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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中彰投區國小圖書館 

閱讀推動教師回流教育心得分享 

賴苑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 

此次中彰投國小圖書教師學校回流教育於 113 年 5 月 31 日於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二樓第一會議室舉行，共有台中市、彰化縣與南投地區 72 位圖推教

師參與。國中圖書教師回流教育於 06 月 14 日也在國資圖舉行共有 39 位教師

參加。另外我也參與雲林縣國中小圖書教師回流教育，共有國中小 16 位圖推

教師出席。會議進行方式先由初任教師按照規定每人報告 5 分鐘，資深教師每

人報告 10 分鐘，最後我再請每一區域一位資深教師對初任教師的困境以過來

人的處理方式提出協助解決方式與建議。 

 

初任圖書教師分享 

國小各校初任圖書教師分享了他們在推動閱讀活動中的亮點與挑戰。亮點

方面很多教師辦理閱讀活動的推廣，從班級擴展至全校，也會結合科技與跨領

域。共同的挑戰包括協同教學推動不易、學校資源不足、時間、人力和經費限

制等。例如，臺中市松竹國小的教師提到，學後知不足是一大挑戰；而內埔國

小的教師和吉峰國小的老師則表示，計畫無法按預定順利執行且顧及年級差異

的全校性活動腦力及執行力有限。沙鹿國小的教師希望降低授課上限以便有更

多時間進行閱讀推廣。多數學校的教師們都提到人力不足、經費缺乏和時間有

限等問題。分述如下： 

亮點 

1. 閱讀活動的創新設計：臺中市松竹國小教師提到閱推活動擴及全校參與，

結合學校本位課程，展現了閱讀推廣的價值。雲林中正國小的閱讀活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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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畫海報、與演戲的方式來推薦好書。 

2. 結合生活與跨領域學習：臺中市信義國小教師提到午餐時間播客、小小說

書人（小志工）、與作家有約等活動，提升了學生的閱讀動機 。 

3. 手作活動：臺中市吉峰國小的教師提到的閱讀相關手作活動（如印章書

籤、壓花書籤）也受到了學生的喜愛 。 

4. 科技與跨域結合：彰化縣平和國小教師提到以全人發展教育解決閱讀困

境，並透過科技力激盪出跨域閱讀力 。 

挑戰 

1. 協同教學推動不易：例如臺中市國安國小的教師提到協同教學的推動存在

困難，並且受到年級限制的影響 。 

2. 學校資源不足：臺中市四張犁國小教師指出高年級老師帶學生參加書展活

動的意願不高，並且學校減班時常會以減少閱讀老師或由行政兼任為第一

考量 。 

3. 時間與人力不足：如南投縣坪頂國小與南光國小教師提到人力不足及權責

劃分不清、嘉義縣大業實驗國中的教師提到圖書館空間受限，並且與其他

老師的課程搶時間 。 

4. 經費缺乏：臺中市惠來國小的教師提到寫申請計畫時需要預先規劃，上課

時間永遠不夠，並且經費缺乏（彰化縣平和國小）、雲林國小也提出同樣的

問題，如要辦理走讀活動、作家有約就有經費不足的問題。 

5. 活動設計與執行困難：臺中市吉峰國小的教師提到一個人同時設計課程、 

規劃活動，腦力及執行力有限。 

其他如辦理國際主題書展時，發現學校異國書籍嚴重缺乏（彰化鹿

東國小）。協同教學推動不易（台中國安國小），高年級學生有閱讀偏食問

題(雲林豐安國小)與高年級導師參與書展活動意願不高，此問題每年回流

教育皆會提出來。 

 

資深圖書教師分享 

資深圖書教師分享了他們的經驗和建議，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見解。臺中市

北勢國小教師強調，善用公共圖書館提供的資源以及辦理聯合策展，可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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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並提高效益。臺中市立人國小的教師提出，圖書館應該被視為一個隨時成

長、變化的有機體，並通過圖書資訊利用教育來逐步推展閱讀，但她也指出，

業務繁重常讓人感到無助和無力。 

彰化縣和東國小的教師鼓勵閱推教師，應將自己定位為給幫助、少麻煩、

找樂趣的角色，這樣能更積極地推動閱讀活動。彰化縣湖東國小的老師則提

到，兼任圖書行政工作需要更多人力幫忙，整體推動也需要導師的配合，但學

校並不只有閱讀要推動，還有其他活動需配合。南投縣名間國小的教師指出，

與校內同仁在觀念上的差異及科技輔具的缺乏是主要挑戰。南投縣草屯國小的

教師則提到，短影音盛行使得學生閱讀 M 型化，專注力低且缺乏耐心，加上社

會的轉變，教師的態度也趨於保守。雲林廉使國小教師分享在學校推廣數位專

題探究，小校友仍有人力不足與圖書太舊的問題 

此外，彰化、南投與台中另各有資深教師代表提出他們的回饋，初任老師

們應善用校內外資源與公共圖書館的數位資源、活化志工及參與閱讀相關社

群，建立終身學習的習慣，同時節省經費不足的問題。這些資深教師的回饋，

不僅指出了目前閱讀推廣中的常見問題，還提供了具體的應對策略，如善用校

內外資源、以及需要更多的協作和人力支持，這些經驗和建議對於初任教師來

說具有很大的啟發和借鑒意義。最後我的回饋是平時在群組多發問與交流，遇

到問題一起解決，社群老師都很願意提供經驗協助，並積極參與圖書教師各種

培訓課程，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能，有關於排課堂數及減緩圖書教師負擔的部

分，因各校處理方式不一樣，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能磨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