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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學圖書館參訪心得 

高雄市文府國小圖書教師 莊惠慈 

很高興能參與此次陳昭珍教授帶領的參訪，見識到香港小學圖書館的別具匠心，也感

受到閱讀推動的熱絡氣象。參閱由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

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便能通曉，在學校整體課程的規劃、學與教的策略、資源和

評估等方面的具體建議，其中四個關鍵項目，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讀中學習、專

題研習、運用資訊科技進行互動學習，清楚了解到學校在推動課程改革上如何幫助學生有

效學習。透過制度面的推行，從參訪學校裡體會到閱讀教育的蓬勃發展。 

 

※實踐閱讀中學習‧成就不凡的表現 

香港小學設有專職的圖書館主任協助推

動閱讀，他們綜理規劃閱讀事務，但在落實

面則是全校共同努力，這一點令人欣羨。宣

基小學的圖書館主任除了推廣閱讀，也盡心

在支援學科教學的工作。配合學科學習，她

提到為各年級提供延伸學習的主題書等相關

資源是責無旁貸的份內工作，並且在學期初

始，便與學年老師研擬協作細項，包含學期

中的教學和期末的展示活動。英華小學的閱

讀推動是由校長帶頭做起，校長關懷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對於全是男孩的學校，課程安排

上就有特殊的面向，像是科技、機械、地球科學等議題。學校為學生指定優良且合適的小

說讀本，精彩的內容讓閱讀興味盎然，進一步能從閱讀筆記裡看見，老師如何運用閱讀理

解策略教學，引領學生高層次的思維。油蔴地天主教小學詳細規劃一~六年級的閱讀課學

習領綱，從認識圖書館、書籍的維護、閱讀衛生、圖書的分類及排架，再到認識圖書的結

構、認識參考書和利用、認識非書的資料，進而認識資訊、學習閱讀的方法、撰寫閱讀心

得、了解如何選擇讀物，培養閱讀興趣和學習技巧，方方面面，系統化落實閱讀中學習。

參訪過程中，汲取不少寶貴的經驗，最令我動容的是，全校在推展閱讀教育的積極與熱情，

這些源源不絕的活力，無怪乎香港在 2011 年的 PIRLS 國際評比上，獲得第一的絕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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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脈動‧策略各顯風華 

全球化的時代轉變了溝通和協作的本質，

透過高階思維、跨領域的實作和資訊科技的連

結，提升學童面對 21 世紀的競爭力。STEM 是

一項包含科學（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

（Mathematics），美國近來大力提倡科學和技

術的教育政策，香港於 2016 年提出，以促進

創新思維的展現。我們在各個參訪的小學裡，

看見它煥發推展的樣貌。宣基小學的課堂上，老師指導學生使用網路搜尋和檢索資訊的方

法，透過網路連結，拓展學習的範疇。英華小學的主題學習著墨在科技、太空、機械、交

通等方面，經由閱讀和實作的引導，深化學童的科學素養。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加入藝術

（Art）和閱讀（Reading）為 i-STREAM，藉由 AR、立體書等不同形式的閱讀，以及各

種實作的工藝，啟發學童對科學技術的不同體驗。協和小學亦是推展 STREAM，圖書館裡

的空間規劃便設置 STREAM 圖書專區，協助學童進行跨領域學習。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成

立課程發展小組，將 STEM 拓展至其他領域的 STR²EA²M，包含科學（Science）、科技

（Technology）、閱讀及宗教（Reading & Religion）、工程（Engineering）、藝術及態

度（Art & Attitude）及數學（Mathematics），顯見學校重視知識的涵養，也注重品格的

陶冶。 

 

※指導專題探究學習‧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四個關鍵項目之一的專題研習，目的是要培養學童獨立自主的學習能力，以深化學

習。專題研習分成預備階段、實施階段和分析總結三個階段進行，可於領域或跨領域中實

施。在所有參訪小學的圖書館裡，可看見資訊

檢索專區旁即明確揭示 Big Six 資訊素養六大

技能的步驟，透過定義問題、尋找資源、取得

資源、使用資訊、統整資訊和評估的過程，系

統化引導學習。英華小學由校長帶領規劃的主

題課程，最令人感佩。從天文、科技、機械、

鐵道、汽車，再到美食、生物、建築，配合主

題書的閱讀和資訊科技的能力，經由跨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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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探究，多元展現學習成果，培養獨具觀點的個體。這不即是我們希冀學童具備終身學

習的能力，懂得創新和解決問題。因應科技時代的變遷，香港大學朱啟華教授提出「探究

式學習」（inquiry project-based learning）有助於提升學童的閱讀能力和興趣。不同學

科領域的教師進行規劃和教學，協作指導學童學科知識、資訊素養、讀寫素養和社會溝通

技能，能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從理論到實務，香港小學在專題學習上的經營，著實

值得我們借鏡。 

 

※建置完善的環境‧鼓舞學習的氛圍 

在參訪的學校裡，除了弘立書院的圖書館已具有公共圖書館的規模外，其餘的範圍並

不大，但共通點是在圖書館裡處處可見巧思，環境的建置已鼓舞學習氛圍。油蔴地天主教

小學的太空圖書館呈現「探索太空，始於閲讀」的意象，營造有利的學習環境。校園內的

閱讀咖啡館、電子閱讀船更是將閱讀環境的建置，拓展至整個校園。英華小學將書籍封面

呈現在閱覽區的桌椅上，讓閱讀同時也有身歷其境的感受。協和小學圖書館裡的協和號，

正是鼓動學童不斷向前邁進的意念，這些學習據點的主

題規劃，刺激感官的體會，也深化心靈上的感動。讓人

眼睛為之一亮的，還有圖書館的學生導覽員，他們背著

肩帶，像是承接重要的使命，落落大方地為來賓導覽圖

書館。英華小學的小小接待員，更是詳盡的為我們介紹

校園的各個角落；面對提問，油蔴地天主教小學的導覽

員也能與參訪老師侃侃而談，他們展現的不僅是豐富的

學養，更多的是對自身學校的認同與熱愛。有道是「腹

有詩書氣自華」，德育涵養的雍容氣度莫過於此，學童展

現的人文風景，遠勝於我對硬體設備上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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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同合作‧力求親師成長 

圖書館提供學習資源，奠定終身學習的

基礎。於此同時，在激勵學童向上學習之

餘，親師合作與教師專業成長亦相形重要。

香港小學推動的家校合作徹底紮實，宣基小

學的故事媽媽為我們展演一場說故事教

學，她的教學質量讓人感受到，學生在學校

和家庭的場域裡，都能獲得良善的學習。這

些故事媽媽也會不定期的聚會、研討，不斷

地砥礪自己成長。教師間也組立教師學習社群，共同研討課程與教學的相關議題。像是嗇

色園主辦可銘學校的圖書館主任便針對 STEAM 與其他教師共同深究，也出版一些書籍和

刊物，進行意見上的交流和指導。最令人敬佩的是弘立書院的葉錦蓮主任，她作為香港圖

書館主任協會的領頭羊，在顧及弘立書院的圖書館發展之餘，也帶領香港小學圖書館共創

美好未來的藍圖，這樣的教育風範值得學習。 

 

香港小學的閱讀教育，由上而下的制度推動，由下而上的積極主動，讓我見識到教育

的無限可能。許多制度的推行，在臺灣也能看見成功的例子，這些參訪後在心中激起的漣

漪，讓我知道未來仍有更多努力可行，幻化成行動，為教育盡一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