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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是閱讀的敲門磚 
──培養專注力的推手 

江連君  太保國小退休校長 

【摘要】孩子們的智力大部分是沒有太大差別的，學得較多、較好的，通常都是能夠

專心、專注的孩子。引發孩子對於所要學習內容的高度興趣，專注力的培養就容易水

到渠成。就閱讀而言，當孩子在閱讀中有了興趣，自然而然就會心甘情願的讀下去；

讀著、讀著，閱讀量便能慢慢累積，閱讀成效也能逐漸顯現。培養孩子閱讀興趣，大

人應營造安靜的環境，並且身教示範，尊重孩子的自主閱讀，同時也可善用故事及藉

由薦書與聊書，增進閱讀的興趣與熱忱。 

關鍵詞：興趣；閱讀；專注力；閱讀興趣 

 

 
一、專注力是學習的關鍵，興趣是培

養專注力的推手 

在教育現場，稍微留意，很容易就會

發現，孩子們的智力大部分是沒有太大差

別的，學得較多、較好的，通常都是能夠

專心、專注的孩子。因為專注，孩子們心

無旁騖的聆聽老師的解說；因為專注，孩

子們一心一意的研讀書本的內容。長期累

積下來，專注的孩子自然就比容易分心的

孩子有更豐富、更深刻的學習。 

至於要如何培養專注力？方法和技巧

或許相當多元，但本質上，有了興趣就會

心甘情願、死心塌地的持續鑽研與探究，

甚至入迷。例如：有些孩子對於可操作、

具挑戰、有回饋的線上遊戲，可以玩得廢

寢忘食，玩得天昏地暗，玩到兩手發麻也

不能罷手。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喜

歡，就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然，孩子

所要學習的，不可能都以遊戲的方式呈

現，但注重興趣，並且引發他們對於所要

學習內容萌發高度的興趣，是身為老師、

家長所必須面對和設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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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創造未來，閱

讀興趣應受到最

大的關注 

雖然閱讀推動，這麼

多年來如火如荼的展開，但

仍有許多家長和不少老

師，死抱著「教科書和考試」

的神主牌。其實，知識是相

通的，背景知識愈廣，學習

的成效愈好。透過閱讀，是

增加知識，提升學習能力最

佳的途徑。 

閱讀，讓孩子自主學

習。面對新興領域快速崛起

的時代，老師已經很難什麼

都教，什麼都會教。於是，

經由閱讀，孩子可以學習烘

焙，學習編織，學習包花

束、折氣球，更學習寫程

式。當孩子能自主學習，很

多潛力就可以發揮得淋漓

盡致。 

多元閱讀，還能累積

人生轉彎的能力與智慧。閱讀會產生不一

樣的思維，然後在這個不可預知且多變的

社會，人生的路途也會因此有著美麗的風

景和豐饒的旅程。 

所以，閱讀創造未來，絕不誇張，讓

我們用閱讀來翻轉孩子吧！ 

閱讀興趣、閱讀策略、大量閱讀，被

視為閱讀推動的鐵三角。其中，「閱讀興

趣」應該要受到最大的關注，並且優先培

養。事實上，當孩子在閱讀中有了興趣，

自然專注的讀下去；讀著、讀著，閱讀量

就會逐漸累積，而此時介紹些簡單且容易

 
▲江連君校長於「106年專注力開發教師研習營」之演講 

 
▲「106年專注力開發教師研習營」江連君校長演講會場一景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64期  107年 12月 80

運用的閱讀策略，也才有不致揠苗助長，

同時能發揮事半功倍成效的意義。 

閱讀興趣的培養到底有多重要？當孩

子開始自動打開書閱讀，有時還會找書

讀，大人們，此時你對孩子的教養是否就

自然減少了擔心呢？ 

三、培養孩子閱讀興趣，值得參考的

一些做法 
（一）老師、家長身教示範 

大人做什麼，孩子是看在眼裡的；大

人的話題，孩子也是聽在耳裡的。當大人

有著閱讀的習慣，三不五時和孩子分享閱

讀的點滴，甚至有空就帶著孩子往書店

跑，往圖書館鑽，孩子不愛閱讀也難吧！ 

遺憾的是，許多家長是閱讀的絕緣

體，有些老師也鮮少閱讀；親子之間、師

生之間，彼此少有著閱讀的交集。如此情

況，要孩子有著閱讀興趣，豈不緣木求魚？ 

所以，期待孩子愛上閱讀，大人們，

你也得打開書吧！ 

（二）營造安靜的閱讀環境 
安靜，才能讓人渾然忘我的投入在書

的世界。所以，老師要停止手邊的活動，

不宣布事情，和孩子一起安靜的讀著書。

小朋友可一次拿兩、三本書，避免因換書、

選書的走動而干擾別人。有時候，師生都

著迷的閱讀著，整個教室裡出奇的寧靜，

彷彿針掉到地上，也會聽到似的。此時，

興趣來了，專注有了，一種令人不由得感

動的氛圍躍然而生。 

在家裡，雖然成員少，但別以為營造

安靜的閱讀環境是很簡單的，特別是喜歡

下指導棋的直升機父母，常常不由自主的

破壞了寧靜。剛開始的階段是很重要的關

鍵，能夠克制想講話的衝動，久而久之便

能慢慢形成習慣。 

如果在學校、在家中，每天都有一段

時間，也許二十分鐘，也許半個小時，所

有成員都可以靜下來閱讀，那麼興趣就能

慢慢滋長，持續閱讀也能水到渠成的建立

起來。 

（三）尊重自主閱讀  
閱讀，應是典型的自主學習。因此，

要讓孩子能自由的選書，無論書的類別、

書的難度，或是閱讀的速度，都由孩子自

己決定。 

當然，許多老師、許多家長總是對孩

子不放心，擔心他們選了太幼稚的書，浪

費時間且無法從中受益；也憂慮他們挑了

太艱深的書，花了時間卻根本沒有讀懂。

其實，尊重孩子的自主閱讀，也是培養孩

子自我負責的好契機。據學者的研究觀

察，絕大部分的孩子都有選書的能力，即

使真的挑了不適合閱讀的書，他們也會及

時換書。 

「自己選擇，自己負責」，大人們要

學習放手，讓孩子在閱讀中自主，能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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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才有興致，才有情趣。 

（四）薦書與聊書 
既要營造安靜不干擾的閱讀環境，又

得尊重孩子的自主閱讀，那麼，閱讀豈不

缺乏師生、親子的互動呢？並實不會。因

為可以薦書與聊書。 

閱讀一段時間後，老師、家長可以把

你讀過的好書，推薦給孩子，也鼓勵孩子

把精采的閱讀內容介紹給你。 

薦書後，彼此就有共通的閱讀話題，

於是就會很自然的聊書。在學校，下課的

時間，師生、孩子同儕聊天的題材是書；

在家裡，用餐、休息的時刻，親子也會經

常的聊到書。那麼閱讀的互動性就有了，

而閱讀的趣味、熱忱也在悄然之中醞釀、

培養。 

（五）善用故事的魔力 
想像一下，你家的兩個孩子一直說著

別人的壞話，你正苦無對策時，突然有人

提醒了一下：你們要做灰姑娘的姐妹嗎？

你家的孩子應該會馬上住口吧！這是故事

的魔力。 

有的國中生會開始談戀愛了，可能這

時候遇到愛情，還不用想到麵包的問題，

因而愛情很容易就變成他們的全世界，但

孩子也因為這樣變得失魂落魄，耽誤了學

習。這時師長可藉由繪本故事告訴他們，

人與人的相處中，自己的世界如果只有對

方的存在，會讓自己愈來愈渺小，終至消

失。這也是故事的魔力。 

自己感動的事，才能讓別人感動。不

過，孩子總不喜歡說出自己精采故事，於

是有人設了「一個故事可以換一本作家簽

名書」的圈套，想不到一個個令人鼻酸的

動人故事，就這樣傾巢而出。這更是故事

的魔力。 

這是一個故事的時代，沒有故事就沒

有了魅力。讓我們多讀故事，也學著對孩

子講故事吧！這樣的閱讀推動，才會輕

鬆、溫暖與觸動人心。 

（六）構思好點子加以誘導 
孩子畢竟是孩子，要引發興趣，仍要

有些創意的發想。這些方案有時是關乎同

儕互動的，有時是給予表現的舞臺，更重

要的是符合了年輕的口味。《曾經，閱讀

救了我：現在，我用閱讀翻轉一群孩子》

一書的作者梁語喬老師，為了鼓勵閱讀，

有幾個令人嘖嘖稱奇、拍案叫絕的好點子： 

其一，是拍賣老師不碎碎念抵用券。

閱讀點數假使只能兌換獎狀或敘獎，可能

沒什麼吸引力，但如果累積多了，就能叫

喜歡碎碎念的老師閉上嘴巴，那可就神了。 

其二，是全班便服一日體驗券。鼓勵

借書、寫學習單、投稿的閱讀點數，竟也

能讓青春期的孩子有機會體驗自由穿著的

拉風，真是太高明了。難怪標出的點數創

新高，而孩子帶了好幾套便服，得意的在

每節下課換穿，更令人發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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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閱讀誰最帥」票選活動。

讓各班提供認真閱讀的特寫照片，再進行

投票，形成風潮。從此學生在校園忘我的

認真看書，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也是一件

很帥的事。 

多麼富有青春氣息的措施，多麼可以

輕易打動孩子心田的誘導。面對這麼有吸

引力的發想，孩子怎麼還能不愛上閱讀、

擁抱閱讀呢？ 

四、有了興趣就容易專注，閱讀甜美

的果實正待成熟 

有一位國中老師分享了一個令人感動

的畫面。有一回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到活

動中心打流感疫苗，班上孩子在等待時，

竟人手一本課外書，專注的看著。國中生

是最討厭等候的，吵嘴、嬉鬧想必是很平

常的事。不過一個閱讀興趣已被喚起的班

級，卻無須老師督促，專心的讀著課外書，

那畫面、那表情，光靠想像都叫人讚嘆呢！ 

專注是會有力量的，專注所產生的力

量是巨大的，也是會很有成就的。不過要

孩子專注，興趣才是敲門磚呢！ 

在學校，許多老師因為上課的進度、

成績的壓力，不敢放手推動閱讀；在家裡，

更多家長在意功課的精熟、考試的結果，

也不敢放手讓孩子有過多閱讀時間。但經

驗告訴我們，當孩子的閱讀興趣培養起

來，許多美好的事才正等待發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