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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臺南市國小圖書館 

閱讀推動教師回流教育心得分享 

陳海泓 

臺南市圖書教師輔導團召集人 

臺南區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簡稱圖書教師）回流教育於民國 113 年

6 月 4 日下午在國立臺南大學誠正大樓 3 樓 307 會議室舉行，來自教育部國教

署的圖書教師 30 人、台南市款項的圖書教師 4 人以及 1 位對圖書教師有興趣

的老師，共 35 人參加。由於圖書教師大多非圖書資訊等相關系所畢業，雖經

過初階與進階的教育訓練，在圖書館營運、推廣閱讀教學或活動時，有些老師

仍無法有自信地施展所學，但藉由回流教育齊聚一堂，分享經驗與彼此相互學

習，不僅解決了問題並得以促進情感的交流。 

會中安排 10 位初任的圖書教師，每校 8 分鐘報告這一年執行工作的亮點

以及遇到的難處，報告後 20 分鐘的討論，我彙整難點，提供解決的方式。接

著 3 位資深圖書教師經驗分享這些年來在校閱讀推動的特色、方式與亮點，深

入淺出的報告，擦亮了初任圖書教師的雙眼，也提供與會圖書教師規劃來年工

作的參考，見賢思齊、觀摩或許也是最佳的學習方式。最後再進行綜合座談。 

從初任圖書教師的報告中，可看到圖書教師的熱忱與用心，並證實有圖書

教師的學校，「圖書館動起來」。大橋國小與隆田國小圖書館重新整理，隆田國

小改依圖書分類號上架圖書，並利用升旗時間介紹分類號，雖然起步較慢，卻

從根做起，教導學生圖書利用教育，值得讚賞。八所學校初任圖書教師在新學

期初即教導學生如何使用圖書館的資源與設備，並且在閱讀課教導學生閱讀紙

本圖書和數位讀物的策略，東光國小更強調雙閱讀素養。 

閱讀推廣的工作複雜且龐大，初任圖書教師戰戰兢兢、任重道遠，從會的

部分著手推動，如有七所學校結合教師、志工伙伴專長辦理各種的主題書展－

聖誕繪本週、國際書展週等及其相關的活動，讓學生學習新知識或完成活動任

務，寓教於樂拓展學生閱讀的眼界；圖書教師或與學年教師合作，如附小的協



圖書教師電子報第 88 期 2024 年 12 月 

 

2 

 

同綜合課、崇明國小、永福國小、大灣國小的舉辦 SDGs 書展，設計 SDGs 議

題融入閱讀課程與活動，引領班級學生進入圖書館閱讀和使用，有效提昇入館

使用率與圖書借閱率。因為有圖書教師的努力與帶領志工一起來，館內閱讀氛

圍改善，校園閱讀環境也隨之改善。即使是初任的圖書教師亦能協助學校發展

校訂閱讀課程以及推廣與深化閱讀，大灣國小就是一例。 

至於「推動閱讀一起來」，更是每位初任圖書教師的期盼，希望在推廣閱

讀工作時，能獲得行政支援以及班級老師、科任教師或圖書志工的共同參與。

大校的閱讀推動更需級任導師共同參與，但初任圖書教師卻苦無溝通時間，以

至於有推動閱讀的班級和沒推動閱讀的班級，學生閱讀素養差異大，如隆田國

小所提有未曾借閱圖書的班級。永福國小的共讀書箱多，但除了彈性課程之

外，借閱班級少；文元國小是班級數多的學校，主題書展時段的安排容易和學

校活動衝突，也因活動時間拉長，影響圖書室內的陳設與利用。更有三校提及

中、低年級學生閱讀活動參與率高，而高年級學生則參與率較低的難處。 

彙整七位初任圖書教師有整日繁忙、時間有限和溝通不足、人手不夠或行

政未予支援等等的困境，這些困境對億載國小、佳里國小和開元國小三位資深

圖書教師來說，也都曾經遇到過卻不畏懼，仍一本圖書教師的初心，邀請更多

的導師或科任老師參與主題書展、閱讀融入課程、雙閱讀素養、校訂手冊編寫

與實施、跨領域閱讀課程設計、跨校主題探究等。誠如億載國小所提，課程規

劃還是需仰賴導師的協助與配合，但能配合的班級有限，難免會讓人覺得力不

從心；雖如此，圖書教師仍努力思索能增加學生思辨、統整的能力，如提供鷹

架，讓學生盡情分析文本、爬梳自己的閱讀理解與想法，完成每位學生製作一

本閱讀分享單 SDGs 的成果。又如開元國小與大甲國小（非圖書教師學校）的

跨校主題探究，更讓跨校、跨領域閱讀活動融入日常生活中，讓學習主動權回

到學生身上，引領學生成為一位自主的終身學習者。 

佳里國小怡真老師在擔任六年圖書教師的感悟是「爛爛的沒有關係，走著

走著就會變厲害」，我也就此言，勉勵初任的圖書教師，守著圖書教師角色職責

的初心，因應校內課程、人事、政策與環境的變動，朝向增進學生閱讀素養和

資訊素養，並達成全校閱讀推動一起來的目標前進。回流教育讓召集人與圖書

教師齊聚一堂，初任圖書教師有機會盤整與省思這一年的工作，並觀摩與學習

資深圖書教師的精神與工作態度，經驗分享讓與會的圖書教師更有信心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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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規劃、迎接下一年度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