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照顧與教育》

第三期，2013年3月，頁    -8073

親子共讀推行現況

以北部地區四所公立附幼為例

沈歲鳳 *    宋亭葦 **    劉宛真 ***    李璧岑 ****

筆者四人皆為公立附幼的教師，推行親子共讀不遺餘力，發現各園所推行親子共讀的方

式，皆有不同，特以此篇文章和其他園所老師分享，希望能激盪出更多元的方式去推動親子共

讀，以培養幼兒閱讀的好習慣。本篇內容依序為：前言、親子共讀的實施方式、分析與討論、

結論、參考文獻。

壹、 前言

「閱讀決定國民素養，素養影響國家競爭力」此乃 2011 年「當閱讀力碰到國家競爭力：

高峰論壇會議」當中呼籲的重要信念，事實上，為使閱讀成為全民運動、增進國人對閱讀活動

的重視，早在 2000 年，行政院文建會訂定該年為「兒童閱讀年」，教育部則訂定每年 4 月 2

日為「兒童閱讀日」，頒布為期三年的「全國閱讀運動實施計畫」。計畫中明確指出：「在閱

讀過程中，如有教師及家長適度的帶領共讀，更可增進親子關係」，並制定了「教育部補助辦

理家庭親子共讀活動實施要點」（2000 年 12 月 19 日） ，以幼兒園、國小兒童及其家長為推

廣對象。

雖然「教育部補助辦理家庭親子共讀活動實施要點」已於 2005 年 8 月 30 日廢止生效，但

學校方面不但沒有因此而停止推廣閱讀活動，更有許多探討親子共讀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的萌

芽，顯然推廣閱讀並辦理親子共讀活動已是教師自發性的教學策略和信念，誠如鄧秀琴（2008）

所說：「…希望邀請家長共同參與孩子的學習而推廣親子共讀，將幼兒的讀寫學習自然地延續

至家庭」，四位筆者均為國小附設幼兒園之教師，也相當認同持續推廣親子共讀活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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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將四園推動親子共讀活動的方式與理念作討論，盼能從現況的推行當中發現優缺點，反思

親子共讀活動推行的成效，並提出建議供現場教師們做參考。

貳、親子共讀的實施方式

筆者四人分屬於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的國小附幼老師，以下簡單介紹各園所的班級數、

藏書量、親子共讀進行方式，園所名稱將以化名替代。

一、臺北市大安區梅花附幼

梅花附幼園內設置三班混齡班，除各班教室外，另設有幼兒綜合活動室，其空間功能以圖

書閱覽、借閱為主，幼兒和家長可借閱之繪本藏書量約四千本，採電腦化借閱系統，圖書均以

電腦條碼方式編列，方便家長、幼兒和教師借閱和歸還。

梅花附幼之親子共讀實施方式分為三部分：第一種為每月園內會訂定一品格主題，幼兒從

老師挑選過的品格叢書中挑選一本作借閱；第二種為每週一次的繪本圖書借閱，幼兒可自由從

藏書中借閱一至兩本的圖書回家；第三種為每週一次的家長圖書借閱，家長可自由借閱一至五

本圖書，回家進行親子共讀。圖書借閱回家後需完成親子共讀學習單，便可累積點數，集滿 30

本和 50 本，可分別得到「書香小學士」、「小碩士」之獎狀與禮物。

二、臺北市文山區蘭花附幼

蘭花附幼共有五個混齡班，各班教室皆有 101 本繪本讓班級幼兒借閱，另設有幼兒專用圖

書室，與小學圖書室分開。

本園圖書室之幼兒繪本依出版社區分櫃位，繪本上除貼有圖書編號，並使用有顏色的圓點

貼紙標示，使幼兒能自行歸放書籍。本園圖書室藏書量約五千本，僅供園內教師及幼兒使用；

而每班班級內之「101 好書」可供幼兒借回與家人進行親子共讀。各班 101 好書每隔一個半月

進行交換，希望讓孩子有機會借閱不同的繪本故事。

蘭花附幼之親子共讀實施方式為：每日皆可借閱班級內的 101 好書，借閱時由老師協助登

記書號和日期，每次最多借兩本，還書後可再繼續借閱。本園之親子共讀，使用學習單提供幼

兒做閱讀紀錄，即於每週五完成一次親子共讀紀錄。每學期期末，班級老師統計該班幼兒借閱

次數，並參考親子共讀學習單紀錄情形，每班列出五名「小小愛書人」名單進行表揚與頒獎活

動。

另外，每班皆有故事媽媽或故事爸爸，每週選擇一日上午 8:30~9:00 說故事給孩子聽，形

式彈性。

三、新北市青竹附幼

青竹附幼共有三個混齡班，各班教室僅擺放進行主題之相關書籍，並無另外設置幼兒專用

圖書室，園內圖書放置於幼兒園教師辦公室，因此幼兒及家長要進行借閱圖書是到幼兒園辦公

室內借閱。青竹國小附幼的圖書以電腦圖書系統管理，幼兒及家長皆製作個人圖書借閱證，進

行借閱時須帶借閱證方可借書。本園藏書量約二千本。圖書分類的方式依照中國圖書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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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本書的分類彩色標籤貼於書背下方，依照彩色標籤分類置放於書櫃。幼兒及家長借還書須透

過圖書管理系統刷條碼作業，而圖書系統作業是由志工家長輪流協助（幼兒園教師先指導志工

家長如何使用圖書管理系統）。幼兒借閱書籍是由教師選書半學期更換一次，家長則是自行至

幼兒園辦公室選擇欲借書籍。

青竹附幼之親子共讀實施方式為：幼兒及家長皆於每週五可於園內借書，幼兒可借一本

書，期限為下週一歸還，家長則是一次最多可借 10 本書，期限為二週；青竹附幼之親子共讀

的閱讀對象不限於園內借書，家長也可與孩子共讀家裡的圖書、期刊、報紙…等，或是於鄉鎮

市圖書館借閱，並不限時不限數量的進行親子共讀後，家長可在親子手冊的心得分享表格填上

閱讀名稱（如書名、篇名）、日期及幼兒閱讀後的一句心得，即完成親子共讀記錄，每 25 筆

親子共讀記錄會有一獎勵。其他的親子共讀活動如：每班有志工故事家長，每週擇一日上午 

8:30~9:00 說故事給孩子聽。親子在寒假創作不限形式之小書，並於寒假後分享並進行小書展

及投票表揚。

四、基隆市菊花附幼

菊花附幼園內設置二班混齡班，藏書量約一千本，圖書放置於活動室及辦公室內，每年視

經費再進行填購。園所近臨文化中心圖書館，藉由學習單的設計，鼓勵家長至圖書館借閱圖畫

書，以擴展園所的圖書資源。

菊花附幼之親子共讀實施方式：開學初由老師選定適合親子共讀的圖畫書，放置於班級內

的閱讀區，閱讀區內另有配合主題的書籍，供幼兒在教室翻閱。每週五進行親子共讀的借閱活

動，由幼兒自行挑選一本，於下星期一歸還。親子在家共讀圖畫書後，還需完成「小書蟲」親

子共讀學習單，由幼兒畫下印象深刻的部分，再由家長寫上說明，於學期末頒發最認真完成小

書蟲的「最佳小書蟲獎」。

表 1 四所國小附設幼兒園擬訂親子共讀推行辦法內容之比較

梅花附幼 蘭花附幼 青竹附幼 菊花附幼

有無擬訂推行辦法 有 有 有 無

借閱頻率 1 次 / 週 1~5 次 / 週 1 次 / 週 1 次 / 週

借閱來源 園內藏書 園內藏書 不限園內藏書 園內藏書

評量方式 學習單 學習單 心得分享表格 學習單

獎勵依據
完成學習單

50 張
借閱量
前五名

完成心得分享表格
25 本記錄

認真完成學習
單者

其他親子共讀方式
說故事比賽、親子創
作小書、故事家長

故事家長、親子
蒐集主題相關資
料

說故事比賽、親子創
作小書、故事家長

親子蒐集主題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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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與討論

一、比較四所國小附設幼兒園之親子共讀推行內容

( 一 ) 四園所親子共讀推行辦法的比較

發現即使是四所不同公立附設幼兒園，其推行親子共讀的內容卻大同小異。首先，比較四

所幼兒園有無擬定推行辦法，雖然四所園中只菊花附幼一園未擬訂推行辦法，但園內仍有進行

親子共讀的活動，包括：幼兒借閱、學習單及親子蒐集主題相關資料；而其他三所園擬訂推行

辦法之原因則包含：一、為落實教育政策的推行：園所在擬訂親子共讀推行辦法時，會依據教

育部補助辦理家庭親子共讀活動實施要點、教育局全國兒童閱讀計畫…等政策著手規畫。另，

校長及園主任的教學理念，也決定親子共讀的推行方向（張怡雯，2006）。二、能確立實施方

式：幼兒園的班級數不等，於園內實施全園統一的親子共讀活動，若有公訂的推行辦法，才可

使各班的家長和老師都能有共同的方向去依循。三、明確的目的，成為推行的依據：在辦法中，

說明推動親子共讀的目的，如培養幼兒的閱讀習慣、增進親子關係、建立學習型家庭等等，讓

老師和家長明白親子共讀的益處，在進行親子共讀活動時，大家能有動力配合支持，且有明確

的目標，無論實施方式如何改變，都不能忘了最終要培養閱讀習慣的目的！

( 二 ) 對於擬訂親子共讀推行辦法的檢討

親子共讀實施辦法涵括的內容各園不一，建議園所在擬訂親子共讀推行辦法時，應以上述

三大原因去撰寫，並且於實際推行後，將辦法作為檢核之用，確定園所推行的方式確實達到辦

法中所欲達成的目標，才不會讓辦法流於形式。但園所在擬訂推行辦法時，必須符合大環境政

策的責任，亦須考量園所內部實施的需求，因此園內教師之間的對話是幼兒園在推廣共讀時不

可缺少的過程。教師必須思考幼兒真正需要的為何？如何才能將親子共讀的政策落實並推廣於

家庭？目前推行的親子共讀活動是否符合家長及幼兒需求？當教師之間發現推廣親子共讀時有

任何困難或疑問時，擬訂的辦法及應用之相關活動也須作適時的調整（張怡雯，2006）。

再者，親子共讀乃家長與孩子共同進行閱讀，而教師則為親子共讀之推手，三方面都須共

同配合，其中家長的參與程度是影響親子共讀非常重要的關鍵，許淑雲（2009）曾提出影響家

長參與兒童閱讀的因素有：時間不足、兒童課後參加才藝班、補習或社團活動，排擠閱讀的時

間、家長缺乏兒童閱讀指導的能力、老師指派的書寫作業太多、應透過相關管道為子女選擇適

合閱讀的圖書、公共圖書館資源豐富但借閱不夠便捷。在擬訂親子共讀推行辦法時若能考慮上

述影響因素並提供應變方法，如：開放家長至園內借閱圖書、降低幼兒作業量、提供家長閱讀

指導方向…等，相信必能提升家長參與親子共讀的意願。

二、評量親子共讀的成效

從上述四所幼兒園訂定的獎勵辦法得知，幼兒園教師為促進幼兒長期且持續進行親子共

讀，以「借閱量」與「親子共讀學習單」作為獎勵依據，即比較班級幼兒於一段時間內之閱讀

總冊數，以及學習單完成數量，採前三 ~ 五位實施獎勵。此外，作者在與其他地區幼兒園教師

交流時知悉亦有許多幼兒園採行上述方法推行親子共讀活動。然而，現況中以該兩項作為幼兒

親子共讀成效評量是否適切？獎勵辦法是否有助於幼兒產生閱讀動機？是值得教師反思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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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 一 ) 以「借閱量」作為評量依據

依幼兒發展的觀點，教師為培養幼兒閱讀習慣，先從規範開始，讓幼兒有固定的看書時間，

使幼兒漸漸地喜歡閱讀，希望養成閱讀的習慣。施信華（2001）即以幼兒發展的角度將閱讀習

慣解釋為一項複雜的刺激與反應之間的穩定關係，此種穩定關係的形成需要藉由學習次數的增

加，配合心理層面的滿足，才能穩定的延續與維持。柯華葳（2006）在「教出閱讀力」一文中

更明確地指出：學童的閱讀數量也深深影響著閱讀習慣的養成。反思「借閱量」是否適宜成為

評估親子共讀之指標？透過借閱冊數的統計可以初步了解幼兒能否藉由多次的借閱書籍，穩定

地延續且維持閱讀習慣。然而，部分園所因節省時間及人力的困難，一週僅提供一次的借閱的

規定，刺激與反應連結的次數過少，閱讀習慣不易養成；園所應給予幼兒更彈性的借閱時間，

鼓勵借閱親子共讀書籍。

( 二 ) 以「親子共讀學習單」作為評量依據

1. 親子共讀學習單使用現況簡介：

四園所當中有三園所使用親子共讀學習單，僅青竹附幼並未使用學習單，而是使

用心得分享表格。學習單之內容編排和設計各園略有不同，相同的項目的紀錄包含書

籍名稱、出版社、作者、與誰共讀、喜歡該本書的程度（以五等星標記或勾選其喜歡

本書的項目），以及以圖畫紀錄自己對該書中印象最深刻或最喜歡的畫面；最重要的是，

請家長以文字方式協助孩子把心得紀錄下來。而蘭花附幼則多設計了一個項目，即為

自行挑選本書中簡易的字練習辨認和仿寫。

2. 使用目的：

三園使用親子共讀學習單進行評量的原因有以下三點：首先，可為作為圖書借閱

後是否有閱讀的評量依據；其二，使用學習單提醒家人應與幼兒共同閱讀，梅花附幼

園中的一位教師認為：「回去要有畫圖，我們才知道他到底回家有沒有看，還是根本

沒看就又送回來還了；學習單有評量的功能，同時也具備提醒家長應完成該項活動的

功用，沒有作業，家長就容易忽略這件事情。」（2012.2.23）

彥爸 ( 蘭花附幼 ) 說：「平常放學彥彥都是去阿嬤家，我們都要上班，很少和彥彥

一起看故事書。可是每個禮拜五彥彥有學習單的功課，我和他媽媽都會盡量講故事給

他聽。」（2013.3.4 親師聯絡簿）

使用學習單除了有評量與提醒的作用外，第三個使用目的是希望透過親子共讀學

習單的繪製，有助於提升幼兒的後設認知。無論使用學習單或「心得分享表格」，都

能提供幼兒進行回憶文本的機會，幼兒透過圖像表徵將其紀錄下來，有助幼兒後設認

知的發展，培養幼兒蒐集訊息與整理訊息的能力。

學習單是親子共讀其中一種評量方式，從教育評量的觀點來看，閱讀行為除了認

知的評量外，還要兼顧情意和技能的評量（王文中、呂金燮、吳毓瑩、張郁雯、張淑

慧，2006），例如師生間日常的溝通與觀察有助於蒐集幼兒於學習活動的狀況。王文

中等人提出：「學習的評量者也可以是多元的」；也就是說，除了老師擔任評量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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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可以參與自評，其同儕、父母或家人亦可參與親子共讀活動的評量工作。

簡而言之，教師使用學習單時應以幼兒興趣為本位，將其視為輔助紀錄閱讀過程

的方法，勿把學習單作為唯一的評量工具；再者，評量者不受限於班級老師，並應採

納多元方式進行親子共讀成效的評量。

( 三 ) 獎勵辦法提升閱讀動機

四園在推動親子共讀時，均明列出獎勵辦法【註 1】，且都選擇以集會、全園活動等公開

的正式活動中予以表揚，顯示各園均重視閱讀習慣的養成，並希望透過鼓勵增強喜愛閱讀的動

機。然，獎勵辦法確實能誘發幼兒閱讀動機，並提升閱讀量，以培養幼兒穩定且持續的閱讀習

慣？

Wigfield 等人 (Baker & Wigfield,1999; Wigfield & Guthrie,1997，引自劉佩雲等人，2003) 所

建構的閱讀動機量表 (the Motivations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 MRQ) 有三類面向：「能力及

效能信念」、「成就價值及目標」、「社會」。筆者認為，四園中獎勵辦法相似於「成就價值

及目標」所包含的「重要」（importance）與「認可」（recognition）。「重要」意指主觀地視

閱讀為重要的工作價值；「認可」為視獲得實際能力或目標達成的認可是成功的閱讀。另一個

閱讀動機的重要成份是閱讀的「社會」因素，意思是在閱讀時與同儕、朋友或家人分享，會因

社會文化原因而順從（compliance）、符應外在或他人的期望而閱讀。而社會動機促進閱讀量

的增加（Guthrie, Schafer, Wang, & Afflerbach, 1995，引自劉佩雲等人，2003），使得閱讀成為

穩定延續性的習慣。

由文獻研究得知，幼兒園實施之「獎勵辦法」能引發幼兒閱讀動機、提升閱讀量，進一步

培養幼兒穩定且持續的閱讀習慣。然而，上述所提之「重要」、「認可」、「社會」等因素皆

屬於外在動機，幼兒園教師應同時重視幼兒閱讀的內在動機，促使幼兒於親子共讀活動時更能

享受閱讀的樂趣。

【註 1】 梅花幼頒「書香小學士」、「書香小碩士」；蘭花附幼頒「小小愛書人」獎；青竹附幼頒「塗圖話畫獎、

小小作家獎、說文解字獎、詩情畫意獎、小小博士獎」 菊花附幼頒；「最佳小書蟲獎」。

三、多元的親子共讀方式

四所附幼中，有兩園規定借閱園內圖畫書回家進行親子共讀；另兩園則不受限，家長可從

其他管道借閱書籍與孩子共讀。筆者認為閱讀書籍的來源不應受限，園所可結合社會資源（如

鄉市鎮圖書館）推行閱讀活動，尤其針對藏書量較少的園所更可嘗試此法，將培養閱讀習慣的

管道由學校擴展至生活的社區當中。

除了開放共讀書籍來源外，筆者所屬的園所另有晨間家長說故事、親子作小書、說故事比

賽、蒐集主題資料…等形式，讓親子透過不同的方式，進行共讀活動。如梅花附幼每學期期末

舉辦幼兒說故事比賽，幼兒必須熟悉故事內容，有些家長還會精心準備道具，讓說故事的活動

更加精彩。青竹附幼利用寒假期間，請親子完成一本小書，開學後請幼兒上台分享小書，並進

行最佳小書的票選活動，讓親子共讀的活動更進一步到「創作」。蘭花附幼、菊花附幼，請親

子收集相關的主題資料，家長會帶幼兒上圖書館尋找相關資訊，或是利用網路找資料，在課堂

中再請孩子上台介紹分享，讓閱讀素材不只是圖畫書，能擴大到其他文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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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在推廣多年後，共讀就不再只是幼兒借書回家閱讀了，應有更多元的方式，

讓親子享受閱讀的樂趣，鄧秀琴（2008）的論文中提到，親子閱讀的推動可以是各種形式，例

如：親子學習單、故事媽媽、親職閱讀講座、家長童書讀書會、親子共讀護照、訓練說故事義

工等 ( 頁 72)。

肆、結論與建議

從文獻探討及幼兒發展了解到閱讀是重要的事，為了讓閱讀從小紮根，學校開始推動「親

子共讀」，可以說是每間學校都在推動「親子共讀」，但推行了這麼多年，仍有些枝微末節的

小困難會困擾著現場的老師，如家長無暇陪伴孩子進行親子共讀，借回家的書並未讀過；學習

單並未完成，或是學習單總是家長完成的…等等，但若幼兒園教師有正向、明確的教育信念，

並與園內老師共同訂定可行的親子共讀推行辦法，則能利用多元的方式來帶領幼兒暢遊閱讀的

書海。以下幾點建議可和大家分享：

一、園所擬定親子共讀辦法前，全園教師應考量園所及社區擁有的資源，提出推廣親子共

讀的辦法；並藉由討論與交流，把可能遇到的問題先提出來，試著找到解決之道，以提升家長

參與親子共讀的意願及品質。

二、為了養成幼兒的閱讀習慣，幼兒園教師可增加幼兒每週能借閱的天數，若一週只借閱

一次，恐難以成為固定的閱讀習慣；再者，閱讀不限於學校，可延伸至社區圖書館或書店，擴

展借閱書籍的場域，增加幼兒閱讀的機會。

三、學習單是輔助紀錄閱讀過程的工具，應以幼兒的興趣為主，勿把學習單作為唯一評量

親子共讀成效的工具。同時評量者也不應只有老師而已，納入孩子的自評、同儕間的互評，都

是不錯的評量方式！

四、適時的外在獎勵可提升孩子閱讀的動機，但別忘了內在動機才是讓孩子持續閱讀的最

大動力！

五、親子共讀不只是借書回家而已，多元的共讀活動，如晨間家長說故事、幼兒 / 親子說

故事比賽、收集資料…等，讓親子透過不同的活動，接觸書籍，也擴展閱讀的素材，使共讀不

再只是圖畫書，還可以擴展到其他文本。

六、塑造愉快的閱讀情境，讓孩子感受到閱讀是件有趣的事，是老師和家長都應努力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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