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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懷疑、嘗試到看見初步成果1 

 

陳德懷、柯華葳、辜玉旻、何淑華、許瓅方、黃瓊慧、官佳瑩 

中央大學 

 
 
2012 年 9 月，桃園縣、新北市共 19 所中小學老師到中大修習「明日閱讀」的課

程；2013 年 2 月，增加更多的老師參與培訓課程。每學期中，我都會請老師們

寫篇關於學習與推動 MSSR 的心得報告。原本只希望寫半頁 A4 紙就好，結果許

多老師寫的不只如此。 

 

我教書許多年，從來沒有被學生的作業這麼感動過。收到作業的那幾天很忙，我

帶著淑華助教印給我的期中報告，找時間看、再看、再重看。在閱讀報告的過程

中，我發覺許多人因 MSSR 的實施，重新喚起了他們學與教的熱情！我在想，

為什麼他們能寫得這麼好？這一定是反映了他們真實的感受――學習中、討論中、

嘗試實施中，所讀到、所聽到、所看到的感受――才會寫得這麼好。有些老師對

MSSR 從懷疑、嘗試到看見初步成果，一步步走過來都有一段心路歷程，看到老

師的分享，我就知道這段探索過程並沒有這麼簡單。 

 

本文我向大家分享部份老師們的報告，從這些報告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推動閱

讀的熱忱，也讓我們看見老師與學生共同展現教學相長的感動。 

 

 

我不愛「閱讀」，但我開始「悅讀」！ 

自立國小 楊燕秋老師 

說來慚愧，擔任教職已邁入第八年，談起閱讀我們都知道比什麼都重要！但一說

到要讓孩子閱讀，我們總說有聯絡簿要抄、有班級問題要處理、有學生行為要矯

正、有作業要催收、還有一大堆的回條與費用……，太多太多的雜務成為我們逃

避的藉口，太多太多的事物蒙蔽我們單純的心靈，原來我們一再強調的閱讀，不

過都只是應付了事罷了！ 

 

當我一頭霧水的踏入中央大學時，我才發現自己的世界是如此渺小。初次的見面

與分享中，我聽到原來許多夥伴早已投入 MSSR 活動多年，在大家神采奕奕的

分享下，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的我對於 MSSR 一詞既陌生又恐懼。……但，所

                                                 
1本篇文章多人合寫。為了親切，由陳德懷以第一人稱方式描述。另外感謝余佩芳、王秀蘭協助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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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一兩次的課程討論後，我便與班上孩子們討論是

否想要擁有一段自由閱讀的時間？孩子們乍聽之下，先是張口結舌的問：「真的

只要看書就好了嗎？」「不用寫學習單嗎？」「那要寫閱讀紀錄卡嗎？」你一言我

一語的，經過再三確認後，孩子們這才欣喜若狂的高聲歡呼，我想答案已經浮現。

初次嘗試，我原以為對於從未有持續閱讀經驗的二年級孩子而言，能夠安靜閱讀

五分鐘就算不錯了。沒想到在第一次實驗中，孩子們竟不自覺地投入了十分鐘之

久，其中當然有兩三位孩子不時用眼睛四處偷瞄，但是看見他人專注閱讀的神情，

以及安靜無聲的教室，他們也只好埋首書中了！經過一週的挑戰後，我便開始對

於閱讀環境所帶來的力量感到深信不疑。 

 

於是，經由全班再次共同討論後，我們決定利用每日的導師時間好好享受「悅」

讀！一開始，仍有部分孩子被慣性的班級步伐所牽扯――急著抄寫聯絡簿，忙於

繳交功課。但當我一再重申「沒有任何事情比閱讀來得更重要！」後，孩子們也

開始進入狀況，漸漸習慣於每日二十分鐘的閱讀。而我也從孩子的言談中感受到

他們的改變： 

「老師，今天早上要升旗，那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閱讀？」 

「老師，我今天看的泡泡龍好好笑，牠只要一生氣就會冒泡泡耶！」 

「老師，我想把這本書帶回家看完，可以嗎？」 

 

許多過去未曾有過的對話，逐一浮現，讓我不禁會心一笑――原來閱讀的魔力正

悄悄蔓延！ 

 

在參與完中大舉辦的觀課活動後，我又與班上的孩子們分享在中平國小觀課的心

得與照片，孩子們看見人手一台電腦的照片個個露出羨慕的眼神，尤其看到「明

日書店」的相關照片後，更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大顯身手一番！為了避免因遊戲而

模糊我們投入閱讀的焦點，我還是請孩子們仔細看看中平國小的二年級小朋友都

讀些什麼書。突然有個孩子像是發現新大陸般大喊：「老師，他們手中的書都好

厚喔！」由於班上平時僅有兩三位同學偏愛閱讀橋梁書，這樣的情況對他們而言

是相當罕見的！ 

 

在接連的幾天中，我開始請閱讀橋梁書的同學們進行口頭分享，由於橋梁書的內

容較多，分享時也僅能大略介紹，但不少孩子也因為同學的片段介紹或是書名的

魅力而開始嘗試閱讀。沒想到幾次分享下來，班上竟有一半的孩子都開始嘗試閱

讀橋梁書，就連一開始讓我頭疼愛看漫畫的小男生也換了不同的閱讀胃口，原來

分享真的是最佳的引導啊！ 

 

坦白來說，自己原本並非一位熱愛閱讀者。由於自己的閱讀速度緩慢，自身接觸

過的書籍實在是少之又少。但在一次又一次的閱讀研討後，讓我毅然決然地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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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邊雜事，開始陪伴孩子們閱讀，享受閱讀的樂趣。……與其說孩子們在我的帶

領下有了多少的改變，倒不如說自身在投入活動後有了什麼樣的不同！在陪伴孩

子們閱讀的日子裡，我開始有了每日閱讀的習慣，我開始好奇孩子們都在看些什

麼書。最重要的是，我就像隻變色龍開始躲在孩子之中，與他們共讀、與他們對

話，與他們同歡笑、與他們同氣憤，因為書本讓我們彼此的距離更為貼近了！但

我始終相信，閱讀所帶來的改變應該不止這些，因為改變仍在持續發酵中……。 

 

 

以身作則的力量 

六和國中  黃凱淋老師 

閱讀，本就具有沉澱人心靈的力量，不過，我還未參加這個計畫之前，總單純以

為所謂因「閱讀」而產生的改變，主要是因為來自閱讀者本身的喜愛才產生的改

變，是自己由內而外自發性的變化。但參加這個計畫以後，我才深深了解到，原

來閱讀除了可以是因閱讀而產生改變，更可以由「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讓喜

歡閱讀以及不喜歡閱讀的人都能深受閱讀的影響而產生改變，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原來 MSSR 對人的影響那麼大，竟可以讓這麼多人享有如此不同的轉變……。 

 

我發現 MSSR 是一個「由上而下」且「全面」的閱讀計畫，因為 MSSR 為了要

徹底執行「閱讀」，它掌握到「要讓孩子受到閱讀的影響，就要讓推行計畫的老

師也有所改變」，老師不能只有口頭上「叫」孩子閱讀，老師自己本身也要像孩

子一樣放下雜事，以身作則地「專心」閱讀，更要讓大家一起沉浸於寧靜的閱讀

氛圍中，透過「自由」選書且讀一讀不喜歡還可以「換書」的零限制，讓孩子可

因書是「自己」選的而持續去讀，讓孩子習慣一點一滴地在寧靜的氛圍中「習慣」

閱讀這件事，持續一段時間後，因有了喜好的內容而引發興趣，進而主動且享受

閱讀這件事！ 

 

 

做，就對了！ 

平鎮國中  林宗義老師 

我是一個老師，人們口中的知識份子，可是我不常讀書，甚至有好長一段時間完

全沒有讀書；當然我總是教導學生讀書，但我卻是與書本保持著適當距離的宣導

者；我極度認同讀書能帶來開闊視野、刺激思考、提升創意等等的益處，然而我

仍舊不讀書，造成這般困窘處境的原因是我沒有時間，我知道這是一個多麼冠冕

堂皇卻又糟糕的理由，但情形就是一直持續著。我想讀書，但我卻沒有讀書，直

到那一天，加入明日學校課程的那一天為止，一切似乎有了轉機。 

 

我開始接觸書本，開始閱讀，就是所謂的自由閱讀。最初是為了教室裡的學生，

為了能以身作則，為了說服學生閱讀的重要性，為了讓自己也有閱讀的機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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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迷失在閱讀領域的機會，令我訝異的是閱讀似乎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自由閱讀計畫的執行之初，我有了能夠好好閱讀的收穫，然而我的收穫不因我能

夠閱讀而停止，我掌握到更多能讓學生延續閱讀的重要元素，當然執行的過程不

會那麼順遂，除了外在的阻力之外，還包括我的質疑與迷惑，就像大部分老師會

遇到的那般，雖然一次次的經驗分享，激盪出更多更堅定的信念，卻也冒出了更

多的困惑與搖擺不定，慶幸的是直到目前為止，我仍能保有不被其他外務打擾的

班級閱讀時間，即使我的內心依舊擺盪不定。 

 

我想，認定自己信念不夠堅定的原因，是自己仍免不了在意眼前的成就，也就是

學生的課業成績和自己的工作表現，還有能讓自由閱讀完整而成功的要素，我似

乎執行的不夠徹底。在這樣反反覆覆的狀態下，我也找出了自己緊握不放的幾個

想法：「閱讀的好處無庸置疑」、「閱讀的推廣不容易卻也是相對容易的」、「比方

法更重要的就是相信」、「我想要閱讀，但不希望自己只是想」，於是我將繼續前

進，在持續閱讀的這條夢想道路上，也許我會遇到更多困惑，也許我會得到更多

意想不到的收穫，無論如何我知道「做，就對了！」。 

 

 

規定共書或自由選書？ 

六和國中  林彣璇老師 

記得第一次去上課時，心想：天呀！我跳錯坑了，這聽起來工程很龐大耶！但隨

著一堂堂課的接觸，感覺從接受到歡喜。接受了 MSSR 的概念與想法，心中雖

仍有存疑，但欣喜的是改變了我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以前的我非常積極的推動閱

讀，並不斷的希望學校能添購多一些共同書籍，讓孩子不間斷的看班級共同借回

來的書。看到一次次借與還的工作，我自己感到欣慰，但學生有沒有得到收穫似

乎不是我想探索的問題。 

 

第二堂上課時，我大膽的向教授提出了購買共書的概念時，教授給我一句當頭棒

喝的話，他說：「你正用 50 本共書扼殺 50 位同學的閱讀興趣！」他後面的理論

當下我是半信半疑的，心想：會嗎？我要求他們念，當然要共書才能激發同儕討

論的興趣呀！但隨著班上即將開始推出 MSSR，首先我先要求同學去圖書館找兩

本自己喜歡的書，並在指定的時間點安靜的坐下來進行閱讀，經過三分鐘的要求

與規定後，同學們都能做到靜下心來看自己的書，並且出乎意料的是他們非常的

專注，且書的厚度一本比一本還要厚，當節下課更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現象，我

喊：「下課了！」竟然有三分之二的同學仍坐在教室裡安靜的閱讀。頓時之間，

我的存疑消失了，教授是對的！這效果與推共書時被強迫的感受是不同的，這樣

的作法才能激發他們的閱讀興趣。他們真的開啟了閱讀的啟動器，班上從來不上

圖書館的同學現在已漸漸的迷上了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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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的支持 

大成國小 顧惠婷老師 

剛開始在班上推行 MSSR，因為班級圖書角的書籍，學生在五年級時大多已經讀

過了，於是請孩子們先借閱學校圖書館的書，這時經過調查才發現班上 28 位學

生，其中有 18 位的借書證已遺失或損毀，我猜想他們沒有補辦的原因，可能因

為習慣閱讀老師統一去借回來的班級圖書，而且高年級的教室在後棟大樓的四樓，

如果利用下課時間要去圖書館借還書，時間上實在很緊迫。我向校方反應了這樣

的困境，學校很明快的做了決定，為孩子們統一、免費補辦借書證，校方支持的

力量孩子們充分的感受到了，受到鼓勵，班上孩子們很樂於利用第二節下課 15

分鐘的休息時間，至圖書館借還書。這次事件也讓我更加明白建立「班級書庫」

的重要性，書籍取得的便利勢必讓閱讀習慣的建立及閱讀風氣的培養變得更容

易！ 

 

由於本校作息安排，中、高年級學生星期二、三、四都要升旗，而老師是星期一、

三、五要開晨會，孩子們如果要利用晨間時間閱讀，在時間上有一些困難，不過

這個問題很快的解決了，學校特許本班學生因推行 MSSR 可以不參加升旗活動，

而教師開晨會的時間，我會請班長坐到前方講台的位置，帶著班上同學們閱讀。

還記得第一次推行時，整間教室靜悄悄的，平常愛講話的學生，這時也安靜的專

注於閱讀活動，這是我始料未及的，孩子們毫無困難的進入狀況，我想這是單純

專心在一件事情上的結果，因為沒有閱讀心得的壓力和干擾，也沒有規定讀同一

本書的要求，孩子們樂在其中。 

 

有一次班上進行 MSSR 時，校長剛好巡視校園經過，校長手拿著一本書坐在教

室後面的椅子，不發一語的跟著閱讀，當 30 分鐘過後，活動結束時校長才到講

台前和學生們勉勵幾句，表達他的認同和支持，孩子們因著學校對此活動的重視

及正向的鼓勵，也更積極的投入，這是否就是組織心理學所說的「霍桑效應」呢？ 

MSSR 的推行至今已有 2 個月以上，孩子們已經習慣這樣的方式，時間到了便坐

到座位上享受這安靜閱讀的時光。 

 

我喜歡 MSSR，也樂意持續這個模式，我相信假以時日，孩子們能養成良好的閱

讀習慣。時時學習、事事學習、處處學習，擁有終身學習的良好態度，是我的初

衷！ 

 

 

最好的獎勵是閱讀帶來的樂趣 

中平國小 葉春蘭老師 

我一開學教小朋友做 MSSR 時，就告訴他們：「升上一年級與幼稚園很不一樣，

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閱讀』，老師雖然很忙，但是會跟大家一起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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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想告訴他們閱讀的重要性。 

 

一開始做 MSSR 時，我先讀小朋友的書，一方面想了解童書的內容，一方面也

想引起他們的興趣。之前我讓小朋友做閱讀時，就讓他們自己讀書，不太知道書

的內容，但因為 MSSR 要以身作則，因此讀了一些我以前都沒讀過的童書。我

也會以朗讀書籍作為獎勵和引導，一開始為孩子朗讀，是讀我當天看的童書，後

來就讓孩子提議要讀哪本書，孩子們都會很踴躍地舉手要我讀他們推薦的書，但

是限於時間沒辦法讀很多，也不一定每天都有讀。 

 

另外，為了了解和鼓勵小朋友閱讀，我會離開座位走到他們身邊，要小朋友讀給

我聽，我想了解他們的拼音能力和閱讀的流暢度，聽完後隨即給予鼓勵。過一段

時間後我又會再聽一次，當然我會說比上次更棒了，一段時間後，發現他們進步

了。 

 

前幾天饒家鳳老師跟我聊天時，說到今年帶一年級進行 MSSR 的狀況；家鳳和

我一樣都是中平第一屆明日教師，她說經過兩年做 MSSR 的經驗後，今年重新

帶一年級閱讀時，她什麼都沒有做，就坐在前面閱讀，發現小朋友也可以進入狀

況。當然，那位同事說，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班今年資質比較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心得是：引導和獎勵只是一個過程，最好的獎勵就是閱讀所帶來的樂

趣，讓孩子持續閱讀，小朋友習慣成自然，自然而然就會「悅讀」，喜歡讀書。

我的班級在一下之後朗讀次數變得很少，因為小朋友已經很習慣坐在那邊讀書了。

沒有獎卡、沒有朗讀讀不讀？讀！ 

 

我們學校每星期二早上有朝會，所以那天早自習沒辦法進行 MSSR，我就會利用

星期二下午午休後的第一節課讓孩子閱讀。有一次因為要趕課，所以我那天早上

就先預告小朋友下午午休後暫停一次閱讀；可是下午午休後，居然接二連三的小

朋友來詢問「老師，不是要閱讀嗎？」於是我馬上決定仍舊作 MSSR，我就說：

「好吧，那就閱讀吧！」全班一聽到要閱讀，就「耶！」的歡呼。他們的反應讓

我驚訝，我沒想到他們會有如此的反應，我本來以為小朋友是被我規定了而閱讀，

沒想到他們會自己想要閱讀，我不敢說他們是真的喜歡閱讀了，應該是他們已經

習慣了那個時間要閱讀，習慣成自然，不讀反而覺得奇怪了。 

 

學生閱讀不需要寫讀書報告寫心得，老師也沒有批改的負擔，對我們來說是很簡

單的。但是要老師放下手邊的工作，坐下來陪著學生讀書這項觀念，每個老師也

有一些心路歷程，其實還是聽得到同事的一些抱怨或困擾，例如：「人雖然坐在

那裡讀書，心裡卻惦記著還有好多簿子沒改呢！」「一下課趕快就忙著改作業，

連上廁所都沒時間去。」「有些學生根本坐不住，沒多久就想開始講話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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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罵人……」，這些與以往教學經驗不同的做法，的確是讓我們有一些小小的不

適應，但是說歸說，基本上仍是遵循著「身教式」的做法，但是有些老師也依據

自己的情形做了一些小調整，例如：「先把比較急的，當天必須發回的作業先改，

其他的等有空一些再改。」「不用同一本簿子連著當回家作業。」「學生還沒把書

借好就定位讀之前，給他們一些緩衝時間，也可以有多一點時間多改幾本簿子。」

「把坐不住的小朋友叫到老師旁邊坐著讀。」有經驗的老師當然也是很聰明的，

會依據實際的狀況調整，既能做到身教式的模範，也能兼顧到自己的需求。 

 

一段時間之後，我們也聽到了一些老師很正面的回應，例如：「看了好多篇論

文……」「好久沒好好的讀完一本書了。」「那本書滿好看的，我看到流眼淚，又

怕學生看到……。」因此在陪伴學生閱讀的同時，老師也真正的「空下來」，讀

了一些自以為「沒有空讀的書」，多讀了許多本好書呢！ 

 

 

閱讀「殺手」的悔恨 

大崙國小 黃麗禎老師 

愛閱讀的孩子博學多聞，學習總能舉一反三。所以從閱讀培養學習力，成為學校

老師們長久以來不遺餘力努力的目標。舉凡寫閱讀心得寫作、閱讀分享單、全班

共讀讀書會……，林林總總的閱讀教學活動，甚至搭配閱讀的獎勵制度，在校園

中總是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結果呢？國際評比的結果，正好就是一記當頭棒喝！ 

 

近兩年，大崙開始推行 MSSR，為此取消晨間打掃，而且只要孩子閱讀，強調沒

有作業，不必紙筆記錄，想當然大家都舉雙手雙腳贊成！但是，要我們這些習慣

於一早就進入戰鬥狀態的老師們，忽視成堆的作業、擱下待處理的事項，很掙扎！

但是，校長用溫柔但堅定的態度，透過頻繁的校園巡視，以及不斷的購書行動，

讓原本觀望、遲疑、放不下的我們，漸漸願意有所改變，和孩子們共享那二十分

鐘的寧靜閱讀時光。 

 

一開始，我常要提醒孩子：「快把課外書拿出來看」；現在，我常得說：「不好意

思，閱讀時間結束了，我們要……」。每天，放下那短短的二十分鐘，就能成就

孩子們對閱讀的喜愛，這麼輕鬆簡單的方式，我竟然花二十年的時間才有機會領

悟，而多年來，自己一直努力在做的，居然是成為孩子們閱讀興趣的「殺手」！

想到這裡，一時不禁冷汗直冒……。 

 

我不知道這些現在看起來愛閱讀的孩子們，是不是都能成為學習高手，但是我知

道在這些時光裡，他們享受閱讀，他們有機會去打開更多看見世界的窗。有著對

閱讀美好經驗的這些孩子們，多年之後，應該不會成為一年讀不到兩本書的台灣

大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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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區域」的魔力 

大埔國小 郭淑梅老師 

晴朗的早晨，朝氣蓬勃的操場上正在訓練獨輪車。鐘聲一響，練習時間結束，

原本還活潑好動的六年級學生，馬上歸還獨輪車，一回到教室，立刻安靜下來，

繼續看著昨日尚未讀完的課外書籍。如果是在上學期初剛開始進行 MSSR 時，

看到這樣動靜皆宜、轉換迅速的孩子們，我一定會讚嘆不已，然而自上學期至今，

持續在班上推行 MSSR，這樣的情景已經變成班上每天早晨的常態。 

    每天早上，整個校園彷彿無人之境，你可以聽到風吹過樹梢的輕微聲響，若

是輕輕的經過走廊，側耳傾聽，你還可以聽到孩子們翻動書頁的聲音，也可以看

到每個孩子臉上的表情，或皺眉、或微笑，是的，班上的孩子們正跟著波西傑克

森一起尋找宙斯的閃電火，或是跟著最新一期的〈未來少年〉遊覽各地，也可能

是回到忽必烈的時代去見識元朝版圖的遼闊……。我想，這就是「閱讀區域」的

魔力。 

    其實早在兩、三年前，全校就已經開始推動晨間閱讀，每天早晨二十分鐘的

時間，但是孩子們總是要在老師的三令五申之下，才能就定位打開書，乖巧的孩

子可以靜下來專心看書，但是有些較好動的孩子總是會看著窗外發呆或是偷看同

學，而正在處理班上雜務的我就必須再度停下手邊的工作，提醒孩子該回到書本

上。這樣的情況，在我開始實施 MSSR 之後，有了奇妙的轉變，沒想到，差別

僅僅在於老師是否有坐在教室前面和孩子一起享受閱讀！ 

    這學期開始參加明日閱讀的學分班，讓原本僅經由同事的經驗分享及校長的

要求之下而開始進行 MSSR 的我，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我開始讓孩子們自由

的選書，也利用時間和孩子一對一的聊書，這兩項改變，讓孩子們更愛看書、更

容易進入「閱讀區域」。一向大力支持閱讀的校長，今天在教師晨會上宣布，學

校有一筆經費可以讓各班級添購班級圖書，當下我便有了讓孩子自己推薦好書、

買書的想法，回到班上宣布這個好消息之後，孩子們都好心動！下課時間，心急

的孩子們已經打開自己的平板電腦，到博客來去尋找自己想要看的書，把書籍圖

片、網址及推薦理由，貼在我們的班網上，甚至有三、四個孩子約好，一個人推

薦一本《波西傑克森續集――混血營的英雄》，想要把整套書買完。看著他們小

心翼翼的確定自己想買的書沒有和學校圖書館裡的書重覆，還認真的計算怎麼買

可以拿到最多的折扣，因為這樣就可以買更多本書，熱烈的討論情況，讓我既感

動又開心！ 

 

 

開始懂得享受閱讀 

大崙國中 郭淑女老師 

一直以來，我都深信閱讀對孩子的成長有巨大的影響，也因此我為我的孩子和學

生買了很多書，擺放在家裡、學校。在家裡，我多少有陪著孩子們閱讀，他們也

喜歡閱讀，甚而在當中找到未來努力的方向；至於學生，我只有境教，卻沒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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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因此看不到成效；然而我還是堅信「閱讀」是有神奇力量的，因此我一直在

尋找如何有效引導閱讀的方法。這當中，我還陸陸續續參與了「專書閱讀」、「讀

報教育」等等，直到我遇到了「MSSR」，我知道我終於可以停止尋訪「引導閱

讀方法」的旅程了。 

 

「MSSR」的培訓讓我懂得掌握原則――堅定、持恆、塑造氛圍。日復一日，學

生越來越能進入狀態，開始懂得享受閱讀，達到真正的「悅」讀。目前 89%學生

的反應頗佳，認為閱讀可以增強專注力、讓自己放鬆、進入靜定狀態，並能擴展

知識領域，因此都挺享受這段閱讀時間，甚至還有幾位學生認為時間太短，應該

延長為 20 分鐘以上（目前約進行 10 至 15 分鐘）。 

 

第一個月實施時，仍會因平常考試的安排而緊縮閱讀時間，只能在一、三、五早

修時進行；第二個月實施時，在更堅定的信念之下，我們開始天天閱讀。至於書

籍來源，起始主要以圖書館提供的「每月一書」及我的藏書為主。接著，我在親

師座談日向家長們宣導，進而募書、募款，獲得出席家長們的熱烈回響。陸續募

得 315 本書及購書基金 8300 多元。 

  

看著學生們專注閱讀的神情，耳邊流淌著放鬆的柔美音樂，連我都覺得很享受，

也覺得樂在其中。感謝中大團隊的努力，以及走在前面的老師們的示範，讓我們

一起給孩子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閱讀 V.S. 興趣 

平興國中 趙縉君老師 

在還未正式到中大上課前，曾對 MSSR 的閱讀方式感到困惑：難道這樣就好了

嗎？學生真的會乖乖閱讀嗎？應該會有很多人趴著睡覺吧？這些疑問在我腦海

中盤旋不去。身為教師的我，確實知道閱讀的重要性，自己也算是愛看書的人，

雖然也想讓學生們體會閱讀的樂趣，但總覺得自己在校內舉辦的閱讀相關活動，

像是新書書展、讀報教育、寫作比賽、論語教育、手工書競賽和領域書展，對於

學生的吸引力如隔靴搔癢，效用不大，似乎並不能讓那些不喜歡閱讀的學生試著

拿起書本。 

 

直到這學期毛遂自薦參加了「明日閱讀」課程，才明白我所進行的活動為何無法

讓所有學生參與其中。因為那不是他們感興趣的（讀報教育還要寫心得，好煩

喔！），因為缺乏適當引導（只辦了書展，卻缺乏能吸引學生的書摘，也難怪這

些書會乏人問津！），因為覺得和自己距離遙遠缺乏連結（雖然我們認為論語很

好，但學生往往認為「論語」是老掉牙的東西，卻不知古人的智慧是不會退潮流

的，要吸引學生，還要再想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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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學生養成閱讀的興趣，就要讓學生閱讀自己感興趣的材料；有興趣才會接觸，

有接觸才能養成習慣。也不需過早擔心學生閱讀偏食的情況，因為閱讀是會自動

升級的，當閱讀習慣養成後，自然而然會去接觸別的書籍。若再加上教師的適當

引導（吸引學生的書摘）、同學們之間的閱讀分享（看到好書自然會想要分享，

這是本性，就如同吃到美味的食物也會向別人推薦一樣），閱讀偏食的情況應該

會更早消失。 

 

 

為愛朗讀 

文化國小  黃惠麟老師 

自從得知 MSSR 的訊息後，我便迫不及待的開始在班級裡施行 MSSR，此與之前

我在班級裡常跟孩子講的「寧靜閱讀」之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我參與其中。這

段與學生共享 MSSR 的時光裡，我讀了許多繪本，每讀完一本書，我都會以非

常輕鬆的口吻跟孩子們說說我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或讀完的感覺，希望藉由簡單的

分享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我自以為是的認為「老師推薦」就會引起孩子們爭先恐

後的借閱風潮，但，這只是我一廂情願且狂妄自大的想望。終於，我踢到鐵板了。 

 

依稀記得初讀羅德．達爾的《女巫》當天，我就被其幽默的文筆所吸引，而且緊

接著的全校藝術導賞時間，剛好介紹《糖果屋》，所以影片一結束，見機不可失，

我便興致勃勃的跟孩子們說：「你們相信世界上有女巫嗎？如果有，是跟剛才的

畫面上一樣，戴黑帽子、披黑斗篷、騎大掃把的老太婆嗎？」我看看孩子，有少

數人點頭如搗蒜，但也聽到多數人說：「那是故事啦！」就在他們開始交頭接耳

時，我便趁勢說道：「惠麟老師剛才看了這本《女巫》，很好看，作者說其實女巫

跟我們穿的沒什麼不同，所以很難發現她們喔！我看完以後，有誰想借來看？」

本來滿心歡喜的期待他們會踴躍的舉手，結果……只有三個人舉手！哇！怎麼會

這樣？不是才剛看完以巧克力作畫來呈現《糖果屋》故事的影片，怎麼會誘發不

了他們看《女巫》的興致？ 

 

不過，這點小挫折可無法輕易的打倒我，因為利用接下來幾天的 MSSR 時間，

我看完了《女巫》，真的醉心於羅德．達爾說故事的功力，這麼棒的作品我真的

不忍獨享，所以，看完的當天，我直接朗讀其中一小段文字，我一邊朗讀，一邊

加上誇大的表情與手勢。最後，我的眼神掃射每一個張口結舌的小臉蛋，緩慢而

堅定的結束了「為愛朗讀」。孩子們在心裡發出默默的驚呼聲，以一種看不見卻

非常強烈感受得到的方式迴盪在教室。為了避免再度的浪漫誤判，這次我再鼓起

勇氣詢問孩子有誰要借閱，結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孩子舉手。 

 

這次的成功經驗大大鼓舞了我，而且很慶幸的是，「《女巫》事件」後不久，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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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一次難得的「《手斧男孩》事件」。以往在兒童節慶祝大會當天，我會坐在會

場旁的鐵椅上，埋首批改成堆的聯絡簿或是作業本，這次，我決定放自己兩小時

的假，只塞了《手斧男孩》在包包裡，每當表演節目的空檔，我就優雅的捧著書

閱讀。沒想到大會結束後，我們四年級被安排最後回教室，秉持著跟孩子們一起

「同甘苦、共患難」之精神，我一邊以毫無優雅可言的姿勢蹲著，一邊捧著書看。 

 

沒想到周圍的孩子們開始有人探頭探腦的想知道我讀什麼，我索性開始朗讀我目

視之處給他們聽，孩子們睜大眼睛望著我，當下，我們似乎跟主角布萊恩一同置

身於飛機失事的叢林之中，並且渴望著飲用水來滋潤雙唇。讀到此，我闔上書本，

問孩子們：「想看嗎？」似乎尚未從書中世界回神的他們輕輕的點點頭。啊！幸

福的吉光片羽！ 

 

為了讓孩子沉溺於閱讀，學界有不少立論與研究，但，很多時候，身為教育現場

第一線的基層教師，人微言輕的我們都迷失在「複雜才是學問」的迷思裡，被「知

識障」的迷霧所壟罩而不敢昂首闊步。如果「為愛朗讀」是一件簡單而有效的可

行性方案，我們何樂而不為？若抱持著「簡單的事持續做就不簡單」之信念，以

「為愛朗讀」的方式當作推行 MSSR 成功八大要素的主要「後續活動」，有何不

可？ 

 

 

我們都愛上閱讀了！ 

龍星國小  莊詒婷老師 

四年前，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上看到：早晨時間最適合閱讀；再加上當時我正參與

學校同事自組的讀書會，沉迷於大量的書籍。因此我想，應該要在自己班上進行

晨讀活動。第二天一到學校，我在黑板上寫下「晨讀時間，嚴禁交談」，然後拿

著一本書坐在前面，開始閱讀，並提醒學生也要這麼做。 

 

當時我帶的是高年級的學生，為了吸引他們晨讀，得先給他們輕鬆自在的環境，

所以讓他們可以一邊吃早餐，一邊閱讀。養成習慣以後，孩子也知道了：不管是

平常上課、學校舉辦園遊會或運動會，甚至是去校外教學或畢業旅行，一到學校

就要閱讀，而且絕對不能在晨讀時間寫功課、看課本或考試的科目，如果沒有閱

讀，他們就會看到一個火冒三丈的老師正惡狠很的瞪著他們。 

 

對我來說，坐在前面看書，最困難的大概就是――不能笑很大聲，也不能哭很大

聲。每次看到好笑的情節，總是要抑制自己的笑聲。但我曾經在看龍應台的《大

江大海》時，直接抱著一大包衛生紙坐在前面，一邊看書，一邊哭，一邊擦拭滿

臉的鼻涕和眼淚。唉！誰叫我是哭點、笑點都很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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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總是好奇地問很多問題： 

 

我是怎麼做到的？（就陪他們一起看書啊！） 

他們怎麼能夠這麼安靜？（他們不看書，就瞪他們啊！） 

他們怎麼可以在老師不在教室的時候，也安靜看書？（剛開始我每天早上都

要很早到校，但養成習慣以後，有時我晚一點到校，他們還是會自己看書。） 

需要規定他們看什麼書嗎？（當然不要，那會害死人耶！） 

這樣作業怎麼改得完？（這很容易，作業少出一點啊！） 

怎麼抄聯絡簿？（不用抄，每個禮拜發下一週作業單。） 

 

推動晨讀，讓我最感動的是，當我看到打掃的鐘聲響起時，有些孩子會捨不得放

下自己手中的書本，搬起椅子放在桌上後，有時還會貪婪的再拿起書，多看兩行，

才依依不捨的放下書本去掃地。 

 

一晃眼就過了四年。每一個我帶的班級，總是這麼做。孩子喜不喜歡閱讀？我不

知道；他們的成績有沒有提升？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做我覺得對他們好的事。唯

一讓我感到非常不一樣的是：自從我推動晨讀以來，學生的表現動靜分明。要他

們靜下來時，他們可以很快的就安靜；要他們活潑時，他們可以表現的非常活潑，

這是在我還沒推動晨讀時，未曾見過的。 

 

去年我第一次擔任三年級的導師，剛開始，我有點擔心在三年級推動晨讀行不行？

還是跟以前一樣，我告訴自己：「管他的，做就對了！」推動晨讀，沒有不同，

跟以前一樣，只是三年級的孩子不像高年級，那麼容易進入狀況，但我不斷提醒

自己，一個習慣的養成，至少需要 66 次的練習（這是在一次研習中聽到的）。所

以急性子的我得告訴自己，不要急，給他們時間，他們會改變的。 

 

過了一個學期，大部分的孩子都養成了晨讀的習慣。曾經有幾次，我告訴孩子，

如果你覺得無聊，你可以看書，因為閱讀可以填滿「獨處」的時間，同時又不會

覺得無聊。曾經有幾次，上課時間到了，但我比較晚進教室，走到門口，我嚇了

一大跳，以為自己走錯教室了，還左右看看確認一下，因為班上有一半以上的孩

子，自己拿書起來閱讀（有些孩子在寫作業，但還是有些孩子在發呆）。後來我

問孩子：「剛剛班長有提醒你們要看書嗎？」孩子說：「沒有啊！」（喔！太好了。

看來他們有些人已經會主動閱讀了。）曾經，我看到班上一個孩子，下課時間沒

有衝到外面去打球，而是走到教室後面，拿起書本，就站著閱讀起來了。為什麼

他會讓我特別感動呢？因為這個孩子的心情日記裡記錄的，經常是在家裡看電視，

打電腦……，顯然他在家中是沒有閱讀習慣的，但他現在卻會自己主動閱讀了。 

 

上學期末，校長在校務會議裡報告 MSSR 的訊息（咦？這好像和我推動晨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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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類似），校長會後問我有沒有興趣？我立刻點頭說：「有。」於是，就這樣開始

了班上的 MSSR。 

 

一開始知道要向家長募書的時候，我真是擔心極了。因為我的班級有 7 個新住民

子女、5 個孩子申請補助學費。不過我和同事商量，無論如何，要趕快推動募書

的活動。因為，我教室的書籍幾乎沒有適合中年級的書。我發下募書的通知單，

並使出殺手鐗，要求學生一定要交回條，而且要給家長簽名。就這樣，號稱本校

三年級最窮的班級，募到了一萬元。 

 

晨讀仍然持續進行，只是有個缺點：遲到的孩子永遠都無法養成閱讀的習慣。跟

同事討論後，決定每天除了晨讀時間外，盡量在課堂上再找出一些時間來閱讀，

無論是 5 分鐘還是 10 分鐘都好。剛開始推動 MSSR 發現，幾個經常遲到的孩子，

真的需要更多時間才能進入狀況，這些孩子可能手上拿著書，但不斷地東張西望，

或是探頭去看旁邊同學的書；他們可能一直翻動書頁，卻無法靜下心進入閱讀區

域。而我就要一直跳出閱讀區域（滿討厭的感覺），不斷用眼神提醒這幾個孩子，

看自己的書。 

 

不過，令我開心的是，當我在課堂上宣佈「現在是閱讀時間」，竟然聽到好多孩

子大聲的歡呼「YA！」調好鬧鐘，開始閱讀。時間到，有的孩子還是不願意放

下書本；有的孩子慶幸自己剛好看完一段落；有的孩子則是請求：「老師，再看

一下下啦！」後來幾次，每次宣布閱讀時間，孩子的歡呼聲變成常態，漸漸的，

幾個遲到的孩子也能夠進入狀況了，而我也不需要老是因為要關心這幾個孩子，

而強迫自己跳脫閱讀區域。甚至有一次，宣布閱讀時間時，全班歡呼完，一個孩

子告訴我：「老師，我想我們班都愛上閱讀了。」（聽到這種話，簡直讓我感動得

快要掉眼淚了。）有一次，我利用早自習時間讓孩子閱讀十分鐘。時間到了，我

大概提醒了三次，才有孩子勉強願意把書收起來。我想當時全班都已經進入閱讀

區域了。 

 

有孩子在心情日記裡表示：「原來閱讀讓我感到這麼快樂。」「希望每次的 MSSR

可以多五分鐘，因為十分鐘太少了。」「閱讀讓我感覺像進了天堂一樣。」那個

愛看電視的孩子則表示：「很喜歡在教室裡看書的感覺。而且教室裡的書比較好

看，圖書館的書不好看。」 

 

我常認為，教育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改變」，因為教育可以改變學生，也可能

改變家長，只要出發點是良善的，那麼方向就絕對錯不了。推動 MSSR 以來，

孩子的改變真的讓我感動，也讓我印象深刻。 

 

如果要問我，推動 MSSR 難不難？我會說：「很難。因為要憋著笑、憋著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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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難。」但我也會說：「不難。因為，做就對了。」 

 

 

MSSR 帶來教學相長的力量 

從懷疑、嘗試到看見初步成果，我看見了老師與學生進行 MSSR 後的初步成長

與轉變。從老師們的回饋中，可以看出老師本身也從 MSSR 的實施，找回許多

閱讀的寧靜時光；而當老師用身教讓孩子知道沒有什麼比閱讀更為重要時，孩子

們也會模仿老師的行為，於是整間教室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閱讀的寧靜氛圍。

的確，閱讀興趣是培養孩子成為終身閱讀者――甚至終身學習者――最重要的原

動力。對於孩子而言，最好的獎勵便是閱讀所帶來的樂趣，而這樣的樂趣支持著

學生持續閱讀，讓閱讀成為興趣，也成為習慣。 

 

在一個學期的教師培訓中，老師不只學習新的觀念，回到學校時，也要在實際行

動上有所突破。看見參加培訓老師的改變，以及他們將 MSSR 帶回班上實施後

的改變，讓我更相信完整且有系統的教師培訓，對改變觀念、結合理論與實踐，

促使教育創新切實地發生起到關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