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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讀書會成果發表會有感 

● 周靜佳  

 

 

  

 

本學期通識讀書會成果發表會，共有 11 個小組參與，12 月 15 日下午 3 點到 5 點

於 T0111 階梯教室舉辦。與往年稍有不同的是，為配合〈科學月刊〉40 周年系列活動

，特別商請自然科學組張淵、曾穗卿、陳育澱 3 位老師指導 3 組科普閱讀，屬於所謂

「任務導向之學生讀書會」；另外是增加了讀書會小組指導老師的報告。主持人方中

士老師邀請我上台分享，雖然我帶讀書會的資歷尚淺，但為不負所囑，也試著整理自

己對讀書會的一些感觸與想法。近日又聞，從教學發展中心乃至通識中心本身，對於

讀書會之「成效」，似乎不夠了解，故除了當日簡短口頭報告外，並抒感於下。 

 

 

讀書會在台灣已推行多年，一般略有關注者應該並不陌生；通識中心在校內推動

讀書會活動也已超過 5 年，張秀惠老師曾於 2010 年 2 月南台通識電子報第 13 期發表

〈讀書會是什麼〉，除說明通識中心這項活動推行方式，也有她個人對於讀書會的定

義：「一群人根據事先預定的主題或文本，共同進行一種有組織的閱讀討論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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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核心精神則是『對話』」。以「對話」作為讀書會的核心精神是相當精闢的看法

，因為讀書會既是與「書」對話，同時也與「人」對話，是非常難得的機緣。 

試想，偌大校園裡熙攘的學生，除了課業、社團、聯誼、打工等等排滿的活動行

程，並不是為了課業成績或畢業學分，卻願意撥出固定時間來參與閱讀討論，還要紀

錄發表，其實是相當難得。現在學生的生活有太多選項，喜愛或願意嘗試閱讀的同學

原本就不多，加上時間、個性及各種因素影響，能夠順利邀集同學組成讀書會，絕對

不是像在課堂上指派作業那樣順理成章。兩年前我開始帶領讀書會，邀請當時任教的

大三以及過去教過的班級同學，幾位同學一路走了兩年直到畢業，其間不同班級的成

員不僅從陌生到熟絡，持續閱讀聚會之外也能在生活上互相關懷支持，延續情誼。這

學期的成員主要來自大一新生班，當他們來到我面前，我看到的是對大學生涯帶有期

待，希望抓住學習機會的美麗心靈。雖然讀書會要在教學之外挪出時間，但無論是網

路上的聯繫或是定期的聚會，我都樂在其中，因為相對於平日教學不免被動甚或有點

面目模糊的一整個班級，或是其他流於形式的會議活動，讀書會讓我跟主動、真誠的

「人」相處，圍繞著「書」彼此溝通分享，像是一扇窗口，透進難得的清新氣流，驅

散心頭積累的滯悶。 

這次發表會，有陳能治老師帶領的 NG（能治）讀書會，他們用影片的方式記錄在

老師家聚會的情景，自然洋溢「悅讀」的喜樂，還有師生之間融洽的互動，正是我報

告時所稱「美好相逢」的最佳示範。 

 

 

每學期固定的期末發表會，事前要製作投影片，練習上台報告。很幸運我的成員

都相當投入，全組參加，並為上台的人加油打氣。進入階梯教室，各小組自動分區坐

定，依抽籤順序上台報告。我注意到成員對其他各組選讀書目的好奇，還有對上台報

告同學的觀察，這發表會的確有觀摩切磋的作用。本學期讀書會實施要點(公佈於通識

中心網站)原設有評審小組評選頒獎辦法，但正如主持人方老師所說，因為選書難易不

同，討論深淺不一，實難訂定評選標準故而作罷，只依例發給同學參加讀書會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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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正如前文所說，讀書會小組，參加者多半是自發自動的同學，期末發表觀摩如

果能給予同學更多肯定與鼓勵，應該有助於拓展讀書會的影響，發揮更大效益。我個

人同意評選標準困難，評審頒獎並不是最適當的鼓勵，或許可以從活動本身的設計著

手，思考是否有其他方式讓參與者更有收穫，也讓更多未參與的同學有機會認識讀書

會，進而提升校園閱讀風氣。記得前幾屆發表會，當時邱創雄主任相當驚喜同學的表

現，深感應給同學更多發表平台，也保留時間給同學提供建言（兩年前我的學生曾建

議設立網站，紀錄成果、增加互動，現在通識中心也正開始進行）。因此，中心可以

聽取同學的建議和需求，調整進行的方式，或許可以有更活潑的互動。就當作狂想吧

，比如像園遊會的攤位，當場可以翻閱書籍；增加小組與小組交流溝通的機會；票選

當日有興趣的選書……。除此之外，讀書會活動雖由通識中心推行，但可考慮結合圖

書館，連結公告讀書會的消息與成果，也可以給予讀書會同學使用圖書館（諸如借閱

圖書影片、使用空間等）多一些的便利……。或者，有沒有機會與「南台之音」（還

在吧？）合作，推動閱讀分享節目……；結合電視牆跑馬燈，公告該學期讀書會的組

別、正在閱讀的書目、進度……。如果能讓讀書會買書來讀是很直接的支持，當初還

編有經費時便礙於使用規定不能用在購書，現在根本沒有經費的情況下，仍有願意讀

書討論的學子、自掏腰包的指導老師，――那是因為閱讀討論交流，本身即有快樂與

滿足（對老師來說更有教育的初衷與使命吧）。成果發表會難得讓幾組不同的讀書小

組聚在一起，發表報告本身是學習，觀摩之外更要讓這樣的氛圍盪漾出去。 

 

  

 

放眼望去，在學校使勁推動的各項活動中，看不到大張旗幟、沒用到半點經費的

讀書會，卻有用心的老師與主動的學生，寧靜地藉著閱讀直接互動、相互滋養。當然

，要將這「以文會友」優雅的經驗傳遞出去，讀書會計畫執行還有許多改進空間：執

行的老師要在閱讀選書與引導討論方面更加留意；成果發表會的活動與流程要更加用

心；讀書會網站要充實內容更有效運作；整個計畫可以擴大思維，增加活力與感染力

……。但是，如果只因為「閱讀」看起來謙遜安靜，便忽視在校園推動讀書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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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閱讀能力與素養漸次低落的今日，又如何去談提升閱讀力，談「大量閱讀的

重要性」（李家同書名），如何養成「越讀者」（郝明義書名），乃至終身學習的「悅

讀者」、「樂讀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