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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回流教育 

北一區國中場次實錄 

林巧敏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13 年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簡稱圖書教師）回流教育的北一區國中場次於

5 月 10 日上午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有來自臺北市、宜

蘭縣、金門縣國中圖書教師共 22 人參加，活動安排 5 位初任圖書教師分享工作

的亮點與難處，同時也安排 3 位資深圖書教師提供閱讀經營特色與經驗觀摩。 

回流教育的宗旨在於藉由圖書教師報告學校執行計畫情形與困難，分享彼此

經驗並促進圖書教師的人際互動與情感交流，讓圖書教師能就近尋求友校的諮詢

與建議，建立校際之間的合作。本次北一區國中圖書教師分享各校經營的特色與

成果，可以發現國中學校多數已將閱讀融入教學當成重點工作，能夠透過課程設

計，整合校內課程參與重大議題探究，並透過多元文本與閱讀策略教學，促進學

生閱讀素養能力，同時能經營學校教師社群，發展課程共備，讓閱讀不只停留在

辦理活動的層次，而是投注更多的心力在經營資訊素養能力融入領域教學，也能

夠藉由議題設計開展跨領域合作教學的契機。本次活動全程中，讓人印象特別深

刻的閱讀工作經營成果，列舉如下： 

一、 閱讀活動採用主題設計，並進行系列經營 

主題經營的閱讀活動能夠擴大參與、凝聚學校資源，並促進跨學科的合

作與交流，對於提升學生的參與興趣和跨領域學習能力都有正面的影響。例

如：臺北市東湖國中的「BOOK 思議」從聊書主題發展各種情境布置到各學

科參與聊書活動；又如：臺北市成德國中辦理主題書展，不只是展示圖書，

更是搭配各項主題閱讀活動擴大教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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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善用數位工具，導入活動設計或是輔助閱讀教學 

此次報告令人驚艷的是教師在原有運用數位教學平台之外，也開始加

入各種數位工具進行閱讀活動設計或是開發閱讀教學課程。例如：臺北市建

成國中運用視覺化軟體呈現藝術主題核心概念，以大數據分析凸顯閱讀教學

的核心主題；或是臺北市濱江國中，利用 LoiLoNote 推動學校讀報活動，

記錄學習成果；而宜蘭縣國華國中也採用 CuriPod 線上免費工具進行閱讀

課程的經營，培養學生媒體識讀能力，並導入 Padlet 協助學生分析概念架

構，學習繪製心智圖。利用數位工具可以提供更多元化、互動性強、個性化

的閱讀體驗，有助於學生理解和掌握閱讀重點，並促進資訊素養能力。 

三、 結合社會議題，經營跨領域及多元文本閱讀 

圖書教師不僅運用彈性課程，經營各項社會議題教學，也鼓勵不同領域

教師參與議題教學，研習活動中參與報告的各校圖書教師，皆能導入社會議

題，經營關於人權、SDGs、女力、環保等議題探究，將重要議題運用各種

文本形式和媒體融入教學設計，能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媒體識讀能力，也

能建立社會責任感，讓學習更有意義和價值。 

四、 運用社區資源，建立閱讀掛帥的學習文化 

學校已能媒合社區資源投入閱讀活動，例如：臺北市建成國中與鄰近藝

術展演機構合作、臺北市政大附中善用政大社團資源，讓推動閱讀成為學校

爭取社區資源最有說服力的項目。學校也能夠運用閱讀串起全校的學習活力，

例如：臺北市東湖國中的經驗認為能夠跨越學科藩籬的學習時間就是閱讀課

程，顯然學校已認知到運用閱讀培養學生終身學習能力，是最有效率的教學

發展。 

此外，初任圖書教師提出的工作問題，通常是請益如何與其他領域教師展開

合作？或是個人時間和能力有限，如何擴大校內影響力以及擴大其他教師參與閱

讀活動？也有憂心學校尚未將閱讀排定為獨立課程，如何經營閱讀教學？這些初

任教師的疑慮，多半能在資深教師的分享報告中，以及綜合座談討論中，藉由其

他教師的經驗和意見交流，獲得溫暖鼓勵和啟示。回歸回流教育設計的初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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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沒有在活動中看到應該如何的期許，而是更尊重各校特色的經營和發展，希望

讓所有圖書教師都能在本次活動中，找到自己的能量，逐步經營自己學校閱讀工

作的亮點。 

圖說：113 年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回流教育北一區國中場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