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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啟動英國閱讀年的前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說：「每當我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

世界的窗」。閱讀是一種軟實力，一種由內而外的柔合力量。閱讀的重要性不亞於教育，甚至

於在閱讀與教育的結合下，更能成就全人教育，讓孩子在閱讀中形塑高尚的品格與蘊積寬闊

的知識視野。 

戴爾電腦的麥克戴爾、微軟的比爾蓋茲、頻果電腦的賈伯斯，他們的理念創意都是影響

世界的重大元素。他們既是頂尖的電腦工程師，也是高明的行銷、業務和理念的推廣者，是

電腦世界的築夢人。其傲人的成就，皆來自豐富知識背景，使他們能廣泛而深度的思考。音

樂家林紹亮少年得志之後，大家關注他將如何延展他的音樂生命，並締造更高的音樂成就？

《音樂與音響》創辦人張繼高先生就說：「林紹亮要更上層樓，就必須多讀書」。 

多讀書有益於心靈的成長，宋代學者朱熹曾以一方清的池塘，比擬讀書有得的心情，能

向明鏡般的倒映天光雲影。因此，若非有廣博閱讀的源頭活水，何以能擁有智慧寧靜洞悉人

世種種？ 

洪蘭教授曾以福爾摩斯為例，他說：走過命案現場，就知兇手是誰，原來從牆壁字跡知

道他的身高，大步伐腳印代表青壯年，淡地上鼻血表示他有高血壓，而高血壓又是慢性病，

因而推測他 40 歲左右。所以只要擁有豐富知識背景，「什麼都能看到」，如此，我們可知閱讀

的重要性。 

 

貳、閱讀架構美好心靈 

在這個很多東西快速泡沫化的時代，耕耘內在，厚植內涵，是促使自己不會隨著外在名

利權位消長而泡沫化的不二法們。而要提升個人內涵，閱讀是最不受時空限制、方便易行的

好方法。 

在閱讀的世界哩，書籍把遼闊的空間和漫長的時間遞交給我們，把人類高貴生命形影傳

送給我們，甚至把無數美好的智慧對比著醜陋愚昧一起呈現給我們，讓能馳聘古今中外，感

受外部世界的精采，體悟人類歷史的厚度，探索生命豐富的意涵厚植自己人生的質量。 

談及閱讀的快樂，其實不只在知識的獲得，在我們拿起書本之前、之後，對自己人生應

會帶來轉變。每個人用自己的思想與觀念，累積了自己的經驗；也用自己的思念與觀念，創

造了人獨一無二的世界。對我而言，我便是經常透過閱讀醞釀了我的思想與觀念，構築人生

的理想，讓夢想的翅膀帶領我穿山越嶺，並體驗人生最奇奧的美麗新視界。 

教育部曾志朗前部長指出：人們需要擁有好的心靈來接受多媒體時代繁複得信息，只有

閱讀才可以幫助人們架構出心靈美好的理想。 

 

參、網路閱讀 v.s 傳統紙本閱讀 

現代資訊網路發達，改變了資訊的取得方式，全世界已經連接成一個綿密的網路，網路



已成為許多人生活的一部份，不僅資訊傳遞瞬間可得，只要滑鼠在我手，世界就跟我走。 

網路閱讀比傳統書本閱讀更多元。網路資訊的興起，閱讀方式遭到極為巨大的轉變，讀

者不在拘泥在開闔的書籍，轉而走向液晶螢幕的畫面上。他不但擁有和筒書籍相同的文字，

更讓人著迷的是，他添入了更多圖像和聲音，甚至是傳統書籍所無法碰觸的動畫領域，豐富

多元的呈現，精彩多樣的風貌，引人入勝。 

閱讀型態的改變，也影響我們思考的模式。以前的孩子，採用傳統的「文字思考」，在思

考一件事的時候，習慣將他轉成文字去在去做分析和處理；而現在的孩子，則因受到電視、

電影、卡通漫畫的影響，改以「圖像思考」為主，當他們記憶和分析事情時，所憑的是影像，

不是一串串文字。豐富而且多元的圖畫與聲音，提供了新時代孩子更堆的創意空間，他們藉

著這些圖畫和聲音，簡化了原本複雜的文字排列，迅速轉化成屬於新世代的語言。 

但儘管圖像和聲音多麼發達，文字仍是必須存在的，因為文字能儲存的資訊是大於圖像

的，而且文字本身也是精準而豐富的，他的系統性及完整性更勝於網路資訊之片段及零散，

看來網路閱讀仍無法完全取代傳統紙本的閱讀。 

電子文本的優點在於數量多、速度快、資訊廣博；而紙本的優點則在於正確性。況且網

路世界有如一大片叢林，潛藏重重危機，網路知識非系統性，讀者更須具備知識的架構；且

面對網路訊息的無限量，更需懂得擷取知識的方法。廣泛閱讀搜尋，資訊包羅萬象，是真是

假，使用者都需學會自行界定及抉擇。 

 

肆、數位化電子書的來臨 

隨著網路發達，閱讀的面貌也改變了，或將如科幻小說《古騰堡輓歌》中所述的印刷死

亡、無紙化時代來臨，即將開展全新的閱讀世界。人們傾向於直接在網路上擷取新知識，而

電子書的應用尤其是這一波資訊革命的最佳典範。資訊業者紛紛相繼推出更新穎、功能性更

強的閱讀器，並樂觀的期待人們的讀本從化時代的「紙本」進展到新科技「電子書」。 

電子書多半具有全文檢索或索引的功能，可把握幾個關鍵詞，輕鬆找到書中的重點；電

子書可像紙本書將書業者起做記號一般，提供書簽和註記的功能，另外還可依閱讀平台的不

同，而各種個人化設定；電子書內容皆為數位化，更新及修改極為迅速，可隨時提供最新版

的資訊與相關訊息；可結合音樂、視訊，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使圖書不再只是平面紙張的

閱讀，而有更多的感官體驗，甚至視娛樂的效果；電子書可將原本厚重的紙本書內容儲存在

小小的記憶體中，即便是動輒十册的百科全書都可以做到隨身攜帶與隨時閱讀。他能透過內

容的超連接，不斷地讓讀者進一步去發掘更詳細的資料。也就是說能夠將圖書內容做加值化

與知識串連的應用。 

電子書雖具備上述傳統紙本書所欠缺的優點，但仍存在一些限制。電子書需要搭配閱讀

裝置，這些裝備依賴先進的科技產品，而科技產品的技術變化極快，產品易過時，且使用時

必須設定密碼及下載等程序並不向傳統圖書可以直接翻閱。費用即耗費能源較高，造成讀者

及圖書館的負擔；使用權限的多重控制問題、軟體和硬體的相容性的問題；螢幕上的顯示並

不適合人類長期閱讀使用，甚至有人認為將文字數位化，顯現在螢幕上，就失去了「讀書」

的味道與氣氛。 

因此，雖然許多書籍的數位檔案早就已經充斥在網路上面，但是還是有不少人喜歡到書

店去，觸摸著紙本的書本，感受著週遭的氣息。相較起來，盯著冷冰冰的液晶螢幕來讀書，

似乎就是少了點書卷味。 



書像是咖啡，資訊科技像是奶精，雖然奶精可以提升咖啡口感，但也只是輔助品，不能

取代咖啡。 

 

伍、員林高中推動閱讀教育概況 

本校為提倡全校閱讀風氣，培養學生養成閱讀習慣，提升學生閱讀及寫作能力，強化終

身學習基本能力，引導學生認識圖書館不同類型書籍及媒體資源管藏，營造優雅閱讀空間提

升學生到館動機，鼓勵學生充分利用圖書資源，提供不同類型知性與娛樂期刊雜誌，增進學

生多元視野及閱讀樂趣，提供各項語言學習資源，協助學生自我提升與能力，透過多元類型

媒體播放，涵養學生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藝術素養，有一系列的活動企劃： 

 

一、舉辦大型優良圖書展 

配合校慶活動與貞德圖書合作規劃大行校園優良書展。與博客來三魚網申請「獨立

新時代」校園巡迴書展，蒐集青少年是讀的『二十一世紀關鍵能力推薦 100』及『青少

年分類暢銷排行 100』書單，並結合『大學 18 學群課外獨閱讀書單』，從三套書單中精選

約 350~400 本書的主題樣輸書展。並委請各科老師安排任課班級參觀及導覽介紹。 

 

二、舉辦館內主題書展 

定期辦理新購書展、名家書展、館內珍藏圖書書展，或依文學派別、風格、體裁，或依

學習領域，或依特定主題，辦理各項主題書展，並配合該次書展舉辦徵文比賽或各項鼓勵閱

讀措施，並擇優發給圖書禮劵或獎狀予以鼓勵。 

 

三、辦理班級讀書會及心得寫作 

由圖書館於學期初排定並公告該學期閱讀書單，由全校高一、二各班圖書股長攜帶該班

全部同學閱讀證至圖書館借領書，每班兩種書目，每種書目數量約 20-25 本，班級內可交換

閱讀。藉閱班級讀書會書籍不佔用個人原有可藉書本數。期末配合班集會活動進行班及讀書

會討論及個人閱讀心得寫作，該心得寫作列入一次國文寫作作業。圖書館將在學期末檢視各

班推動之情形，評選出優良班級前三名及各班前 3 名優秀同學作品，給予嘉獎一次及獎狀。

未繳交之同學罰以愛校服務乙次。 

 

四、辦理跨校網讀及小論文投稿 

配合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暨網路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實施計劃，每學期各一次。由各

科老師安排寒假作業及暑假作業指導鼓勵學生投稿。小論文：(1)第一學期：9 月 1 日起至 11

月 15 日中午 12 時止。(2)第二學期：2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中午 12 時止。網路讀書心得寫作：

(1)第一學期：9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中午 12 時止。本校投稿上限小論文 51 篇、網路讀書心

得寫作 102 偏。未免截止日當天網路塞車、電腦當機等不可抗力因素錯誤報名資格，並方便

校內先行檢核，將部定上傳截止前 5 日訂位本校上傳截止日。 

 

五、辦理學術講座 

針對高中生所應具備各種關鍵能力，每學期辦理數次學術講座，邀請各領域學者專家蒞

校演講，並協助各處室學科及正新基金會辦理各項研習講座活動。參加同學透過書寫聽講心



得發給研習證明與以鼓勵。 

 

六、辦理性別及生命教育影展及各項常態影展 

挑選動同學有教育意義及啟發性之影片，每年舉辦一次大型性別及生命教育影展，並配

合書寫觀看心得發給研習證明。圖書館每個月均安排各項主題影展播放清單，每天於期刊室

中午及放學後播映。影展主題包括科學的足跡、公視紀錄片、名家演講、公播版生命教育及

性別教育影片、兩岸 90 後系列等，期望以不同主題、不同型式、不同學習領域的媒體資源，

帶給同學多元觀點及跨領域、跨學科的整合能力。並配合每個月播放主題舉辦觀看心得寫作

比賽或各項鼓勵閱讀措施，並擇優發給圖書禮劵或獎狀予以鼓勵。 

 

七、定期購置新書及媒體資源，訂閱師生喜愛及推薦的各領域期刊雜誌 

每年編列 20 萬元預算、5 萬元影片預算、8 萬元期刊預算，9 萬元報紙預算，購置適合校

內師生閱讀的圖書、影片、期刊、報導。圖書分依年四期、影片依年兩期購置，隨時留意新

書及開卷好書、各項影展影評訊息，並接受校內師生推薦作為購書及購置影片依據。 

 

八、提供全民英檢規格教室、語言教學資源、數位學習智慧筆 

圖書館四樓有符合全民應檢市場規格之視聽媒體及設備，一樓媒體資源是有各項多國語

言學習資源，並可透過資訊室的電腦耳機麥克風及虛擬光碟使用。一樓刊期室有旅日校有捐

贈的數位學習智慧筆及搭配的語言學習環境。 

 

以上活動，透過學校網站及圖書館專區進行相關活動消息的公告及連結宣傳；配合書展、

影展、學術講座、製作海報、羅馬旗以及 DM 等活動文宣，於校園及書展場地外圍進行懸掛；

每個月定期發行圖書管管訓及期刊室主題影展播放節目表，將圖書館各項活動資訊透過實體

媒介宣傳告知。 

 

陸、推動閱讀運動的方向與建言 

加拿大曾發表一個長達四年的縱貫研究，發現閱讀素養等級高的學生繼續就學比例是閱

讀能力等級低的學生的 17 被，顯示閱讀素養和未來的教育成就的高相關性。另依研究報導：

閱讀能力素養低的公民，有依賴國家公共福利就住的傾向，有較易涉入犯罪行為的事實。當

國民的閱讀能力貧乏，國家資源隨之衰退，國家也相對的難以達成社會、政治或經濟目標。

總之，閱讀能力攸關國力，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茲提出數點閱讀教育推動的方向與淺見： 

  (一)提供充實的閱讀設備 

政府協助學校及鄉鎮圖書館建構電腦軟體硬體及教育網路，圖書館根據學生程度介紹圖

書館運作、資源利用方式。 

  (二)營造優雅閱讀環境 

塑造書香學習空間，將能激發學生或民眾接觸圖書以及享受閱讀之動機。 

  (三)便利取書管道 

學校圖書館能設法使學生透過網路了解學校藏書並預借書籍，隨後運用短暫下課時間取

書；鄉間或偏遠地區加強流動圖書館設施，如此，應可縮短民眾與書本的距離，提升閱讀文



化。 

  (四)融入學校課程 

學校各科教師讓閱讀與課程作密切結合，作單元設計，安排課外閱讀的延伸教材，並納

入教育的評量，甚至未升學考試考題延伸範圍的参酌，皆可能增進學生閱讀學習的意願與效

率。 

  (五)善用寒暑假 

可將寒暑假當作推廣閱讀風氣的黃金時間，配合社會關注議題或青少年熱愛的事項，透

過網路提供各種假日閱讀的書目、指南和有趣的親子活動，鼓勵民眾及學生線上討論、分享

閱讀心得，使閱讀成為寒暑假的全民運動。 

  (六)專業閱讀引導 

政府可結合學界、教育界、圖書館界與出版界成立閱讀指導委員會，設計閱讀引導活動，

並提供豐富資源。每年擬定不同閱讀主題，準備該主題之閱讀清單，包含圖書、影音資料、

繪本等，鼓勵學生及一般民眾閱讀。 

  (七)融入民眾生活 

把閱讀的習慣融入日常生活，例如設立文學步道、登山步道巧妙佈設名言佳句或有趣的

台灣俗諺、地方風土文物介紹、對環境做有趣的科學探索等，讓民眾愉悅的休閒中也享受到

閱讀的趣味。 

  (八)舉辦各項閱讀推廣活動 

如好書朗讀比賽、說故事活動、電視台閱讀競賽節目、閱讀心得分享、好書交換、閱讀

護照、寫作競賽等，藉活動切磋閱讀的熱情。 

  (九)廣募閱讀志工 

小學或社區有愛心說故事志工，引導孩童閱讀；中學以上，則可藉由圖書志工協助學生

及民眾便利取書或推動讀書會；或對弱勢者個別施教。藉志工的力量，彌補人力的不足，關

照呵護閱讀的種子逐漸茁壯。 

  (十)獎勵編輯或創作優質新閱讀文本 

因應時代變動，政府設法激勵圖書文創產業，讓我們的書店及網路充斥的是優良健康合

乎時潮的圖書，而不是色腥的資訊,，以滿足愛好閱讀者的需求。 

整體而言，閱讀教育計畫推動可透過政府帶動全球對閱讀的重視，提供資源塑造閱讀環

境，以及以學校民間團體及圖書館為首，推廣閱讀樂趣與價值，從根本培養民眾閱讀習慣。

確實推動終身教育政策，整合社會資源，鼓勵民眾閱讀學習以達終身教育目的。 

 

柒、結語 

時代不斷變遷，文盲的定義也在改變，當今全球掃盲的目標，從早期不識字的「文盲」

和「功能性文盲」，逐漸發展到經由閱讀和教育，幫助人們改善健康及生活；未來更將透過閱

讀，建立公民的思考能力及自信。唯有養成閱讀習慣，學習新知，才能避免自己成為現代文

盲。不只於此，現代人如果不把握機會接觸新的知識，甚至有被職場淘汰的可能。近年來，

歐洲各國積極推動閱讀，他們透過閱讀不同國家的作品，了解不同背景人民的生活方式，甚

至於促進歐洲的整合。閱讀活動是世界性的風潮，歐盟決議，全世界要達到和平，並提升生

活境界，只有透過閱讀。 

閱讀不能改變人生的長度，但可以改變人生的寬度；閱讀不能改變人生的起點，但可以



改變人生的終點。文學大師余秋雨曾說：「生命的質量需要鍛練鑄造，閱讀正式重要的一環。」

21 世紀是「知識世紀」，有沒有能力活用知識、能不能發揮創造力，將決定一個人是不是具

備競爭力，而這些能力的培養，都必須從閱讀開始，且讓閱讀教育真正落實於校園，生根於

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