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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丈高樓平地起~香港小學圖書館參訪記 

林意雪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習學系教授 

 

巴士停在路邊，導遊總不忘輕聲催促：「動作快點，下車要跟好，別走丟了。」這是香

港繁忙的生活步調，以及地狹人綢的縮影。 

和一群熱血的台灣圖書教師來到香港參訪五所的小學圖書館，與圖書館主任面對面交

流，看到兩地教師任務的異與同。不同的是因著教師聘任制度、工時、角色定位所產生的差

異，同的則是老師們對於閱讀推動的熱情和求知慾。 

根據何琦瑜的報導，1香港從 2000 年開始推動的教育改革將「學會學習」做為整體教育

改革的中心，「從閱讀中學習」則是四項重點之一。為了推動閱讀，取消了傳統的「指定篇

章」閱讀，鼓勵教師直接採用優質的文學作品來教學。為了落實這個目標，教育局著手規劃

系統性的課程設計與革新、校本課程、師資培訓、兒童文學文本資源、學習成果檢測等不同

的支援系統，使閱讀推動不是個口號，而是行動。其中和圖書教師最相關的，莫過於讓每所

學校配置專職的圖書館主任。這些努力使得香港學生在 PIRLS（全球學生閱讀素養研究計

畫）的表現總是名列前茅，令人欽佩。 

為了能夠深入了解各校推動閱讀的工作，圖書教師輔導團這次參訪行程安排了油蔴地天

主教小學（海泓道）、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弘立書院小學部以及五邑

鄒振猷小學等五所小學，除了弘立書院為私立學校外，其他學校屬於政府資助民間經營的小

學。參訪的學校各有不同的特色，在許多小細節上呈現出圖書館主任為了解決各項限制而所

發揮的創造力，在本文中和讀者分享兩個面向： 

                                                           
1 何琦瑜（2009）。香港：新課程改革 學會學習 從閱讀開始。親子天下寫作力專刊

http://www.waltonschool.com/image/6/bw_articles/cw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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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針對所需挹注資源 

由於每所學校的狀況不同，賦予圖書館主任的任務也不同，各校亦有權限可以減授不同

時數給圖書館主任。秀茂坪天主教小學的主任需要與中文科老師協作，隔週在中文課抽一節

上圖書課；在晨讀時負責巡堂，確認各班晨讀執行狀況；訓練圖書館領袖生，協助例行事務

及活動等，因此減授較多的時數。而私立弘立書院由於資源較豐富，圖書館主任則將較多的

心力放在資源的建置，發展支援系統，並以學生學習為導向來發展課程。英皇書院同學會小

學則在近年來將主力放在圖書室的規劃及重新設計，致力於與學科教師合作，並規劃主題書

的運用。油蔴地天主教小學充份運用學校的各個據點，包括長廊牆上的資訊園地、閱讀電子

船、閱讀劇場、駐校作家，目的在讓學生沈浸在閱讀的氛圈之中。五邑鄒振猷小學則將資源

挹注在跨課程的閱讀上，除了推廣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專題探究之外，副校

長也另創 HALM（人文、藝術、語文、品格）的專題。 

（二）圖書館是教師教學的後盾 

圖書館做為資源中心，工作繁雜如麻。幾位主任都提到，他們會將圖書館工作分為高技

術、中技術及低技術工作，分別交付專兼職助理、家長志工及學生志工。除了例行的圖書採

編歸架外，全年度的閱讀活動，和台灣小學的相當類似：世界閱讀日、好書交換、作家講

座、訓練高年級為低年級說故事、故事爸媽、晨讀時間等。與台灣小學不同的是，各校致力

於將閱讀與學科能力結合，使圖書館成為學校課程推動的資源中心。香港教師的授課負擔

重，即使是圖書館主任亦有十多堂、甚至多達三十堂的授課堂數。能夠邁向「跨課程的閱

讀」這個目標前進，主要的動力應來自圖書館主任的清楚定位與專業專職，以及各校所擁有

的課程彈性與教師任用權等。 

萬丈高樓平地起，香港的閱讀推動能有今天的成就，是 2000 年以來逐步建置而來的。

而台灣的閱讀推動，能否有更清楚的目標，更有彈性的課程制度，鼓勵各校有系統地發展自

己的目標，而不必受限於校長任期、課程進度等？恐怕是未來最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