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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父母似乎將讀書與『K』書混為一談，導致孩子遠離書本，」日本兒童出版

專家、福音館書店會長松居直觀察到，愈來愈多孩子排斥閱讀。 

松居直以自己為例，他從來沒有對孩子說過一句：「去看書去！」「快去做功課！」

他從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唸書給孩子聽，一直到孩子十歲仍不間斷；結果，松

居直發現，在孩子真正開始「讀書」以前，已經徹底的愛上「書」了。 
 

怎麼樣讓孩子自然地喜歡閱讀，專家們提供了幾項建議： 
‧從小牽著孩子的手上圖書館 
帶著孩子到圖書館看書、借書，或是帶孩子上書店，感受書的氣息。 
 

‧落實每天十分鐘的床邊時間 

不要忽略每天十分鐘的說故事時間，積少成多。 
 

‧不要只讀文字 

對年幼的孩子，你可以握著孩子的手唸圖畫書，但那不是用來識字的，而是用

來感受「快樂」的。 
 

‧投入感情唸故事 

用孩子的世界看故事，加入感情，大聲唸書給孩子聽，讓孩子感受自己的表情、

豐富孩子的語彙。 
 

‧閱讀不是在搶分數 

孩子進入學校後，不要把閱讀成果導向學業成績的表現，這會讓孩子對閱讀產

生壓力，甚至反感。 
 

‧別拿走孩子的樂趣 

有些父母喜歡為孩子導讀，只是，一旦導讀的人帶著「非得具體給些價值觀」

的使命時，會壓縮孩子奇想與樂趣，如果有這種情況，還不如不要導讀。 
 

‧事前準備、事後討論 

事前準備是指給孩子一個閱讀的環境：像是沒有電視在旁干擾、父母親也看書、 

家裡有源源不絕，不斷流動的好書。 

事後討論是更重要的，畢竟父母有較豐富的人生體驗，對文字有更強的掌握，試

著提出一、兩個可討論的問題，讓孩子發表對文章的想法；但是，要觀察孩子對

問題的反應，如果父母問東問西，孩子會把它當成另一種指導，很難再陶醉在故

事情節裡。儘可能做到不落痕跡、自然的互相討論。 

‧別讓孩子有偏食的習慣 
起初的閱讀，可以從孩子有興趣的書籍開始，但當孩子一直選擇同一種類的書

看時，父母必須引導孩子讀不同種類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