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子共讀樂趣多

親子共讀可以是和孩子「一起讀一本書」，也可以是和孩子「一起讀不同的書」。

家中的孩子假裝擦著口紅，搶著用大人的手機，我們在無意之間便成為孩子模仿的對

象，孩子總是十分有興趣、喜歡加入大人們做的事情。特別是那些大人總是認真投入、

樂在其中的事，孩子更希望參與其中。「閱讀」也是如此，美國Scholastic出版社

2014年針對家中有0至5歳幼兒及6至17歳孩子的家長進行調查，發現：「經常閱讀」

的孩子跟「不常閱讀」的孩子，兩者的差別就在於「能享受閱讀的樂趣、相信閱讀的

重要性，以及身旁的家長、成人經常閱讀」。

帶著孩子到圖書館借書，大人們也找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坐下來讀一讀，當你我在閱讀

中找到樂趣，孩子自然而然也會拿起書，或許是從模仿開始，但「閱讀」的小小種子，

也就開始萌生了。

許多家長在孩子嬰幼兒時期，就帶著孩子一起閱讀繪本，進行「共讀」。親子共

讀能讓孩子從中感受親子間溫馨的互動、學習語言表達與閱讀等新知能，也能增進親子

之間的關係。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什麼是「親子共讀」，並掌握「親子共讀」的原則及

選書技巧。

親子共讀，是和孩子「一起」讀書

和孩子共讀的方法與技巧

要如何建立愉快的經驗以及熟悉共讀的技巧，可以這樣做：

安排固定的共同閱讀時光，從欣賞圖片、動手操作等

類型的遊戲書著手，逐步帶領孩子進入閱讀的世界。嘗試

在同一個時間、空間內，全家人一起閱讀各自有興趣的書

籍，此舉能讓孩子耳濡目染，讓孩子習慣每天的作息都有

閱讀時光。

經營固定的共同閱讀時光



如果能夠讓家人們加入，一起陪伴孩子閱讀，會是

更好的共讀情境。全家可一起同樂，輪流唸、齊聲唸，

或是分配角色扮演書中情節，能讓全家共讀成為愉快、

有趣的家庭活動。

全家共讀最有趣

在共讀過程中，會發現孩子對於某些情節特別感興

趣，此時，若孩子較年幼，可以嘗試順著孩子的喜好，

大聲朗誦、換個說故事方法等方式讓孩子對於書本更

感興趣；若孩子長大些，可以嘗試發覺書中更多細節、

創意增加故事情節或請孩子覆述故事內容等方式，拓

展孩子新的思考與拓展新的知識。

重複閱讀，加添樂趣

在共讀過程中，能發現孩子對於某些情節特別感興趣，此時，若孩子較年幼，可

以嘗試順著孩子的喜好，大聲朗誦、換個說故事方法等方式讓孩子對於書本更感興趣；

若孩子較長，可以嘗試發覺書中更多細節、創意增加故事情節或請孩子覆述故事內容

等方式，拓展孩子新的思考與拓展新的知識。

發揮想像力，搭配戲劇更有趣

「創造性戲劇」是家長和孩子在

閱讀後，即興的、無侷限的對話，

用扮演的方式創造出有趣的劇情。

家長可以順著繪本的劇情，讓孩子

選擇扮演故事中角色，將故事演出

來或是對做出回應。過程中，家能

長可能引導孩子能根據自己的經驗

提出不同的故事走向發展方向，家

長也可順依應著跟著孩子的改編，

運用加入不同於原先故事的情境加

以回應。一來一回之間，不只結合

原先的故事經驗，孩子也融入了過

去的生活經驗。

可以運用身邊簡單、容易取得的

物品，當作戲劇的道具，或是利用

道具演出故事。為孩子故事中增添

趣味，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翱翔

在欣賞、編織故事的情境中。例如：

簡單做個紙影偶，開始影子劇場吧。

創造性戲劇 活用道具：影子戲碼





繪本這樣選！

要如何為孩子「選書」呢？除了內容的正確性要把關之外，更要注意的是是否適合

孩子的年紀。剛出生的嬰兒牙牙學語，上幼兒園的孩子語言正在快速發展的階段，讀

的繪本當然也會有所不同。家長們可以參考以下挑繪本的原則，讓孩子能夠徜徉在故

事之中。

0-2歲寶寶適合的書，可以這樣選：

對這個階段的孩子，「書」也可以是一種有趣的「玩具」，寶寶牙牙學語的階

段，從開心「玩」書入門。家長可以這樣選：

安全、多元材質

色彩豐富，可以動手觸摸

許多玩具書會利用不同的材質，有不同的觸感及有趣的聲音，能引起寶寶的注意，

也訓練寶寶的感官，別忘了，這個階段的寶寶探索事物時，喜歡口手並用，可以選

擇較強壯、堅固的繪本，例如布書、洗澡書、厚頁書。讓寶寶在探索繪本的同時，

也學習翻書的方法。

鑲嵌不同材質、挖洞、可折疊的摺頁等，這些內有「機關」的遊戲書，是此時寶寶

的最愛，既可以刺激觸覺發展，也能訓練手部小肌肉的靈活度。

3-4歲寶寶適合的書，可以這樣選：

3-4歲的孩子進入語言發展快速前進的階段，喜歡改編故事、喜歡在聽故事時

不停的插話、或是問為什麼？開始會有特別喜歡的書，每天看好幾次都不膩。只

要順著孩子的喜好，就能一起享受愉悅的閱讀時光。為3-4歲的孩子選書，可以

這樣選：

連結生活經驗的內容

情感表達與人際互動的主題

與孩子具體生活經驗相關的書，能夠擴展孩子探索世界的方法與角度。

帶著孩子一起體會故事主角的情緒及生活，可以幫助這個階段的孩子認識各種情緒，

以及人際之間表達愛的方式



5-6歲的孩子適合的書，可以這樣選：

引導孩子，在書本中，一起角色扮演、自創情節，有助創意思考能力的發展。分

享討論主角遇到的故事情節，也是帶孩子體驗生活中各種人際情境的好策略。為

5-6歲的孩子挑選書籍，可以這樣選：

豐富的文字內容

非真實世界的故事情節

豐富詞彙及語句的書籍，非常適合此時正在快速擴展語言能力的孩子。

此階段的孩子慢慢開始可以分辨真實世界與非真實世界，幻想類的故事內容，正

好可以拓展孩子的想像力，在真實世界與想像世界之間，穿梭自如。

人際之間的議題

孩子長大了，有越來越多的機會與他人互動，透過書籍，可以與孩子討論人際互

動可能的各種狀況與情緒，以及合宜的人際互動方式，例如：同理心、同情心、

分享、關懷等。

與孩子累積愉快的閱讀經驗，孩子就會自然地將看書和與家長共處的閱讀時光自

然連結，因此喜歡讀書，這就是親子共讀同樂的神奇力量，讓閱讀成為家庭生活中

的重要活動，親子一同享受愉快的閱讀經驗吧！



小小愛書人：0~3歲嬰幼兒的閱讀世界

本書為《104年度優質家庭教育圖書推薦手冊》推薦優質家庭教育書。

家庭是培養閱讀興趣和習慣的主要場域，而家長是孩子的第一個閱讀夥伴。這些年

有關閱讀經驗分享的書很多，有的是以故事媽媽的角度，有些強調介紹圖畫書。作者

是這方面的學有專長的專家，然而在本書中，她以母親的角色實踐理念，談如何培養

孩子對閱讀的熱情和共讀的技巧。同時也讓讀者認識嬰幼兒的閱讀行為特徵和發展，

教我們如何辨識和解讀嬰幼兒的動作、眼神、聲音、表情、姿勢等等。這是一本有趣

也有用的書，很適合我們看到閱讀的本質，出於好奇，止於滿足。

【資料來源：104年度優質家庭教育圖書推薦手冊】

1. 說故事給孩子聽時，有沒有遇過孩子不專注的時候。可以運用何種技巧改善此情形？

2. 平常說故事給孩子聽時，有沒有注意孩子的情緒或表情。可以嘗試觀察，在每個故

事中，孩子的每個反應，所代表的意義

簡介

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