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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 為提升國中小學童閱讀能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簡稱國教署)自98學年度推行國中小圖書
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簡稱圖書教師），減授十
小時，全面展開中小學閱讀教育的推動。

• 101學年度開始推出國中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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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教師的角色

National school library standards for learners, school librarians, 

and school libraries (p. 16), by AASL, 2018, Chicago: ALA.



整合學科領域中的教學資訊技術
籌畫多元的閱讀計畫

邀請父母與其他夥伴共同參與

協同進行教學與訓練資訊技術
參與學校課程的規劃與設計，並推廣閱讀習慣

發展以課程為主要內容的館藏
以支援學習與推廣閱讀
參與一些教學活動

籌畫圖書館課程
提供教學所需的一般資訊

經營基礎圖書館服務
支援閱讀計畫

買書
編目
借書

閱讀推動教師參與教學的最小程度

閱讀推動教師

教師，學生 閱讀推動教師

閱讀推動教師 教師，學生

閱讀推動教師 教師

教師 閱讀推動教
師

家長

學生

以提升能力為主要訴求

支援基本的學習與教學需求

資源型學習

與教師、學生合作
（參與計畫及教學）

影響課程發
展與學習成

果

學生學習「如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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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教師是學校閱讀推動、閱讀教學、圖書資訊利用教育重要的統籌者

圖書教師

導師、科任
與圖書教師協同

教學

設備組長
圖書館經費與設施
等相關行政支援

圖書館幹事
負責圖書資料分
類編目建檔與流

通

志工
協助圖書流通與
排架、閱讀推廣、

說故事

教務主任
閱讀課、圖書資
訊利用課程排課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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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圖書館經營及閱讀推動

一、建立學校閱讀發展目標、執行策略與計畫

1. 全校性閱讀計畫、班級閱讀、親子閱讀、個人閱讀輔導等計畫

二、圖書館經營及閱讀推廣

1. 圖書選擇與採購、圖書分類編目、排架，圖書流通、空間佈置、

自動化系統、統計

2. 讀本分級推薦、展覽及推廣活動

3. 與學科、班級、課程配合之閱讀活動

三、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含圖書館利用、資訊素養及閱讀素養課程）

四、全校教師閱讀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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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素養

教育

資訊素養教育

圖書資訊

利用

培養學生閱
讀興趣及閱
讀能力

培養學生專
題探究能力

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
能力

素養導向教育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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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老師的心聲…

「擔任圖書教師，重拾教育的初衷。」

「一開始認為圖書教師是課程設計的領導者，簡直是天
方夜譚，但現在真的成為課程設計的領導者」

在班上
推閱讀

在領域
推閱讀

對全校
推閱讀

導師

領召

圖書
教師

圖書教師在學校成立閱讀推動社群、跨域教學社群

作為教師的理想因為擔任圖書教師而實現



圖書教師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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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集人：
中原大學、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陳昭珍教授

北一區輔導團
召集人：政治大學林巧敏教授、輔仁大學黃
元鶴教授

桃竹區輔導團 召集人：臺灣師範大學柯皓仁教授

中一區輔導團
召集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劉仲成館長、雲
林科技大學王世豪助理教授

臺南市輔導團 召集人：臺南大學陳海泓教授

花蓮區輔導團 召集人：東華大學林意雪教授

臺東區輔導團 召集人：臺東大學簡馨瑩教授、臺東大學圖書
資訊館謝明哲館長

北二區輔導團

中二區輔導團
召集人：臺中教育大學賴苑玲教授、中興大學
宋慧筠教授、嘉義大學林菁教授

召集人：臺灣大學謝寶煖副教授、臺北市萬興
國小曾品方博士

屏東縣輔導團 召集人：世新大學葉乃靜教授

高雄市輔導團 召集人：高雄師範大學方金雅教授、高雄市立
圖書館林奕成館長



圖書教師學校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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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補助增設圖書教師
1. 臺北市
2. 新北市
3. 臺中市
4. 屏東縣
5. 臺南市
6. 基隆市
7. 桃園市
8. 嘉義縣
9. 金門縣
10.南投縣
11.新竹縣
12.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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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
縣(市)別

各縣市國小圖書教師數量

縣市校數
(含分校)

110學年教育部補
助圖書教師校數

比例
110學年縣市
補助校數

比例
109學年教育部補
助圖書教師校數

比例
109學年縣市
補助校數

比例

臺北市 140 18 12.9% 4 2.9% 23 16.4% 2 1.4%

新北市 213 27 12.7% 84 39.4% 30 14.1% 73 34.3%

基隆市 42 7 16.7% 5 11.9% 6 14.3% 0 0.0%

桃園市 187 21 11.2% 3 1.6% 24 12.8% 2 1.1%

新竹市 32 7 21.9% 0 0.0% 7 21.9% 0 0.0%

新竹縣 88 13 14.8% 6 6.8% 14 15.9% 0 0.0%

苗栗縣 118 23 19.5% 0 0.0% 21 17.8% 0 0.0%

臺中市 232 28 12.1% 88 37.9% 29 12.5% 81 34.9%

彰化縣 177 25 14.1% 0 0.0% 25 14.1% 0 0.0%

南投縣 141 15 10.6% 0 0.0% 13 9.2% 0 0.0%

雲林縣 161 22 13.7% 0 0.0% 18 11.2% 0 0.0%

嘉義市 19 7 36.8% 0 0.0% 7 36.8% 0 0.0%

嘉義縣 133 13 9.8% 3 2.3% 16 12.0% 0 0.0%

臺南市 217 31 14.3% 1 0.5% 28 12.9% 0 0.0%

高雄市 246 29 11.8% 0 0.0% 30 12.2% 0 0.0%

屏東縣 181 34 18.8% 9 5.0% 24 13.3% 27 14.9%

宜蘭縣 83 13 15.7% 0 0.0% 14 16.9% 1 1.2%

花蓮縣 102 16 15.7% 2 2.0% 18 17.6% 0 0.0%

臺東縣 95 13 13.7% 0 0.0% 16 16.8% 0 0.0%

澎湖縣 37 3 8.1% 0 0.0% 3 8.1% 0 0.0%

金門縣 20 4 20.0% 1 5.0% 2 10.0% 0 0.0%

連江縣 7 0 0.0% 0 0.0% 0 0.0% 0 0.0%

國立學校 13 8 61.5% 0 0.0% 8 61.5% 0 0.0%

總計 2684 377 14.0% 206 7.7% 376 14.0% 18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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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
縣(市)別

各縣市國中圖書教師數量

縣市校數
(含分校)

110學年教育部補
助圖書教師校數

比例
110學年縣市
補助校數

比例
109學年教育部補
助圖書教師校數

比例
109學年縣市
補助校數

比例

臺北市 70 15 21.4% 5 7.1% 17 24.3% 0 0.0%

新北市 81 17 21.0% 19 23.5% 25 30.9% 47 58.0%

基隆市 15 7 46.7% 3 20.0% 5 33.3% 0 0.0%

桃園市 60 17 28.3% 8 13.3% 14 23.3% 6 10.0%

新竹市 16 3 18.8% 0 0.0% 3 18.8% 0 0.0%

新竹縣 32 8 25.0% 3 9.4% 6 18.8% 0 0.0%

苗栗縣 36 15 41.7% 0 0.0% 10 27.8% 0 0.0%

臺中市 81 16 19.8% 27 33.3% 15 18.5% 26 32.1%

彰化縣 43 9 20.9% 0 0.0% 9 20.9% 0 0.0%

南投縣 32 5 15.6% 1 3.1% 6 18.8% 0 0.0%

雲林縣 33 4 12.1% 0 0.0% 4 12.1% 0 0.0%

嘉義市 8 5 62.5% 0 0.0% 5 62.5% 0 0.0%

嘉義縣 27 11 40.7% 0 0.0% 10 37.0% 0 0.0%

臺南市 62 11 17.7% 2 3.2% 11 17.7% 0 0.0%

高雄市 91 16 17.6% 0 0.0% 20 22.0% 0 0.0%

屏東縣 40 11 27.5% 1 2.5% 10 25.0% 3 7.5%

宜蘭縣 26 5 19.2% 0 0.0% 7 26.9% 0 0.0%

花蓮縣 23 12 52.2% 3 13.0% 10 43.5% 0 0.0%

臺東縣 22 10 45.5% 0 0.0% 9 40.9% 0 0.0%

澎湖縣 15 1 6.7% 0 0.0% 1 6.7% 0 0.0%

金門縣 5 0 0.0% 1 20.0% 1 20.0% 0 0.0%

連江縣 5 0 0.0% 0 0.0% 0 0.0% 0 0.0%

國立學校 12 5 41.7% 0 0.0% 3 25.0% 0 0.0%

總計 835 203 24.3% 73 8.7% 201 24.1% 82 9.8%



圖書教師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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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圖書教師教育訓練課程(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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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課程內容(暑假二天) 進階課程內容(寒假二天)

圖書教師的角色 閱讀與學習

國民小學圖書館經營實務：圖書教師
的365天

素養導向的閱讀推動：以[OO國小]為例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圖書資訊利用教學

分類編目與圖書館自動化 閱讀素養教學

圖書館閱讀推廣 資訊素養教學概論

閱讀推動結合社會資源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

圖書館人力資源之運用 主題式協同教學

其他國家的閱讀推廣 國小英文閱讀推動

雲端軟體與協作教學



國中圖書教師教育訓練課程(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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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課程內容(暑假二天) 進階課程內容(寒假二天)

圖書教師的角色 閱讀與學習

國民中學圖書館經營實務：圖書教師
的365天

素養導向的閱讀推動：以[OO國中]為例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圖書資訊利用教學

分類編目與圖書館自動化 閱讀素養教學

圖書館閱讀推廣 資訊素養教學概論

閱讀推動結合社會資源 資訊素養與跨領域教學

圖書館人力資源之運用 主題式協同教學

其他國家的閱讀推廣 國中英文閱讀推動

雲端軟體與協作教學



高階研習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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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閱讀素養工作坊
將閱讀及資訊素養融入議題教學，

建立學生更紮實的知識及探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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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討論(Quality Talk)

討論有助於對知識的深入探討，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口頭表達能力和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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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討論簡介

• 深度討論(Quality Talk)是藉由學生討論的方式，引領學生

對文本有高層次的理解，並從中學習論證與溝通的技巧。

高層次理解是指學生就文本及其引申內容進行批判分析性

思考(critical-analytic thinking) 和認知能力。理解文本作

者的意思是為基本的閱讀理解，高層次的閱讀理解更包含

問題解決、連結文本與反思閱讀等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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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元素：問題類型

• 測試型問題 (Test Question)

• 求知型問題（Authentic Questions)

–追問型問題 (Uptake Questions)

–推測型問題 (Speculation Questions)

–歸納型問題 (Generalization Questions)

–分析型問題 (Analysis Questions)

–感受型問題 (Affective Questions)

–連結型問題 (Connection Questions)

高層次思考
問題與回應

(推測.歸納.分析)



英語閱讀推廣工作坊

【英語閱讀，不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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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內現有圖書分

為六級排架

 依據「英語閱讀

分級推薦書單」

採購圖書

 依分級閱讀單準

備班書

 每學期進行一次

英語能力檢測

 使用線上檢測系

統(約一堂課時

間)

 教師自行設計檢

測單

 老師每學期為學

生設計分級閱讀

書單

 學生到圖書館找

書單上的書閱讀

 或圖書館送分級

書箱到班上

 學生依分級閱讀書

單逐本閱讀並記錄

 教師設計在課堂或

在圖書館的閱讀教

學與活動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圖書分級

步驟一

學生檢測

步驟二

分級推薦

步驟三

閱讀紀錄

步驟四

閱讀獎勵

步驟五

 搭配學校閱讀獎

勵方案，如

 英文朗讀比賽

 讀者劇場

 英文閱冠王

 學生英語後測

圖書教師
英語老師
學生
圖書志工

英語閱讀推廣五步驟

Graduate Institute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線上英文繪本閱讀班

班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BR 3班 3班 1班

0-100 1班 2班

100-200 2班 1班 1班 1班

200-300 1班

300-400 1班 1班

400-500 1班

志工老師
培訓班

1班

因110年5月疫情爆發，中小學開始全面遠距教學，於6月招募志願老師，辦理第一
屆線上英文繪本閱讀班，由志工老師依Lexile分級開班，運用線上資源，如Epic、
Tumble 兒童電子書、Coolenglish等，於110年6-8月間，以每週一次，一堂30分
鐘利用Google Meet線上會議室進行繪本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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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教育與輔導座談
• 各縣市圖書教師回流教育暨輔導座談

• 共同備課專業社群運作實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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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回流教育與輔導座談

27

109年回流教育以「跨領域主題探究」為主題，
以輔導團分區為單位辦理線上課程，共計15場，539人參與。
並結合輔導座談，讓圖書教師們能彼此交流分享。

場次
北一區
國小

北二區
國小

北區
國中

桃竹區
國小

桃竹區
國中

中區
國小一

中區
國小二

中區
國中

對象

臺北市
宜蘭縣
金門縣

新北市
基隆市
澎湖縣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宜蘭縣
金門縣
澎湖縣

桃園市
新竹縣市

桃園市
新竹縣市

苗栗縣
雲林縣
嘉義縣市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市

人數 40人 51人 46人 37人 24人 43人 81人 43人

場次
南區
國小一

南區
國小一

南區
國小一

南區
國中

花蓮區
國小

花蓮區
國中

臺東區
國中小

對象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花蓮縣 花蓮縣 臺東縣

人數 27人 26人 37人 42人 18人 4人 20人



110年回流教育與輔導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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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回流教育以「數位閱讀素養」為主題，
以輔導團分區為單位辦理，其中3場次以實體辦理，其他15場次因疫情改以線上辦理，
共計18場，596人參與。
並結合輔導座談，讓圖書教師們能彼此交流分享。

場
次

北一區
國小一

北一區
國中一

宜蘭縣
國中小

北二區
國中小

桃竹區
國小

桃竹區
國中

中區
國小一

中區
國中一

中區
國小二

對
象

臺北市
金門縣

臺北市
金門縣

宜蘭縣
金門縣

新北市
基隆市
澎湖縣
(實體)

桃園市
新竹縣市

桃園市
新竹縣市

苗栗縣
南投縣
雲林縣

苗栗縣
南投縣
雲林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實體)

人
數 24人 12人 21人 77人 28人 31人 22人 56人 45人

場
次

中區
國中二

嘉義
國中小

臺南
國小

臺南
國中

高雄
國小

高雄
國中

屏東
國中小

花蓮區
國中小

臺東區
國中小

對
象

臺中市
彰化縣

嘉義縣市 臺南市 臺南市 高雄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實體)

花蓮縣 臺東縣

人
數 28人 35人 35人 11人 27人 15人 58人 33人 37人



共同備課專業社群運作實務工作坊

29

輔導團各區召集人協同縣市教育局處，
協助安排每學期1-2次的共備課程，提供當地圖書教師感興趣的主題培訓，也加深與
當地圖書教師的聯繫及輔導

分區 對象 場次 主題

中一中二區

苗栗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市

44
閱讀素養教學、探究式教學、跨域協
作課程、科普閱讀、讀報教學、媒體

識讀、密室逃脫

南區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15
資訊素養教學、閱讀素養教學、讀報
教學、跨域協作課程、圖書館參訪、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分類編目

花蓮區 花蓮縣 11
學校圖書室參訪、圖書教師經驗分享、

閱讀推動策略、閱讀活動規劃

臺東區 臺東縣 4 跨域課程、閱讀素養教學、資訊素養



教案教材設計
• 修訂民國101年之國小圖書資訊利用教

育教學綱要及教案

• 出版國中小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綱要
及教案、科普工作坊IDEA模式手冊

30



修訂民國101年之
國小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綱要及教案

構面 2012年版 2020年版

圖書館利用

• 認識圖書館
• 圖書的結構與智慧財產權
• 圖書的分類編目和排架
• 圖書的查詢與借閱
• 認識參考工具

• 認識圖書館
• 圖書資源的運用
• 媒體識讀

閱讀素養
• 閱讀的策略
• 閱讀各類型文本
• 閱讀的呈現

• 閱讀媒材
• 閱讀活動
• 閱讀態度

資訊素養
• 多媒體與數位資源
• 資訊利用

• 資訊利用與探究

6個年級
10種教學單元
60項主題

3個學習階段
7種教學單元
33項主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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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圖書資訊利用課程綱要及講義

規劃完整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綱要共七大主題3學習階段
讓學生學會如何學習的能力
這些課程由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統籌，但須與各級教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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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圖書資訊利用課程綱要及講義



資訊素養專書

章節 標題 撰稿者 備註

一 資訊素養理論與跨域學習 陳昭珍教授

二 學習理論與資訊素養 陳海泓教授

三 資訊素養敎學模式 賴苑玲教授
包含：教學設計、評量、
教學模式(通則)

四 國小低年級資訊素養敎學實務 曾品方老師

包含：教學設計、合作模
式、實施方式、評量方式、
教學省思

五 國小中年級資訊素養敎學實務 陳芳雅老師

六 國小高年級資訊素養敎學實務 林心茹老師

七 國中資訊素養敎學實務 童師薇老師

109年5月邀請專家學者與精於中小學資訊素養教學的優秀圖書教師開會討論，
109年12月完成初稿收件，並著手進行校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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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訂Big6資訊素養課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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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資訊素養(Big6)
融入專題研究教學教案

36

讓老師在學校帶領學生進行各領域專題研究時，可以融入資訊素養(Big6)



分級推薦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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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歷史文化
分級推薦書目

• 各領域分級
推薦書目

38

• 科普讀物分級
推薦書目



圖書教師輔導團網站、電子報及臉書

• CIRN-圖書教師輔導團

• 圖書教師電子報

• 圖書教師電子報FB粉絲專頁

39



圖書教師學校辦理全校性閱讀活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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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語實驗小學閱推教師李宗怡

一、規畫全校閱讀目標及多元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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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畫全校閱讀目標及多元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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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校園閱讀環境：圖書館、閱讀角、數位閱讀資源及設備

台北市重慶國中 柯慶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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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小小 杜筱梅⽼老師

三、規劃與實施閱讀及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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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高雄博愛國小辛麗貞老師

三、規劃與實施閱讀及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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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與實施閱讀及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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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與實施閱讀及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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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與實施閱讀及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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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與實施閱讀及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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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與實施閱讀及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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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與實施閱讀及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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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與實施閱讀及資訊素養課程



四、閱讀活動與部定課程連結

• 經典文學
• 作家有約
• 真人圖書館

• 走讀家鄉
• 多元文化
• 國際交流

• 科普閱讀
• 自然觀察
• 食農體驗

語文

藝術

社會部
定
課
程 自然

• 藝文講座
• 藝術創作
• 表藝體驗

再興廖淑霞老師



• 國際教育主題課程
• 閱讀教育自編課程
• 國際議題探索課程

• 傳統藝術
• 美感教育
• 數位創課

• 藝術治療
• 情緒教育
• 心閱讀

統整式
探究

其他類

社團
活動

校
訂
課
程

特殊
需求

• 探索課程
• 戶外探索
• 服務學習

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

心理衛生協會
心理韌性閱讀

芯福里情緒
教育推廣

四、閱讀活動與校定課程連結

再興廖淑霞老師



晨光時間

學生朝會

校慶遊園會

節慶活動

• 晨間自主閱讀

• 各種議題討論與導讀

• 募書與捐書活動
• 閱讀闖關活動
• 小小說書人表演

• 各種議題宣導與體驗

• 特殊學生運用閱讀輔導

• 客家節日體驗
• 傳統節日體驗
• 外國節日體驗

• 攜手激勵課程
• 閱讀營活動
• 各式體驗活動

寒暑假

四、閱讀活動與非正式課程連結

再興廖淑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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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合及利用社會閱讀資源

彰化縣田尾鄉南鎮國小 周慧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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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國中閱讀推動教師 邱秀祝

五、整合及利用社會閱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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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整合全校推動閱讀之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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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六、整合全校推動閱讀之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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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五、整合全校推動閱讀之人力資源



62

閱讀活動

國小

未滿3年
(N=93)

比例
3年(含)以上

(N=283)
比例

規劃擬定全校閱讀推動計畫 90 96.8% 282 99.6%

班級共讀 92 98.9% 281 99.3%

進行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89 95.7% 281 99.3%

晨讀活動 90 96.8% 277 97.9%

主題書展 64 68.8% 276 97.5%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與各科協同教學 72 77.4% 276 97.5%

辦理教師閱讀知能研習 86 92.5% 275 97.2%

閱讀護照及獎勵機制 85 91.4% 271 95.8%

建立各年級推薦閱讀書單 64 68.8% 263 92.9%

投稿或有獎徵答 73 78.5% 262 92.6%

親子共讀 70 75.3% 259 91.5%

讀報教育 72 77.4% 252 89.0%

成立教師閱讀專業社群 68 73.1% 248 87.6%

寫作比賽 62 66.7% 248 87.6%

科普閱讀 49 52.7% 245 86.6%

英語閱讀 61 65.6% 233 82.3%

小小說書人 58 62.4% 228 80.6%

戲劇表演 49 52.7% 196 69.3%

寒暑假閱讀營隊 53 57.0% 165 58.3%

親子或學生劇場 22 23.7% 142 50.2%

讀經活動 35 37.6% 141 49.8%

有圖推教師的學校之閱讀活動(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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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

國中

未滿3年
(N=76)

比例
3年(含)以上

(N=125)
比例

班級共讀 71 93.4% 124 99.2%

規劃擬定全校閱讀推動計畫 73 96.1% 124 99.2%

進行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71 93.4% 124 99.2%

辦理教師閱讀知能研習 63 82.9% 124 99.2%

主題書展 66 86.8% 123 98.4%

晨讀活動 72 94.7% 120 96.0%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與各科協同教學 60 78.9% 118 94.4%

讀報教育 64 84.2% 114 91.2%

閱讀護照及獎勵機制 62 81.6% 113 90.4%

成立教師閱讀專業社群 53 69.7% 113 90.4%

英語閱讀 60 78.9% 113 90.4%

科普閱讀 57 75.0% 111 88.8%

投稿或有獎徵答 54 71.1% 107 85.6%

寫作比賽 54 71.1% 107 85.6%

建立各年級推薦閱讀書單 52 68.4% 104 83.2%

親子共讀 26 34.2% 87 69.6%

寒暑假閱讀營隊 41 53.9% 83 66.4%

小小說書人 32 42.1% 73 58.4%

戲劇表演 26 34.2% 65 52.0%

親子或學生劇場 13 17.1% 42 33.6%

讀經活動 6 7.9% 22 17.6%

有圖推教師的學校之閱讀活動(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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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磐石學校 閱讀磐石個人推手 

歷年

總數 
圖書教師學校獲獎校數 比例 

歷年

總數 
圖書教師獲獎人數 比例 

國

小 
297 151 50.8% 348 112 32.2% 

 

  
閱讀磐石學校 閱讀磐石個人推手 

歷年總數 圖書教師學校獲獎校數 比例 歷年總數 圖書教師獲獎人數 比例 

國

中 
117 56 47.9% 141 55 39.0% 

 

圖書教師獲閱讀磐石學校及閱讀推手個人獎



師鐸獎得主 –教師的榮耀桂冠

• 110年師鐸獎

•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小 高介仁教師((擔任圖書教師年度：102-110)

• 109年度師鐸獎

•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楊君方教師(擔任圖書教師年度：102-110)

• 108年度師鐸獎

•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國民小學 李孟雪教師(擔任圖書教師年度：105)

• 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 林心茹教師(擔任圖書教師年度：99-110)

• 107年度師鐸獎

• 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 賴玉敏教師(擔任圖書教師年度：101-110)

• 南投縣立三光國民中學 邱凱琳教師(擔任圖書教師年度：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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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
編制準則

(民國107年7月6日)
第 3條 國民小學教職員員額編制如下：

七、圖書館專業人員：至少應置一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
館工作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一；其專業人員，得由符合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任。

第 4 條 國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如下：
七、圖書館專業人員：至少應置一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

館工作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一；其專業人員，得由符合圖
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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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

民國 105 年 08 月 11 日發布



學校閱讀環境及圖書館發展建議

 素養導向學習涉及教與學方法的改變，探究式教學是很好
的模式，可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終身學習的能力

 圖書資源利用、閱讀素養、資訊素養是基本學習能力，圖
書教師可以與各科教師協同教學，將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融
入各科教學

 圖書館的館藏資源應與各科結合，並舉辦閱讀推廣活動提
升學生閱讀興趣

 教育當局及學校每年編列固定館藏經費、閱讀推廣經費

 每一所學校都有專業圖書教師，擔任圖書館經營者及全校
閱讀推廣的統籌協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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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宋．朱熹的詩〈觀書有感〉



謝謝聆聽
敬請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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