資訊運用能力，在每個學校圖書館都可見資訊檢索區

的規劃，對於資料庫檢索介紹、 Big 6 資訊素養的能力養成，都相當落實且到位，

而每週一節的「圖書課」，帶入「專題研究六步法」(Big 6 skills)要培養孩子具備尋

找和解釋資訊、批判思考及自我學習的能力。查詢與整合資料對身處網路是代的現

代學生，是相當重要的一門功課，而這門功課其實也是需要學習的！ 

神託會培基書院自行開發學習平台、臉書交流和引進國外教學軟體或弘立書院

提供平板電腦查詢及教學，提供老師、學生及家長在教學和學習上的必要協助。 

這點是台灣望塵莫及之處，也是台灣需要努力加強的一個大方向。 

4.專題研究，自主學習 

 香港在規畫專題研究課業時，即相當清楚像這樣的資料查詢知識，是需要教

導與訓練的，因此，將圖書館主任也納入學生專題研究作業的指導團隊中，與各專

科老師、語文科教師共同備課，紮實的指導學生專題知識整合能力。 

 「探究學習」不但讓孩子有機會以自己建構意義的方式做課程的加深加廣學

習，同時讓教師得以關注孩子的學習需求以及發展，提供機會讓孩子與他人協同、

互動及溝通。而促進協同、問題解決及溝通等能力，正是21世紀公民應具備的能力。 

5.雙語教育、全面實施 

香港的教育主張兩文三語，兩文是指中文（通常為正體中文）和英文，三語則

是指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英文教育的比重一點兒也不輸中文，學生多具備雙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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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中英文運用自如。圖書館英文館藏也不在少數，甚至有依程度專櫃陳列適合的

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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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英文的學習，行政認知及課程規劃是非常道位，圖書館支援更功不可沒。 

6. 硬體設施、空間規劃： 

香港地狹人稠，校地不及台灣寬敞，然而所有參訪學校的圖書館在空間規劃都

各有特色極為用心。圖書室都有巧思，明亮舒適的空間感、牆面、座椅及書架大量

運用色彩，顯得活潑有朝氣，吸引學生親近，藏書區、靜態閱讀區及動態故事表演

區不致互相干擾。 

關於圖書館的位置，最令我感動的是弘立書院，非常貼心的規劃，一進校門就

先看見圖書館，易於親近吸引人。下午 3 點 20 分放學後，圖書館成為學生等待家

長的最佳去處。 

7.公共圖書資源整合： 

每校有團體借書證(100~200 本)，可協助老師借閱所需主題資源專書。【據說

高雄市也已提供相關服務】。館藏互相交流支援，提供學校更多元圖書資源，借書

期限也給學校更多元，方便學校課程規劃，達到資源整合的目的。並結合八達通卡

提供影印、列印服務。 

8.圖書館學會交流與分享 

每年一次的圖書教師交流分享，同伴同行的鼓勵支持，是成長的動力及獲得新

知的最佳管道。 

此次參訪，借由學會的協助安排更快了解香港不同學校多元的圖書館課程及經

營，台灣也應朝此目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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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很多香港圖書館主任們在做的事，台灣的教師也都有在努力，只是情況不夠普

及。然而，這又跟港台制度不同有著絕對的關係：台灣有兩千多所小學，設置圖書

教師比例不到1/10，所以看到陳館長極力爭取全省設置閱讀教師專案，跨出歷史上

一大步而喝采。 

台灣最讓香港圖書館主任最為羨慕的一點，我們的出版品在台灣許多出版人的

努力之下，豐富而多元，在香港的學校圖書館中，來自台灣的出版品在中文館藏中

展了相當程度的比重。因此，培養學生廣泛閱讀的能力，藉由豐富多元的讀本豐富

學生視野，奠基創造思考能力，將是台灣孩子日後面對國際競爭的軟實力。 

社會資源積極投入讓閱讀越來越有希望，愛的書庫、天下教育基金會、誠品書

局、佛光山雲水書車、玉山銀行圖書館改造等，來自台灣社會的力量，讓閱讀充滿

希望，我真心這麼覺得呢！ 

從98學年度教育部推動閱讀教師專案以來，和各縣市閱讀推動教師們的持續接

觸中，總可以看見老師們想方設法的在有限的資源下，為孩子打造最有利的閱讀環

境。身為圖書教師，閱讀推動教師制度的開辦試行，這對我們國家而言，已可說是

跨出一大步了！從這一步開始，我們可以落實心底對兒童閱讀經營的許多夢想，這

是相當幸福的一件事。也感謝教育部讓我們有出訪觀摩的機會，讓我們有機會看出

自己的實力與不足之處，這對我們在未來的學校圖書館經營工作上，有著莫大的助

益與啟示。 

兩地的閱讀教師有著同樣的傻勁與熱忱，各校制度或資源多寡或有差異，卻總

有想不完千奇百怪的點子，盡心讓閱讀推動得更好！這是此行最大的收穫，結交香

港及台灣的閱讀同好，也將成為教學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感謝教育部於今年度(102年)辦理圖書教師參訪香港的計畫並提供經費補助，雖

然四天的行程相當緊湊，卻豐富、充實，更要感謝本次參訪團團長台灣師範大學圖

書館館長陳昭珍教授，精心規劃本次行程，不但提供車上餘興節目，更讓我們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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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各地的圖書教師成為了朋友、夥伴，而對於香港圖書館學會以及提供台灣

圖書教師參訪機會的五所圖書與閱讀課程推動紮實的學校─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弘立書院、神託會培基書院等所

有的行政人員、圖書館主任及教師們，我們心中有著滿滿的感謝。 

四、除此之外更建議： 

1.設置圖書館主任或圖書組長一名，以吸引優秀人才投入、留任，俾使閱讀推動工

作能制度化及經常化。 

2.建立好用又簡便的中英文閱讀能力檢測系統，做為閱讀輔導的依據。 

3.中英文圖書可建立適讀年齡及適讀程度建議，方便閱讀教學的實施。 

4.增加圖書館年度圖書經費，以採購圖書資訊教材及方便推動閱讀活動。 

5.深入推動閱讀，越發看見自己的能力及專業素養不足，希望教育部把『圖書館主

任』視為重點養成項目，持續規劃並提供國中小圖書教師專業知能之進修或學程。 

  「世界因為孩子而不一樣，孩子因為我們而不一樣」，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希望

自己能藉由此次香港參訪的取經之行，協助全校親師生能 e 起動起來：習於閱讀、

樂於閱讀、擅於閱讀，並體悟「與書為友、天長地久」的喜悅、幸福與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