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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 園 裡 推 廣 閱 讀 計 劃 ， 可 說 是 持 久

性、長期性的工作，多元化的閱讀教

學方式，甚至結合家長參與其中等等，今期

《教師雜誌》邀請到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盧

蘭馨校長接受訪問，與我們分享學校推廣閱讀

計劃及在閱讀上的一些心得。

貴校在幼兒、小學及中學教育階段
各有什麼閱讀計劃與我們分享？
盧校長：在幼稚園方面，我們設有“親子閱讀

獎勵計劃”。目的是鼓勵親子閱讀，建立親子

採訪 • 整理   | 尉鳳君       圖   | 由受訪者提供

從悅讀中感悟生命，
培養學生尊重及愛惜生命

關係，增進課外知識及語文能力，培養幼兒

從小養成閱讀圖書的良好習慣。我們鼓勵家

長每週陪伴子女最少閱讀一本由本校所派

發之圖書或校外圖書，然後家長觀察幼兒

閱讀之過程及反應，記錄及簽署於閱讀報

告手冊，每週按時交回報告，並給老師查

閱。全學年閱讀20本圖書及完成報告，獲

給予“銀星獎”，閱讀30本圖書及完成報

告，獲給予“金星獎”。閱讀30本圖書及完

成報告，並填妥孩子及家長心聲，經評選勝出

盧蘭馨校長

獲頒發“最佳親子獎”獎狀和圖書券以示獎勵。

小學方面，我們倡導學生通過閱讀汲取文學作

品中的營養，將閱讀教學列入學生的評核中，閱

讀引導工作主要分三步走。一、善用校本教材。

自編校本教材，如《小學生學古詩》、《弟子

規》、《三字經》，並將以上三本教材的閱讀列

入考核評量之中。希望經典名篇可以給學生潛移

默化、耳濡目染的影響。二、配合中文單元教學

內容，引導學生閱讀，或向學生推薦閱讀書目。

例如，小六年級中文教材中有武俠小說和人物傳

記單元，我們根據教學內容，結合圖書館配備午

間閱讀書籍，並在課內指導閱讀方法，讀後引導

撰寫讀後感，各年級又配合教學徵訂《閱讀理解

作業冊》，將閱讀轉化為思維訓練。三、利用多

元閱讀資源推進閱讀，例如：教青局提供的“智

愛中文”網上閱讀平台；推動每天20分鐘的師

生午間共讀；進行“故事媽媽講故事”活動，激

專訪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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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初小學生閱讀興趣；名著引領，閱讀跟進。介

紹了經典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西

遊記》影視作品進入課堂，對學生閱讀名著進

行嘗試性導讀；與學校的聯課活動相結合，開

設“小記者”班，讓一部分有閱讀興趣的、有文

學愛好的學生進行閱讀的交流分享。

中學方面，除了推行網上閱讀和午間共讀活動

外，在語文課堂教學中，通過學生“講故事”、

“好書分享”、“查閱資料彙報”、“課文朗

誦”、“課本劇創作”等語文活動，激發學生閱讀

興趣；“太陽雨”文學社開展讀書沙龍，做閱讀分

享，鼓勵學生查找作者的相關資料，以此引發閱讀

興趣；同時鼓勵同學撰寫閱讀報告及交流讀書筆

記，培養與他人交流閱讀心得的習慣。

您認為要提升學生的閱讀素養，應
從哪些方面著手？
盧校長：通過對國際學生評價項目PISA和國際

閱讀素養PIRLS進展研究，這幾年監測結果的

分析得知，在家庭環境方面：家長的閱讀習慣

和對待閱讀的態度會影響孩子的閱讀表現。在

家中父母每週花在閱讀上的時間越長，

家長對孩子進行閱

讀的行為越支持

越多，孩子的閱

讀表現會越好。由

此可知孩子從小養

成閱讀習慣，父母

的示範很重要，父母

喜歡閱讀，花時間閱

讀，孩子就跟著閱讀。

此外，家庭對孩子閱讀

除了提供精神上的鼓勵之外，還應該在物質上

為孩子閱讀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並引導孩子

按本身的興趣選擇合適的讀物。國際閱讀素養

PIRLS進展研究的研究結果表明，家庭擁有的兒

童書籍越多，孩子的閱讀表現就越好。同時，

父母應該鼓勵孩子與自己討論交流有關文化和

社會的問題，這樣也可以幫助孩子提高其自身

的閱讀素養。

據悉貴校開展了“從悅讀中感悟
生命”閱讀計劃，最初為何會有
這樣的構想？
盧校長：閱讀能力是所有學習能力的基礎，在學

好英文、數學、科學之前，最重要的一堂課是“

學會閱讀”，而“生命教育”是近年頗受重視的

教育課題，以全人教育為教育理念的澳大附校，

在孩子的學習及成長過程中，融入生命教育的

內涵。這是本人多年來投心教育工作的經驗反

思，也是匯整與學生相處的感悟，更是研習有

關生命教育理念的總結。本校以“從悅讀中感

悟生命教育”為學校的教育計劃主題。我們的

目的：一、是希望彌補現

行教育制度中，偏重知

識教育與理性教育，卻

忽略知識技能以外更

重要的德性、情性、

靈性、藝術、人文之

教育。二、以培養

學生尊重生命及愛

惜生命的態度，

並探索生命的意

義，展現生命的活力；三、在教學過程中，

重視學生身、心、靈之全人發展，而不單是關

心學生的學業成績；四、透過閱讀的推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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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教育的童書為

橋樑，引導孩子們認

識生命、愛惜生命、

尊重生命、關懷生命。

期望孩子們在提升生命

的品質的過程中，閱讀的

習慣也得到培養，進而建

立終身學習的信念。換句

話說，我校推行生命教育的

目的不只是培養學生成“材”，更重要的是培

養學生成“人”。

學校行政在推動“從悅讀中感悟生
命”閱讀計劃如何配合？
盧校長：2009/2010學年是本校推行以“從悅讀

中感悟生命教育”為學校的教育計劃主題的啟動

年。當時學校行政作出了積極的推動及配合，安

排適切而系統的延續培訓、工作坊分享會及透過

專家對不同課題之推行計劃進行個別諮詢等，使

親師的生命教育知能深化，效果更彰。同時我

們把現存的或新設計的全校性活動作出統整，

使具有生命教育理念的活動如：“祥和十道

的推廣”、“雙語校園的雋語掛畫”、“立強

立志－傳遞愛意”的愛心行動，全校教職員

生的生日祝福，邀請人生歷練豐富的人士來演

講，校外教學活動時，選擇安排溫馨回饋社會

的參訪活動等等。

通過這項閱讀計劃，學生有哪些
改變？
盧校長：經過近年生命教育融入正規課程的學

習，喜見孩子們獲得許多不同程度的改變，包

括：一、營造了祥

和的校園氛圍；

二 、 減 少 攻 擊

或 破 壞 行 為 ；

三、增進親和

力 與 逆 境 適

應能力；四、建構出屬於自己

的，正向積極的自我概念、人際互動的

態度，並習得解決問題的技巧。實踐證明生命

教育對孩子們會有“內外兼具”的影響：從肯

定自己生命意義與價值，到尊重關懷他人與環

境，進而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使學習

成就和生活能力隨之增進。

體現家校合作“午間校園故事媽
媽”講故事
盧校長還表示要推動“從悅讀中感悟生命”閱讀

計劃，除了學校的行政配合和老師的專業訓練

外，更需家長的參與，家長讀書會負責的“午

間校園故事媽媽”廣受學生歡迎。其中令人感

動的是不但孩子本身產生改變，更增進學生與

家長的互動；他們不但心中感激父母的照顧，

父母也關心孩子的感受及需要。如此一來，透

過老師的積極參與、孩子的主動學習、父母的

關心及支持，將能夠使生命教育不再是口號，

而是“透過生命感動生命”之全人教育。

掌握更有效的閱讀策略，更能快
速獲取知識

盧校長認為閱讀是一種最快速獲得人生知識

的方式。生活在資訊爆炸年代，如何改進我們對

下一代的閱讀教育，協助孩子們掌握更有效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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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策略，以便能更輕鬆地利用收集、解讀、思考

及判斷等能力，從生活、書籍、報章雜誌和網

絡傳媒等多元媒材中，汲取有用的訊息與前人

的智慧，實為重要課題之一。學校同仁除堅持

接受培訓和探究各種有效的閱讀策略外，本學

年起已在各學科的教學中滲入了多元策略的運

用，在語文學習時加強閱讀理解和心得分享，

在不同的親師生聚會中積極宣導所閱的好書，

推動嚮應分享好書及閱讀心得，並把心得上載

該校網頁與眾分享。期望藉種種不同的方法和

措施，為親師生營造閱讀悅有趣的氛圍，也讓

大家體認閱讀是一種長生不老的終身學習方式。

後記
聽說有故事媽媽出現在校園⋯⋯ 於是在二

月的某天下午，出席了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

校的十五週年校慶活動，有幸目睹了以下的

場景：在一個約三百平方尺的課室裡，坐滿

了家長和孩子，大部分的孩子自由舒適地坐

在鋪了軟墊的地上，故事媽媽落力地扮演故事

中的角色，小孩明亮的眼睛，天真的笑臉，傾

聽著兩位故事媽媽的發問，投入地回答，現場

氣氛熱烈，相當受孩子和家長們的歡迎。故事

媽媽能如此進入校園，家校合作能如此融和，

實在可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