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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因素之探討 

摘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的各項

因素。 

選取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 2013年 3月至 5月流通率資料，

透過次級資料及卡方檢定，分別由組織因素、環境因素與文化因素等構面，探討

各因素對愛的書庫流通率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總班級數、總學生數、總教師數、鄉鎮人口數、鄉鎮女性人

口比率、每人擁書量、每人購書費及每人借書量，皆對愛的書庫流通率的影響具

顯著性，其中每人擁書量及每人購書費對愛的書庫流通率則呈現反向顯著關係。

而學校圖書館總藏書量、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及公共圖書館

民眾參與志工數則對愛的書庫流通率無顯著影響。 

 

 

 

關鍵詞：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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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Circulation Rate on  

Philanthropic Library of Taiwan Reading and Culture Foundation 

Abstract 

The study is focus on exploring of various determinants influencing the circulation 

rate of the philanthropic library in Taiwan Reading and Culture Foundation. 

Samples were from the circulation rate of philanthropic library of Taiwan Reading 

and Culture Foundation in March -May 2013. By the secondary data and Chi-square test,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three aspects: organizational factor, environment feature 

and culture element on the circulation rate in philanthropic library. 

Researching reveals that circulation rate was influenced obviously by gross classes, 

gross students, gross teachers, county population, county female population rate, 

possessing book rate, buying book rate and hiring book rate, especially the possessing 

book rate and buying book rate show the negative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However, the 

store book of school library, whether the school got Reading Award, young and middle 

age population rate and public library volunteer rate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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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在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知識經濟的時代，閱讀能力就等於國家未來的競爭力。「閱讀能力」不只是文

明世界的基本能力，更成為一種必備的能力，唯有具備此種能力，才能從浩瀚的

知識大海中汲取自己所需的知識（周芷誼，2006）。國民閱讀水準高低影響國家經

濟表現和社會發展甚巨，閱讀能力愈高的國家，國民所得愈高，其國家競爭力也

愈高（OECD，2000）。也就是說，會閱讀的國民能迅速透過閱讀掌握知識與訊息，

國家競爭力自然增加（柯華葳，2007）。 

自西元 2000 年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每三年針對參與國 15 歲青少年的「閱讀」

「數學」「科學」等三種能力進行「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透過 PISA 評量的結果，各國得以了解即

將受完義務教育的學生，是否具備未來生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並為終身學習奠

定良好的基礎。我國於 2006 年第一次參與評比，雖然台灣 PR5、10、25 的學生表

現比優於 OECD 國家同百分等級的學生，然而 PR95 的高閱讀水準學生的閱讀素

養表現卻落後於 OECD 國家 PR95 學生（張貴琳、黃秀霜、鄒慧英，2010）。PISA 

2009 的評比結果，台灣的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平均，程度中等，但高分群（水準

五、六級）的人數，只有上海的四分之一、香港的一半；而未達水準二、屬於補

救教學對象的「低分群」人數則三倍於上海、兩倍於香港，這正顯示台灣孩子可

以進行一般性的文章閱讀及簡單的問題釐清，但普遍缺乏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賓

靜蓀，2012）。 

此外，「國際教育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IEA）主辦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則以小學四年級學生為對象，每五年一次檢測不同國家教

育政策與教師教學下之閱讀能力表現。PIRLS 2006 的調查結果，45 個參與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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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生的閱讀能力排名第 22 名，落後同樣使用繁體中文、排名第二的香港，而

因為興趣而每天閱讀課外讀物的學生比例只有 24％，排名全球倒數第一，遠低於

40％的國際平均值（丁嘉琳，2007）。儘管臺灣在 PIRLS 2011 的排名躍升至世界

第 9 名，然而光彩成績的背後，也反應了臺灣學生閱讀動機的低落與自信的不足

（陳至中，2012）。 

國際評比的結果已被各國視為教育和經濟國力的展示（柯華葳，2012），因為

全球都相信，閱讀力就是競爭力。自 2000 年起，我國政府也積極推動全國性的閱

讀運動，如：2001-2003 年「全國兒童閱讀實施計畫」、2004-2008 年「焦點三百-

國小兒童閱讀計畫」、2007-2011 年「充實公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採購

計畫」、2009 年迄今的「閱讀植根與空間改善：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及 2008

年啟動至今的「悅讀 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提升計畫」，從過去針對偏鄉及弱

勢地區的補助，擴大為全面性的閱讀政策推動，並推動涵蓋幼兒至成人不同階段

之閱讀活動策略。將偏遠地區國中小及幼稚園、全國國民中小學、國立圖書館及

公共圖書館串起，構成全面性的閱讀網絡，以期由上到下、投入資源，提升全民

閱讀風氣與習慣。 

在民間，推動閱讀的野火也迅速蔓延，各企業、宗教、公益團體也紛紛投入，

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如：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自 2004 年推動「希望閱讀」

計畫，迄今已認養 200 所偏遠地區聯盟小學，帶領 2 萬名兒童親近書本，同時，

每年號召超過 3000 名大學志工，用行動參與社會公益，而三部滿載書本的「希望

閱讀巡迴專車」持續灌溉偏遠地區聯盟小學（財團法人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2012）；

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於 2007 年啟動「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至今全台

共有 38 個據點， 50 部「雲水書車」以戶外閱讀方式，破除圖書館建築的藩籬，

主動積極貼近民眾，將書香傳送至全台各地（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14）；

由玉山志工基金會與玉山銀行共同發起的「玉山圖書館—黃金種子計畫」也自 2008

起在偏遠地區國小新建裝修學校圖書館軟硬體設備，迄今已有 70 座玉山圖書館，

提供偏遠地區的孩子一個舒適溫馨的閱讀環境（玉山志工基金會，2013）。此外，

社區家長也紛紛成立故事志工團體，參與校園之閱讀推動。 

閱讀是一個多面向的複雜歷程，孩子需要一個途徑一個協助與一個機會去整

合閱讀歷程中所需要的種種要素（柯華葳、游雅婷，2001）。小學是閱讀的黃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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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在學校的學習場域，政府及民間資源的挹注，不論是軟體的書籍、人力或硬

體圖書設備，都讓閱讀的資源更加充沛。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自 2005 年

於南投縣草屯鎮虎山國小成立第一座「愛的書庫」起，至 2014 年 4 月已在國內成

立 187 座愛的書庫，合計約 60 萬餘本圖書，17000 多個書箱，累積借閱人次達 2834

萬（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14d）。愛的書庫更是目前唯一以「書庫」

模式推動群體共讀的公益法人，藉由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的公益平台，

匯集教師專業、志工熱情與社會愛心運作，讓閱讀資源在地扎根、循環分享（財

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13）。 

「愛的書庫」透過線上圖書資訊系統，讓會員教師及團體在書箱「分館別」

及「分級別」的篩選機制及新竹物流免費公益托運下，進行線上借還書（財團法

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14c）；同時，教育部更統籌分配「閱讀替代役」（財團

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14b）協助「愛的書庫」的運作，在據點學校與教師

及志工共同義務管理「愛的書庫」，讓「愛的書庫」創造出讓書有進有出，循環利

用，使資源充分活用的機制（許芳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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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王淑芬（1999）提到一群孩子一起讀書，共同討論，這種樂趣是和自己一個

人在家看書不一樣的。同時，共同閱讀不僅能提升閱讀的深度，亦能讓學生在發

表中交流意見，提高學習興趣（黃逸涵，2008）。班級讀書會是以學生為主體，透

過探討主題與閱讀活動、合作互動與溝通對話，建構並發展出學生自我高層次思

索的能力（黃月娥，2009）。「愛的書庫」提供了共讀的資源與圖書共享平台，在

教師專業選書與圖書分級、分館的機制下，只需藉由電腦資訊設備，就能輕鬆完

成書箱的借閱與還書回報，透過新竹物流免費託運，教師運用愛的書庫資源更為

方便。 

研究者在國小服務，深刻感受到愛的書庫共讀資源的價值： 

一、普級性：相較於其他非營利組織閱讀資源可能侷限部分偏遠地區或資源

不足地區之學校，愛的書庫提供的共讀資源跨越縣市、鄉鎮與校區藩籬，擴大使

用對象、縮短城鄉差距。目前國內在 22 縣市共有 187 座愛的書庫，只要是教師或

共讀之團體，皆可申請成為會員，透過線上圖書資訊系統，便可運用所有共讀資

源，是愛的書庫資源的普級性。 

二、便利性：愛的書庫結合線上圖書資訊系統與新竹物流的免費託運，大大

的減少教師借閱的不便。教師僅需在線上圖書資訊系統按書籍「分館別」及「分

級別」選擇所需之書籍並完成借閱流程，等待新竹物流將書箱送達。三個禮拜的

借閱時間，可以從容使用書箱，或是讓學生進行晨讀、或是進行班級共讀與討論，

進而引起學生共鳴，傳達學生書中的信念。還書時，也只需將書整理好，透過線

上還書回報，將書箱集合在指定處室，由新竹物流送回原書庫。這是愛的書庫的

便利性。 

三、資源共享性：愛的書庫匯集了社會之愛心（捐助）、教師的專業（選書）、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的專業運作及其他組織的公益行動（新竹物流公益

託運），讓愛的書庫共讀資源流通與循環共享。在「愛的書庫」圖書系統的循環下，

即使偏遠聚落、圖書資源相對缺乏的學校，也可以享有全班共讀的樂趣（李欣如，

2008）。這是愛的書庫的資源共享性。 

閱讀能否從量轉質，翻轉的驅動關鍵在老師（李雪莉，2007）。對於身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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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者而言，基於以上三點，愛的書庫已成為研究者在學校推動閱讀、營造班

級共讀氣圍及培養學生閱讀力不可或缺的良伴。透過班級共讀活動，教師可以教

導學生閱讀策略，學生可以對話、分享與討論，增加閱讀興趣。透過實施「愛的

書庫」班級共讀之閱讀活動，有助於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將低成就的學生拉上

來，減少學生閱讀能力參差不齊的情形（張容甄，2010）。也因此，愛的書庫確有

研究的必要。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共讀分享、智慧循環」的運作模式，

結合了教育部、文化部及公部門的力量撥款或直接購書放入、社會各界的公益捐

款、新竹物流免費託運的公益贊助（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14a），再

加上實體書庫由教師、志工及閱讀替代役義務管理，透過愛的書庫共讀資源，教

師在教學中做深入的閱讀探討及藉由共同閱讀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進而培養學

生帶得走的閱讀能力。依據【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設置辦法】

第 11 條：書庫之借閱流通率若長達半年不及五成者，將依以下五階段進行處理： 

一、持續觀察半年。 

二、協助爭取辦理研習。 

三、更換書籍。 

四、書籍減量。 

五、關閉書庫，所有書籍移至其他書庫（參見附錄一）。 

由此可知，愛的書庫借閱流通率之高低，將是影響愛的書庫存續的重要關鍵。

同時，在眾多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群策群力對於閱讀的支持與推動下，愛的

書庫書箱的借閱流通率不但反應愛的書庫運作的效能，更關係著財團法人台灣閱

讀文化基金會的責信度（accountability）1。而這也是研究者進行本研究最重要之

動機。 

1 廣義的責信概念（課責）之於非營利組織，已超越了監督控制的技術性課責，轉而強調非營

利組織對其關係人（constituencies）承諾的社會性課責（公共課責），包括了個人道德（個人內在

品格）、專業倫理（專業所公布和實施的守則）、回應性（追求公民期望或需求的程度）、組織績效

（各項計畫與行動的效率與品質）、組織能力（管理與運作的普遍效能）等（江明修、梅高文，2003：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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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總而言之，本研究之目的在於： 

一、透過文獻的整理與分析，歸納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

庫流通率之因素為何。 

二、探討組織因素、環境因素與文化因素如何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

金會愛的書庫在不同國小的流通率。 

三、利用卡方檢定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因素與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

會愛的書庫流通率之關係，提供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運作與設

置之參考。 

 

本研究針對影響閱讀的因素進行分析，並探討可能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

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的因素，主要的研究問題如下列： 

一、探討組織因素(據點學校之總班級數、總學生數、總教師數、圖書館藏書

量及是否獲得閱讀磬石獎)如何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

通率？ 

二、探討環境因素(鄉鎮人口數、鄉鎮女性人口比率、鄉鎮青壯年人口比率)

如何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 

三、探討文化因素(縣市公共圖書館每人擁書量、每人購書費、每人借書量、

民眾參與志工數)如何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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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係以「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因素之探討」為

研究主題，與研究主題有直接相關的名詞有「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

的書庫」、「流通率」。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將本文中重要的相關名詞予以概念性

或操作性定義。 

 

壹、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Taiwan Reading and 

Culture Foundation）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的前身為「台灣閱讀推廣中心」，由「九二一震

災重建基金會」捐助成立，後續接受社會愛心捐款運作，於 2006 年 12 月正式轉

型為法人組織，由企業界與學術界共同成立「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並

由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廖祿立先生擔任創會董事長，永續進行「愛的書

庫」設置、運作及發展等閱讀推廣工作。自 2005 年 4 月第一座「愛的書庫」於南

投縣草屯鎮虎山國小正式成立後，至 2014 年 4 月國內已有 187 座書庫，及海外 1

座書庫(美國南加州)，提供 60 萬餘本圖書，一萬七千多個書箱，累積閱讀人次達

2834 萬。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以「透過全民閱讀習慣之養成，培養國人具有

多元價值觀，建構台灣成為一個富而好禮、祥和愉悅之公民社會」為宗旨，實現

「以提供整箱優良書籍借閱給共讀團體，並舉辦讀書會導讀人才培訓，期許透過

閱讀來提升國民的閱讀習慣與水準」之組織使命。主要業務為規劃「愛的書庫」

設置、發展及運作，並推動校區及社區閱讀推廣活動，落實「共讀分享，智慧循

環」的理念。（本研究整理自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網站，2014a，2014d） 

 

貳、愛的書庫（Philanthropic Library） 

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南投縣一群中小學教師為了讓上課使用的教科書、軟體及

圖書館的閱讀書籍如同校舍、課桌椅和教學設備進行災後「重生」，於是透過團隊

合作的方式選書、編學習單並將實際教學歷程整理成冊，讓全班學生閱讀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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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經由分享討論、腦力激盪，師生共同進行深究與鑑賞。這樣的「智慧循

環･愛的分享」運作模式，在地方企業-美律實業及環隆電氣的贊助下，結合南投

縣政府及教師的力量，成立台灣閱讀推廣中心，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也投注經

費、購書並架站，並由當時的執行長、台大教授謝志誠先生將書庫正式命名為「愛

的書庫」。2005 年 4 月，台灣閱讀推廣中心在南投縣虎山國小成立第一座「愛的書

庫」（本研究整理自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網站，2014a）。 

愛的書庫的設置須符合設置辦法（如附錄一），圖書由基層教師上網票選，或

由準設立書庫之學校或團體提供建議書單，再由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依

「愛的書庫選書規準」（如附錄二）審閱建議書籍。一個書箱約有 35 本（或 20 本）

相同的書籍，2008 年起，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陸續獲得新竹物流、教育

部與文化部的支持，贊助「愛的書庫」巡迴書箱運送經費，讓愛的書庫會員免費

享有新竹物流借還書運送服務。 

書庫的運作以基層教師為借閱主體，成為網站平台會員（如附錄三）後，透過

愛的書庫網站平台登記借閱，實體書庫則由志工管理，結合新竹物流免費運送書

箱，讓閱讀資源循環流通，突破學校藩籬，擴大使用對象，縮短城鄉差距。 

本研究以設置於臺灣本島公立國小之愛的書庫為研究樣本，不包含設置於國中、

高中及外島之愛的書庫。 

 

參、流通率（circulation rate） 
圖書的流通量是決定圖書館服務成果的重要指標，以國小圖書館而言，這個指

標更具有顯示一個學校的師生讀書風氣好壞的功用（劉貞孜，1994：97）。本研究

依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所提供之 102 年 2 月至 6 月各據點學校愛的書庫

之流通率為樣本，即： 

每月最後借閱日流通在外的書箱流通量/該書庫可借閱書箱數 

為避免學期初（2 月）及學期末（6 月）各書庫之流通率不穩定，故扣除此二

個月，而以各書庫 3 月、4 月及 5 月此三個月瞬間流通率之平均數為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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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探討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的相關文獻，綜

合以往相關之研究內容，本研究將影響因素分為三個構面：（一）組織因素：總班

級數、總學生數、總教師數、圖書館總館藏量及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二）環境

因素：鄉鎮人口數、鄉鎮女性人口比率及鄉鎮青壯人口比率；（三）文化因素：每

人借書量、每人購書費、民眾參與志工數及每位國小生擁有圖書冊數。第一節陳

述閱讀的概念與愛的書庫相關研究，第二節歸納整理組織因素的相關文獻，第三

節歸納整理環境因素的相關文獻，第四節歸納整理文化因素的相關文獻。 

 

第一節 閱讀的概念與愛的書庫相關研究 
閱讀為一種有目的的活動，是一項重要的基本技能，也是一種智力運作的延

伸，閱讀能同時增進心智的成長，其重要性應受重視（郝明義、朱衣譯，2003）。

以下就閱讀的相關概念作一說明： 

 

壹、閱讀的重要性與功能 
閱讀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心智運作歷程。Margaret（1989）認為閱讀是讀者、文

本（text）與閱讀情境三者彼此互動、建構意義的過程。心理語言學者也認為閱讀

是一種思考，讀者受作品刺激而產生思想，並連結由先前知識所架構成的理論世

界，而創造新的意義（Nancy，1997）。 

Goodman（洪月女譯，1998）則認為閱讀是一個動態且建構性的歷程，透過

視覺、感知、語法及語意等四個循環，在大腦建構出意義。也就是說，讀者在閱

讀的情境中，會將自己已經存在的經驗，在內心做意義的轉換。Goodman 同時強

調，對文章結構和意義的理解，使讀者能預測接下來將讀到什麼，他認為有效的

閱讀（effective reading）並非精確的辨認單字，而是了解意義（洪月女譯，1998）。

柯華葳（2006）也認為閱讀是一段歷程，透過認字與理解兩種歷程，讀者會「覺

知」自己閱讀的成效並慢慢培養出自我監控的能力。 

綜上所言，閱讀是一個主動吸取資訊，在意義建構與理解的歷程中，讀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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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與文本互動，同時也運用先備知識進行個體內在的意義建構與理解。 

閱讀是培養孩子獨立思考最有效的方式，許多學者無不認為，要提昇孩子未

來競爭力，閱讀習慣的養成很重要。閱讀是教育與學習的核心，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Science）於 1988 年發表的「預防幼兒閱讀問題（Preventing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Young Chlidren）」研究報告中指出：當今大多數成年人的閱

讀問題都源自幼年，而這些問題其實可以在幼兒時期就避免或解決的（黃美珠，

2001）。由此可知，早期幼兒學習對其一生的重要性。閱讀是學習的關鍵基礎，學

童的閱讀流暢度和閱讀的成就表現，影響著個體是否能在學校中成功的學習

（Wigfield & Guthrie, 1997）。 

洪蘭（2004）提到閱讀是主動吸收知識的歷程，每個文字都會產生一連串的

神經迴路，因此閱讀時每個文字所包含的形、音、義在腦海中皆會出現並產生許

多想像力，所以閱讀是一種產生思想的重要學習模式。腦部研究報告顯示閱讀和

聯想、創造、感受、理解、記憶等能力，都有極大的關聯，閱讀能力佳，相對的

創造、思考、分析、理解、運用能力愈好；科學家們也相信人腦具有變化能力，

人類確實可以終身學習，甚至有改造自己人格特質的能力；同時也發現，學習的

主要因素，不在於神經元的數量，而在於個別神經元間是否產生連結，人類可以

藉由學習刺激腦力，增加神經元的連結，而大量閱讀有助於刺激腦神經單元迴路，

而這正是孩子創造力的泉源，也是學習的重要方式之一（洪蘭，2005；陳雅蘭，

2007）。 

《30 雜誌》於 2008 年曾就 56 位來自各行各業的經理人，針對其獨特的工作

方法與日常作息進行「30 世代成功經理人」調查，發現 95％受訪者有固定閱讀習

慣，即使在極度繁忙的工作中，仍有超過八成受訪者每個月至少閱讀 2 本書，因

為，他們認為從閱讀中獲得知識的力量可以提升競爭力（張莉慧，2009）。誠如

OECD 教育部指標與分析處總監 Andreas Schleicher 也指出：持續學習的能力與學

習態度，是影響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有些能力可以在 19、20 歲以後再培養，但「學

習」這件事的動機和興趣，及早建立是很重要的（呂燕智，2009）。閱讀裡一個不

變的現象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閱讀量能增加閱讀理解及認知能力，愈喜

歡閱讀的人，也愈有能力讀（Cunningham & Stanovich, 2001）。是故，能否樂在閱

讀，是繼續保持和發展閱讀能力的關鍵要素（齊若蘭，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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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及早培養閱讀的能力與習慣，不但在個人學習上有所助益，藉由閱讀產

生思想的學習模式，更能增加自身的創造、思考、分析、理解及運用能力，進而

提升競爭力。綜合相關文獻，以下就閱讀的功能做一說明： 

一、閱讀是生活的良伴，是學習的基礎 

閱讀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活動，不論是閱讀報章雜誌、看電視、馬路上的

交通號誌路邊的招牌……等，不知不覺間，閱讀的歷程都在發生（張玉茹，2001；

陳純純，2008）。因為個體的生活周遭都是字，認字能力的培養不只在書上，生活

中也適用（柯華葳，2007）。《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的作者雷夫·艾斯奎（Rafe Esquith）

曾說：閱讀不是一門科目，它是生活的基石，是所有和世界接軌的人們樂此不疲

的一項活動。要讓孩子在長大後成為與眾不同的成人，能思考、考慮他人觀點、

心胸開放、擁有和他人討論偉大想法的能力，熱愛閱讀是一個必要的基礎（卞娜

娜、陳怡君、凱恩譯，2008）。 

Wigfield 和 Guthrie（1997）指出閱讀是學習所有學科的關鍵基礎，學生閱讀

成就表現是學校效能的重要指標，閱讀在學校諸多課程中扮演著學習基礎的角色；

它是個人學習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閱讀的流暢程度影響著個體能否在學校教育

中成功的學習。Williams(2005)指出閱讀的理解關係著學生學業的成敗，如寫作與

數學等表現均與閱讀能力高低有關。因為，學習的基礎得靠閱讀來奠定，閱讀不

足，抓不到文章的主旨，寫作無法言之有物，以至學習任何課程都有困難，更無

法表達自己的想法（李家同，2011）。有閱讀能力的人，也才有自己學習的能力（柯

華葳，2007）。學生的閱讀能力能預測未來的學習是否成功，尤其在長遠的學習道

路上，閱讀能力產生的影響愈大（Kush, Watkins & Brookhart, 2005）。 

二、閱讀是批判思考與創造力的基石 

前教育部長曾志朗（2001）指出閱讀是一個人心智解放的開始，喜愛閱讀的

人才容易習慣思考，營造優良的學習環境，能讓下一代可以享受閱讀，進而享受

思考。鍾屏蘭（2002）認為閱讀可以在未能理解的情況下，按照自己的背景知識，

隨時調整步調，反覆閱讀，再三思考，所以能幫助讀者培養分析歸納，思考批判

等思維能力。 

《創造力》一書的作者 Mihaly Csiksentmihalyi 訪談了 91 位各領域具非凡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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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傑出人物後發現，背景知識既深且博是創造性人物的重要特質，而從大量閱

讀中獲得知識的廣度、培養跨領域的興趣，則是培養創造力的要件之一（杜明城

譯，1999）。洪蘭認為，閱讀與創造力，關鍵就在聯想力，而閱讀提供的背景知識，

正是創意的源頭，因為閱讀能建立密集的腦神經網路，神經網絡愈密集，突然的

靈感就愈多，創意就愈豐富；一個有創造力的人，也必須具備敏銳的觀察力與邏

輯推理能力（呂愛麗，2007）。閱讀建構了知識，大量閱讀就能架構豐富的背景知

識，建立常識、累積學識後，一個人就有見識，而見識廣才能有辨識的能力與創

造力（洪蘭，2006）。 

三、閱讀可以開闊視野 

美國教育家霍力斯·曼（Horace Mann）曾說：「一個沒有書的家，就像一間沒

有窗的房子。」面對二十一世紀資訊爆炸的時代，閱讀是目前所知唯一可以替代

經驗使個體獲得知識的方法（洪蘭、曾志朗，2000）。閱讀是帶領我們去看世界，

也是通往美好未來的必經之路（殷允芃，2003）。在閱讀的歷程中，無形的潛移默

化激盪思考觸角的延伸，奠定生活教育的基礎，也擴展知識的廣度（張淑如，1993）。

因為，普通常識不可能都來自於課本，一定要大量的閱讀才有助於能力的提升，

學童的閱讀力不夠，不但影響學科的學習，缺乏文化刺激，更讓思想與視野容易

受限（李家同，2010）。人因為閱讀，跨越自身和環境的限制，走入更寬廣而豐富

的天地（曾志朗，2000）。 

四、閱讀可以豐富心靈、發展人我關係 

啟動英國閱讀年的前英國教育部長 David Blunkett 也指出：「每當我們翻開書

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在我們所做的事情

中，最能解放我們心靈的，莫過於閱讀（教育部，2010）。」閱讀可以增加個體受

挫的能力，因為閱讀別人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減少心理上因無知而造成的恐懼感、

克服困難，同時激勵自己再出發（洪蘭、曾志朗，2000）。阿姆斯特丹大學研究人

員泰勒根（Saskia Tellegen）也說過「在書中，孩子不會迷失，他們閱讀並藉由閱

讀控制情緒，他們永遠都會記得書中最引人入勝的章節，並想要與自己的人生經

驗做連接」（轉引自劉藍玉，2011）。透過閱讀，可以欣賞不同的文化國度，不同

世代人的心靈境界（莊淇銘，2011）。因閱讀經驗的豐富，不易陷入人云亦云的處

境（潘麗珠，2004），對事情的看法也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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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也指出，閱讀次數頻繁的學童，其交友型態愈積極，家庭歸屬感愈

高，人際關係愈和諧，社會生活適應力愈佳，在學校中的表現較好，學業成就較

佳，自我效能也較高（轉引自張瓊元，2002）。閱讀不但能擴充學習興趣，也有助

於人格的形成和養成；以個人知識與理解為基礎，以圖書資料為媒介，能充實個

人的生活並形成適應社會的人格（王振鵠，1969）。 

由此可知，閱讀在知識層面乃重在學習新知，經世致用，就修身養性而言是

人格教育、終身教育最重要的一環（高蓮雲，1992）。在閱讀的世界裡，個人得以

汲取心靈的養分，以克服種種挑戰；反應在外在的環境中，閱讀更能協助個體維

持和諧的人際關係與社會適應力。 

 

貳、閱讀理解的意義與發展階段 
閱讀是複雜的心智運作歷程，而閱讀理解更是複雜的認知活動，同時也是閱

讀認知歷程中最重要的成分。而提升學生高層次的閱讀理解，有助於養成獨立探

索及終身學習的習慣（Todd & Kuhlthau, 2004）。 

Swaby（1989）認為閱讀理解是一種技能，當讀者具備應有的技能，閱讀理解

便隨之而生，而閱讀技能又可分成四種不同層次的閱讀理解：一、字義的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指讀者可從字句的語意了解文章中清楚陳述的主題、思想。相關

的閱讀技能有回憶事實、細節、次序，知道字的意義。二、推論的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指讀者根據文章的訊息，加上自己的經驗推論文章隱含的意義。

相關的技能有推論中心思想、做適當的解釋、預測、比較對照、找出因果關係等。

三、評鑑的理解（evaluative comprehension）：指讀者接受文章傳達的訊息後，進

而產生自己的觀點。相關的技能包括價值判斷、支持主張或拒絶某些意見。四、

批評的理解（critiacal comprehension）：指讀者分析閱讀材料的格式、內容。 

此外，Gagne'等人（1993）區分閱讀歷程為四階段：一、解碼（decoding）；

二、文字上的理解（ literal comprehension）；三、推論上的理解（ 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四、理解的監控（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學者對於閱讀理解歷程雖有不同的看法，然歷程階段皆由簡單而複雜，各歷

程所代表的認知行為從文本的表面層次進入高層次的知識建構，且一個完整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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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同時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尤以讀者的認字技能、先備知識與經驗、文章結

構、年級與性別等，均會影響讀者的閱讀理解表現（賴苑玲，2010）。 

由上可知，閱讀理解歷程由簡單而複雜，由文本訊息進入高層次的知識建構，

然而讀者本身的因素，關係著讀者的閱讀能力。閱讀發展的指標人物 Chall（1996）

將閱讀理解發展階段從零歲至成人分為六個階段，而這六個階段又可分為二大層

次，即「學習如何讀」（learn to read）及「透過閱讀學習知識」（read to learn, learn 

from reading），茲分述如下： 

 

一、學習如何讀（learn to read） 

起始階段：前閱讀期（prereading）--從出生到 6 歲。此時期的孩子會認得常

見的符號、標誌與文字，會看圖說故事。 

階段一：識字期（initial reading, or decoding）--小學一、二年級，約 6、7 歲。

此時期的孩子會以半猜半認文字的方式閱讀，並學習字母和字音間的關係。 

階段二：流暢期（confirmation, fluency, ungluing from print）--小學二、三年級，

約 7、8 歲。這時期的孩子閱讀的流暢性增加，閱讀大量熟悉的故事可以奠定閱讀

能力的基礎。 

 

二、透過閱讀學習知識（read to learn, learn from reading） 

階段三：閱讀新知期（reading for learning the new）--小學四年級到國中二年

級，在這個時期，孩子進入依賴閱讀來學習的階段。 

階段四：多元觀點期（multiple viewpoints）--國中及高中階段，約 14 至 18 歲。

在這個時期，閱讀內容的長度與複雜度增加，閱讀的內容觀點多樣化。 

階段五：建構期和重建期（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18 歲以上。此時

期的閱讀者不是被動的接受作者的觀點，而是會藉由分析、綜合、判斷以形成自

己的看法。 

 

二大層次中，前者透過閱讀，學習如何讀取並理解文章的意義；後者也是透

過閱讀，然而更重要的是能以閱讀為工具，學習生活上、學業上的知識及技能。

也就是說：小學三年級以前，須學會閱讀所需的識字、基本文體概念和理解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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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力；小學四年級開始，是藉由閱讀學習，這個能力決定了國民能否透過閱讀

掌握知識與訊息，學會終身學習（柯華葳，2010）。 

Raphael 和 Au（2005）指出不同年級的學生，應有不同的閱讀水平和標準。

表2-1即顯示，若學生在四年級未掌握閱讀的能力，在四年級以後大量閱讀的階段，

將明顯落後有閱讀能力的學生，而且要達到 Chall 所訂閱讀能力的階段五，大約要

在國民中學以後，而且要不間斷的閱讀，才能做到分析、批判所讀的文本（柯華

葳，2007a）。 

表 2- 1 不同年齡閱讀能力表現 

閱

讀

表

現 

四歲 

1.字彙不多。 
2.喜歡重複讀。 
3.可以預測故事結局 

五歲 
1.字彙增加。 
2.在協助下可以自己讀，並可相當完整的複述故事。 

一年級 1.認真學識字與數字計算。 

二年級 
1.記憶許多讀過的知識。 
2.遇到不認識的字會開始猜字。 

三年級 
1.熟悉字，達自動化認字的地步。 
2.遇到不認識的字，以上下文來猜字。 

四年級 
1.開始透過閱讀學習。 
2.能以閱讀進行有主題的作業。 

五年級 1.一本接著一本大量閱讀。 
資料來源：柯華葳（2007a：80）。 

 

綜上所述，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閱讀能力表現，若能在小學四年級前掌握

閱讀的相關能力，同時培養持續的閱讀習慣，關係著日後閱讀時可否可以獲得更

高層次的知識建構，進而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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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評比的警鐘 
近年來，國際評比結果的公布，在國際間或是國內都掀起許多關注與討論，

且影射國際評比的結果展示各國人才的優與劣（柯華葳，2012）。以下就與學生閱

讀相關的國際評比「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及「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

畫」（PISA）做一介紹。 

 

一、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 

「國際教育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IEA）主辦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是以小學四年級學生為對象，每 5 年一次檢測不同國家教育政策與

教師教學下學生之閱讀素養。根據 PIRLS 2006 的定義，閱讀素養包括：學生能夠

理解並運用書寫語言的能力、學生能夠從各式各樣的文章中建構出意義、學生能

從閱讀中學習、學生能參與學校及生活中閱讀社群的活動、學生能由閱讀中獲得

樂趣等五大類別（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婷雅，2008）。參與評比的國家可

以一覽各國教育的面貌，對自己的國家在閱讀教育的政策、課程及教學改進有所

借鏡。 

PIRLS 藉由 1200 至 1600 字的兩種文體—故事體及說明文—的閱讀材料來檢

視學生閱讀理解的歷程：提取特定的觀點、推論、詮釋並整合訊息和觀點及檢驗

或評估文章的特性。前兩者為直接理解歷程，指直接由書面取得訊息；後兩者為

詮釋理解歷程，需要學生在較提取既有知識，建構自己對文章深層的理解（柯華

葳等，2008）。由於學生的閱讀成就、閱讀態度及行為與其生長環境息息相關（如

圖 2-1）（柯華葳等， 2008），因此，PIRLS 亦針對學生之閱讀環境施以問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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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影響閱讀素養的環境因素 

資料來源：柯華葳等（2008：14） 

 

PIRLS 設計五種閱讀環境評估問卷：分別由學生、家長、教師、學校校長、

各國/地區主持 PIRLS 的研究者填寫，用以瞭解基本人口資料、學生之家中教育資

源、父母閱讀習慣、教師閱讀教學、學校閱讀教育政策及整體課程安排（如圖 2-2）。

藉由 PIRLS 閱讀理解歷程評量及閱讀環境評估，各國得以瞭解在整體閱讀政策及

課程架構下，對學生閱讀能力的影響；而經由累積的評量資料，更可反應因政策

或教學的改變，學生閱讀能力改變的趨勢與造成改變的可能原因（柯華葳，2012：

33）。 

 

 

 

 

 

 

 

 

 

 

圖 2- 2  PIRLS 2011 整體調查架構 

資料來源：柯華葳、詹益綾、丘嘉慧（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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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LS將閱讀分數分為五個等級：625分以上、551-625分（550分以上）、476-550

分（475 分以上）、401-475 分（400 分以上）和 400 分以下。400 以下表示未進入

最低要求，而其餘各等級的意義如表 2-2： 

 

表 2- 2  PIRLS 國際分級標準 

國際分

級指標 故事體 說明文 

625 分 

1.從文中檢視和評估訊息，以賞析全

文的主旨。 
2.貫穿全文整合訊息，以解釋角色的

特性、意圖、感受，並提出文章中的

證據。 

1.區辨和解釋文章中各部分複雜的訊

息，並提出文章中的證據。 
2.從全文找出訊息說明解釋重要性和

序列性行動。 

550 分 

1.找出相關情節並在全文中分辨出重

要細節。 
2.推論以解釋、意圖、行動、事件、

感受間的關係，並提出文章中的證

據。 
3.貫穿全文，解釋和整合事件以及主

角色的行動。 
4.辨識文體的特徵（如圖像語言、抽

象訊息）。 

1.使用文章豐富的訊息或複雜的表格

建構出訊息以及分辨相關的訊息。 
2.從邏輯連貫的抽象或是隱藏的訊息

中作推論。 
3.整合文章和視覺的訊息去解釋概念

間的關係。 
4.全文整合，找出要旨並提供解釋。 

475 分 

1.找出主要事件、情節順序以及相關

的故事細節。 
2.直接推論主要角色的特質、感覺以

及動機。 
3.能解釋出明顯的理由和原因，並提

出文章中簡單的證據。 
4.開始辨識文體的特徵和風格。 

1.能從文章找出一、兩件訊息。 
2.使用次標題、圖表等線索找尋訊息。 

400 分 1.找出並辨識已清楚說出的細節。 1.找出已明確描述的訊息，如文章的

開頭或是已定義的訊息。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柯華葳等（2008：26）；柯華葳等（2013：18） 

 

我國於 2006 年首次參與 PIRLS 閱讀素養測驗，表 2-3 顯示，學生成績表現平

均 535 分，排名第 22，高於國際平均，但卻不如同樣為亞洲國家的香港（564 分）

及新加坡（558 分）。此外，我國學生在直接理解歷程的表現（541 分）優於詮釋

理解歷程的表現（530 分）仍低於香港與新加坡的表現；香港學生在詮釋理解歷程

的表現（566 分）則優於直接理解歷程（558 分）。值得注意的是，依國際指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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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來看，位於最高指標（成績 625 分）的學生香港及新加坡各為 15%及 19%，高

於台灣 7%的兩倍；而台灣位於低指標（成績 400 分）的學生有 13%，未達低指標

的學生也有 3%。由此可知，即使學生看得懂文本的資料，並不等於可以從事更深

層的反思批判與理解（紀麗雲，2013）。 

相較於 PIRLS 2006（如表 2-3），我國學生在 PIRLS 2011 的整體平均分數（553

分）有顯著的進步；直接理解歷程進步了 10 分，詮釋理解歷程更有 25 分的進步

差距；說明文的成績（565 分）仍優於故事體（542 分）；而高分群（超過 550 分）

的比率有明顯增長至 13%，然而低分水準有 11%，未達低分水準仍然有 2%的比率。 

 

表 2- 3  臺灣、新加坡、香港參加 PIRLS 2006 及 PIRLS 2011 之各項分數與分級

水準人數百分比比較表 

PIRLS 評比 PIRLS 2006 PIRLS 2011 
國家 臺灣 新加坡 香港 國際 臺灣 新加坡 香港 國際 

國際排名 22 4 2  9 4 1  
閱讀分數（標準誤） 535 

（2） 
558 

（2.9） 
564 

（2.4） 
500 
（0） 

553 
（1.9） 

567 
（3.3） 

571 
（2.3） 

500
（0） 

國際

分級

水準

人數

百分

比 

625 以上 7 19 15 9 13 24 18 8 
551-625 36 39 47 31 42 38 49 36 
476-550 41 28 30 34 32 25 26 36 
401-475 13 11 7 16 11 10 6 15 
400 以下 3 3 1 10 2 3 1 5 

故事

體 
得分 

（標準誤） 
530 

（2.0） 
552 

（2.9） 
557 

（2.6） - 
542 

（1.9） 
567 

（3.5） 
565 

（2.5） - 

說明

文 
得分 

（標準誤） 
538 

（1.8） 
563 

（2.8） 
568 

（2.3） - 
565 

（1.8） 
569 

（3.3） 
578 

（2.2） - 

直接

理解

歷程 

得分 
（標準誤） 

541 
（2.0） 

560 
（3.3） 

558 
（2.5） - 

551 
（1.8） 

565 
（3.4） 

562 
（2.0） - 

詮釋

理解

歷程 

得分 
（標準誤） 

530 
（1.9） 

556 
（2.7） 

566 
（2.4） - 

555 
（1.9） 

570 
（3.4） 

578 
（2.4） -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酌柯華葳等（2013：21）、Mullis, I. V. S.,Martin, M. O., Kennedy, A. M. & Pierre, 

F.（2007:51,59）、Mullis, I. V. S., Martin, M. O., Foy, P, & Drucker, K.T.（2012:38,68-69,90-91,96-97）

整理。 

由上可知，PIRLS 評比反應了小學四年級學童是否具備透過閱讀學習新知的

基本能力。我國在 PIRLS 2011 評比中閱讀表現較 PIRLS 2006 為佳，然而低分水準

及未達低分水準的比例合計仍高達 13%，這也是我國推動閱讀不可忽視的部分。 

19 

 



 
 
 
 
 
 
 
 
 
 
 
 

 

 

二、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 

PISA 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發展的跨國性評量計畫。自 2000 年起，每 3 年一次針

對 15 歲學生所進行的調查，其目的為檢驗學生重要學習領域的表現，與全面省思

教育成效（林煥祥，2008）。透過國際比較的方式，每次調查以一個領域為主進行

深度了解，另二個領域為輔，提供 15 歲學生參與社會所需之關鍵知能的評鑑資訊，

作為各國制定教育政策的參考（洪碧霞，2010）。PISA 前三次調查的主軸項目分別

為閱讀素養（PISA 2000）、數學素養（PISA 2003）、科學素養（PISA 2006），第四

次之調查在 2009 年，主軸項目又回到閱讀素養；第五次調查在 2012 年，以數學

素養為主軸。自 2000 年以來，參與國逐次遞增，至 2012 年已有 68 個 OECD 會員

國與夥伴國（地區）參與計畫，約略涵蓋 87%世界經濟體，超過 100 萬名學生接

受評量，顯示評量理念及執行品質普遍獲得認同（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

2010c）。 

就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而言，OECD 之定義為個人為了達成目標、發

展知識與潛力，以及社會參與，個體能夠瞭解、使用、省思與投入閱讀文本等能

力（張鈿富、林松柏，2012）。PISA 從三方面來衡量閱讀能力：（一）擷取資訊的

能力：能否從閱讀的文字資料中迅速找到所需的資訊；（二）理解資訊的能力：閱

讀後，從閱讀的資料中正確的解釋資訊的意義；（三）思考和判斷能力：能否將所

讀之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和經驗相連結，綜合判斷後，提出自己的觀點

（齊若蘭，2002）。PISA 閱讀素養評量架構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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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PISA 閱讀素養的架構 

資料來源：簡馨瑩（2011：39） 

綜言之，PISA 所指的閱讀能力，不是一般的讀寫能力，而是一種對資料訊息

所表達出來的素養，其中包括：檢索、分析、評鑑、綜合判斷等獨立思考的能力

與表達資訊的能力。也就是說，PISA 閱讀素養評量的取向強調持續性的歷程，測

量應用生活知能面對現實生活挑戰的能力，而不在於對學校程精熟能力，以期奠

定現代化終身學習的能力（張貴琳等，2010）。 

PISA 閱讀專家團隊主持人，同時也是歐洲語言測驗評量協會（EALTA）主席

John DeJong 博士（2010）指出 2000 年 PISA 的結果顯示，學生的閱讀表現和其閱

讀涉入（engagement）有顯著的正面相關性（賓靜蓀，2010）。PISA 2006 將受測

學生的閱讀成績表現分成五級閱讀素養水準；PISA 2009 除了增加水準 6，為改善

對低表現的測量，更將未達水準 2 的表現分為兩個次級水準：能表現 1a 找尋和處

理簡單訊息的能力及能解決水準 1b 較簡易的作業，顯現出技術性的閱讀技能（臺

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0a）。PISA 2009 七個閱讀水準分數、作業特徵及各水

準以上學生人數，如表 2-4 所列。 

 

 

 

 

PISA閱讀素養 

來自文本的訊息 

檢索訊息 

檢索訊息 

解釋文本 

概要理解 

解釋文意 

取自於外在的知識 

省思與評鑑 

評析與鑑賞文本內容 

評析與鑑賞文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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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PISA 2009 七個閱讀水準與各水準以上學生人數比例 

水準（%） 
最低分數 

作業特徵 

6（0.8） 

708 
此水準的作業通常需要讀者能詳實且精確地做出多種推論、比較和對比。讀

者要能全面且詳細地理解一個或多個文本，並能整合多個文本訊息，同時要

能在有明顯競爭的訊息下，處理不熟悉的想法，並就解釋產生抽象的類別。

在省思與評鑑作業上，需要讀者就不熟悉的主題提出假設，或批判性地評鑑

一個複雜文本，考量多個標準或觀點，並應用來自文本以外的精細理解。而

在擷取與檢索作業最重要的條件是分析的精確性，及小心留意文本中不顯眼

的細節。 
5（7.6） 

626 
此水準在擷取訊息的作業需要讀者尋找與組織深植於文本的若干訊息，推論

文本中哪一個訊息是有關的。省思作業需要依據特定知識做出批判性評鑑或

假設。解釋和省思作業需要對不熟悉的文本內容或形式有全面和詳細的瞭

解。就所有閱讀歷程來說，此水準的作業需要處理與預期相反的概念。 
4（28.3） 

553 
此水準在擷取訊息的作業需要讀者尋找與組織嵌於文本的若干訊息。有些作

業需要從整個文本考量，解釋一節文本中語文意義的細微差異。其他的解釋

性作業需要從理解與應用陌生情境下分類。省思作業需要讀者使用正式或一

般知識對文本提出假設或批判性評鑑。讀者對陌生內容或形式的冗長或複雜

文本，需能顯現出準確的理解。 
3（57.2） 

480 
此水準作業需要讀者尋找與辨認符合多個條件和數個訊息間的關係。在解釋

性作業中，需要讀者整合文本的數個部分，以確認大意、瞭解關係或詮釋字

詞的意義。讀者在比較、對照或分類時需考量多個特徵，通常所需訊息並不

明顯，或有許多競爭的訊息；或有其他文本阻礙，如與預期相反的想法或負

面用語。省思作業需要連結、比較和解釋，或評鑑文本的一項特徵。部分省

思作業需要就熟悉的、日常知識展現出對文本的精緻理解。其他作業不需要

詳細的文本理解，但需要讀者利用不常見的知識。 
2（81.2） 

407 
此水準的一些作業需要讀者尋找一個或多個可能需要推論及符合多個條件的

訊息。其他則需辨認文章的大意、理解關係或在訊息不明顯且讀者必須做出

低階推論時，就有限的部分文本詮釋意義。作業可能包括依據文本的單一特

徵進行比較或對照。此水準典型的省思作業需要讀者依據個人的經驗與態

度，做一個比較或若干個文本與外部知識間的連結。 
1a（94.3） 

335 
此水準的作業需要讀者尋找一個或多個明確陳述的獨立資訊；辨認某個熟悉

主題的主旨或作者目的，或簡單連結文本訊息與常見的日常知識。通常所需

的文本訊息是明顯的，且很少有競爭的訊息。明確地引導讀者考量與作業和

文本有關的因素。 
1b（98.9） 

262 
此水準的作業需要讀者從簡短、句法簡單的文本中，尋找一個位於明顯位置

的明確訊息。該文本具有熟悉的情境和文本類型，例如一個故事或一個簡單

列表；同時對讀者提供支持，如重覆的訊息、圖表或熟悉的符號；且具有最

少量的競爭訊息。對於需要解釋的作業，讀者可能需就相鄰的訊息作簡單連

結。 
資料來源：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0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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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第一次參與 PISA 評量是在 2006 年，其中閱讀素養 496 分，國際排名第

16 名；2009 年為第二次參與，閱讀素養為 495 分，國際排名第 23 名。以 PISA 2009

而言，臺灣整體閱讀素養表現雖與 OECD 平均相當，但未達水準 2 的學生比例高

達 15.6%，與上海的 4.1%及香港的 8.3%相較，臺灣學生低閱讀水準學生比例偏高；

而達到水準 5 以上的學生比例僅 5.2%，不及 OECD 平均的 7.6%，更遠遠落後上海

的 19.4%及香港的 12.4%（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0a）。2012 年臺灣第三次

參與 PISA，在閱讀素養表現方面，總得分為 523 分，國際排名第 8 名，閱讀成績

大躍進（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0b）。然而，台灣中學生在閱讀高分群的表

現仍略遜一籌，上海有四分之一（25.1%）的中學生拿到了等級五以上的高分（鄧

凱元，2014：151），香港（16.8%）及新加坡（21.2%）也都高於台灣的 11.8%（如

表 2-5）。 

表 2- 5  台灣與上海、香港、新加坡在 PISA 2009 及 PISA 2012 各閱讀水準學生人

數比例 

PISA 
評比 PISA 2009 PISA 2012 

國家 臺灣 新加

坡 香港 上海 國際 臺灣 新加

坡 香港 上海 國際 

國際排名 23 5 4 1 - 8 3 2 1 - 
閱讀分數 
（標準差） 

495 
（86） 

526 
（97） 

533 
（84） 

556 
（80） 

493 
（93） 

523 
（91） 

542 
（101） 

545 
（85） 

570 
（80） 

496 
（94） 

國

際

分

級

水

準

人

數

百

分

比 

Level  
6 0.4 2.6 1.2 2.4 0.8 1.4 5.0 1.9 3.8 1.1 

Level  
5 4.8 13.1 11.2 17.0 6.8 10.4 16.2 14.9 21.3 7.3 

Level 
 4 21.0 25.7 31.8 34.7 20.7 28.7 26.8 32.9 35.7 21.0 

Level  
3 33.5 27.6 31.4 28.5 28.9 29.9 25.4 29.2 25.3 29.1 

Level  
2 24.6 18.5 16.1 13.3 24.0 18.1 16.7 14.3 11.0 23.5 

Level 
1a 11.4 9.3 6.6 3.4 13.1 8.4 7.5 5.3 2.5 12.3 

Level 
1b 3.5 2.7 1.5 0.6 4.6 2.5 1.9 1.3 0.3 4.4 

未達 
Level 

1b 
0.7 0.4 0.2 0.1 1.1 0.6 0.5 0.2 0.1 1.3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酌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0a：6）、OECD（2013：Table I 4.1a & Table 

I 4.3a）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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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推動閱讀的政策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我國自 2000 年後，積極推動全國性之閱讀運動，並正式

將閱讀教育列入年度施政計畫，首先加強偏遠及資源不足地區之閱讀資源，如：

2001-2003 年「全國兒童閱讀實施計畫」、2004-2008 年「焦點三百-國小兒童閱讀

計畫」、2007-2011 年「充實公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採購計畫」；2008 年

啟動為期 4 年的「悅讀 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提升計畫」並推行至今，從過

去針對弱勢地區的輔助，擴大為全面性的閱讀政策推動，在衡量嬰幼兒至成人不

同的需求及服務重點，推動不同階段之閱讀活動策略（吳清基，2010）：幼兒以發

展閱讀興趣為主；小學時以培養閱讀態度、習慣及基礎能力為要；中學則藉由閱

讀以學習新知；成人以後，則以形成「閱讀為樂、閱讀是休閒」的態度為重點。

以下就教育部推動之閱讀計畫整理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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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教育部全民閱讀教育計畫與工作重點 

推動期程 計畫名稱 實施策略與工作要項 對象 

2001-2003 
全國兒童閱讀

計畫 

編列 4.4 億經費，發配圖書 259 萬 1528 本，

充實 100 個偏遠學校單位館藏，培訓種子教

師近 1300 人。 

偏遠離島國小、幼稚園、原

住民國小、幼稚園及社教館

共 100 單位。 

2004-2008 
焦點三百—國

民中小學兒童

閱讀推動計畫 

選定 300 個文化資源不足之焦點學校，加強

兒童閱讀素養，提升文化資源不足地區之圖

書資源投入，弭平城鄉教育資源差距。 

300 所文化資源不足之焦點

學校 

2006-2008 
偏遠地區國民

中小學閱讀推

廣計畫 

充實學校圖書資源、營造良好閱讀環境、培

訓師資、補助民間公益團體及地方政府辦理

相關活動等，提升學生閱讀能力、閱讀習慣

及整體讀書文化。 

教育部所核定全國共 645 所

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 

2007-2011 

充實公立國民

中小學圖書館

（室）圖書採購

計畫 

自 96 年起， 5 年內投入 10 億元經費，以優

先補助偏遠及資源不足地區，逐步使全國

3387 校獲得基本圖書，並以聯合採購及巡迴

書庫的方式鼓勵書籍流通運用。 

臺北市、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各縣市政府。 
各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及國立臺東、臺南、嘉義、

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2008-迄今 
悅讀 101—教育

部國民中小學

閱讀提升計畫 

1.全面性閱讀推動策略：閱讀基礎研究、整

合民間資源、相關師資人才培育、建構優

質環境、建立閱讀學校及教師典範、整合

閱讀平台。 
2.持續充實全國國中小圖書館及圖書設備。 
3.持續補助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 
4.「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教育部國民小學

一年級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以全國國民中小學（含幼稚

園）為推廣對象 

2009 年迄今 
國民中小學圖

書館閱讀推動

教師實施計畫 

1.透過設置專業師資來協助建立圖書資源、

規畫校園閱讀活動並推動有效閱讀策略。 
2.鼓勵學校重視圖書館利用教育，培養學童

應用圖書資料之能力，協助學生透過閱讀

增進學習。 

全國國民中小學 

2008 年迄今 

國民中小學推

動閱讀績優學

校、團體及個人

評選實施計畫 

1.藉由表彰閱讀推動績優學校、團體及個

人，以形塑閱讀風氣，深耕閱讀教育。 
2.評選類別：閱讀磐石學校、閱讀推手（團

體及個人）。 

全國國民中小學 

2009-2012 

閱讀植根與空

間改善：98-101
年圖書館創新

服務發展計畫 

1.「建立公共圖書館與學校閱讀網絡」計畫。 
2.「多元悅讀館藏充實」計畫。 
3.「閱讀起步走 0-3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

計畫。 

0-3歲幼童以及 3所國立圖書

館與 543 所地方公共圖書館 

2013-2016 

閱讀植根與空

間改善：

102-105 年圖書

館創新服務發

展計畫 

1. 「多元悅讀館藏充實」計畫：建立各鄉鎮

市區圖書館之館藏特色、辦理多元閱讀活

動，落實分齡分眾之服務。102 年以「樂

齡服務」為推動主軸；103 年以「青少年

閱讀」為推動主軸。 
2. 「閱讀起步走 0-5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

動」計畫。 

0-5歲幼童以及 3所國立圖書

館與 543 所地方公共圖書館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酌吳清基（2010：62-66）、教育部（2012）及教育部（2013）整理。 

由上可知，為了達成全民閱讀的目標，政府進行全方位的政策推動，包括：

閱讀基礎研究、建構優質環境及相關人才培育、整合民間資源、建立典範、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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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平台等（吳清基，2010；教育部 2012，2013）。 

一、進行閱讀基礎研究方面 

教育部委託中央大學自97年10月辦理「閱讀教學策略開發與推廣計畫徵選」。

閱讀教學策略包括推論、預測、摘要、做筆記的策略以及朗讀、提問與心智圖策

略等。 

二、建構優質環境與相關人才培訓 

除了充實國中小圖書及圖書設備外，並增置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負責規畫

學校圖書資源的運用與服務，並協助學生進行圖書館利用之學習活動。同時建立

閱讀種子師資初階、中階及高階培訓制度及證書制度，以符合國中小低、中、高

年級及國中階段不同教學需求。 

三、整合民間資源 

國內已有許多關心孩子閱讀能力的故事媽媽社團、民間團體與企業基金會等，

持續投入學生的閱讀活動。透過系統性的整合與運作，以發揮最大的資源效益。

例如：教育部統籌規畫各縣市閱讀替代役之分配工作，並於分發前由財團法人台

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提供閱讀講習課程，以協助愛的書庫各項書籍管理及流通作業

及推廣作業（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14b）。 

四、建立典範 

為鼓勵學校及社會重視學生閱讀知的養成，透過「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

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計畫，表彰閱讀推動績優學校，以及協助學校推動閱讀

之團體及個人，以形塑閱讀風氣，達到深耕閱讀教育的目的。 

 

伍、愛的書庫相關研究 
愛的書庫自 2005 年成立 9 年以來，累計在國內 22 縣市已成立 187 座書庫，

部分縣市更已達到「一鄉鎮一書庫」，累積閱讀人次達 2834 萬。然而國內愛的書

庫之相關研究僅有 5 篇：以教師為研究主體，探討實施「愛的書庫」閱讀活動之

研究（黃逸涵，2008；張容甄，2010；劉萍如，2013）、探討教師對於「愛的書庫」

運作模式之使用意願及使用行為的相互關係（盧心怡，2012）及建溝共享共讀流

通平台，協助「愛的書庫」圖書之管理（周宣宇，2013）。茲將愛的書庫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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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如表 2-7： 

表 2- 7 國內愛的書庫之相關研究 

分類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與

方法 研究結論 

教師

使用

現況 

黃逸涵 
（2008） 

彰化縣國小

教師利用行

動圖書館推

動班級閱讀

現況之研究 

對象： 

彰化縣國

小教師 
 
方法： 

問卷調查

法 

1.行動圖書館使用率僅不高，使用上的困難是圖書

量不足。 
2. 利用行動圖書館之情形在「學校規模」及「教

育背景」有顯著差異；在「性別」、「年齡」、「年

資」及「任教年段」則無顯著差異。 
3.提升教師使用策略，在「學校規模」、「性別」、「年

齡」及「任教年段」有顯著差異；而在「年資」

及「教育背景」則無顯著差異。 

張容甄 
（2010） 

南投縣國小

教師實施

「愛的書

庫」閱讀活

動之現況研

究 

對象： 

南投縣公

立國小教

師 
 
方法： 

問卷調查

法 

1.教師實施「愛的書庫」閱讀活動主要在培養學生

閱讀與趣。最常利用晨光時間進行。 
2.教師以班級共讀或寫閱讀學習單為主要之活

動，最常使用「提問策略」。 
3.學生比以前更愛閱讀課外讀物且對閱讀課程更

有興趣。教師實施「愛的書庫」閱讀活動的困境

為實施時間不足及學生能力參差不齊。 
4.未實施「愛的書庫」閱讀活動之原因為：課務繁

多、預借手續太麻煩及書庫距離太遠。 

劉萍如 
（2013） 

臺東縣國小

教師使用

「愛的書

庫」推動閱

讀經驗之研

究 

對象： 

臺東縣 20
位國小教

師 
 
方法： 
個案研究

法 

1.愛的書庫對推動閱讀有札向影響。 
2.教師有正向的閱讀教學信念，同時認為社區圖書

館應該發揮其效能。 
3.教師使用愛的書庫之教學策略以朗讀、討論、問

答、分享等互動方式為主，以口頭問答、學生行

為觀察及學習單為評量方式。 
4.教師面對不同的困境，教師多以自我調適及修改

教學方式因應。 

書庫

運作

模式

與使

用行

為 

盧心怡 
（2012） 

愛的書庫系

統以UTAUT
模型應用之

研究 

對象： 

彰化縣國

小教師 

方法： 

問卷調查

法 

 

1. 「績效期望」及「付出期望」會對「使用意願」

有顯著正向的支持，「促進條件」會對「使用行

為」有顯著正向的支持。 
2. 「自願性」與「使用意願」具連動性，且「使

用意願」亦顯著影響「使用行為」；學校是否為

愛的書庫的中心學校，卻呈現負向顯著影響其使

用「愛的書庫」系統的「使用行為」。 

網站

平台

建置 

周宣宇 
（2013） 

建構共享共

讀的圖書書

庫自動化流

通平台：以

「愛的書

庫」為例 

對象： 

愛的書庫

圖書資訊

系統 
方法： 

系統分析與

設計 

建構共讀共享的圖書書庫自動化流通平台，以協

助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管理「愛的書庫」

之圖書，並達到資源共享、縮減偏鄉數位落差的目

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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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現階段愛的書庫相關研究，仍多以使用者（教師）使用愛的書庫

資源之策略、困境及未使用之原因探討為主，少部份則研究愛的書庫之圖書借閱

系統層面。多數教師皆認同愛的書庫對閱讀的正向影響（黃逸涵，2008；張容甄，

2010；盧心怡，2012；劉萍如，2013；周宣宇，2013），而使用愛的書庫之影響因

素，主要以學校規模（黃逸涵，2008；張容甄，2010）、距離書庫遠近（張容甄，

2010）及愛的書庫圖書管理系統方便性（張容甄，2010；盧心怡，2012）。然而，

愛的書庫之設置源自於教師對閱讀的態度、班級共讀之理念及閱讀資源之需求，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仍必須對欲設置書庫之學校進行初步評估，包括：

該鄉鎮是否已設置愛的書庫、學校是否有適當的教室可供放置書箱、是否有適當

的人力可管理書庫、交通是否便利等（如附錄一）。以愛的書庫之管理而言，外在

總體環境之考量，也許能提供愛的書庫在供給與需求層面外，另一種書庫設置考

量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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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因素與閱讀推廣 
班級是學校組織的核心單位，也是教學活動進行的主要場所，教師的閱讀模

式、教室有資源豐富的讀物、同儕分享閱讀、閱讀獎勵、學生有選擇書及得知新

書訊息的機會，則是在小學中可鼓舞學生閱讀的六種因素（賴苑玲，2006）。Moos

（1979）將班級視為一個動態的社會系統，由教師行為、師生互動及同儕互動所

構成，這些互動均會影響學生的態度與行為。 

Snow（1983）強調，書只是媒介，兒童真正的閱讀活動仍必須透過成人協助

引發。如同 Trelease 所強調，人與書並非天生互相吸引，必須由父母、老師或圖書

館員等為孩子與書擔任媒介的角色，有愛書的大人，也才有樂讀的小孩（沙永玲、

麥奇美、麥倩宜，2001）。Chambers 也指出，閱讀循環理論中，「有協助能力的大

人」是閱讀循環的中心，能在兒童「選書」、「閱讀」時給予協助並予以「回應」（許

慧貞，2001）。在學校的學習環境中，有能力協助的大人即是教師。研究顯示（高

蓮雲，1994 ；Gambrell,1996），能真正影響學童閱讀行為的，是教師的身教與指

導啟發，而教師明確的閱讀模範、藏書豐富的教室環境、可供學生選擇書籍的機

會、提供學生與他人做社會互動的機會、得知書籍訊息的機會、提供適當的鼓勵，

都能協助營造良好的教室閱讀文化。 

教室裡的教學與學生的閱讀學習和成就表現息息相關，同時教師品質也是學

校系統中影響學生學業成就最重要的因素（OECD，2005；柯華葳等，2013）。教

師可以提供有效的閱讀教學策略、提升快樂閱讀的活動、舉辦常態性的閱讀、蒐

集適合學生閱讀的書籍，以便經營班級閱讀環境(Klesius, Laframboise, & Gaier, 

1998）。尤其，當教師具備指導學生閱讀的專業知能與策略（整體權重值：0.09001；

整體排序：3）、也認同與重視閱讀活動（整體權重值：0.13214；整體排序：1），

並能與學生分享閱讀經驗（整體權重值：0.04072；整體排序：6）、能營造閱讀氣

氛與環境（整體權重值：0.05905；整體排序：5）、推薦優良書籍或提供閱讀資源

（整體權重值：0.03094；整體排序：9），將是國小推動閱讀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

一（黃昱凱、陳怡如、徐士偉、孫淑芬，2011）。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是以教師為借閱主體，學生為使用對

象，在班級內進行共讀活動。愛的書庫相關研究顯示（張容甄，2010），不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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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班級數）的教師對於愛的書庫之書箱需求也不一，13-24 班及 49 班以上學

校規模的教師常有借不到書的困擾，而 6 班以下的教師感到困擾的比例是 0%，顯

見班級數愈多，對於書箱的需求量愈大。 

簡言之，教師使用愛的書庫進行閱讀活動，在選書、執行閱讀策略教學、師

生共讀與討論，能形塑教室內的閱讀文化。 

此外，學校圖書館藏書量有利於閱讀能力的發展（柯華葳等，2008；柯華葳

等，2013；Mullis et al., 2007；Mullis et al., 2012）。學校藏書量的多寡與閱讀的表

現成正相關。Stephen（2004）重新分析 Gaver（1963）研究的數據，得到孩童取得

書本數與孩童自稱的閱讀量間有很強的關聯性（相關係數 r=.72）；Stephen（2004）

也指出，在一項囊括四十一州與哥倫比亞特區圖書館的閱讀研究中，McQuillan

（1998）也發現學校的圖書館越好（藏書越多），則學生越常閱讀（李玉梅譯，2009：

55）。表 2-6 顯示，我國的學校圖書資源豐富，明顯高於國際平均。 

 

表 2- 8  PIRLS 2011 不同國家或地區學校圖書量分佈 

國家 
或地區 

超過 5000 本以上 501-5000 本 500 本以下 沒有圖書館 
學生百

分比 
閱讀成

績 
學生百

分比 
閱讀成

績 
學生百

分比 
閱讀成

績 
學生百

分比 
閱讀成

績 

臺灣 90% 
（2.8） 

554
（2.0） 

9%
（2.7） 

549
（6.2） 

0%
（0.0） -- 

1%
（0.8） -- 

香港 82%
（3.3） 

573
（2.7） 

18%
（3.3） 

560
（5.6） 

0%
（0.0） -- 0%

（0.0） -- 

新加坡 77%
（0.0） 

566
（3.8） 

22%
（0.0） 

569
（6.5） 

1%
（0.0） -- 0%

（0.0） -- 

芬蘭 4% 
（1.7） 

578
（10.1） 

47%
（4.3） 

567
（2.7） 

28%
（3.8） 

566
（4.4） 

21%
（3.4） 

568
（4.2） 

美國 63%
（2.6） 

562
（2.2） 

34%
（2.8） 

551
（3.8） 

2%
（0.8） -- 1%

（0.4） -- 

國際 28% 
（0.4） 

525
（1.4） 

40%
（0.6） 

513
（1.1） 

18%
（0.4） 

500
（1.3） 

14%
（0.4） 

498
（1.8） 

註 1：括號內之數字為標準誤 SE。 

資料來源：轉引自柯華葳等（2013：47） 

 

而根據臺灣 PIRLS 的調查指出，藏書量超過 10000 冊的學校，學生的閱讀總

分、故事體或說明文理解都顯著高於藏書量不到 10000 冊的學校（柯華葳等，2008；

30 

 



 
 
 
 
 
 
 
 
 
 
 
 

 

 

柯華葳等，2013）。因此閱讀素材的可得性是培養學生閱讀習慣以及閱讀能力的關

鍵因素之一，對於學校圖書館而言，如何擴增館藏，如何推廣閱讀，向來都是學

校圖書館經營的重點項目。 

另外，教育部自2008年起推動「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提升計畫」，

該計畫中之具體實施措施第六項「表彰閱讀績優之磐石學校」，即透過定期表揚全

國閱讀推展績優學校單位，以鼓舞閱讀活動之推展（教育部，2008，2010）。審查

指標包括（參見附錄四）： 

一、閱讀推動之理念：包括有關學生學習如何讀、從閱讀中學習之教學觀及

短中長期閱讀推動目標與如何激發學生主動學習意願等動念及目標。 

二、利用資源整合，營造閱讀環境之成效：包括如何運用圖書館，並形塑學

校閱讀氣圍；有效規畫現有經費，整合學校、家長及民間團體資源，以增加閱讀

推廣參與面向；建構友善之閱讀學習環境，並結合資訊科技進行網路交流及閱讀

活動之諮詢與服務。 

三、閱讀教學之實施及困境突破：包括閱讀策略教學、圖書館利用教育與閱

讀課之規畫與執行、及學校、班級、個人閱讀活動與親師生之閱讀參與。 

四、學生閱讀績效與影響：包括學生閱讀質量、閱讀興趣、閱讀能力之提升；

學生閱讀個別差異之輔導與協助；學生知識技能與情意之發展及成長。 

五、教師精進：教師閱讀專業成長、閱讀教學社群情形成長情形。 

六、有關閱讀推手部分，以協助學校推動前述五款工作為審查指標。 

由此可知，閱讀磐石獎以多元面向來審查學校推動閱讀的策略、成果與努力。

相關研究顯示（吳佳玲，2010），閱讀磐石得獎學校有 75%以「提升閱讀興趣」為

推動時的理念，有 71%希望透過閱讀「增進學生學習能力」。吳佳玲（2010）也指

出，閱讀磐石學校之閱讀推動活動，「全校性活動」包括：動態展演、靜態閱讀、

校外參訪、閱讀獎勵與其他；「班級性活動」有：閱讀課程、班級共讀、班級圖書

會及好書交換；「學生個人學習活動」則涵蓋「聽」、「說」、「讀」、「寫」、「作」。

與一般學校相較，閱讀磐石學校推動閱讀之活動較為多元，且更有變化（吳佳玲，

2010）。因此，閱讀磐石學校全面性的課程設計或活動規畫，成為極佳的閱讀典範，

也是國小推動閱讀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整體權重值：0.03180；整體排序：8）（吳

佳玲，2010；黃昱凱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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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學校之組織層次，推展閱讀環環相扣，不論是閱讀主體的學生

或是形塑之班級閱讀文化，抑或閱讀領航者的教師、圖書館及學校對於閱讀所制

定之計畫及各種閱讀活動，無不以提升學生閱讀興趣與能力，進而養成閱讀習慣

為主。因此，本研究擬以各「愛的書庫」據點學校為分析單位，選擇：（一）總班

級數、（二）總學生數、（三）總教師數、（四）圖書館總藏書量及（五）是否為閱

讀磐石獎學校等為自變項，探討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

是否受以上之自變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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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環境因素與閱讀推廣 
柯華葳等（2013：44）指出：「學校的學習環境條件影響著全校師生追求學校

卓越及教學成效」。「學校所在地除了直接反應學生所具有經驗和教育優勢的家庭

背景條件，也意味著學校獲取額外資源的可能性。若是一所學校位處於人口稠密

的大都市，表示其學生可能擁有較佳的經驗及教育優勢家庭背景，且易於分享學

校以外的資源，例如：博物館、圖書館」（柯華葳等，2013：44）。PIRLS 2006 國

際報告指出，學校位於城市（508 分）與郊區（501 分），學生的閱讀成績明顯高

於鄉村（483 分）（IEA, 2012）。PIRLS 2006 臺灣報告同樣以學校所在地的人口數

為指標，分析臺灣學生的閱讀表現，顯示人口數在 10 萬以上的地區，學生之閱讀

成績明顯高於人口數在 10 萬以下的地區，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t=4.64，p<.01）

（柯華葳等， 2008）。PIRLS 2011 國際報告也顯示，學校位於大型城市其閱讀成

績（525 分）明顯高於中型城鎮（512 分）與小村鎮（500 分）（IEA, 2013）。 

由此可知，學校所在地之鄉鎮或市區的人口因素，對於學生的閱讀表現具有

顯著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學校所在地之人口愈多，經濟條件也較好，學習資源

相對較多，對於學生之閱讀表現有加分效果。 

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0b）指出臺灣學生在 PISA 2009 之閱讀素養調

查中，女生表現（514 分）優於男生表現（477 分）； OECD 國家男女閱讀表現平

均差距 39 分，相當於一個學年的進步量，而臺灣學生閱讀表現的性別差距為 37

分，易言之男生的閱讀素養約落後女生一學年。林煥祥（2008）也指出 PISA 2006 

臺灣與所有參與國家皆顯示女生的閱讀表現優於男生。同時 PISA 2000 與 PISA 

2003 也顯示女生較男生有較佳的閱讀成績（OECD, 2003:146; OECD, 2004:284） 

PIRLS 2006 及 PIRLS 2011 國際報告也同樣顯示：國際間參與評比的學生中，

女生之閱讀表現高於男生(Mullis, I. V. S.,Martin, M. O.,Kennedy, A. M. & Pierre, F., 

2007:46-49；Mullis, I. V. S.,Martin, M. O., Foy, P, & Drucker, K. T., 2012:51-53)。而臺

灣的 PIRLS 報告也顯示：不論是總體閱讀成績、不同的文體（故事體及說明文）

或不同的理解歷程（直接理解歷程與詮釋理解歷程），女生的閱讀表現優於男生的

閱讀表現（柯華葳等，2008；柯華葳等，2013）。 

相關研究（Guthrie, Schafer, & Hutchisam,1993; Stanovich & Commingha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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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成長環境的確影響兒童的閱讀，其中家長的閱讀行為及習慣，更會直接對兒

童產生影響（轉引自賴苑玲，2010：3）。在英國，7 到 11 歲的小孩中，男生不愛

閱讀的機率是女生的兩倍，原因就在於男孩子缺乏男性榜樣，男孩子特別渴望得

到父親的鼓勵，但是當爸爸的卻很少講故事或朗讀給孩子聽（齊若蘭，2002）。馮

秋萍（1998）研究也指出，在家庭其他成員中，以女性成員與其他家庭成員的閱

讀活動較有關聯：通常女性長輩或家中的姐姐會陪著兒童一同看課外讀物或唸書

給孩子聽。賴苑玲（2010）也指出，有 49.7%的學童認為在家庭中，母親是最鼓勵

自己閱讀的人，其中有 27.9%的女生回答，其比例高於男生的 21.8%，其次才是父

親。換句話說，母親是家中最鼓勵學童閱讀的人，也是影響兒童閱讀最深的人。 

此外，根據國家圖書館（2013）公布的「台灣 101 年閱讀習慣調查」結果也

顯示，從全國公共圖書館讀者借閱性別來看，女性讀者全年的借閱冊數比例（58.5%）

明顯高於男性讀者（41.5%）許多。臺北市立圖書館（2012；2013；2014）100 年

至 102 年各年度「臺北人閱讀行為及借閱排行榜」調查也顯示女性讀者各年全年

借閱量高於男性，且 7-50 歲的女性族群借閱量均比同期男性高。 

綜言之，不論是國際評比中的閱讀表現、家庭環境中對閱讀的態度，或是整

體社會的閱讀風氣，女性均有較男性為佳的閱讀行為。 

台北市立圖書館 2006 年紀錄，青少年（13 歲至 18 歲）是全館所有年齡層中

書籍借閱最少的；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於 2007 年，就北中南公共圖書

館使用者與全國網路使用者抽樣所做的調查顯示：16 歲至 50 歲的中壯人口，不僅

圖書館到訪率最低，在職人士借閱 8 本以上圖書者，比例也相當少（丁文玲，2007

年 7 月 30。青壯不讀書，台灣淪為 M 型閱讀社會。中國時報，A8）。遠見雜誌於

2007 年針對 18 歲以上成年人進行的閱讀大調查顯示：有高達 25.4%的成年人完全

不看書，高達 25.5%的人很少看書，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的成年人沒有看書的習慣，

而屬於工作職場主力的 25 歲至 39 歲年齡層的人，也有超過三成很少看書；45 歲

到 49 歲的中年人也有 11.3%的人沒有看書，更有 20.1%的中年人一個月看不到一

本書（江逸之，2007）。最具生產力的青壯人口不讀書，孩童與老年成了主要閱讀

族群，閱讀的 M 型社會將會帶來隱憂（丁文玲，2007 年 7 月 30。青壯不讀書，台

灣淪為 M 型閱讀社會。中國時報，A8）。 

近年來，根據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五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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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及全國文化局（處）合作所進行的「臺灣人閱讀品味大公開—2010 臺灣公共

圖書館十大借閱書籍排行榜」調查顯示，41-50 歲是公共圖書館借閱主力（國家圖

書館，2011）；而「台灣 101 年閱讀習慣調查」結果顯示，青壯年（31-50 歲）借

閱公共圖書館書籍冊數占年度總借閱冊數的 44.2%，是公共圖書館閱讀的主力人口

（國家圖書館，2013）。而臺北市立圖書館（2012，2013，2014）主辦的「臺北人

閱讀行為及借閱排行榜」調查結果同樣顯示，壯年（31-40 歲）及中年（41-50 歲）

族群圖書借閱量分別占臺北市立圖書館各年度（2012-2014）總借閱量的 51.22%、

49.97%及 49.25%，是主要的閱讀族群。五都之一的高雄市，在 2013 年高雄市立圖

書館讀者服務統計資料中，也以中壯年（31-50 歲）為閱讀主力人口（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2014）。而多項調查統計的公布結果（國家圖書館，2013：10；臺北市立

圖書館，2012：16，2013：21，2014：22），31-50 歲的借閱人口全年借閱類別集

中在語文、藝術、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及史地類，而以語文及藝術類

最受歡迎。 

由此可知，就目前國內公共圖書館對於成年人閱讀行為之調查或統計來看，

31-50 歲的人口是公共圖書館借閱主力人口，只是年齡層命名有所不同，本研究以

國家圖書館公布之「台灣 101 年閱讀習慣調查」資料，配合各縣市政府民政處、

主計處、人口統計資訊網、戶政服務網及戶政事務所公開的人口資訊五齡分組（0-4

歲，5-9 歲，10-14 歲……等，以此類推）及三階段年齡（0-14 歲，15-65 歲，65

歲以上）分組，將青壯人口定義為 31-49 歲之勞動人口。 

綜上所言，學校所在之鄉鎮或市區之人口數對國際評比之閱讀表現有顯著影

響；女性在閱讀表現、對家中兒童閱讀的支持度及本身之閱讀習慣及行為均較男

性為佳；且近年來，各公共圖書館統計資料也顯示，在各年齡層中，青壯人口是

閱讀的主力人口。因此，本研究擬以各「愛的書庫」所在地之鄉鎮市區為分析單

位，選擇：（一）人口數、（二）女性人口比率及（三）青壯人口比率為自變項，

探討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是否受以上之自變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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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文化因素與閱讀推廣 
除了學校及縣市人口組成等組織及環境因素，推廣閱讀、提升讀書風氣，公

共圖書館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陳昭珍（2003）認為公共圖書館推廣閱讀的主要原因，乃基於公共圖書館是

民眾公平取得閱讀資源的場所，且能縮短城鄉的資訊落差，館內典藏的書籍較書

局完整，透過辦理各種活動，以吸引孩子及父母進入閱讀的天地、養成閱讀習慣，

因為不是每個鄉鎮都是書香社會，公共圖書館必須以閱讀改變鄉鎮的素質。於是，

各種說故事活動、讀書會、親子讀書會、新書展示或好書交換活動、兒童讀經班

心得寫作及徵文活動、影片欣賞等活動，以至圖書館利用教育、Bookstart 閱讀起

步走講座與贈書活動如火如荼進行著。然而，地方公共圖書館在推動閱讀活動，

總面臨鄉鎮閱讀風氣不佳、地方首長不重視閱讀及圖書館、鄉鎮圖書館的人力缺

乏與素質低落、政府採購法讓公共圖書館只有舊書等困境（陳昭珍，2003）。教育

部自 2009 年起推動「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一：98-101 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

開始，即為公共圖書館的空間改善、設備升級、館藏充實以及公共圖館評鑑機制

的落實、社會閱讀風氣的提升等工作擘畫了基礎硬體建設改造的機會，亦兼顧了

軟體建設發展之需求（黃雯玲、陳麗君，2012：55）。 

各縣市的公共圖書館資源，也直接反應了縣市推動閱讀的投入。根據公共圖

書館統計系統所載，「各縣市每人擁有公共圖書館資源一覽表」所列之資源指標包

含：每人擁有公共圖書館面積、每位館員所服務的人口數、每人購書費（決算）、

每人擁書量、每人借閱量、借閱率及每萬人可使用電腦數等 7 項（公共圖書館統

計系統，2012）。《遠見》雜誌每 2 年進行一次的「縣市閱讀競爭力調查」之評鑑

指標，以 2012 年為例，其中就有 6 項與地方公共圖書館有關，即：每人擁書量、

每人借閱量、每人購書費、館員平均服務人數、圖書館服務専業度及民眾參與志

工數（林奇伯，2010；彭杏珠，2012），其他尚有民眾辦證率與數位化服務普及度

（林奇伯，2010）。 

而各國在探討閱讀議題時，最常使用的兩項指標為公共圖書館的借閱量與藏

書量（彭杏珠，2012）。以首善之都臺北市為例，《遠見》2010 及 2012 閱讀競爭力

調查，連續兩次蟬連冠軍，在評比指標中，「每人借閱量」均奪得第一，由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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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每人 3.69 冊提升至 2012 年的每人 4.32 冊，遠遠超越其他縣市（林奇伯，2010；

彭杏珠，2012），每人擁書量 2.5 冊，次於澎湖縣的 4.37 冊（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

2012）。但與 2009 年 PISA 閱讀成績第三、六名的芬蘭及加拿大相較，芬蘭赫爾辛

基每人享有 3.23 冊的館藏資料、每人借閱 15.92 冊；加拿大溫哥華每人有 4.96 冊

的書籍、每人借閱 16.03 冊館藏（彭杏珠，2012），在擁書量部分，台灣仍然差了

許多，而借閱量之差距更接近 4 倍。 

公共圖書館的館藏與借閱量固然重要，然而代表縣市每年添購新書預算的平

均購書費更能看出縣市長是否有推動城市閱讀風氣的決心，例如：彰化縣在 2010

與 2011 年分別投入 2000 萬為公共圖書館增添 20 多萬圖書，平均購書費從 8.84 元

增加至 21.39 元；高雄市更在 2011 年投入 1 億 1700 萬的購書經費，成為五都購書

總經費最多的直轄市（彭杏珠，2012）。 

志願服務是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表徵，而公共圖書館運用志工的目的，曾淑

賢（2003）認為可以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引進特殊專長人才、增進民眾參與建

立良好的社區關係、增進民眾對圖書館的瞭解與利用知能。林勝義（1990）指出

圖書館引進志工，可以彌補人力和經費的不足、促進圖書館與民眾的雙向溝通、

擴大民眾的社會參與，同時還能引進新的力量（轉引自石泱，2013：11）。所以在

現今重視民眾需求、講求服務的年代，圖書館要尋求積極創新與提升服務品質，

都少不了志工的協助，而且志工也是圖書館最忠實的顧客及最佳代言人（曾淑賢，

2012），有助於圖書館與社區的連結（Nicol & Johnson, 2008）。換言之，圖書館的

招募與運用志工，不但提供了一個民眾參與服務的管道，有助於圖書館推廣閱讀

與進行各項活動，改善了圖書館人力缺乏的問題，更促進圖書館與社區的互動。 

綜上所述，各縣市及鄉鎮之公共圖書館負有帶動區域閱讀風氣與縮短城鄉閱

讀落差的重責大任，更間接影響到國際評比的閱讀表現，而民眾參與公共圖書館

志工有助於拉近公共圖書館與社區民眾的連結。因此，本研究擬以「愛的書庫」

所在地之縣市為分析單位，選擇 2012 年直轄市級及縣市鄉鎮級公共圖書館之：（一）

每人擁書量、（二）每人購書費、（三）每人借書量及（四）民眾參與志工數（每

萬人志工數）為自變項，探討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是

否受以上之自變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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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所要呈現的是本文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是參考

文獻探討之實證研究結果，並加入若干變數後建構而成的「研究架構」；第二節根

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提出「研究假設」；第三節是「研究變項」，說明研究變

項的操作性定義；第四節為「資料蒐集與分析」，主要是在描述研究樣本及資料蒐

集期間，以及運用何種測量工具進行相關資料的統計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參酌其他閱讀推動相關研究中曾獲得實證支持的變項，將足以影響財

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的自變項區分為組織因素、環境因素

及文化因素等三個構面，試圖將較可能具有顯著影響力的變數，歸納到這三個構

面的變項群組之中，分析這些變數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

率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研究分析上將分為三個構面（如圖 3-1）： 

（一）組織因素：本研究擬探討組織因素的變項群組，包含愛的書庫據點學

校之總班級數、總學生數、總教師數、圖書館總藏書量及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

與依變項「愛的書庫流通率」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二）環境因素：本研究擬探討環境因素的變項群組，包含愛的書庫據點學

校所在地之鄉鎮人口數、鄉鎮女性人口比率及鄉鎮青壯人口比率，與依變項「愛

的書庫流通率」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三）文化因素：本研究擬探討文化因素的變項群組，包含愛的書庫據點學

校所在地之縣市公共圖書館每人擁書量、每人購書費、每人借書量及民眾參與志

工數（每萬人志工數），與依變項「愛的書庫流通率」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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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影響因素之分析架構 

 

一、組織因素 

1. 總班級數 

2. 總學生數 

3. 總教師數 

4. 圖書館總館藏量 

5. 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 

二、環境因素 

1. 鄉鎮人口數 

2. 鄉鎮女性人口比率 

3. 鄉鎮青壯人口比率 

三.文化因素 

1. 縣市每人擁書量 

2. 縣市每人購書費 

3. 縣市每人借書量 

4. 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 

  （每萬人志工數）  

 

愛的書庫流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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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假設 1：組織因素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 

假設 1-1：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總班級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 

假設 1-2：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總學生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 

假設 1-3：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總教師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 

假設 1-4：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館藏量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 

         影響。 

假設 1-5：愛的書庫據點學校獲得閱讀磐石獎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

響。 

 

假設 2：環境因素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 

假設 2-1：愛的書庫據點之鄉鎮人口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 

假設 2-2：愛的書庫據點之鄉鎮女性人口比率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 

         響。 

假設 2-3：愛的書庫據點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 

         響。 

 

假設 3：文化因素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 

假設 3-1：愛的書庫據點之縣市每人擁書量（冊）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

著影響。 

假設 3-2：愛的書庫據點之縣市每人購書費（元）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  

         著影響。 

假設 3-3：愛的書庫據點之縣市每人借書量（冊）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 

         著影響。 

假設 3-4：愛的書庫據點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每萬人志工數）對愛的書庫 

         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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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項 
本節依據研究架構和研究假設，針對自變項和依變項，發展不同的指標，來

衡量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之組織因素、環境因素與

文化因素（參見表 3-1）。 

本研究所有變項之操作性定義，除依變項「愛的書庫流通率」是指財團法人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於 2013 年 3 月至 2013 年 5 月三個月中，各月的最

後借閱日瞬間流通率之平均外，其他自變項之資料來源，除教育部統計處公布 101

學年度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基本資料（總班級數、總學生數及總教師數）外，尚

包括： 

一、「教育部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網」所揭露之學校圖書館總館藏量。 

二、「教育部 101 年度及 102 年度閱讀磐石獎」獲獎之學校、團體及個人。 

三、內政部統計處及各縣市政府民政處、主計處、人口統計資訊網、戶政服務

網及各鄉鎮之戶政事務所網站所載之鄉鎮人口數、女性人口數及青壯人口數。 

四、「公共圖書統計系統網」公布之 101 年各縣市每人借書量、每人購書費、

每人擁書量、各公共圖書館志工數等。 

各變項之定義及資料來源請參見表 3-1。 

表 3- 1 自變項名稱、定義衡量表 

變項 分析

單元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衡量 資料來源 

組
織
因
素 

國
小 

總班級數 101 學年度愛的書庫據點

學校之總班級數 
教育部統計處 

總學生數 101 學年度愛的書庫據點

學校之學生總人數 
教育部統計處 

總教師數 
101 學年度愛的書庫據點

學校之教師總人數 
教育部統計處 

圖書館 
總藏書量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圖書

館總館藏量 
教育部全國閱讀推動

與圖書管理系統網 

閱讀磐石獎 101 及 102 年度閱讀磐石獎

獲獎學校、團體及個人 
教育部 101 及 102 年

度閱讀磐石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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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自變項名稱、定義衡量表（續） 

環
境
因
素 

鄉
鎮 

鄉鎮人口數 101 年 12 月愛的書庫所在

地之鄉鎮總人口數 內政部統計處 

鄉鎮女性人口比

率 

101 年 12 月愛的書庫所在

地之鄉鎮女性人口數佔總

人口數的比率 
內政部統計處 

鄉鎮青壯人口比

率 

101 年 12 月愛的書庫所在

地之鄉鎮青壯(30-49 歲)人
口數佔總人口數的比率 

各縣市政府民政、主

計處、人口統計資訊

網、戶政服務網、戶

政事務所 

文
化
因
素 

縣
市 

每人擁書量(冊) 
101 年各縣市公共圖書館

總藏書量／各縣市總人口

數 
公共圖書統計系統 

每人購書費(元) 
101 年各縣市公共圖書館

圖書資料總購置費／各縣

市總人口數 
公共圖書統計系統 

每人借書量(冊) 
101 年各縣市公共圖書館

總借閱冊數／各縣市總人

口數 
公共圖書統計系統 

民眾參與志工數 
(每萬人志工數) 

101 年直轄市級圖書館及縣

市鄉鎮級圖書館志工數／

各縣市總人口數 

公共圖書統計系統 
內政部主計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變項 分析

單元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衡量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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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壹、研究樣本及期間 

國內過去進行愛的書庫的實證研究（黃逸涵，2008；張容甄，2010；盧心怡，

2012；劉萍如，2013；周宣宇，2013)部分以教師為分析單位，如：透過問卷之初

級資料分析，探討教師運用愛的書庫推動閱讀教育之現況（黃逸涵，2008；張容

甄，2010）、採個案研究法探討國小教師使用愛的書庫推動閱讀之經驗（劉萍如，

2013）、或以問卷調查法，探討愛的書庫圖書資訊系統對教師使用意願及行為的影

響（盧心怡，2012)及為協助愛的書庫圖書管理，建構共享共讀流通平台（周宣宇，

2013）。 

本研究的樣本，選擇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以有

別於先前之研究。愛的書庫之流通率以月為單位，依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

會所提供之資料，其流通率為各月之瞬間流通率，即計算每月最後一日流通在外

的書箱數之流通量與該書庫可借閱書箱數之百分比。因愛的書庫乃配合各學校之

學期上課日開放借閱，故本研究選定 101 年度下學期為研究期間，然考慮學期初

（2 月）及學期末（6 月）教師忙於學校事務及愛的書庫因管理需要必須於期末提

早停止借閱，可能導致愛的書庫之流通率穩定性不足，故扣除 2 月及 6 月之流通

率，以 2013 年 3 月至 5 月為主要研究期間，以各書庫在此三個月之流通率的平均

數為主要研究樣本。 

至 2013 年 6 月底止，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在台灣已成立 165 座愛的

書庫。然因據點學校增班、無空教室、無人管理，或因流通率太低以致書箱移置

而關閉之書庫，合計 9 座；因關閉書庫之書箱移置而成立，或個人捐助指定設置

之書庫，合計 5 座。因此於 2013 年 6 月底止，實際運作之書庫數量為 161 座。因

研究期間為 2013 年 3 月至 5 月，故以 2013 年 3 月至 5 月此三個月流通率資料完

整之書庫為主；又因本研究之愛的書庫以設置在台灣本島之公立國小為主，不包

含設置於國中、高中及外島之書庫。最後將實際運作之書庫數量 161 座，扣除資

料不完備之書庫 9 座、非設於國小之書庫 20 座及設於離島之書庫 3 座之後，總計

本研究之研究樣本為 129 座（參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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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愛的書庫樣本資料說明 

縣市別 

2013 年 6

月底前成

立之書庫

數（+/座） 

關閉之書

庫數 

（-/座） 

書箱移置或

捐助人指定

設置之書庫

數（+/座） 

資料不足

之書庫數

（-/座） 

非設於國

小之書庫

（-/座） 

設置於

外島之

書庫數

（-/座） 

合計 

台北市 2  1 1   2 

新北市 10 1   1  8 

基隆市 2      2 

宜蘭縣 2 1 1    2 

桃園縣 4   1   3 

新竹縣 6   1 2  3 

新竹市 3      3 

苗栗縣 3 1 1    3 

台中市 29 2  2 5  20 

彰化縣 11 1 1 1 3  7 

南投縣 16    3  13 

雲林縣 11 2     9 

嘉義縣 14    1  13 

嘉義市 5    1  4 

台南市 16   1 2  13 

高雄市 12    1  11 

屏東縣 6 1     5 

花蓮縣 6    1  5 

台東縣 4  1 2   3 

連江縣 1     1 0 

澎湖縣 1     1 0 

金門縣 1     1 0 

  總計 165 9 5 9 20 3 129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酌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提供之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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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和統計分析方法 

以下簡述本研究所用的研究和統計分析方法： 

 

一、次級資料分析法 

次級資料分析法是對以前蒐集的調查資料或其他資訊再做一次分析，這些調

查資料最初是別人蒐集的，相對於初級研究(例如，實驗、調查、內容分析)，次級

資料的焦點是分析而不是在蒐集資料。次級資料分析相對於初級研究來說花費較

少，使研究者能夠進行跨團體、跨國、或跨時間的比較，便於複製，使研究者能

夠問一些原作者未曾想過的問題(引自朱柔若譯，2000:532)。次級資料的類型有：

相關文獻次級資料（documentary secondary data）、調查基礎次級資料（survey-based 

secondary data）及多元次級資料（muitiple-source secondary data）（施正屏，2011：

231-237）。 

本研究蒐集多元次級資料，包含來自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

據點學校 2013 年 3 月至 5 月各月的瞬間流通率之相關文獻次級資料，及其他相關

網站所顯示之調查基礎次級資料（參見表 3-1），經過整理、歸納及分析這些資料，

藉由比較組織因素、環境因素及文化因素，探討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

的書庫流通率是受何種因素影響所致。 

 

二、統計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統計方法之選取係根據研究架構。資料處理之過程為：(1)整理財團法

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所提供之各據點學校書庫之流通率(2)整理及核對相關網站

之數據及資料，(3)進行編碼及製作編碼簿，(4)編碼後的資料輸入電腦中，(5) 核

對編碼資料是否無誤，(6)以 SPSS 20.0 電腦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及各項分析。資

料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以及卡方檢定： 

（一）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次數分配、平均數、百分比、標準差等統計量，描述愛的書庫在各據點學

校流通率的變化情形，以了解其分布情況。 

 
45 

 



 
 
 
 
 
 
 
 
 
 
 
 

 

 

（二）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本研究依據上述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研究架構中各自變項及依變項之

雙變項分析，採用卡方檢定進行統計分析，以驗證不同層次中影響因素和愛的書

庫流通率的相關性，進行歸納和研究最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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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別針對「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基本資料」、「組織因素」、「環境因素」、「文

化因素」等構面，進行次數和百分比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並呈現交叉分析和卡方

檢定的結果，次而研究討論這些構面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

流通率」的影響。 

 

第一節 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基本資料 
 

本節說明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基本資料，分別依整體愛的書庫流通率、依據點

學校城鄉別分類的愛的書庫流通率來描述。說明如下： 

壹、整體愛的書庫流通率 

表 4-1 顯示研究樣本之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流通率之有效樣本數為 129 筆，

各書庫之平均流通率為 59.19%，最小值為南投縣仁愛鄉仁愛國小愛的書庫流通率

14.67%，最大值分別為台中市霧峰區光正國小及雲林縣斗六市石榴國小愛的書庫

流通率 89.33%（參見表 4-1）。 

表 4- 1 愛的書庫流通率之描述性統計 

        樣本種類 

描述性統計 
有效樣本（N＝129） 

平均數 59.19 
中位數 61.67 

標準差 16.09 

最小值 14.67 

最大值 89.33 

總和 7635.32 

百分位 

25 48.33 

50 61.67 

75 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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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有效樣本之分佈次數和百分比。各據點學校愛的書

庫之流通率以 50%-75%為最多，佔有效樣本的 51.9%；流通率在 25%-50%次之，

佔有效樣本的 27.1%；流通率在 75%以上者再次之，佔有效樣本的 18.6%；而流通

率在 25%以下者為最少，僅佔有效樣本的 2.3%。由分佈情況可知，各據點學校愛

的書庫有半數以上達到流通率 50%，顯示該書庫之書箱較能為教師所利用。 

表 4- 2 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分佈 

    樣本種類 

流通率 

分佈情況  

有效樣本（N＝129） 

次數 百分比 

25%以下 3 2.3 
25%-50% 35 27.1 

50%-75% 67 51.9 

75%以上 24 18.6 

總  和 129 100.0 
 

表 4-3 呈現的是與各研究變項進行交叉分析的愛的書庫流通率，其次數和百分

比分佈情形。 

表 4- 3 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分佈（交叉分析） 

    樣本種類 

流通率 

分佈情況  

有效樣本（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50%  38 29.5 
50%-70% 57 44.1 

超過 70% 34 26.4 

總  和 12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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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愛的書庫流通率依據點學校城鄉別分類 

表 4-4 顯示的是愛的書庫流通率依據學校城鄉別分類之敘述性統計。愛的書庫

流通率依據點學校之城鄉別分類為： 

一、市區學校： 

合計樣本數為 67 筆，各書庫平均流通率為 62.51%，最小值為苗栗市大同國小

愛的書庫流通率23.33%，最大值為台中市霧峰區光正國小愛的書庫流通率89.33%。

（參見表 4-4 市區學校樣本） 

二、鄉鎮學校： 

合計樣本數為 44 筆，各書庫平均流通率為 56.86%，最小值為南投縣仁愛鄉仁

愛國小愛的書庫流通率 14.67%，最大值為彰化縣和美鎮培英國小愛的書庫流通率

87.67%。（參見表 4-4 鄉鎮學校樣本） 

三、偏遠及特偏學校： 

合計樣本數為 18 筆，各書庫平均流通率為 52.54%，最小值為南投縣信義鄉同

富國小愛的書庫流通率 26.33%，最大值為屏東縣新園鄉新園國小愛的書庫流通率

84.67%。（參見表 4-4 偏遠及特偏學校樣本） 

由表 4-4 可知，偏遠及特偏學校之流通率標準差較市區學校及鄉鎮學校高，顯

示偏遠及特偏學校之流通率離散程度較高。 

表 4- 4 愛的書庫流通率依據學校城鄉別分類之敘述性統計 

樣本 

種類 

全部學校 

（N＝129） 

市區學校 

（N＝67） 

鄉鎮學校 

（N＝44） 

偏遠及特偏學校 

（N＝18） 

平均數 59.19 62.51 56.86 52.54 
中位數 61.67 63.33 57.5 48.83 

標準差 16.09 12.95 17.95 19.43 

最小值 14.67 23.33 14.67 26.33 

最大值 89.33 89.33 87.67 84.67 

百
分
位 

25 48.33 55 44.83 35.83 
50 61.67 63.33 57.5 48.83 

75 71.17 70.67 72.92 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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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因素對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影響 
本節為了解研究樣本的組織因素與其對愛的書庫流通率的影響，分別由「總

班級數」、「總學生數」、「總教師數」、「圖書館總館藏量」、「閱讀磐石獎」等五項

因素分別進行次數和百分比的描述；次而說明交叉分析和卡方檢定的結果，並進

行綜合討論。 

壹、總班級數 

表 4-5 呈現的是研究樣本總班級數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各據點學校平均班

級數為 28.39，標準差為 19.78，最小值為 6，最大值為 98。 

表 4- 5 總班級數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總班級數

（N＝129） 

平均數 28.39 
標準差 19.78 

最小值 6 

最大值 98 
 

表 4-6 顯示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總班級數分佈情況。 

表 4- 6 總班級數之分佈 

      研究樣本 
 
總班級數 
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1-12 班  28 21.7 
13-36 班 70 54.3 

37 班以上 31 24.0 

總  和 129 100.0 
 

表 4-7 呈現的是據點學校總班級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愛的書庫據

點學校之總班級數在 1-12 班，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未達 50%為主（57.1%）；而據

點學校之總班級數在 13-36 班，其愛的書庫流通率集中在 50%-70%（50%）；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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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學校之總班級數在 37 班以上，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超過 70%為主（41.9%）。

因此，據點學校之總班級數愈多，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也愈高，卡方檢定的結果

（x2=19.034，p=.001**）也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校之總班級數之間有

顯著關係。 

由上所述，研究假設 1-1：「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總班級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

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總班級數

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且為正向影響。研究結果與張容甄（2010）

相近。 

表 4- 7 總班級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註 3：交叉表中括號內之數字為期望值，以下皆同，不再標示。 

** p＜.01.   

 

貳、總學生數 

表 4-8 呈現的是研究樣本總學生數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各據點學校平均學

生數為 722.53，最小值為 39，最大值為 2779。標準差為 574.98，顯示在總學生數

因素的離散程度大。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總
班
級
數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12 班 16 
（8.2） 57.1 11 

（12.4） 39.3 1 
（7.4） 3.6 

13-36 班 15 
（20.6） 21.4 35 

（30.9） 50.0 20 
（18.4） 28.6 

37 班以上 7 
（9.1） 22.6 11 

（13.7） 35.5 13 
（8.2） 41.9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19.03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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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總學生數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總學生數

（N＝129） 

平均數 722.53 
標準差 574.98 

最小值 39 

最大值 2779 
 

表 4-9 顯示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總學生數分佈情況。 

表 4- 9 總學生數之分佈 

      研究樣本 
 
總學生數 
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300 人  32 24.8 
300-1000 人 66 51.2 

超過 1000 人 31 24.0 

總  和 129 100.0 
 

表 4-10 呈現的是據點學校總學生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愛的書庫

據點學校之總學生數在未達 300 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未達 50%為主（56.2%）；

而據點學校之總學生數在 300-1000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集中在 50%-70%（51.5%）；

此外，據點學校之總學生數在超過 1000 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超過 70%為主

（41.9%）。因此，據點學校之總學生數愈多，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也愈高，卡方檢

定的結果（x2=19.999，p=.000***）也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校之總學生

數之間有顯著關係。 

由上所述，研究假設 1-2：「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總學生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

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總學生數

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且為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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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總學生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 p＜.001. 

 

參、總教師數 

表 4-11 呈現的是研究樣本總教師數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各據點學校平均

教師數為 47.73，標準差為 32.54，最小值為 10，最大值為 175。 

表 4- 11 總教師數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總教師數

（N＝129） 

平均數 47.73 
標準差 32.54 

最小值 10 

最大值 175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總
學
生
數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300 人 18 
（9.4） 56.2 12 

（14.1） 37.5 2 
（8.4） 6.3 

300-1000 人 13 
（19.4） 19.7 34 

（29.2） 51.5 19 
（17.4） 28.8 

超過 1000 人 7 
（9.1） 22.6 11 

（13.7） 35.5 13 
（8.2） 41.9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19.99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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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顯示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總教師數分佈情況。 

 

表 4- 12 總教師數之分佈 

      研究樣本 
 
總教師數 
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25 人 32 24.8 
25-60 人 63 48.8 

超過 60 人 34 26.4 

總  和 129 100.0 
 

表 4-13 呈現的是據點學校總教師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愛的書庫

據點學校之總教師數在未達 25 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未達 50%為主（56.2%）；

而據點學校之總教師數在 25-60 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集中在 50%-70%（49.2%）；

此外，據點學校之總教師數在超過 60 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超過 70%為主

（38.2%）。因此，據點學校之總教師數愈多，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也愈高，卡方檢

定的結果（x2=18.198，p=.001**）也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校之總教師

數之間有顯著關係。 

由上所述，研究假設 1-3：「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總教師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

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總教師數

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且為正向影響。 

表 4-7、表 4-10 及表 4-13 卡方檢定的結果可能顯示，在學校的組織單位中，

因總班級數、總學生數及總教師數具有連動關係，當學生數多，班級數及學校教

師數也跟著增多，而愛的書庫因教師的借閱而增加實施班級共讀的機率，參與共

讀的學生數也會增加，相對的也增進愛的書庫借閱流通的可能性。也因此，總班

級數、總學生數及總教師數會對愛的書庫的流通率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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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3 總教師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 p＜.01. 

 

肆、圖書館總藏書量 

表 4-14 顯示研究樣本圖書館總藏書量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據點學校圖書

館總藏書量平均數為 17174.53，標準差為 11598.69，最小值為 3036，最大值為

78019。 

表 4- 14 總藏書量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圖書館總

藏書量（N＝129） 

平均數 17174.53 
標準差 11598.69 

最小值 3036 

最大值 78019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總
教
師
數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25 人 18 
（9.4） 56.2 12 

（14.1） 37.5 2 
（8.4） 6.3 

25-60 人 13 
（18.6） 20.6 31 

（27.8） 49.2 19 
（16.6） 30.2 

超過 60 人 7 
（10） 20.6 14 

（15） 41.2 13 
（9） 38.2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18.198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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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顯示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總藏書量分佈情況。 

表 4- 15 總藏書量之分佈 

       研究樣本 
 
總藏書量 
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10000 冊 27 20.9 
10000-20000 冊 73 56.6 

超過 20000 冊 29 22.5 

總  和 129 100.0 
 

表 4-16 呈現的是據點學校圖書館總藏書量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愛

的書庫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藏書量未達 10000 本，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未達 50%

及 50%-70%為主（皆為 44.4%）；而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藏書量在 10000-20000 本，

其愛的書庫流通率則以 50%-70%為最多（46.6%）；此外，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藏

書量在超過 20000 本，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未達 50%及 50%-70%為主（皆為 37.9%）。

顯然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藏書量在未達 10000 本及超過 20000 本，在其愛的書庫

流通率的分佈較接近，而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藏書量在 10000-20000 本，其愛的書

庫流通率則普遍超過 50%。因此，愛的書庫流通率未與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藏書

量呈現正向關係。而卡方檢定的結果（x2=8.697，p=.069）也顯示：愛的書庫流通

率與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館藏量沒有顯著關係。 

由上所述，研究假設 1-4：「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館藏量對愛的書庫

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未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

圖書館總館藏量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沒有顯著影響。 

表 4-16 卡方檢定的結果也許顯示，因學校圖書館藏書量有利於學生閱讀能力

的發展（柯華葳等，2008；柯華葳等，2013；Mullis et al., 2007；Mullis et al., 2012），

其他研究也發現其對於學童的閱讀量有很強的關聯性（李玉梅譯，2009：55），所

以學校圖書館的功用與愛的書庫一樣同屬學校推動閱讀的資源，但可能因圖書組

成不一樣，故對於愛的書庫流通率並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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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6 總藏書量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伍、閱讀磐石獎 
表 4-17 顯示研究樣本閱讀磐石獎之分佈情形。愛的書庫據點學校在 101 及 102

年期間未獲得閱讀磐石獎為 109 筆（84.5%），而據點學校獲得閱讀磐石獎為 20 筆

（15.5%）。因此本研究樣本之據點學校以未獲得閱讀磐石獎者居多。 

表 4- 17 閱讀磐石獎之分佈 

      研究樣本 
 
閱讀磐石 
獎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否 109 84.5 
是 20 15.5 

總  和 129 100.0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總
藏
書
量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10000 冊 12 
（8.0） 44.4 12 

（11.9） 44.4 3 
（7.1） 11.2 

10000-20000 冊 15 
（21.5） 20.5 34 

（32.3） 46.6 24 
（19.2） 32.9 

超過 20000 冊 11 
（8.5） 37.9 11 

（12.8） 37.9 7 
（7.6） 24.1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8.697 
.069 

57 

 



 
 
 
 
 
 
 
 
 
 
 
 

 

 

表 4-18 呈現的是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

交叉分析。研究樣本之據點學校未獲得閱讀磐石獎，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 50%-70%

（45.0%）為主；而據點學校獲得閱讀磐石獎，其愛的書庫流通率則以 50%-70%及

超過 70%為主（皆為 40.0%）。交叉表中顯示獲得閱讀磐石獎之據點學校，其愛的

書庫流通率略高於未獲得閱讀磐石獎之據點學校。然而卡方檢定的結果（x2=2.484，

p=.289）卻顯示兩者並無顯著關係。 

表 4-18 卡方檢定的結果或許顯示，因獲得閱讀磐石獎之學校在學校閱讀活動

之推展是全面性的，不論是活動之具體策略、措施（動態或靜態）或績效、推動

閱讀之角色與結合之資源，皆以多元面向呈現推動閱讀的成果（吳佳玲，2010），

而愛的書庫資源之運用在閱讀磐石獎獲獎之學校也許只是眾多策略與活動之一，

故是否為閱讀磐石獲獎學校對愛的書庫流通率影響並不顯著。 

 

表 4- 18 閱讀磐石獎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閱
讀
磐
石
獎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否 34 
（32.1） 31.2 49 

（48.2） 45.0 26 
（28.7） 23.9 

是 4 
（5.9） 20.0 8 

（8.8） 40.0 8 
（5.3） 40.0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2 
2.48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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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小結 
組織因素對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影響，雖然在愛的書庫據點學校圖書館總藏書

量及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其影響是不顯著的，但在總班級數、總學生數及總教

師數，其影響皆是顯著的（參見表 4-19）。因此，假設 1：「組織因素對財團法人台

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在大部份變數中獲得支持。 

 

表 4- 19 組織因素與愛的書庫流通率卡方檢定結果之彙整 

變   項 變 數 名 稱 x2 p 

組織因素 

1 總班級數 19.034      .001** 

2 總學生數 19.999      .000*** 

3 總教師數 18.198      .001** 

4 圖書館總藏書量 8.697      .069 

5 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 2.484      .289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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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環境因素對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影響 
本節為了解研究樣本的環境因素與其對愛的書庫流通率的影響，分別由「鄉

鎮人口數」、「鄉鎮女性人口比率」、「鄉鎮青壯人口比率」等三項因素分別進行次

數和百分比的描述；並說明交叉分析和卡方檢定的結果，並進一步綜合討論之。 

 

壹、鄉鎮人口數 

表 4-20 顯示研究樣本之鄉鎮人口數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鄉鎮

人口數平均數為 79267.58，標準差為 72776.71，最小值為 8824，最大值為 390090。 

表 4- 20 鄉鎮人口數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鄉鎮人口數

（N＝129） 

平均數 79267.58 
標準差 72776.71 

最小值 8824 

最大值 390090 
 

表 4-21 呈現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鄉鎮人口數之分佈。 

表 4- 21 鄉鎮人口數之分佈 

        研究樣本 
 
鄉鎮人口 
數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28000 人 34 26.4 
28000-100000 人 60 46.5 

超過 100000 人 35 27.1 

總  和 129 100.0 
 

表 4-22 呈現的是愛的書庫據點學校鄉鎮人口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研究樣本之據點學校鄉鎮人口數在未達 28000 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未達 50%

（52.9%）為主；而據點學校鄉鎮人口數在 28000-100000 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則
60 

 



 
 
 
 
 
 
 
 
 
 
 
 

 

 

以 50%-70%為主（45.0%）；此外，據點學校鄉鎮人口數在超過 100000 人，其愛的

書庫流通率則以 50%-70%為主（51.4%）。 

卡方檢定的結果（x2=14.422，p=.006**）也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

校之鄉鎮人口數之間有顯著關係。 

由上所述，研究假設 2-1：「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鄉鎮人口數對愛的書庫之流

通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鄉鎮人

口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 

表 4-22 卡方檢定的結果可能顯示，除了相關研究所指，學校位於人口稠密之

大都市反應學生具有較佳之經驗、教育優勢之家庭背景條件與較多額外資源（柯

華葳，2013；IEA，2012，2013）使得學生有較佳之閱讀表現外，學校位於人口稠

密之城鎮，也可猜測閱讀人口比例相對提高，也增加了使用愛的書庫的可能性，

故鄉鎮人口數的高低對愛的書庫流通率有顯著影響。 

表 4- 22 鄉鎮人口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 p＜.01.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鄉
鎮
人
口
數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28000 人 18 
（10.0） 52.9 12 

（15.0） 35.3 4 
（9.0） 11.8 

28000-100000 人 15 
（17.7） 25.0 27 

（26.5） 45.0 18 
（15.8） 30.0 

超過 100000 人 5 
（10.3） 14.3 18 

（15.5） 51.4 12 
（9.2） 34.3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14.42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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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鄉鎮女性人口比率 

表 4-23 顯示研究樣本之鄉鎮女性人口比率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據點學校

之鄉鎮女性人口比率平均數為 48.89，標準差為 1.68，最小值為 44.43，最大值為

52.47。 

表 4- 23 鄉鎮女性人口數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鄉鎮女性人

口比率（N＝129） 

平均數 48.89 
標準差 1.68 

最小值 44.43 

最大值 52.27 
 

表 4-24 呈現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鄉鎮女性人口比率之

分佈情況。 

表 4- 24 鄉鎮女性人口比率之分佈 

          研究樣本 
 
鄉鎮女性人 
口比率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48% 36 27.9 
48%-50% 58 45.0 

超過 50% 35 27.1 

總  和 129 100.0 
 

表 4-25 呈現的是愛的書庫據點學校鄉鎮女性人口比率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

叉分析。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鄉鎮女性人口比率未達 48%，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

未達 50%為主（52.8%）；而據點學校之鄉鎮女性人口比率在 48%-50%，其愛的書

庫流通率則以 50%-70%為最多（41.4%）；此外，據點學校之鄉鎮女性人口比率在

超過 50%，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 50%-70%為主（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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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的結果（x2=17.202，p=.002**）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校

之鄉鎮女性人口數有顯著關係。 

由上所述，研究假設 2-2：「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鄉鎮女性人口比率數對愛的

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

之鄉鎮女性人口比率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 

表 4-25 卡方檢定之結果或許顯示，當女性在國際評比的閱讀表現、家庭環境

中對閱讀的態度及整體社會環境的閱讀風氣，均較男性有較佳的行為表現，可能

形塑鄉鎮閱讀風氣，間接促進愛的書庫借閱流通的可能性。 

 

表 4- 25 鄉鎮女性人口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 p＜.01.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鄉
鎮
女
性
人
口
比
率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48% 19 
（10.6） 52.8 14 

（15.9） 38.9 3 
（9.5） 8.3 

48%-50% 13 
（17.1） 22.4 24 

（25.6） 41.4 21 
（15.3） 36.2 

超過 50% 6 
（10.3） 17.1 19 

（15.5） 54.3 10 
（9.2） 28.6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17.2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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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鄉鎮青壯人口比率 
表 4-26 顯示研究樣本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據點學校

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平均數為 31.54，標準差為 2.17，最小值為 27.39，最大值為

38.84。。 

表 4- 26 鄉鎮青壯人口比率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鄉鎮青壯人

口比率（N＝129） 

平均數 31.54 
標準差 2.17 

最小值 27.39 

最大值 38.84 
 

表 4-27 呈現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之

分佈情況。 

表 4- 27 鄉鎮青壯人口比率之分佈 

          研究樣本 
 
鄉鎮青壯人 
口比率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30% 34 26.3 
30%-33% 62 48.1 

超過 33% 33 25.6 

總  和 129 100.0 
 

表 4-28 呈現的是愛的書庫據點學校鄉鎮青壯人口比率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

叉分析。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未達 30%，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

50%-70%為主（47.1%）；據點學校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在 30%-33%，其愛的書庫

流通率則以 50%-70%為最多（43.5%）；而據點學校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在超過 33%，

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 50%-70%為主（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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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的結果（x2=4.779，p=.311）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校之鄉

鎮青壯人口比率沒有顯著關係。 

由上所述，研究假設 2-3：「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數對愛的

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未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

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沒有顯著影響。 

表 4-28 卡方檢定的結果可能顯示，近年公共圖書館公布之借閱排行榜中，雖

以青壯人口為借閱主力，然而青壯人口之閱讀習慣，或因閱讀喜好、或因工作之

關係而使閱讀時間壓縮，而較不傾向借閱愛的書庫之書箱或以讀書會之方式共讀，

故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無顯著影響。 

 

表 4- 28 鄉鎮青壯人口比率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 p＜.05.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鄉
鎮
青
壯
人
口
比
率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30% 13 
（10） 38.2 16 

（15） 47.1 5 
（9） 14.7 

30%-33% 18 
（18.3） 29.1 27 

（27.4） 43.5 17 
（16.3） 27.4 

超過 33% 7 
（9.7） 21.2 14 

（14.6） 42.4 12 
（8.7） 36.4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4.779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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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綜上所述，環境因素（鄉鎮人口數、鄉鎮女性人口比率、鄉鎮青壯人口比率）

對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影響，在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鄉鎮人口數、鄉鎮女性人口比

率皆達到顯著關係，然而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對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影響並未達到顯

著關係（參見表 4-29）。因此，假設 2：「環境因素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在部分變數中獲得支持。 

 

表 4- 29 環境因素與愛的書庫流通率卡方檢定結果之彙整 

變  項 變 數 名 稱 x2 p 

環境因素 

1 鄉鎮人口數 14.422 .006** 

2 鄉鎮女性人口比率 17.202 .002** 

3 鄉鎮青壯人口比率 4.779      .331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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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化因素對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影響 
本節為了解研究樣本的文化因素及其對愛的書庫流通率的影響，分別由「縣

市每人擁書量」、「縣市每人購書費」、「縣市每人借書量」及「縣市民眾參與志工

數」等四項因素分別進行次數和百分比的描述；次而說明交叉分析和卡方檢定的

結果，並進行綜合討論。 

 

壹、縣市每人擁書量 

表 4-30 顯示研究樣本之縣市每人擁書量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

縣市每人擁書量平均數為 1.58，標準差為 0.4，最小值為 0.64，最大值為 2.5。 

表 4- 30 縣市每人擁書量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縣市每人擁書量

（N＝129） 

平均數 1.58 
標準差 0.4 

最小值 0.64 

最大值 2.5 
 

表 4-31 呈現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縣市每人擁書量的分

佈情況。 

表 4- 31 縣市每人擁書量之分佈 

            研究樣本 
 
縣市每人 
擁書量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1.42 冊 35 27.1 
1.42-1.65 冊 61 47.3 

超過 1.65 冊 33 25.6 

總  和 129 100.0 
 

表 4-32 顯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擁書量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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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擁書量未達 1.42 冊，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

50%-70%為主（54.3%）；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擁書量在 1.42-1.65 冊，其愛的書庫

流通率則以 50%-70%為最多（44.3%）；而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擁書量在超過 1.65

冊，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未達 50%為主（48.5%）。 

卡方檢定的結果（x2=11.278，p=.024**）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校之

縣市每人擁書量有顯著關係。 

因此，研究假設 3-1：「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擁書量對愛的書庫之流

通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

人擁書量與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關係，且為反向顯著關係。 

 

表 4- 32 縣市每人擁書量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 p＜.05.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縣
市
每
人
擁
書
量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1.42 冊 4 
（10.3） 11.4 19 

（15.5） 54.3 12 
（9.2） 34.3 

1.42-1.65 冊 18 
（18.0） 29.5 27 

（27.0） 44.3 16 
（16.1） 26.2 

超過 1.65 冊 16 
（9.7） 48.5 11 

（14.6） 33.3 6 
（8.7） 18.2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11.278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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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縣市每人購書費 

表 4-33 顯示研究樣本之縣市每人購書費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

縣市每人購書費平均數為 17.66，標準差為 5.97，最小值為 6.41，最大值為 39.37。 

表 4- 33 縣市每人購書費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縣市每人購書費

（N＝129） 

平均數 17.66 
標準差 5.97 

最小值 6.41 

最大值 39.37 
 

表 4-34 顯示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縣市每人購書費之分

佈情況。 

表 4- 34 縣市每人購書費之分佈 

       研究樣本 
 
縣市每人 
購書費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13.5 元 33 25.6 
13.5-20 元 69 53.5 

超過 20 元 27 20.9 

總  和 129 100.0 
 

表 4-35 呈現的是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購書費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

叉分析。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購書費未達 13.5 元，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

超過 70%為主（42.4%）；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購書費在 13.5-20 元，其愛的書庫流

通率則以 50%-70%為最多（55.1%）；而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購書費在超過 20 元，

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未達 50%為主（55.6%）。 

卡方檢定的結果（x2=20.103，p=.000***）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校

之縣市每人購書費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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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假設 3-2：「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購書費對愛的書庫之流

通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

人購書費與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關係，且為反向顯著關係。 

表 4-32 及表 4-35 卡方檢定之結果可能顯示，公共圖書館之每人擁書量及每人

購書費，均反應縣市公共圖書館資源的充裕程度與縣市政府對於該縣市閱讀風氣

提升的重視程度，當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不充足，以致每人購書費與縣市每人擁

書量不足，可能促使縣市居民積極尋找書籍資源，也間接增加愛的書庫借閱流通

的可能性。 

表 4- 35 縣市每人購書費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 p＜.001.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縣
市
每
人
購
書
費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13.5 元 10 
（9.7） 30.3 9 

（14.6） 27.3 14 
（8.7） 42.4 

13.5-20 元 13 
（20.3） 18.8 38 

（30.5） 55.1 18 
（18.2） 26.1 

超過 20 元 15 
（8.0） 55.6 10 

（11.9） 37.0 2 
（7.1） 7.4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20.10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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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縣市每人借書量 

表 4-36 顯示研究樣本之縣市每人借書量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

縣市每人借書量平均數為 2.36，標準差為 0.69，最小值為 1.16，最大值為 4.75。 

 

表 4- 36 縣市每人借書量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縣市每人借書量

（N＝129） 

平均數 2.36 
標準差 0.69 

最小值 1.16 

最大值 4.75 
 

表 4-37 呈現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縣市每人借書量之分

佈情況。 

表 4- 37 縣市每人借書量之分佈 

       研究樣本 
 
縣市每人 
借書量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1.55 冊 30 23.3 
1.55-2.91 冊 64 49.6 

超過 2.91 冊 35 27.1 

總  和 129 100.0 
 

表 4-38 呈現的是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借書量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

叉分析。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借書量未達 1.55 冊，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

未達 50%為主（40.0%）；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借書量在 1.55-2.91 冊，其愛的書庫

流通率則以 50%-70%為最多（42.2%）；而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借書量在超過 2.91

冊，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 50%-70%為主（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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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的結果（x2=13.948，p=.007**）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校

之縣市每人借書量有顯著關係。 

由上所述，研究假設 3-3：「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每人借書量對愛的書庫

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

市每人借書量與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關係。 

表4-38卡方檢定的結果或許顯示，公共圖書館在縣市層面之每人借閱量愈高，

表示該縣市居民之整體閱讀風氣較興盛，除了表現出縣市居民對公共圖書館書籍

的借閱頻率較高，也可能在較高的閱讀風氣下，或成立讀書會，或鼓勵他人閱讀，

因而增加愛的書庫借閱流通率。 

 

表 4- 38 縣市每人借書量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 p＜.01.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縣
市
每
人
借
書
量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1.55 冊 12 
（8.8） 40.0 11 

（13.3） 36.7 7 
（7.9） 23.3 

1.55-2.91 冊 24 
（18.9） 37.5 27 

（28.3） 42.2 13 
（16.9） 20.3 

超過 2.91 冊 2 
（10.3） 5.7 19 

（15.5） 54.3 14 
（9.2） 40.0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13.948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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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 

表 4-39 顯示研究樣本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的描述性統計。愛的書庫據點學

校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平均數為 3.69，標準差為 1.52，最小值為 0.81，最大值

為 7.45。 

表 4- 39 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之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 

描述性統計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

（N＝129） 

平均數 3.69 
標準差 1.52 

最小值 0.81 

最大值 7.45 
 

表 4-40 呈現與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流通率進行交叉分析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

的分佈情況。 

表 4- 40 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之分佈 

           研究樣本 
 
縣市民眾參 
與志工數分佈情況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N＝129）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2.5 人 27 20.9 
2.5-5 人 71 55.0 

超過 5 人 31 24.1 

總  和 129 100.0 
 

表 4-41 顯示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

叉分析。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未達 2.5 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

以超過 50%-70%為主（51.9%）；據點學校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在 2.5-5 人，其愛

的書庫流通率則以 50%-70%為最多（42.3%）；而據點學校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

在超過 5 人，其愛的書庫流通率以未達 50%為主（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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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的結果（x2=7.049，p=.133）顯示：愛的書庫流通率與據點學校之縣

市民眾參與志工數沒有顯著關係。 

由上所述，研究假設 3-4：「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對愛的

書庫之流通率會有顯著影響。」在本研究樣本未獲得支持，表示愛的書庫據點學

校之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與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沒有顯著關係。 

表 4-41 卡方檢定的結果可能顯示，縣市民眾參與公共圖書館志工除了本身參

與志願服務之因素外，主要以可以協助公共圖書館推動閱讀與進行各項活動、促

進圖書館與民眾之雙向關係與連結為目的，故對於愛的書庫之借閱流通率較無顯

著影響。 

表 4- 41 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交叉分析 

註 1：本表顯示的百分比是橫列的百分比。 

註 2：粗體字顯示，在同一流通率級距，該因素區分佔本身的百分比高於總和的百分比。 

 

 

 

 

 

 

         流通率 

變數名稱 

愛的書庫流通率（N＝129） 

未達 50% 50%-70% 超過 70% 

縣
市
民
眾
參
與
志
工
數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未達 2.5 人 6 
（8.0） 22.2 14 

（11.9） 51.9 7 
（7.1） 25.9 

2.5-5 人 18 
（20.9） 25.4 30 

（31.4） 42.3 23 
（18.7） 32.4 

超過 5 人 14 
（9.1） 45.2 13 

（13.7） 41.9 4 
（8.2） 12.9 

總和 38 29.5 57 44.1 34 26.4 

df 
x2 
p 

4 
7.049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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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綜前所述，文化因素（縣市每人借書量、縣市每人購書費、縣市民眾參與志

工數、縣市每人擁書量）對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影響，雖然在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

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其影響愛的書庫流通率是不顯著的，但在縣市每人借書量、

縣市每人購書費及縣市每人擁書量，皆達到顯著相關（參見表 4-42）。因此，假設

3：「文化因素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在

大部份變數中獲得支持。 

 

表 4- 42 文化因素與愛的書庫流通率卡方檢定結果之彙整 

變  項 變 數 名 稱 x2 p 

文化因素 

1 縣市每人擁書量 11.278     .024* 

2 縣市每人購書費 20.103     .000*** 

3 縣市每人借書量 13.948     .007** 

4 縣市民眾參與志工數 7.049     .133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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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統計分析之結論及意涵，第二節根據研究結論提

出實務建議，第三節說明研究限制和提供未來尚可進行的研究方向。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設置於本島國小之愛的書庫 2012 年 3

月至 5 月流通率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

庫流通率之因素。本節依第三章研究架構和第四章研究結果，將研究結論依「組

織因素」、「環境因素」、「文化因素」等三構面分述如下： 

 

壹、組織因素與愛的書庫流通率的關係大部分呈顯著 

整體而言，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組織因素大部分對愛的書庫流通率有顯著影

響。以下就總班級數、總學生數、總教師數、圖書館總藏書量及是否為閱讀磐石

獎獲獎學校之結論，說明並總結如下： 

一、總班級數、總學生數、總教師數等三個變數，皆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

顯著影響。 

研究發現總班級數愈多、總學生數愈多、總教師數愈多，則愛的書庫流通率

愈高。以學校編制來看，總班級數、總學生數、總教師數三者具連動關係，故當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規模愈大，愈能增加愛的書庫使用之效率。 

二、據點學校圖書館總藏書量及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

沒有顯著影響。 

據點學校圖書館總藏書量及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與愛的書庫之流通率均未

達顯著影響，因此愛的書庫流通率的高低不因據點學校之圖書館總藏書多寡，及

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而有差異。 

三、組織因素中與學校規模直接相關之變項反應愛的書庫資源活用的可能

性。 

研究結果發現，「總班級數」「總學生數」及「總教師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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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顯著影響。而此三個變項與學校規模有直接關係，亦即當學校規模愈大，「總

班級數」「總學生數」及「總教師數」等潛在使用者愈多，愛的書庫被活用的機率

也愈高，流通率也會愈高。故愛的書庫之設置可選擇規模較大之學校，以增加書

庫利用的可能性。 

而據點學校「圖書館總館藏量」及「是否獲得閱讀磐石獎」則對愛的書庫流

通率沒有顯著影響。學校圖書館與愛的書庫同屬學校推動閱讀的資源，但書籍組

成與愛的書庫有所區隔，未對愛的書庫使用造成排擠；由閱讀磐石獎學校進行之

閱讀活動來看，可知推廣閱讀可以多元並進之方式實施，並未對愛的書庫流通率

造成顯著影響。 

 

貳、環境因素與愛的書庫流通率的關係部分呈顯著 

據點學校之環境因素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關係，以鄉鎮人口數與鄉鎮女性人

口比率呈現顯著，而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則對愛的書庫流通率未有顯著影響。茲說

明並總結如下： 

一、鄉鎮人口數與鄉鎮女性人口比率等二個變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

著影響。 

研究發現，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所在鄉鎮之人口數、鄉鎮女性人口比率，皆對

愛的書庫流通率有顯著影響。當鄉鎮人口數愈多、鄉鎮女性人口比率愈高，則愛

的書庫之流通率也愈高。 

二、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沒有顯著影響。 

研究發現，愛的書庫據點學校所在地之鄉鎮青壯人口比率的高低，並未影響

愛的書庫流通率。 

三、鄉鎮環境因素之人口組成對愛的書庫設置具有參考性。 

研究結果發現，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鄉鎮人口數」與「鄉鎮女性人口比率」

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鄉鎮人口數」愈高，也代表潛在閱讀人口愈多，

愛的書庫流通率也隨之增加。「鄉鎮女性人口比率」則說明女性人口對閱讀積極正

面的態度與閱讀表現，可能間接正向影響愛的書庫借閱流通的機率。故愛的書庫

在設置時，除了考量人口數，也可參酌女性人口組成，以提高愛的書庫資源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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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 

鄉鎮「青壯人口比率」在本研究未與愛的書庫流通率達到顯著影響。青壯人

口在閱讀偏好、閱讀習慣、閱讀時間上可能與愛的書庫所提供之閱讀模式有所差

異，或可能因工作之關係而使閱讀時間壓縮，而不傾向以讀書會之方式共讀，故

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無顯著影響。 

 

參、文化因素與愛的書庫流通率的關係大部分呈顯著 

據點學校之文化因素與愛的書庫流通率之關係，以縣市公共圖書館每人擁書

量、每人購書費及每人借書量呈現顯著關係，而民眾參與志工數對愛的書庫之流

通率未呈顯著影響。茲說明並總結如下： 

一、每人擁書量及每人購書費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反向顯著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每人擁書量」及「每人購書費」均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呈現

反向顯著關係。公共圖書館之每人擁書量及每人購書費，均反應縣市公共圖書館

資源的充裕程度與縣市政府對於該縣市閱讀風氣提升的重視程度。當公共圖書館

圖書資源及購書經費不充足，以致每人購書費與縣市每人擁書量不足，可能促使

縣市居民積極尋找書籍資源，也間接增加愛的書庫借閱流通的可能性。 

二、每人借書量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發現，公共圖書館之「每人借閱量」愈高，則愛的書庫之流通率也愈

高。「每人借閱量」愈高，表示該縣市居民之整體閱讀風氣較興盛，在較高的閱讀

風氣下，縣市居民或成立讀書會，或鼓勵他人閱讀，因而增加愛的書庫借閱流通

率。 

三、民眾參與志工數（每萬人志工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沒有顯著影響。 

研究發現，民眾參與志工數對愛的書庫之流通率沒有顯著影響，可能在於公

共圖書館志工之服務對象以公共圖書館及其群眾為主，故對於愛的書庫之借閱流

通率較無顯著影響。 

四、縣市文化因素反應閱讀重視程度與閱讀風氣，對愛的書庫資源的使用具

評估效用 

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縣市公共圖書館「每人擁書量」及「每人購書費」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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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庫之流通率呈現反向顯著關係，意即愛的書庫之共讀資源可補充公共圖書館

之資源之不足，也意謂著來自民間或企業之額外閱讀資源，因而有發揮與使用的

空間；「每人借閱量」愈高，代表縣市閱讀文化與風氣興盛，可能帶動更多閱讀團

體的成立，進而提升愛的書庫之借閱流通率。 

「民眾參與公共圖書館志工數」也許因志工服務項目的不同，在本研究並未

發現與愛的書庫流通率有顯著相關。 

由上可知，若愛的書庫在設立時同時評估縣市推動閱讀之資源、經費與文化，

在本研究尤以公共圖書之「每人擁書量」、「每人購書費」及「每人借閱量」，如此

更能增加愛的書庫共讀資源之借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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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實務建議 

愛的書庫運作機制克服區域之藩籬，首創結合網站平台與新竹物流，透過遍

布全台的愛的書庫據點，以據點對據點、據點對學校，充分達到書箱循環活用的

效果。為能達到資源活用之目的，以下就愛的書庫之管理層面與現行之閱讀政策

提供建議： 

一、愛的書庫管理層面 

（一）結合學校閱讀推動團體，如志工團、故事媽媽等，增加導讀培訓，推

展共讀。 

許多學校引進社區人力資源成立志工團，在晨光時間入班協助，愛的書庫可

就這些團體進行導讀培訓，除了能協助學校推展閱讀，更能將閱讀資源帶入社區，

促進社區對愛的書庫資源的運用。 

（二）與公共圖書館策略聯盟。 

近年來，公共圖書館積極推動社區親子共讀、爺孫共讀或三代共讀，愛的書

庫正可彌補公共圖書館共讀資源的不足，也可解決縣市公共圖書館預算有限的窘

境，讓愛的書庫資源持續活用與循環。 

（三）結合科技，創造愛的書庫書籍活用的可能性。 

科技產品日新月異，網路電子書、行動上網、電子閱讀器及平板電腦，閱讀

可以透過科技產品貼近生活。就目前書庫運作之方式，在跨越區域與交通之限制，

需仰賴企業團體或公部門在物流與運費上資源挹注。未來可考量引進適合共讀的

電子書，結合上述之科技產品，成立網路讀書會與區隔不同性質之共讀潛在群體，

讓書籍資源與時俱進，讓愛的書庫創新經營。 

 

二、現行閱讀政策層面 

（一）公部門應著重民間資源的整合。 

現行之閱讀政策，由上到下、由中央至地方、從嬰兒至高齡人口，以全面性

推動閱讀之策略，期能提升國人之閱讀素養、態度與習慣。在偏遠地區、普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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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人口外移、隔代教養的問題，若缺乏書、缺少文化刺激，孩子幾乎也就喪失

了可以因為教育、脫離貧窮的機會。故就公部門而言，對於民間相關閱讀團體不

能僅有經費之補助，還必須有整合民間資源的策略。目前國內推展閱讀之民間團

體或基金會不勝枚舉，若政府能負起整合民間資源責任，便能發揮眾效，即便處

於偏鄉，孩子們也能享有不虞匱乏的閱讀資源。 

（二）鼓勵地方及民間團體在推動閱讀時策略聯盟、提升閱讀成效。 

目前政府在制定閱讀政策層面仍以軟、硬體資源或經費的投入為主，若空有

豐富之軟、硬體而無法將資源之效益發揮，實在可惜。故可透過獎勵措施，對於

推動閱讀有功或成效卓著之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基金會，給予正向的實質鼓勵；

或鼓勵地方與民間團體、民間團體與民間團體策略聯盟，互通閱讀資源之有無、

截長補短，不但可使各閱讀團體發揮所長，擴大資源服務範圍，提升組織績效，

地方政府與中央也可收閱讀推動成果之效。 

（三）閱讀教育政策應持續。 

PISA 2012 的結果，臺灣閱讀成績大躍進，臺南大學洪碧霞教授分析進步的主

因，與民間及政府大力推廣閱讀教育有關，如閱讀磐石計畫、國中晨讀計畫及民

間基金會長期的投入閱讀教育（鄧凱元，2014）。閱讀的培養不是一蹴可幾，必須

是長久、持續且廣泛的推動才有成效，政府在制定閱讀推動政策也應持續以長遠

規畫為目標，更不應以國際評比結果而忽視其他族群（學齡前、成人及銀髮族）

的閱讀推動。期以持續性的政策推動，深化國人重視閱讀的態度，培養國人閱讀

習慣與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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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因素，

然限於人力、時間，在樣本、資料、研究變項與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不足與疏漏，

茲針對上述四點提出建議以供參考。茲說明如下： 
一、增加和選取研究樣本 

本研究樣本蒐集時間為 2013 年 3 月至 5 月，未做更長期趨勢之研究；再者，

宥於樣本範圍僅限於樣本蒐集期間資料完整之愛的書庫據點國小，排除已設立但

資料不完整之愛的書庫據點國小及設於國中高中之愛的書庫，故本研究之結果有

其限制，無法推論至所有已設立之愛的書庫。未來可做跨學期或跨年度之研究；

樣本之選取也可擴大至設於國中、高中、大學或鄉鎮圖書館之愛的書庫，增加樣

本的廣度，使研究推論更具可靠性。 

二、增加研究變項 

本研究僅就網路上可得之公開資訊等變項進行研究，故無法涵蓋所有層面。

影響愛的書庫流通率之因素，不僅限制於本研究提出的變數，未來尚可增加愛的

書庫據點學校之該鄉鎮學校數、班級數、學生數及教師數等環境因素，或文化因

素上增加討論該縣市書店的數量，以獲得更真確和完整的結果。 

三、運用多種研究方法 

本研究僅採交叉分析並進行卡方檢定，以了解變數之間的顯著情形。以量化

處理資料，在研究內容的深度上有其限制。未來若能輔以訪談、問卷或採用個案

研究的方式，進行量化與質化並行之研究，增加相關因素之探究，則研究結論也

可以較客觀、更具意義。而在統計方法的運用上，也可採用相關係數與獨立樣本 t

檢定、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多層次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或邏輯迴歸

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四、擴展研究之主題 

本研究由愛的書庫據點學校之組織因素出發，擴大探討影響愛的書庫流通率

因素至鄉鎮層次的環境因素及縣市層次的文化因素。未來在相關研究上，更可進

行愛的書庫在各縣市及鄉鎮分佈之影響因素之研究(例如：每千人愛的書庫設置數、

愛的書庫設置之距離)或增加依變項，以探討愛的書庫設立與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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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設置辦法 2 

101 年 12 月 20 日修正實施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捐助章程第二條

規定之。 

第二條 愛的書庫書籍為本會財產，提供團體共讀之公益性質使用，並由設置之學

校或團體負責保管及代為運作相關業務。 

第三條 愛的書庫設立流程如下： 

一、接受學校或團體主動提出設置申請；未主動提出申請之學校或團體， 

    得依捐助者指定地點先行辦理推廣活動。 

二、評估該地區是否符合設立書庫之條件。 

三、同意申請者為準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 

      四、本會進行書籍採購及管理者培訓，準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進行  

    書籍整理。 

五、準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提報書庫揭牌暨閱讀推廣研習計畫至主  

    管機關，邀請長官來賓及捐款單位；研習講師由本會提供。 

六、準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辦理書庫揭牌暨閱讀推廣研習。 

七、愛的書庫成立及開始運作。 

第四條 愛的書庫申請條件如下： 

      一、具服務熱忱，且樂於配合辦理該地區閱讀推廣業務之學校或團體。 

二、該鄉鎮無其他學校或團體已成立「愛的書庫」。 

三、學校或團體主動提出設置申請書至本會。 

四、上網連署支持該地區設立「愛的書庫」之教師達一百名以上。 

五、設置書庫之地點交通便利，能提供附近鄉鎮學校或讀書會借閱。 

六、能提供適當場地放置書籍，且門戶安全無虞。 

七、能提供可上網之電腦設備一部，處理書籍借閱流通之資訊系統。 

八、能提供固定管理者至少一名，及協辦人員二至五名。管理者負責統籌  

2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14.03.11 

http://163.22.168.15/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EE35B3B6-53B6-4FA6-8D61-3D0EEF234

9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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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書庫業務，並由協辦人員協助之。 

九、每週至少開放三個半天時間，方便辦理借還書工作。 

第五條 有意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應主動向本會提出申請，並於網站公開連

署。 

第六條 非主動申請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應由捐助者提撥經費，由本會至

指定地點辦理推廣活動後進行評估。未符合評估標準之學校或團體，不予

設立。 

第七條 準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其管理者或協辦人員需親至本會或就近至

各書庫接受教育訓練半天。 

第八條 本會所有書籍悉依愛的書庫借閱及賠償辦法規定之。 

第九條 本會得參照書庫流通率、書庫管理及捐款補助情形，辦理書籍調度、增購，

及書庫終止運作之業務。運作優良及獲得捐助者指定補助之書庫，本會優

先安排書籍調度及增購。 

第十條 非主動由本會進行書籍調度之書庫，得經本會同意後自行辦理之。經費由

調度者自行籌措或分攤，本會協助圖書資訊系統處理。 

第十一條 書庫之借閱流通率若長達半年不及五成者，本會將依以下階段進行處

理： 

一、持續觀察半年。 

二、協助爭取辦理研習。 

三、更換書籍。 

四、書籍減量。 

五、關閉書庫，所有書籍移至其他書庫。 

第十二條 已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主動提出更新申請書至本會(一年限一

次)，作為擴充更新書箱募款之依據。 

第十三條 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其管理者或協辦人員每年由本會提報主管

機關辦理敘獎。 

第十四條 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以外地區，有意申請設置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

體，本會將依以下原則辦理： 

一、愛的書庫運作應符合公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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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本會審核後，得授權使用網站平台，或提供技術轉移。 

三、該地區符合愛的書庫設立條件；惟考量區域特性，得免發起連署。 

四、本會所募得各項業務之經費，以運用於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

為原則。上述以外地區之書庫設置經費、書籍增購經費及運費，應由申

請單位自行籌募。 

五、愛的書庫各項教育訓練，應事先透過電話、電子郵件或視訊等方式進

行。 

第十五條 建議書單提供流程如下： 

一、接受準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提出建議書單。 

二、準設立愛的書庫之學校或團體於成立前一個半月內，主動向本會提出。 

三、本會依「愛的書庫選書規準」審閱建議書籍。 

四、通過審閱之書籍納入愛的書庫網站平台運作。 

第十六條 本會保留愛的書庫設立、書籍流通運作、終止、調度，及增購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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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選書參考規準 3 

【整體參考標準】 

一、喜愛程度：選書的過程中，會找小朋友「試讀」，聽取他們的意見、看法，

並觀察其反應。 

二、文字：字體清晰、大小字型。 

三、圖畫：美編、圖文美觀、具創意或寫實、色彩豐富、紙張材質等。 

四、內容： 

     1. 富趣味性、啟發性(微觀、宏觀皆好) 

2. 能拓展視野、激發創意、想像力 

3. 具思辨性 

4. 善解(同理)兒童、青少年心理 

5. 貼切學生目前的生活經驗 

6. 種類豐富多元、協助師生不同的需求 

7. 經典名著 

8. 適合團體討論。 

五、書本大小適宜：書箱一箱 35~40 本，故書本的「長、寬、高」必得要適合放

進書箱才行。 

【各適讀階段選書規準】 

一、國小低年級： 

（一）文字：約 14-16 字級，注音標示，字體清晰，文字數量少。 

（二）內容： 

1. 以圖畫書為主，色彩鮮豔、圖畫描繪大且清楚。 

3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14.03.11 

http://163.22.168.15/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9FAC5235-B8DD-43C7-BDD7-13157198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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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層面偏向可愛、動物、夢幻等方面，若有大且豐富插圖也可列為低年級。 

3. 符合孩子生活情境，且結合低年級學生生活經驗，文意適合孩子的理解程

度，並能配合圖畫呈現為佳，引起孩子喜愛繪本的動機。 

4. 句型結構簡單。 

二、國小中年級： 

   （一）文字：約 12-14 字級，儘量以無注音標示，字數較低年級者多。 

   （二）內容： 

    1. 篇幅約 100 頁以上，以文字居多，圖片為輔。 

    2. 層面由可愛、動物、夢幻等偏向具體，在校發生的趣事等長篇敘述可併為

中年級學生選讀用書。 

    3. 能讓孩子從文中對品德教育暨生命教育有啟發性的幫助，圖文並茂為佳。  

    4. 故事情節豐富且內容多元。 

    5. 故事句型表現較為複雜，且可讓孩子從中學習寫作模式的仿寫練習。 

    6. 故事有簡單章節結構。 

    7. 學生需要用心思考才能體會故事所要表達的意涵。 

三、國小高年級： 

（一）文字：約 12 字級，不需注音。 

（二）內容： 

1. 層面由具體慢慢轉換為抽象，也可介於兩者之間。 

2. 若有啟發學生思考的書籍，也會納入高年級的選書。 

3. 故事內容更有文學性，讓孩子從文字中體悟文學意境，用字遣詞符合高年

級同學的程度不再偏重圖片部分。 

4. 故事多元且要有複雜的句型，句子都以寫作模式呈現而非口語話句型；章

節結構須完整，內容可有推理或概念建立。 

四、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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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約 12 字級，較大量的文字，增進閱讀能力。 

（二）內容： 

1. 能貼近國中生理及心理層面。 

2. 涵蓋國中學習之各領域內容。 

3. 國中生能理解與探討之中西方經典文學作品、當代名人傳記、古今中外各

大文學獎得獎作品。 

4. 故事內容宜重啓發性，可讓學生從文句中擷取相關訊息及啓發。 

5. 可白話、可古文，古文文本需可激發學生文學能力。 

6. 內容若有涉及性別或愛情，其主題探討需是正向的。 

四、高中： 

（一）文字：約 12 字級，用字遣詞要富有文學價值。 

（二）內容： 

1. 能貼近高中生理及心理層面。 

2. 知識性書籍須富有創新或時代性。 

3. 中西方經典文學作品、當代名人傳記、古今中外各大文學獎得獎作品，內

容可較深厚。 

4. 有關高科技、國際情勢、生涯規劃、人生標竿、典範學習、啟發創意、激

發夢想、困難處理、情緒抒發等書籍。 

5. 內容若有涉及性別或愛情，其主題探討需是正向的。 

五、成人： 

（一）文字：約 12 字級，排版之版面，需讓人感覺舒服。 

（二）內容： 

    1. 探討主題創新或領導時代潮流。 

    2. 具有深度、專業知識、多元的書籍，如親子教養、科技新知、教育新知、

自然生態、心理、教學專業、修身養性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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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會員申請重要事項 4 

【個人會員】 

一、「愛的書庫」強調共讀，每種圖書以「箱」為單位，一箱 35 本或 40 本相同書

籍(少數書庫一箱 20 本)，適合班級或社區讀書會等多人共讀。 

二、歡迎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等各級學校老師、讀書會團體、故事

團體及義工人員申請加入。私立補習班教師及針對個人閱讀者，謝絕借閱，請

勿加入會員。 

三、申請會員時請輸入正確的「聯絡電話」、「手機電話」及「電子信箱」等資料，

以便後續借書相關事項聯絡。 

四、「愛的書庫」資源皆來自社會各界善心人士，請使用者「愛惜」及「珍惜」這

份資源。 

【學校單位會員】※必須要有「愛的書庫」個人會員才可申請※ 

一、可借箱數: 依各校實際參與的班級數量來衡量，為了避免同一書庫書籍由少數

學校全部借走，若一次欲借的箱數超過十五箱者，建議分散到二至三個書庫借

閱。(可借箱數隨著需求量異動，可請本會作權限調整)。  

二、借閱期限: 所有書籍借期一致，本會將依各單位需求不同，核定一個月或二個

月借期，於借期內，由校內老師自行安排書籍在校內如何在班級之間流通。 

三、借書更方便：以單位會員名義借書，讓多位老師輪流使用，在各班流通，方

便在校內推廣閱讀。 

四、申請完後待本會審核，本會會發送一封審核信件，若無收到此信件，請連絡

本會(049-2566102#16 周組長) 

4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14.03.11 

http://163.22.168.15/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9FAC5235-B8DD-43C7-BDD7-13157198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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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102 年度教育部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

評選實施計畫 5 

一、依據：悅讀 101-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 

二、目的：鼓勵全國國民中小學重視學生閱讀知能，藉由表彰閱讀推動績優學校、

協助學校推動閱讀之團體及個人，以形塑閱讀風氣，深耕閱讀教育。 

三、評選對象: 

（一）閱讀磐石學校：閱讀推動績優之國民中小學（包括附設國民中學、國民小

學、高級中學之國中部或國小部）。 

（二）閱讀推手： 

1.團體獎：協助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之機關（構）、公（私）立圖書館、社團、  

故事媽媽等相關團體。 

2.個人獎：致力於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工作且有特殊貢獻之校內外人士。 

四、評選方式： 

（一）初選：  

1.推動閱讀之學校、團體、個人均由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初

選後推薦之。 

2.評選方式以書面審查為主，閱讀磐石學校評選得參考參選學校閱讀推動網

站資料。 

3.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選後，函報推薦名單參加複選，提報名額應依比

例推薦【如附件二-一直轄市、縣（市）提報績優學校之校數（提送比例

2.25％）、二-二直轄市、縣（市）提報推動閱讀有功團體及個人名額（提

送比例一般國中小 1.91％，偏遠國中小 4.62％）】。 

4.經本部評選核定為閱讀磐石學校或閱讀推手者，三年內不得重複被推薦同

5 資料來源：教育部 102 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個人及團體實施計畫。2014.04.20 

http://www.digimagic.com.tw/reading2013/a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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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獎項。 

5.複審送件資料（如：附件一 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

選繳交複選文件說明）。 

（二）複選：  

1.由本部辦理評選，本部得委請地方政府、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辦理。 

2.閱讀推手之評選，以書面審查為主。每年表彰之名額，由本案推動小組依

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數量討論確定。 

3.閱讀磐石學校之評選，以書面審查及發表會審查為主。評選委員得參考學

校閱讀推動網站資料，每年表彰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磐石學校共四十所為

上限，國民中學、國民小學之校數比例，由本案推動小組依直轄市、縣(市)

政府推薦數量討論確定。 

4.發表會審查方式： 

(1)發表時間共二十分鐘（包括口頭發表十分鐘、評審提問七分鐘、轉場三

分鐘）。 

(2)口頭發表應善用資訊媒體，例如使用簡報軟體或光碟，並結合燈光、音

效以輔助口語解說呈現。 

(3)發表審查完竣，由各分組評選委員共同議決得獎名單。 

5.辦理期程： 

(1)複選資料繳交期限：於 102 年 2 月 21 日至 102 年 2 月 27 日前繳交，請

於截止日前寄（送）達各項評選資料（郵件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資料受理後不得更換。 

(2)閱讀磐石學校複選發表公告：於 102 年 3 月 27 日前公告詳細複選發表

時間、地點及發表順序。 

(3)閱讀磐石學校發表日期：於 102 年 4 月 23-27 日進行複選發表。 

 (4)頒獎日期:102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修正為 102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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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聯絡方式 

(1)聯絡人：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小  許政智主任、劉文慈老師 

(2)電話：（02）28710064 

(3)地址： 111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 392 號 

五、審查指標： 

（一）閱讀推動之理念及發想： 

 1.建立學校有關學生學習如何閱讀、從閱讀中學習之教學觀及短中長期之閱

讀推動目標。 

 2.激發學生主動學習意願等之動念及目標。 

 3.其他。 

（二）利用資源整合，營造閱讀環境之成效： 

1.增廣圖書館（室）運用機制及經營發展，進而形塑優質之學校閱讀氛圍。 

2.有效利用現有經費規劃資源共享機制，整合學校、家長及民間團體資源共

襄盛舉，增加閱讀教育推廣參與面向。 

3.建構有利於學生閱讀之學習環境、結合資訊科技進行網絡交流及閱讀活動、

提供諮詢及服務。 

4.其他。 

（三）閱讀教學之實施及困境突破： 

1.學校、班級與個人閱讀活動之規劃及親師生對閱讀之參與。 

2.圖書館利用教育與閱讀課之規劃與執行。 

3.閱讀策略教學之規劃及執行。  

4.其他。 

（四）學生閱讀績效與影響： 

1.學生閱讀質量及閱讀興趣之提升。 

2.學生閱讀能力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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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閱讀個別差異之輔導及協助。 

4.學生知識、技能與情意等層面發展及成長等。 

5.其他。 

（五）教師精進: 

    1.校內人員閱讀專業成長情形。 

    2.校內人員閱讀教學社群成長情形。 

    3.其他。 

（六）有關閱讀推手部分，以協助學校推動前述五款工作為審查指標。 

六、獎勵方式： 

（一）獲選為「閱讀磐石學校」者，每校頒發獎勵金新臺幣二十萬元（其中應運

用於圖書及圖書設備之補助至少新臺幣十五萬元，剩餘獎金作為學校推廣閱讀

所需行政費用）、獎座一座，該校推動有功人員擇優建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敘獎，並由本部公開表揚。 

（二）經核定獲選「閱讀推手」之團體及個人，由本部公開表揚，並頒發表揚獎

狀（座）；其為現職公教人員者，建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予以敘獎。 

七、推廣方式： 

（一）觀摩分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邀請獲獎學校於相關會議分享推動

成果。 

（二）獲獎學校之成果資料將規劃建置於閱讀相關網站。 

八、預期成效： 

（一）表彰閱讀磐石學校國民中小學至多四十所，閱讀推手團體與個人數名。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邀請獲獎學校於相關會議分享推動成果，使國

民中小學行政人員均能具備閱讀教育推廣之基本知能。 

（三）「閱讀磐石學校」、「閱讀推手團體」及「閱讀推手個人」之資料規劃建置於

閱讀相關網站，供各校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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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各校閱讀教育推廣活動，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與品質，提升學生各

領域學習成效。 

九、受推薦表揚學校、團體及個人所報資料如有不實，經發現後撤銷本獎勵，並

送相關單位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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