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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推動親子共讀實踐策略、 
成效與侷限

李佳錡*、張凱程**、陳慧華***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推動親子共讀之發展歷程，其內容包含對

幼兒的影響、對家長的收穫、對幼兒園的蛻變，以及了解幼兒園推動

親子共讀的侷限。其中，研究方法以個案研究法進行，並透過訪談、

實地觀察和文件資料等方式來蒐集研究資料。研究顯示，受訪幼兒園

透過讓愛書旅行、線上繪本花園推廣、故事志工團成立，以及結合園

內例行性節慶活動等策略來增進園所的閱讀資源，並透過以上策略發

現幼兒增加了識字能力、詞彙表達，以及圖像素養的提升；對家長的

收穫方面則是學會善用多元策略與幼兒的共讀，情感更緊密連結；幼

兒園的成長也頗豐碩，除了增進園所閱讀風氣外，因其教師教學思維

轉變，在教學品質上也持續成長。不過，幼兒園親子共讀推動仍有些

侷限，如資源共享難維護保管之責、成員流動率高、難穩定培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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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需提前預告、計畫費時耗力等問題。最後，本研究也對後續所欲在

幼兒園推動親子閱讀的活動者提出些許建議，期盼對幼兒教保相關工

作之推動有所幫助。

關鍵字：幼兒園、侷限、實踐策略、親子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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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Strategy,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s of a 
Preschool Promoting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Chia-Chi Lee*  Kai-Cheng Zhang**  Hui-Hua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promoting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in preschools, including the impact 
on children, the gains for parents, the changes in the preschools themselves 
and the limits of such a program. The research involved a case study with 
data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field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documents. Results showed that preschools have adopted various strategies 
to increase their reading resources, such as engaging children in book-loving 
journeys, online picture book promotion, voluntary storytelling groups, and 
organizing regular festive events on campus.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se 
activities was found to increase their literacy skill, vocabulary expression 
and visual literacy. At the same time, parents learned to use multiple methods 
to read together with their children, which allowed them to connect more 
closely with them on an emotional level. The outcome of promoting such 
programs in preschools has proved fruitful, in that in addition to shaping a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reading on campu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has also 
continued to improve due to a change in the teachers’ mindset. However, 
some limitations remain on promoting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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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s, including the difficulty of maintaining custodial responsibilities 
in resource sharing, the high turnover rate of members, the difficulty of 
providing/undergoing training according to a regular schedule, the need to 
provide advance scheduling notice to parents, and the intensive time demand 
placed on human resources in planning the program. Some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or preschools that wish to promote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on campus, a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promote work related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Keywords:  preschool, limitations, practice strategy,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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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長期以來，「閱讀」除了被視為是一切學習的重要基礎外，更

是國民教育所欲培養的重要能力（丘嘉慧，2021；陳明蕾，2019；

Torgerson et al., 2019）。更重要的是，相關研究指出閱讀有助於腦力

的開發，啟發觀察力、想像力和創造力，更可將知識內化整合出完備

的個人經驗（林怡伶、張鑑如，2016；陳奕蓉、陳惠茹，2017）。再

者，閱讀同時也是吸收知識重要的途徑，閱讀時間愈長，學習成就愈

佳（張凱程，2021；Duff et al., 2015; Niklas et al., 2015）。因此，各國

在推動閱讀的浪潮中，也將學生閱讀活動推廣與能力的提升，視為國

家重要教育政策與競爭力指標。

基於閱讀對國家整體發展有其重要的正面影響，臺灣從2001年開

始推動全國閱讀計畫，除了在偏鄉及學校裡有推動閱讀的計畫，如焦

點三百與悅讀101（教育部，2010），更有鑑於家庭對學童學習閱讀

的影響，政府及民間機構也開始推動家庭中的閱讀活動，如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贈書給家庭，推動家庭中的親子閱讀活動等（丘嘉慧，

2021）；另外，在晚近所發布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也將

閱讀納入於語言領域中，並明確指出教保服務人員應重視幼兒敘說經

驗與聽說故事的機會（教育部，2017），種種措施推動皆凸顯出政府

對閱讀能力培養的重視與支持。

若檢視許多研究更可發現在閱讀經驗早期取得先機的幼兒，經

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表現往往優於其他的同儕（陳惠茹、張鑑如，

2011；陳新豐，2014；Gettinger & Stoiber, 2012）；或是有助於幼兒

的認知發展（張凱程，2021）。另一方面，相關研究更指出，在學前

教育階段實施親子共讀確實對於幼兒的閱讀發展有正面影響，尤其幼

兒園若能進一步地提供計畫式引導，並透過與家長分享共讀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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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讓幼兒的閱讀興趣與熱忱被啟發開來（張鑑如、劉惠美，2011；

Knauer et al., 2020; Weisleder et al., 2019）。更值得思考的是，有研究

也指出學前階段的閱讀可透過聽故事等不同活動方式，引導幼兒接觸

圖書，理解圖畫與體驗文字，並透過表達想法與感受，可激發其閱讀

興趣（丘嘉慧，2021；Troseth et al., 2020）；整體而言，閱讀需要有完

整的規劃，且需經由學校與家庭互相合作溝通，才能有效提升閱讀風

氣。

上述研究反映閱讀培養的優劣對幼兒往後的學習發展可能會有很

重要的影響，其中關鍵問題在於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能否帶領幼兒進

行閱讀活動（張凱程，2021），或進而帶動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簡淑

真，2010）。不過，若由當前既有的幼兒園推動親子共讀之相關研究

證據觀之，主要皆聚焦於對親子共讀之規劃與實施歷程之介紹（沈歲

鳳等，2013；謝佳玲，2012；Wood, 2002），或者是透過實驗對照來

比較家長學習閱讀技巧後對兒童閱讀行為的影響（王佩徛、王秋鈴，

2015；簡碧瑱、涂妙如，2012；Goble et al., 2019; Napoli & Purpura, 

2018）；相對地，張玫芳（2018）則提出幼兒園在推動親子共讀的過

程中可能遭遇的難題，如孩子對繪本沒有興趣、家長因工作繁忙，而

造就陪伴閱讀不易，以及家長本身不具備說故事技能等論述。不過，

上述對於親子共讀的侷限發現，多半是觀點的分享，可能在提供親子

共讀的證據參考上會稍打折扣。因此，本研究擬聚焦以幼兒園推動親

子共讀之實踐策略為思維，進而探究成效與侷限，藉此了解實務價

值。且正如同張鑑如與劉惠美（2011）指出個案研究可成為研究親子

共讀的常見質性方法，適用於探究如何改變、為什麼變成這樣、結果

如何，以及有何侷限等問題。因此，本研究在學術同儕的引薦下，選

擇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化名）為本研究之個案，其幼兒園的成員，

過去曾經在「閱來樂喜閱～幼兒園深度閱讀課程饗宴」的研習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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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如何運作親子共讀的歷程，並提出幼兒園推行親子共讀的相關成

果，展現出實施親子共讀後的相關績效，因此，本研究也透過訪談、

實地觀察和文件資料等方式來蒐集研究資料，希冀進一步了解陽光國

小附設幼兒園在推動親子共讀的策略、成效與侷限，並作為後續幼兒

園在推行親子共讀之參考。整體而言，本研究核心的問題為：

一、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推動親子共讀之實踐策略為何？

二、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推動親子共讀有何成效？

三、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推動親子共讀有何侷限？

貳、文獻探討

一、幼兒閱讀的意涵與重要性

閱讀是學習的基礎，其意涵是指透過感官獲得文本訊息，並內化

產生新意義的一種歷程（陳明蕾，2019；陳奕蓉、陳惠茹，2017）。

一般而言，閱讀的歷程需對字詞產生解釋、形成命題到統整的過程，

三者間不斷地循環，且需運用注意力，過濾多餘無關的訊息，專注於

文字辨識與解碼，嘗試吸收文字、符號與圖像等書面形式所傳達訊息

的行為，同時也包含閱讀生活環境中非文字符號，是一項需要持續專

注的複雜行為（林怡伶、張鑑如，2016）。歸納上述，閱讀需透過感

官獲得文本訊息，再內化產生新意義的一種歷程，而本研究所指稱之

「閱讀」，為觀看書籍中文字、圖片的過程。

不過，若閱讀有障礙，不只是影響各領域的學習發展，也會左右

日常生活及自信心與自我認同感（丘嘉慧，2021）。因此，愈早接受

閱讀的培養，對幼兒往後在各方面的學習與發展表現也會愈好、愈有

幫助，如陳明蕾（2019）的研究指出，閱讀能力可以用來評估吾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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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成就，若幼兒具備較佳的閱讀能力，往後的學習成就即有較好的

發展。另外，谷瑞勉與王怡靜（2012）的研究也同樣提及嬰幼兒階段

的閱讀，能激發幼兒潛在能力，包含了探索能力與想像創意思考能

力，更能增進親子關係，建立和樂家庭，愈早養成閱讀習慣，亦有助

於他們往後在行為上的良好適應。相反地，早期閱讀較弱的幼兒，其

不利的效果會不斷地累積，並使得日後與閱讀能力強的幼兒，會拉開

其學習上的差距，形成馬太效應（Mathew effect）（簡淑真，2010）；

更值得重視的是，Gettinger與Stoiber（2012）以參加“Head Start”計畫的

幼兒為對象，發現閱讀能力會影響幼兒的認知發展，且閱讀時會動用

到腦部許多區域，使視聽覺連結，使大腦大量活化，使腦神經連結得

更加緊密（林怡伶、張鑑如，2016），更可能對幼兒的語彙量可有較

好的提升（Duff et al., 2015）。

綜合上述，可歸納出幼兒閱讀的重要性有增加詞彙量、增進語言

溝通能力、激發思考推理、探索與想像能力、建立親密親子關係、促

進身心健康發展等優勢，因此，幼兒的閱讀對學習與發展影響在學界

形成一股研究的風潮，同時更成為各國積極推展的學前教育活動。

二、親子共讀的意義與價值

家長參與為幼兒學習歷程中成人的參與情形，包含參與學校教育

活動，或在家中協助幼兒進行學習活動（丘愛鈴、丘慶鈴，2007）。

而在眾多家長參與的互動行為中，親子共讀不受時間、地點、人數

限制，是最簡單、最方便、最有效率的投資活動之一（丘嘉慧，

2021）。而學前幼兒處於「讀寫萌發」階段，由於幼兒的生活領域有

限，他們需要透過閱讀活動與成人的陪伴，擴展生活經驗，以培養幼

兒的文字覺知、自信與創意、增進語文理解、表達等能力（王佩徛、

王秋鈴，2015）。值得注意的是，共讀時成人與幼兒會同時將焦點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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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書中某部分，然後透過彼此間相互交流、想法互動、闡釋圖片的描

繪，預測故事劇情等，深度地探討該書中的主題與內容（林怡伶、張

鑑如，2016）；幼兒們也會把聽到的內容內化為自身經驗，將畫面與

聆聽的文字連結，內化成知識與力量，所以唸故事給幼兒聽是非常重

要的（朱俏嫣等，2019）。由此可知，親子共讀的意義，不單只是成

人與幼兒一起閱讀，一起分享閱讀的樂趣，更重要的是親子間的雙向

互動，引導幼兒展開新思維。

另一方面，在幼兒閱讀發展的促進方面，親子共讀同時可促進幼

兒在文字覺知、語文理解與表達等能力之發展（陳新豐，2014），因

為幼兒園時期正好屬於語言的「讀寫萌發」階段，由於幼兒的生活領

域有限，他們需要透過閱讀活動與成人陪伴的雙向互動來擴展生活經

驗，幼兒也會從中將聽到的內容內化為自身經驗，將畫面與聆聽的文

字連結，內化成知識與力量，因而可能會有助於增進幼兒的閱讀能力

（丘嘉慧，2021；張凱程，2021；Flack et al., 2018; Hayes & Berthelsen, 

2020）。

Hayes與Berthelsen（2020）的研究探討親子共讀與幼兒識字能力的

影響，結果發現家長陪伴幼兒共讀，能提供幼兒識字體驗，並進而可

增強學齡前兒童接收和表達的語言、詞彙、社交結構的技能，以及使

用複雜語言的機會。相同地，丘嘉慧（2021）的研究中也發現，愈早

讓孩子接觸閱讀，更能有效地提高孩子對聲韻覺識的敏銳度，但若是

單純的讀故事給孩子聽，對聲韻覺識提升幫助的效果有限；若是父母

和孩子同時共讀，則能有效地增進孩子聲韻覺識的能力。簡碧瑱與涂

妙如（2012）、Fleury等人（2014）、Morwane等人（2019）的研究也

有相類似的發現。

其次，親子共讀對促進幼兒情緒調適，拉近親子情感同樣也具有

正面的作用。周育如與黃迺毓（2010）的研究中就發現，在進行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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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讀的過程中，幼兒的心情都是專注且愉悅的，且透過親子共讀可以

讓幼兒紓解內在情緒，也是成人進入幼兒內心世界的重要途徑，進而

也使其幼兒在情緒調適上較有能力解決，同時也拉近親子間的情感距

離。

另有研究也同樣揭示父母對於促進幼兒閱讀能力在早期成長中有

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林佳慧等，2019；林怡伶、張鑑如，2016；陳新

豐，2014；Nelson et al., 2019）。其中，陳新豐（2014）的研究即發現

父母的閱讀態度和幼兒的閱讀成就有正相關，尤其家長若有好的閱讀

習慣，在家中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提供符合幼兒的讀物，且鼓勵幼

兒閱讀，孩子的閱讀態度愈好，閱讀動機也愈高。更甚者，林怡伶與

張鑑如（2016）的研究也顯示，當家長認同閱讀是一項具有意義的活

動，並及早與幼兒進行共讀活動，且提供適合的閱讀環境，帶幼兒到

圖書館借閱書籍或到書店採購合適文本，增加藏書量，皆能提升幼兒

的閱讀興趣，帶來正向的影響。最後，林佳慧等人（2019）以幼兒發

展調查資料庫為對象的研究也有雷同的發現。

歸納上述論述，親子共讀不僅對提高幼兒的語言、讀寫能力、口

語表達、語言理解等方面發展有所助益，對提升幼兒情緒調適，拉近

親子情感也是相當有幫助。更重要的是，家長在親子共讀陪伴幼兒閱

讀的同時，也要具備正向的態度，以利幼兒建立正確的觀念與知識。

三、推動親子共讀的策略：相關研究成果的檢視

基於親子共讀對於幼兒在語言發展、閱讀能力、情緒調節能力與

增進家長情感交流等皆有明顯正向影響（簡碧瑱、涂妙如，2012；

Fleury et al., 2014; Morwane et al., 2019）。這樣的研究發展，也促使

各方對於推動親子共讀策略議題的重視，陸續提出相關研究。首先，

研究發現在推動親子共讀的過程中，不能一味推展，忽略父母共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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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對話方式（朱俏嫣等，2019；Knauer et al., 2020; Weisleder et al., 

2019）。此外，Flack等人（2018）的研究更指出，成人應該學習運用

以下共讀策略，如在共讀時玩得開心、讓共讀成為一種愉快的體驗，

且在過程中成人應對幼兒保持溫暖，整個活動中勿過度指導，並提供

充足時間讓孩子回應，也可以重複讀同樣的書，反覆閱讀故事書可使

幼兒在可預見、熟悉和有趣的環境中學習，對於加速幼兒的早期語言

和讀寫能力有相當正向的助益。最後，更有研究提出，閱讀活動要能

維持幼兒的新鮮感與興趣，可採用主題的方式規劃，並藉由動態活動

來提升幼兒閱讀興趣，提供幼兒分享的時間，而靜態活動則可培養幼

兒專注力，發展不同能力（林佳慧等，2019；Troseth et al., 2020），這

也凸顯出家長在共讀的過程中，若能透過多樣豐富的內容、題材、形

式、活動等策略進行規劃，對親子共讀功效的提升是相當有助益的。

另外，相關研究也指出，幼兒園在其親子共讀推行中占有關鍵

的角色（王佩徛、王秋鈴，2015；丘愛鈴、丘慶鈴，2007；沈歲鳳

等，2013；謝佳玲，2012；簡碧瑱、涂妙如，2012；Goble et al., 2019; 

Napoli & Purpura, 2018; Wood, 2002）。其中，沈歲鳳等人（2013）以

四所公立附幼為研究對象，發現幼兒園可行的推展策略為晨間家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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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謝佳玲（2012）以幼兒園為研究

主題，結果發現透過扮演的聲調變化或扮演故事角色，可以讓幼兒更

加投入在故事情境。其次，簡碧瑱與涂妙如（2012）在幼兒園實施8週

親子共讀活動後，發現幼兒在聽讀表達能力都有進步，並進一步提升

了詞彙量；再者，王佩徛與王秋鈴（2015）以大臺北地區的幼兒園為

研究對象，探討對話式閱讀介入後家長的共讀行為變化，研究發現，

家長習得對話式閱讀技巧後使用頻率增加，且能持續使用此技巧，有

效減少逐字唸讀文本、詢問是非問題方式。更甚者，教保服務人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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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上的技巧也同樣有所提升。又如丘愛鈴與丘慶鈴（2007）的

研究指出，教師在共讀教學活動中，開啟了親師關係合作，教師將教

育專業素養和家長溝通，因此能有效增進親師的互動技巧。

最後，也有研究指出幼兒園在推行親子共讀之困境，如張玫芳

（2018）以公立幼兒園為對象，發現幼兒對繪本沒有興趣或是不會畫

畫，所以無法完成閱讀學習單，此外，家長因工作繁忙沒有辦法每一

個週末假日陪讀，最重要的是，家長本身未具有閱讀習慣或是不知道

該如何說故事、不知道該如何用圖畫書與孩子進行互動等，也造成親

子共讀之推行不易。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論是以何種主題策略進行親子共讀，幼

兒、家長及教師在不同面向的表現皆有所提升；不過，上述的相關研

究證據大都只呈現出親子共讀運作後的成效，對於策略實施後所可能

遭遇之困境，加以著墨的相關研究甚少，為此研究者特意在學術同儕

引薦下，選擇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為本研究之樣本，期望透過對個案

幼兒園在推動親子共讀之運作情形、成效與侷限做更深入探討，對後

續幼兒園在實施親子共讀之執行提出更為具體之建議。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樣本選取，主要是在學術同儕引薦下，立意取樣一所在

推動親子共讀方面具有成效的幼兒園為個案樣本，值得注意的是，個

案研究可讓問題得以廣泛且深層描述社會現象（Yin, 2014）。因而本

研究以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進行訪談策略與困境之質性研究有其適切

性，另再增加現場觀察，其觀察時程為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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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研究為求完整了解真實情形，乃以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成員

深入訪談資料為主，再輔以觀察紀錄，作為研究分析的文本。其中，

細究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的背景，首先其地點為花蓮縣中區，課程上

以主題課程為主，並重視幼兒閱讀教育。幼兒園僅有一班混齡班，含

大班15位、中班12位、小班3位，共30位幼兒，其中男生16位、女生14

位，並由兩位幼教師及一位教保員負責教學與保育，而這三位教保服

務人員在本研究中分別化名為T1、T2與T3。另外，陽光國小附設幼兒

園在推行親子共讀時，皆需知會學校校長之同意，因此校長也為受訪

對象之一，而為了更加釐清幼兒園推動親子共讀的真實面貌，研究者

也會對上述的對象做進一步地訪談。受訪者詳細背景與資料編碼，詳

如表1所示。

表 1　 
受訪教保服務人員資料

代碼 性別 原服務單位職稱 教學年資

T1 女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25

T2 女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16

T3 女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教保員 7

校長 男 陽光國小校長 23

再者，為了更加了解幼兒園推動親子共讀之成效，本研究同時也

以立意取樣訪談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的家長，並在研究進行前先發放

訪談同意書，進一步向家長說明研究之內容，家長的研究代碼是以其

子女姓氏的第一字開頭作為代表，並加上稱謂。訪談對象的編碼與簡

要資訊如表2所示。

最後，要特別說明的是，除了上述選取五位幼兒家長為訪談對象

外，本研究所蒐集之文件檔案，包含觀察紀錄，親子聯絡簿、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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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家長資料

代碼 性別 年齡 孩子代碼 教育程度 職業 家中圖書量 家族族群

S媽 女 39 C2 大學 家庭主婦 約百本 阿美族

N媽 女 41 C28 高職 僱工 約20本 越南籍

B媽 女 28 C10 高職 臨時工 5本以內 阿美族

Q爸 男 37 C4 專科 自耕農 百本以上 漢族

V爸 男 37 C23 大學 教師 約30本 漢族

問卷回饋單、閱讀學習單、閱讀活動回饋單等，皆是以全班的幼兒為

研究對象，在幼兒代碼上是以幼兒號碼加英文字母C做標示，例如C1，

即是班級1號幼兒，依此類推，其更詳細的分類方式，請參閱表3所

示。

表 3　 
質性資料分類編碼

資料類型 代號 範例 編號說明

觀察紀錄 觀活 觀活200707 2020年07月07日的活動觀察紀

錄

訪談紀錄 訪—英文代號加職稱 訪Q爸210111 2021年01月11日與Q爸進行的

訪談紀錄

親子聯絡簿 幼兒代碼聯絡簿—時間 C21聯絡簿- 
201112

21號幼兒2020年11月12日的親

子聯絡簿紀錄

閱讀活動回

饋單

幼兒代碼與家長稱謂回

饋單—時間

C27媽回饋單- 
200921

27號幼兒媽媽於2020年09月21
日所填寫的閱讀活動回饋單

閱讀學習單 幼兒代碼學習單—時間 C30學習單- 
201016

30號幼兒2020年10月16日的閱

讀學習單紀錄

Google問卷

回饋單

幼兒代碼與家長稱謂

Google回饋單—時間

C18媽Google
回饋單201225

18號幼兒媽媽於2020年12月25
日所填寫的Google問卷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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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分析與檢證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包括課程觀察紀錄、訪談紀錄以及文件檔案

等，以下就其內容分點論述：

（一）課室觀察紀錄

在徵得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同意後，以錄

影、錄音等方式記錄幼兒親子共讀活動時的行為表現。

（二）訪談紀錄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進行，其對象包括三位教保服務人

員、校長及家長，訪談前先依照研究目的問題及不同對象，並參酌相

關文獻擬訂訪談大綱，例如，在教保服務人員的個別訪談大綱上主要

是詢問：推動閱讀的經驗？班上親子共讀的情形為何？在推動親子共

讀活動歷程中曾在幼兒及家長身上所做的努力？以及推動過程中所遭

遇的困境？請您分享您因應困境的策略等相關問題。另外，校長的訪

談內容主要是詢問：您推動閱讀的經驗？請針對推動親子共讀活動

上，提供意見及可行策略？對未來幼兒園推動親子共讀之規劃有何想

法等問題。最後，在家長方面，大致關注於：對於幼兒園推動的閱讀

活動有何看法？平時如何透過幼兒園推動的閱讀活動與幼兒互動？對

幼兒園推動愛書旅行的看法及意見？對幼兒園推動親子閱讀活動融合

例行性節慶活動的看法及意見？至目前為止您覺得幼兒園推動親子共

讀活動幼兒的改變有哪些？學習情形？請舉例說明？以及對幼兒園往

後推動親子共讀活動有什麼建議及看法等相關問題。最後，在訪談方

式則採一對一訪談形式，一次進行時間約一個小時，每位研究對象共

進行一次訪談。

（三）文件檔案

本研究所蒐集之文件檔案，主要是為了增強與訪談、觀察做交互比

對及驗證，以提高資料的可信度，蒐集的相關文件包括：親子聯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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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問卷回饋單、閱讀學習單、閱讀活動回饋單等，以協助研究者對

研究場域的整體脈絡及推動親子共讀的歷程與需求有更深入了解。

另外，在質性資料分析方面，研究者先將所有資料分類編碼， 

再從資料中尋找關鍵字句或段落以進行編碼（ c o d i n g）與範疇

（categorizing）（霍秉坤、胡婧菁，2012）。接續，在訪談進行前，

先徵求參與者的知情同意並簽署同意書及錄音。在訪談結束後，盡速

將錄音內容轉譯為逐字稿。在資料蒐集完成後，研究者再反覆研讀逐

字稿，並進行資料的解構及重組，透過對資料多次的系統化分析，歸

納出屬性相同的主題或類別，並將資料編碼處理，便於索引使用，更

有利於資料整理。

三、研究信實度

質性研究易受個人主觀影響，因此為了讓質化的研究更有說服

力，提升研究信、效度，本研究透過三角檢證、參與者檢核、同儕檢

核（葉重新，2004）作為建立信實度之方式，統整與說明如表4所示。

表 4　 
本研究之信實度

建立方法 實作說明

三角檢證 研究者使用多重的資料蒐集方法、不同的資料來源、不同的理論觀點

與不同研究成員來研究同一現象。本研究蒐集不同的文件來源（如親

子聯絡簿、親子活動回饋單）、訪談不同人物（包括家長、教師），

以及採用不同的蒐集方式（如半結構式訪談、參與觀察），以檢驗研

究發現的一致性，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性

參與者檢核 訪談內容撰寫為逐字稿後，會請受訪教師、家長核對內容是否正確無

誤，以確實傳達研究對象所要表達的意思，在觀察過程中若有疑惑的

地方，將和研究對象進行釐清，並針對資料中模糊與誤解之處進行修

正，以求資料的真實性

同儕檢核 除研究成員相互檢核，也請兩位外部人員（一位為現職公立幼兒園輔

導員，一位為具教育學碩士學位之幼兒園教師）進行研究結果之檢

視，確認語意並無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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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幼兒園親子共讀之實踐

以下就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提供閱讀資源、故事志工團之成立，

以及親子閱讀活動之推行，說明本研究之實踐方式：

（一）愛書做客資源共享，致力化腐朽為神奇

偏鄉的弱勢家庭，往往家庭經濟較為貧困，因而可提供給孩子的

教育資源明顯較少（Lin & Chen, 2015; Liu et al., 2017），所以陽光國小

附設幼兒園教師團隊認為幼兒園推動共讀實施策略當務之急便是提供

充足的閱讀資源，滿足幼兒的閱讀需求，讓每位幼兒享有均等的閱讀

機會。因此，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教師團隊研擬修正適合班上的借

閱辦法及交換方式，經由討論決議舉辦「愛書旅行」活動，讓每位幼

兒都可以從家中選擇一本最喜歡的書帶來學校與同儕交換，幼兒的愛

書將會到其他人家中做客，彼此透過換書分享對這本書的喜愛，同時

訓練口語表達以及愛惜物品的能力。

⋯⋯家裡真的都沒有書啦，我還真的不知道要帶他去哪裡看

書，而且花蓮圖書館很遠餒⋯⋯有看也是看帶回來的〔學校

圖書館﹞。（訪B媽-201216）

有一部分的書幾乎都是別人的二手書⋯⋯因為我們也不

是真的很能買很多，⋯⋯，其實書也不便宜耶。（訪N

媽-201220）

這活動很棒耶（拍手）可以藉此閱讀更多的書，我們家的書

不知道她們是已經膩了還是怎樣，都不太會去翻了，浪費。

（訪Q爸-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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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書旅行持續第三週，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教學團隊以回饋單

方式詢問家長借閱後的狀況，了解借書回家後幼兒的反應，而家長們

也回饋幼兒相當喜愛這次的活動，願意重複閱讀借回家的書且期待借

書日。

C27覺得很有趣，說別人的故事比較好聽，每次都很期待借書

回來。（C27媽回饋單-200921）

⋯⋯一回到家孩子會主動分享他今天借的是哪一位同學的

書，⋯⋯，有時不只讀一次，會讀很多遍喔！（N媽回饋

單-200921）

發現其他家長都很認真準備繪本耶！C11一直拉著我請我唸白

雪公主給他聽，還會說下次想借誰的書，變得更喜歡看書。

（C11媽回饋單-200922）

不過，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教師們發現，雖然家長的回饋都有

指出幼兒愈來愈喜歡閱讀，但比對活動推行前與推行後的借書量，可

以發現並沒有明顯增加，因此可以推論，雖然愛書旅行活動有改變幼

兒的閱讀素材，但對於提升幼兒的閱讀興趣還是有限。

最後，我翻閱班上的閱讀桃花源借書本才發現，幼兒的借書

數量並沒有增加很多，愛書旅行推廣主因是要提供幼兒與家

長有充足的閱讀資源可以使用，所以雖然此活動回饋是有增

加幼兒的閱讀動機，但還是需要再一次修正活動，增加閱讀

資源。（訪T3-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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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繪本彈性配合，打破時空無遠弗屆

雖然愛書旅行能讓閱讀資源有效利用，但經過對幼兒借書量通盤

檢視，發現幼兒閱讀書量的力道仍稍顯不足，因此陽光國小附設幼兒

園的教師團隊決定多聽聽專家的建議。

現在小朋友人手一機，要他們閱讀真的需要很多誘因，⋯⋯

我的建議是可以透過科技將教師、學生、家長串連起來，成

效相當好。（訪校長-200923）

除了校長之外，T3教師也積極詢問輔導教授，教授也介紹了一個

線上親子閱讀網站，為文化部建立的「兒童文化館」，網站主要以提

升幼兒閱讀興趣為目標，提供多元的線上繪本閱讀素材，希望透過文

字、影像動畫、聲音、遊戲等多媒體的介面，讓幼兒以輕鬆活潑的方

式閱讀，以下是訪問陽光幼兒園家長運用線上繪本的情形：

最近疫情嚴重，都不敢帶小孩出門，剛好大家時間都變很

多，有這個網站在家小孩就不會喊無聊了，而且我們可以討

論互動的內容又增加了，感覺可以更拉近我們的關係。（訪S

媽-201005）

了解家長的想法後，也要正視幼兒的感受，接著陽光國小附設幼

兒園便開始著手規劃幼兒共讀後的閱讀學習單，方便家長與幼兒記錄

親子共讀的歷程，也方便教師利用學習單進行互動討論，提供教師作

為成效之參考。此外，也利用上課時間，帶著幼兒操作一次，利用投

影機大螢幕播放繪本故事，並鼓勵幼兒們說出看完後的真正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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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螢幕好大的書喔，⋯⋯老師說看完也可以寫在閱讀桃花

源上，那我看的書就變多了。（觀活-201007）

以前都是媽媽講故事，所以我講故事時會不知道怎麼跟C30互

動，現在因為要一起用平板看，⋯⋯我跟他互動也比較多。

（C30學習單-201016）

由此彰顯線上閱讀資源具有豐富的影像、數位遊戲、音樂效果、

完整的書籍介紹、架構完整的延伸閱讀書單，對幼兒來說是相當新鮮

的閱讀素材，能有效引起幼兒閱讀動機，且能有效提供資源較少的家

庭彈性運用，此結果也與沈歲鳳等人（2013）與謝佳玲（2012）的研

究相似。

（三）教師自編學習任務，滾動調整符應需求

根據上述家長提及因幼兒專心度有限，且繪畫能力不足，造成學

習單完成度較低，紀錄形式不符合能力等建議，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的教學團隊利用假日時間，檢討閱讀學習單成效不彰的原因，T2師：

我覺得除了家長提到繪畫能力部分，我們沒有先跟小孩討論

學習單內容，實際示範，也是原因之一，小朋友不清楚內

容，導致學習單變成家長的作業。

T1師：「還有，比較可惜的是，很多家長反映親子互動有增加，但我

們卻看不到此歷程」。因此，經過多次教學檢討後，教學團隊設計了

另一版本的紀錄形式，學習單上半部內容未更改，中間部分將繪畫題

目刪除，改為親子共同回溯故事角色，以對話方式，討論故事情節及

鼓勵幼兒思考表達內心想法，下半部則同樣為家長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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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老師願意改版，⋯⋯不然每一次發回來我痛苦他也痛

苦，反而討厭閱讀，那就得不償失了，⋯⋯這次用對話紀錄

方式，我就把我跟他最自然的一面寫下來，是沒有造成額外

壓力的共讀作業。（C12學習單-201030）

第二版繪本花園學習單因增加對話紀錄，學習單收回後也看到了

許多有趣的親子對話，如C10的學習單就記錄了家長先以開放式提示詢

問幼兒故事內容，讓幼兒自由表達，接者以連結提示提出問題，將故

事投射至日常生活經驗之中，引起幼兒興趣與增加投入感，家長也從

幼兒的回答中知道幼兒內心真正的想法。

C10媽：你覺得怎樣會被蓋壞寶寶印章？

C10： 就是不吃青菜，還有亂打人、搶別人東西，我在學校這

樣也會被扣印章。

C10媽：那你覺得媽媽會被蓋壞媽媽印章嗎？（笑）

C10：你一直玩手機，看影片，就會被蓋。

C10媽：媽媽有一直玩手機嗎？

C10：有啊，你每次都跟爸爸說等一下才要睡覺，還關燈玩。

C10媽： 那媽媽如果不玩手機，反省了，我被抓走你會來救我

嗎？

C10：那你要改喔，你有改我就會去救你。

（C10學習單-201030）

根據上述資料可以發現，針對使用者實際的狀況與需求，修改推

行政策，提供的資源才能真正發揮效力。從新版學習單中，陽光國小

附設幼兒園的教師可清楚看見幼兒與家長共讀時的互動方式，並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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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家長個別協助與建議；家長也可以透過紀錄，檢視自己的對話內

容，嘗試補足不足之處。

（四）故事志工進班分享，策略多元一舉數得

若要親子共讀得以發揮預期效益，家長與學校互助應是最為重要

的作為，尤其相關研究更指出，讓家長成為教育的夥伴，參與學校

的教學實務，對幼兒的學習效果有正向的影響（丘愛鈴、丘慶鈴，

2007）。

老師還記不記得之前訪談時有跟你提到想成立故事媽媽團？

家長可以來說故事給小朋友聽，小朋友很喜歡，尤其是看到

自己的爸爸媽媽來學校。（訪Q爸-201020）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2020年11月11日第一次故事媽媽進班說故

事，故事結束教師利用聯絡簿發放回饋單，請幼兒回家後記錄今天的

心情、故事內容、家長回饋。

回家後很開心的講故事內容，⋯⋯故事的情節都敘述的蠻清

楚的，孩子從中獲得喜悅，感染了我，期待到校參與。（C21

聯絡簿-201112）

C20星期四下課就跟我說同學媽媽要到學校說故事，感覺他非

常期待，⋯⋯感謝幼兒園有這樣的活動，為每日的日常生活

增添許多樂趣。（C20聯絡簿-201112）

整體而言，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藉由故事志工媽媽講故事對幼兒

來說是新鮮有趣的閱讀體驗，幼兒聆聽時都相當認真，對故事情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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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深刻，成效相當好。

（五）閱讀結合節慶活動，舉家參與共同響應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有了這群當故事的靈魂人物志工團的幫忙，

學校閱讀活動的推行愈來愈上手，大家會不吝給予我們推動意見，其

中，有家長建議除了講述故事，繪本也可以結合娛樂、體驗、教育等

功能。

除了說故事以外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帶給孩子更多東西？像是

結合繪本帶他們去戶外教學呀，之前講《劍獅出巡》感覺就

可以安排一個臺南親子旅行（哈哈）。（訪V爸-201024）

因此，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教學團隊決定，以閱讀為主軸，闖

關為方式，辦理聖誕閱讀闖關活動，本次活動的主要目標是希望透過

園內推廣，讓家長了解親子共讀的重要性，同時增進親子間關係，並

體驗共讀不是只有單一模式，而是有許多閱讀方式值得我們探究。

今天的流程都很順暢，闖關結合閱讀，跟以往比我覺得

是最棒的一次，謝謝老師的用心。（C18媽Goog le回饋

單-201226）

當天看到許多父母陪伴孩子闖關，覺得好溫馨∼這次活動讓

我們更了解閱讀其實有很多方式，不用侷限於單一模式，相

信大家都有很深的感觸。（C7爸Google回饋單-201226）

整體而言，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透過推行全方面的閱讀運動，將

閱讀結合園內常態性活動，設計多變化的親子共讀型式，家長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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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相當高的，這和谷瑞勉與王怡靜（2012）的研究結果也頗為一

致。

綜合上述，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推動親子共讀的策略方面包

含：共讀資源提供—愛書旅行、線上閱讀花園、說故事志工團之成

立及親子閱讀活動融合例行性節慶活動之推行等，不斷循環改進的過

程，進而找出適合班上的親子共讀方式，建立一套適合班上的親子共

讀策略。

二、幼兒園推動親子共讀之成效

（一）親子共讀累積識字，詞彙表達有效擴增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親子共讀的相關策略實行下，發現幼兒的

識字量提升不少，尤其對自己看過的書籍，會指認書籍上文字，唸給

其他同儕聽，看得出有很高的識字興趣，更甚者，在仿寫能力上也大

為提升，這也和簡碧瑱與涂妙如（2012）的研究發現相似。

最近發現他會認得字真的變好多，很常在路邊的招牌、車子

上印的字、哥哥的通知單找自己會的字，⋯⋯我是不知道他

是怎麼記起來的，連「霸」這麼難的字都知道，我是蠻訝

異的（笑），⋯⋯有一次從學校借書回家，可能是他有看過

了，他就說要唸給我聽，模仿老師把書反過來，我當小朋友

在旁邊聽，真的是一個字一個字唸，我覺得好厲害，有時候

換個方式講故事也不錯，他也很有成就感，我更有成就感啦

（大笑）。（訪N媽-210104）

除了親子活動回饋單家長有反應幼兒詞彙表達擴展外，T3教師也

提到幼兒在敘說能力上，語句長度增長，語句的文法更合理，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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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語調變化，能更有邏輯性的組合句子。

T3：你在這裡看到什麼啊？（指《愛哭的雷龍書》）

C18： 藍色雷龍他很難過，他一直哭一直哭，還有流眼淚，他

很傷心⋯⋯他可能是跟媽媽分開了，因為他旁邊都沒有

人，我如果找不到媽媽我也會哭，但是我知道要留在原

來的地方等媽媽⋯⋯。

C18： 哇，原來不是，他是被別隻恐龍攻擊啦，碰∼禿頭恐龍

跑去撞他，他一定覺得很痛，他雖然比較大隻，但被突

然攻擊有可能會受傷，他來不及防守。

（觀活-201224）

如前述，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藉由共讀活動的推行，促使幼兒更

能理解書籍上的故事文法、句子架構，且幼兒們也能主動觀察探索生

活中的文字訊息，進而累積不少的字彙量。

（二）繪本圖像提供元素，激勵幼兒創意思考

作為幼兒閱讀的繪本同樣扮演著關鍵角色，繪本除了融入了各種

形式和美術元素外，也提供幼兒從閱讀繪本圖像來解讀作者所要傳遞

的訊息，並進而從自身的經驗詮釋圖像，覺察繪本與美感間的關係

（谷瑞勉、王怡靜，2012）。

我記得有一次我老婆講《小種子》給他聽，C23突然發現之

前，好久以前講得《好餓的毛毛蟲》裡有出現太陽的圖案，

他就很瘋狂，好像在玩什麼，尋寶遊戲一樣，把書櫃上艾

瑞．卡爾的書全部翻一遍，⋯⋯結果還真的被他找到《畫一

個星星給我》裡面也有，⋯⋯之後共讀時我們除了講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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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我們也會花更多時間討論圖畫，他也好像更能理解那

個，像跟文字間有點關聯。（訪V爸-210115）

C7今天在美勞區嘗試艾瑞‧卡爾的作畫技法，看他先用蠟筆

在紙上塗顏色製作成色紙，之後再用裁剪拼貼的方式，完成

作品蝴蝶，老師以名家系列繪本共讀，同時透過影片介紹作

者的創作風格，讓幼兒理解圖像所組成的情境，幼兒再透過

藝術素材進行創作，激發想像力。（觀活-201231）

根據上述推論，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藉由共讀活動的推行，讓

幼兒圖像素養提升，透過美的經驗，刺激創造思考，對繪本上的圖

片人物、場景、畫風更敏銳，與成人討論更熱絡，這與過往謝佳玲

（2012）的研究結果極為相似。

（三）幼兒自主探索閱讀，延伸活動更顯積極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透過共讀活動的推行，激發了幼兒的閱讀興

趣，幼兒開始進行廣泛的閱讀，在學習區探索時，利用不同的空間、

素材、行為，營造不同的閱讀經驗，增加了幼兒主動探索的機會，也

顛覆過去主要以成人主導幼兒聆聽的共讀模式。

我們有發現C4這陣子很喜歡艾瑞‧卡爾爺爺的書，他都這樣

叫，所以媽媽就幫他買很多本，⋯⋯只要有空檔，像來學校

前，假日我們還沒起床喔，他就會自己去拿來看，我們要搭

火車去北部玩他也說要帶，⋯⋯好像是《10隻橡皮小鴨》那

本吧。（訪Q爸-210111）

他這幾天回家後好喜歡自己做書，還要我加上作者某某

某，⋯⋯畫好後他唸劇情我加上文字，都蠻有連貫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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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見到一個人就講一次。（訪S媽-210112）

由上述可知，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藉由親子共讀活動的推行，除

了擴大了閱讀活動的附加價值外，更能進一步讓幼兒學會運用高層次

思考來詮釋理解文本內容。此結果也與幼兒早期閱讀經驗可為幼兒擴

展思考能力（林怡伶、張鑑如，2016；陳奕蓉、陳惠茹，2017；Fleury 

et al., 2014）的研究相符。

（四）家長善用多元策略，閱讀技巧展現增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也提供多元閱讀

策略，讓家長有機會學會使用適切多元的閱讀策略，如科技媒材、遊

戲、戲劇、對話式問與答、鼓勵幼兒發揮想像力、推測能力等各種引

導，並依此來與幼兒個人經驗串聯，達到閱讀的目的。

C8媽： 只好暫時不讓小雷龍去上學，小雷龍好難過，偷偷的

哭起來。為什麼小雷龍不能去上學呢？

C8： 因為小雷龍太大了，會塞車，弄斷好幾座橋，所以一直

收到罰單。

C8媽： 嗯，那小雷龍不能再小朋友去上學了，小朋友都很喜

歡小雷龍，你覺得怎麼辦？

C8：我會去安慰他。

（C8學習單-211228）

根據上述內容分析，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的家長與幼兒親子共讀

時會針對故事內容進行回溯，並以幼兒為故事主角，類推劇情，從學

習單可以看出家長與幼兒對話內容的成長。不僅上述媽媽們感受到共

讀技巧增能，B媽也覺得這一次幼兒園共讀活動的推行，讓家長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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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獲取教育資訊，建立支持的網絡，在親子共讀的路上有更

多參考。

（五）親師溝通敞開心胸，攜手合作共創雙贏

另一方面，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也借助共讀活動的推行，促使家

長投入更多心力，新資源投入校園，增添幼兒多元經驗，親師達到開

放的雙向溝通，營造有效的夥伴關係。

你們有讓家長進來說故事，參加活動，才是真的有在互

動，⋯⋯，不然我哪知道你們在幹嘛，就你們說什麼我們配

合囉，我現在除了當賺錢機器人還可以當好爸爸餒。（訪V

爸-210115）

互動增多了，家長與教師感受到是可以成為密切的合夥人，家長

能投入的不僅是物資，平時也能協助教育工作，提供更多元的學習管

道。

我很怕老師餒，老師找我就是要跟我說他又搗蛋了啦（哈哈

哈）我一定要逃遠遠的啊⋯⋯，而且他這麼皮，很怕得罪你

們耶，⋯⋯上次S媽叫我教他們綁竹子，他們玩得很開心，我

也只能把我會的教他們呀，其他的我也不會⋯⋯如果之後要

我教他們種菜我也願意啊。（訪B媽-210108）

根據上述內容可以發現，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共讀活動的實踐，

除了讓教師與家長更具有情感的聯繫外，更重要的是當家長遇到問題

時，學校也會提供諮詢管道，協助家長面對問題，彼此之間的溝通也

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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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親子之間密切連繫，凝聚共鳴關係昇華

以書本為媒介，成人透過陪伴，促使彼此心靈交流，分享閱讀的

樂趣，且除了在家共讀，本研究以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為推動主體，

發現家長投入了更多時間，擁有更多元的方式及更有效的技巧，因此

對於親子關係的提升頗有助益。

上次閱讀闖關隔幾天，我們家爸爸就學你們，現學現賣

耶，⋯⋯之後好幾天他都找爸爸唸故事，直接拋棄媽

媽，⋯⋯有盡到義務不錯啦。（訪S媽-210112）

C26：老師（停頓）我可以多借一本書回家嗎？（擔心表情）

我：今天本來就會借書呀，為什麼要多借？（有點疑惑）

C26： 我媽媽假日有回來，她說可以陪我多看一本。〔媽媽軍

人，回家時間短〕

我：當然好啊，那下禮拜一要跟我分享喔！（微笑）

C26：（點頭）（觀活-201203）

經由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的履行，在有意安排下，讓許多家長知

道共讀是值得大家投注心力的家庭活動，且形式是相當多元的，因此

根據上述可以發現，許多家庭在這次共讀的體驗中，幼兒與家長共鳴

增加，進而促進彼此的情感，這也和過去丘愛鈴與丘慶鈴（2007）的

研究發現有所相仿。

（七）幼兒園閱讀風氣持續，有利型塑特色校園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推動各項閱讀策略後，很多國小的家長也

想加入志工媽媽團隊，這表示幼兒園的特色、推行理念大家看到了，

成功打造具有自身特質的閱讀文化，閱讀與幼兒好像已經有密不可分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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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昨天圖書館均媽問我能不能讓他加入志工團，而且她

還說他兒子二年級也要來號召他們班家長成立故事志工團，

到時候再跟我們討教。（訪B媽-210116）

我也想問老師，我們社區的家長也有問我，說想把小孩轉過

來，因為現在讀的學校都沒有這樣的活動，我不敢馬上答覆

他。（訪S媽-210112）。

根據上述資料可以發現，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透過多元、深入、

連貫的推行閱讀活動，除了讓閱讀風氣在園內生根外，觸角也延伸至

國小，形成一股不小的親子共讀旋風。

（八）共讀思維有所跳脫，盤點資源精進品質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透過共讀活動的實行，跳脫循序固定的傳統

型態，並學會去傾聽家長的想法與需求，在策略上也透過盤點幼兒園

的資源，如人力、物力與社區資源，來修正更新幼兒園的親子共讀策

略，也正因如此才能順利看出幼兒的成長、家長的轉變。

最近幼兒園的活動我真的很喜歡，好像整個活絡起來，尤其

老師會傾聽我們家長的需求，例如老師會問我們在家裡有遇

到什麼困難嗎？需要幫忙嗎？也會提供許多借書的資源給我

們。（訪Q爸-210111）

曾經我們的模式就是老師會事先設計閱讀環境、設計閱讀學

習單，老師身上背了一大堆功課，我沒有說這樣就是不好，

因為這也有他的優點，但我們都知道現在課程慢慢在轉型，

學校與家長、幼兒應該成為共同體，⋯⋯我真的慶幸這一次

我們有轉變，從真正的需求出發，其實不管什麼活動在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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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定會有盲點，⋯⋯推行者就應該採納各方意見，澄清修

正疑問，政策才能克服障礙，順利推行，且我們也試著盤點

我們有的人力、物力與社區資源，為的就是讓我們親子共讀

能繼續精進。（訪T1-210105）

（九）團隊執行積極請益，教師專業更具信心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推動親子共讀的歷程中，教師需不斷省

思、改進、虛心求教，提升閱讀教學知能與素養，才能發展適切的閱

讀策略與教學，從訪談資料可以看出，藉由共讀活動的推行，教師更

加重視家長的需求、幼兒的想法，激發教師熱忱與動力，開發出新觀

點。

我在這裡待這麼多年，一直覺得這裡的家長就是我們說什

麼，他就做什麼，直到今年我其實看到了很多轉變，像是在

推行當故事的靈魂人物志工團時，本來我很擔心家長進來會

有很多意見分歧的時候，畢竟大家的認知一定會有不同，

也有擔心過家長藉此機會監控老師，連最基本的信任都沒

了，但誇出這一步後我才知道，其實收穫是這麼多。（訪T1-

210105）

T2教師也表示，有許多教師進入職場多年，因此可能對教學麻

木、倦怠、積極感、責任感較低而停止學習，侷限在曾推行的閱讀經

驗中，但其實每個教室內的每位幼兒發展皆有所差異、社會文化也有

所不同，教師需不斷學習，充實經驗，精進自身能力與教學品質，才

能因應社會變遷，達到永續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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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園推動親子共讀的侷限

（一）愛書活動書籍破損，維護之責仍需加強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愛書旅行推動歷程中，雖然發現可激發幼

兒閱讀動機，使幼兒閱讀參與率提升許多，但也有需要再修正之處，

如有家長反映幼兒帶來學校的書籍有破損修補跡象。

昨天有家長用line跟我反應帶來的書有黏貼的痕跡，我就去實

際檢查一遍，結果真的發現有好幾本書，書背的地方有點鬆

脫，感覺是翻很多次，使用的痕跡，有些是有折痕，或角角

的地方有翻閱的折痕。（訪T2-210105）

小朋友帶來時我都有檢查過一次⋯⋯，有些本來就是在家裡

就看過很多次了，翻到有點爛了，所以本來就有使用痕跡。

（訪T3-210105）

我想家長反應的這件事，應該也不是小朋友刻意破壞的，

因為書翻太多次，可能真的會有掉頁的問題⋯⋯。（訪T1-

210105）

根據上述資料可以發現，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雖然在愛書旅行推

動前皆有明確告知幼兒及家長需善盡保管愛護之責，但因每個家庭閱

讀習慣不同、愛惜程度的差異，雖未真正破壞書籍，但也衍生了修繕

問題。

（二）閱讀志工流動略高，穩定培訓有待規劃

當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故事的靈魂人物志工團運作一段日子後，

也面臨了一個問題，例如，因為幼兒的流動率相當高，造成志工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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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減少，也有剛招募進來的家長，因為幼兒大班即將升小學，而擔心

無法繼續參與活動，而新轉入的幼兒，也因為活動已推行好一段時

間，還在適應新環境，因此參與度較低。

當故事的靈魂人物志工團是家長自發的，不是都靠我們的主

導，其他人配合，所以沒辦法規定成員的去留，C3就是因為

爸爸的工作在市區，所以全家人要搬過去。（訪T2-210114）

老師拍謝啦（臺語）最近我公公住院，所以家裡需要人手幫

忙，我可能要先退出志工團了。

研究者：沒關係啊，等你忙完，隨時可以再加入，只是最近 

我們想找老師教我們做種子偶，這樣你沒參加到好可惜喔。

（訪S媽-201217）

根據上述資料可以發現，當故事的靈魂人物志工團因為成員流動

率高，造成培訓課程較難安排，且家長若沒有持之以恆的參與，也難

見培訓成效，這也與過往張玫芳（2018）的研究發現相似。

（三）家長參與提前預告，計畫編寫費時耗力

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閱讀策略執行，例如，志工團進班說故事與

例行性節慶活動，皆需要家長時間的配合，因此提前告知家長讓他們

可以安排時間，做好事務規劃，是相當重要的。不過，這樣的方式也

造成教師在編寫計畫時的相當耗時，教師需要花上大量時間心力，提

前做好溝通規劃。

一個月前要先通知他們，讓他們可以先安排，可能有些人要

請假啦，我試過很多次，如果你有提前告知，家長配合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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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高的⋯⋯，但我們就是變成規劃的時候，時間都會拉很

長，事前工作也變比較多。（訪T2-210114）

線上繪本花園學習單發下去兩個禮拜，都還有人才交回來，

有時候都不知道是該開心你有交回來，還是生氣你怎麼這麼

晚帶回來。（訪T1-210105）

由上述可知，當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只要做到提前告知，讓家長

有充足的時間準備，都能順利將學習單收繳回來。不過，教師因班級

經營、教學管理或急需看到成效，通常會設置繳交期限，家長若沒辦

法在期限內繳回，就無法參與此活動，因此策略也皆需以長期策略為

主，短期策略很難看出成效。

伍、結論、反省與建議

一、結論

（一）共讀運作策略多元，滾動修正力求精進

本研究旨在以個案研究法，探析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推動親子共

讀的情形，其運作歷程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學團隊，首先以愛書旅

行、線上繪本花園推廣來引起幼兒閱讀動機，並提供資源較少的家庭

彈性運用；其次，透過家長力量、發放志工調查表方式，組織當故事

的靈魂人物志工團，引起幼兒閱讀興趣；最後，結合園內例行性節慶

活動，讓家長了解親子共讀的重要性。

（二）策略執行略有效果，閱讀氛圍展現積極

本研究發現，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推動親子共讀上成效不差，

首先，在幼兒方面增加了識字能力，並增加詞彙表達，以及圖像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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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刺激創造思考；其次，在家長的收穫方面，則是增加共讀技

巧，並學會善用多元策略與幼兒共讀，情感也更緊密連結；最後，對

幼兒園的蛻變方面，園所也因為推動親子共讀，展現出不同以往的閱

讀風氣，教師教學思維也明顯有了轉變，更加積極主動，而陽光國小

附設幼兒園此模式的運作效果應是正面且值得肯定的。

（三）共讀侷限原因多重，內外落差仍需消弭

本研究發現，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所推動的親子共讀仍有些許侷

限，如資源共享難維護保管之責，且成員流動率高、難穩定培訓、家

長需提前預告、計畫費時耗力等難題，這也顯示出陽光國小附設幼兒

園後續在推行親子共讀仍需加強滾動修正的必要性。

二、親子共讀實施之反省

本研究發現，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透過愛書旅行、線上繪本花

園、故事志工團，以及例行性節慶活動等策略，提升班上親子共讀的

成效不差，如幼兒增加了識字能力，並增加詞彙表達，更進一步提升

圖像素養；對家長方面則是學會善用多元策略與幼兒共讀，促使親子

情感更緊密連結；另外，在幼兒園的成長也頗豐，除了增進園所閱讀

風氣外，教師的教學思維也明顯有新氣象，更強調對幼兒閱讀的培

養，這也對教學品質更有所助益，這些發現也與過去幼兒園推動親

子共讀的研究結果頗為類似（王佩徛、王秋鈴，2015；丘愛鈴、丘

慶鈴，2007；沈歲鳳等，2013；謝佳玲，2012；簡碧瑱、涂妙如，

2012）。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發現當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閱讀活動持續

推廣下，有很多家長意識到閱讀的重要性，並提供適合的閱讀環境，

帶幼兒到圖書館借閱書籍或到書店採購合適文本，增加藏書量，也因

為幼兒不管是在家還是在學校，接觸閱讀的機會增加，因此對閱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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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和以往相較提高很多（林怡伶、張鑑如，2016）。基於此，本研

究凸顯出親子共讀的重要功能，不但於促進幼兒語言及認知發展的效

果很顯著，且花費金額不高，在生活中的執行容易達成，同時更具有

增進親子間親密關係的重要效用。

不過，本研究也發現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在親子共讀的推行亦存

在著不少的侷限，這包括在推動愛書旅行時，書籍有破損修補跡象、

閱讀志工的流動率偏高，以及執行志工團進班說故事與例行性節慶活

動時，將內容提前預告家長，家長的參與率較高，但這也造成教師們

在計畫時的耗時費力等問題。這當然也可能顯示出在推動一項新計畫

時宣導方面的不足，甚至是未能確立公訂的推行辦法（沈歲鳳等，

2013），因此，在發生書籍破損時較無共同的方向去依循。又或者是

本研究場域位屬於偏遠地區，其經濟弱勢或少數族群家庭居多，家長

必需耗費更長的工作時間來維持基本的家庭生計，加上多從事勞務性

高的工作，也讓家長減低了親職教育參與的能力、意願，或參與的品

質（Lin & Chen, 2015; Liu et al., 2017），進而可能影響到對志工團與例

行性節慶活動的參與，這也凸顯出當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所推動的親

子共讀，其實還是存有不少的努力空間，值得後續園內教師團隊持續

精進。

三、建議

（一）對實務教學者的建議

以本研究的個案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為例，我們可以發現透過幼

兒園來肩負推動親子共讀的角色，除了讓教師的教學思維能有所革新

外，對於幼兒閱讀培養與教學的品質也有明顯幫助，這也多少反映了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參與社群教學專業協作，對提升親子閱讀教學的

專業素養有其重要性。因此，建議未來教學者可組織同儕專業對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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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機制，如成立閱讀教學社群、舉辦期末閱讀策略教學分享或是透

過行動研究來擬訂閱讀計畫等，多管齊下，教師即可藉由省思、同儕

之教學建議，從確實落實閱讀教學，扎穩且提升幼兒的閱讀能力。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是以一所幼兒園為推動者，推行策略多以全園為考量，因

此無法適性化個別協助，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選取班上幼兒家庭為個案

研究對象，隨需要調整方案計畫，歸納適合不同家庭的共讀策略，給

予不同型態家庭參考與支援。另外，本研究場域位於花蓮縣，是一所

國小附設幼兒園，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針對陽光國小附設幼兒園所進行

親子共讀之實踐、成效與相關侷限做探討，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選取位

屬於城市幼兒園進行個案研究，並與偏鄉幼兒園做比較分析，相信應

有助於提供不同區域之幼兒園在規劃親子共讀上之參考。最後，本研

究也發現家長參與為影響親子共讀成效的重要因素，不過本研究只採

用個案研究做初步探討，未來仍可透過不同方法論途徑的驗證，完整

了解家長參與對於親子共讀的實踐內涵，拓展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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