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許不少家長，在假日早上打開孩子的房
門，老是看到這一幕—— 一個未刷牙洗臉、頭
髮蓬鬆的小朋友，正坐在牀上打機！不過，育
有兩女的 Bonnie，看見的，卻是另一番景象：
「她們要不是在一起玩 Barbie，就是坐在牀上
各自看書，兩個就像人家追電視劇集一樣，追
書追得很入神。」Bonnie 訴說日常，但對很多
家長來說，卻是蔚為奇觀。

表現出閱讀是賞心樂事

擁有兩個碩士學位、現任出版社社長的
Bonnie，與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名副其實
的「書蟲」，夫婦育有兩女，長女雪雪今年 9
歲，幼女雪糕 7 歲，二人亦同樣是「小書蟲」。
莫非是基因遺傳？

Bonnie 並不反對基因論說，但她更加相
信，這是遺傳與環境，互相影響出來的結果，
「我認同每個小朋友，在某些能力上，或許是
會有差別的，這可能與遺傳基因有關，但其實
先天影響是遠不及後天的，尤其在童年，究竟
他們有沒有合適的環境，讓內在能力有機會被
發展？孩子的神經元是否獲得足夠的刺激？這
些才是關鍵」。

何謂合適環境呢？在 Bonnie 眼中，就是耳
濡目染。她用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去解釋：「例
如我喜歡吃燒賣，兩個女在 BB 時無得吃，但
她們看見我每次吃燒賣時的喜悅神情，並且吃
得津津有味，這種非言語的信息，她們是接收
得到的，潛意識亦認定了燒賣一定是『正嘢』，
當她們長大些，便躍躍欲試。」換句話說，若
家長希望小朋友愛上閱讀，Bonnie 認為，不是
靠囉囉嗦嗦或苦口婆心去勸戒他們，而是家長
先讓自己成為讀者，身體力行去表現出閱讀是
一件賞心樂事！

此外，打從幼兒開始，Bonnie 每天都跟兩
個女兒建立共讀時間，讓她們經驗到，看書可
以跟父母有一段很親密的時光，「看書的時候，
能夠挨着爸媽，甚至坐在爸媽的大腿上，我相
信對每個小朋友來說，都是一個美妙的感覺、
美好的回憶，他們自不然想保存着它」。時至
今天，雖然雪雪和雪糕已有自行閱讀的能力，
但一星期還是有好幾個晚上，會要求媽媽讀故
事書，Bonnie 也樂意奉陪。

當香港小孩，大部分也是機不離手時，雪

雪和雪糕可算是異類，這歸功於 Bonnie 一直
「企硬」，拒絕供應「電子奶嘴」，「除了學
習上的需要，我從來不會把智能手機、平板電
腦給她們當成消閒娛樂的工具。要消磨時間或
想輕鬆一下嘛，她們可以選擇看書、繪畫、玩
桌遊、踏單車等，但就沒有電子產品這個選
項」。

不用「電子奶嘴」 發掘有趣玩意

她鼓勵家長平日可多引導和陪伴子女發掘
更多有趣活動或玩意，讓小孩的目光，不再單
單聚焦於電子產品上，幫助他們更健康成長。

作為推動兒童閱讀的舵手之一，Bonnie 又
有何妙法，使抗拒書本的孩子，願意開啟閱讀
大門呢？她提議投其所好，先從興趣入手。「有
些男生很喜歡研究昆蟲，那父母不妨從昆蟲圖
鑑開始，讓小朋友知道，書本是可以輔助他追
尋自身興趣的，這就可以化為他的閱讀動機；
又例如雪雪自幼喜歡吃東西，所以她小時候，
我跟她看的圖書，很多都跟食物有關，她見到
這麼多食物圖片，會看得特別開心、投入。」

她亦再三叮嚀父母，切忌在閱讀上訂立太
多框架和規條，否則小朋友只會視之為「功
課」，是被迫去完成的，會令他們更加抗拒閱
讀，「這應該是一個給小朋友完全放鬆、自主
的時間，容讓他們隨心所欲，自由揀書，也不
要規定他們必須要完成多少頁，其實哪怕只是
看幾頁都沒有問題的，最重要是享受閱讀的過
程」。

教育局於 2022 年公布了由課程發展議會編
訂的《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下稱
《小學指引》），新指引維持小學教育共 7 個
學習宗旨，其中「閱讀習慣」擴展為「閱讀及
資訊素養」，反映香港的小學教育，邁向培育
「雙閱讀素養」，即同時提升孩子紙本閱讀和
電子閱讀的能力。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下稱
長沙灣協和）校長蔡世鴻是香港公共圖書館諮
詢委員會委員，在他掌舵下的長沙灣協和，不
單擁有一個偌大兼裝潢別致的圖書館，校園的
閱讀氣氛亦十分濃厚。令人意外的是，原來該
校的閱讀推廣工作，除了針對校內學生及家
長，近年還拓展至區內的幼兒家長。

電子書助跨課程閱讀

長沙灣協和圖書館主任
倫雅文解釋：「一來蔡校長
真心相信閱讀可以幫到小孩
子，二來他也想做好幼小銜
接。」她指出，在疫情期間，
幼稚園學生其實沒經歷太多
面授課堂，也缺乏戶外活動，
部分孩子很依賴「電子奶嘴」
過活，導致他們升上小學後，閱讀能力較弱，
「我們相信，假如兩三歲人仔便開始沉迷電子
產品，來到小學已經 6 歲了，學校很難力挽狂
瀾。既然深水埗區的幼稚園學生，將來很可能
會成為長沙灣協和的學生，於是蔡校長想我透

過舉辦親子共讀課程，令到這班目標家長能更
重視閱讀，也懂得如何陪伴子女共讀。當基礎
打好，將來我們要花的工夫，便少很多」。

倫雅文雖不贊成使用「電子奶嘴」，但從
不抗拒電子閱讀，並指長沙灣協和推動閱讀的
策略，是紙本閱讀和電子閱讀雙軌並行。「經
歷過疫情，學生運用電子科技的能力提升了很
多，所以我們也推廣多了電子書。也鑑於長沙
灣協和一向提倡跨課程閱讀，電子書在當中可
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她說，在各級各學科的
學習，或是全校的探究活動日，圖書館都會為
學生整理不同的閱讀材料，但受到紙本書數量
的限制，學生難於在同一時間閱讀相同的書
籍，但透過電子渠道向學生派發電子書，便可
解決上述的難題。

舉例該校早前讓小四學生以「雞蛋降落
傘」做科學探究主題活動，便向他們派發一本
電子科普雜誌，「雜誌有一篇文章，是講航天
員返回地球時，需要用到 3 頂降落傘。同學一
起看完這本電子雜誌後，再思考自己的設計
時，究竟是否需要為雞蛋做 3 頂降落傘呢？還
是做1頂很大的更好呢？大家會有不同想法」。

自選學習場所 圖書館打書釘

雖然電子書有其優勢，惟她強調，小學生
仍然十分需要紙本書，「作為小學圖書館老師，
我不會希望年紀這麼小的孩子，已完全不看紙
本書。我自己的做法是，提供電子書之餘，圖
書館一定會有同類的紙本書供學生借閱的」。

除了在校園增設多部自助借書機，增加學
生借閱紙本書的機會，長沙灣協和為回應《小
學指引》新建議的「善用學時」原則，在去年
恢復全日制後，便重新規劃學校時間表，重點
是釋放下午的時間和空間，包括逢周一至三加
入1小時的小組時間，讓學生可以在該時段內，
自由選擇學習的場所，例如圖書館。「雖然學
生以前都可在小息時來圖書館借書，但始終小
息時間很短，合共也只得 25 分鐘，他們都是
來去匆匆。現在有 1 小時，學生真的可靜下心
來慢慢揀書，揣摩一下自己的閱讀口味，這種
自發閱讀，相信會取得較理想的閱讀成果。」

在數碼年代，孩子都慣於在網絡世
界學習和娛樂，要他們靜心坐下來細味
書香，變得愈來愈困難，也成為當今不
少父母的煩惱。事實上，要從這科技「勁
敵」中拯救小人兒，重建他們的閱讀習
慣，家長和學校同樣扮演重要角色。

趁今天「世界閱讀日」，不妨聽聽
本刊專欄作者吳凱霖（Bonnie），以及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圖書
館主任倫雅文，在培育小書蟲方面，有
何妙法吧！� 文︰沈雅詩

在家從興趣入手�在校「雙閱讀」並行

培育小書蟲 父母先做好榜樣

科學探究
▲若要做全級的科學探究活動，長沙灣協和很多
時都會提供相關的電子書給學生做參考，讓全級
學生都能同時看到相同的閱讀材料。
 （受訪者提供）

自助借書機
▲學校有多部自助借書機，方便學生隨時借閱紙
本圖書。 （受訪者提供）

善用學時
▲長沙灣協和「善用學時」，釋放下午的時間和空間，學生每
周有 3 天可自選學習場所，不少學生會選擇來到圖書館，靜靜
享受閱讀。 （受訪者提供）

姊妹愛閱讀
▲兩姊妹感情要好，經常躲在房間，但不是一起
打機，而是一起看書。 （受訪者提供）

捨易取難▲

「電子奶嘴」雖有助減輕父母照顧子女的壓力，
但 Bonnie 寧願捨易取難，一直堅持以親子遊戲、
共讀來撫慰兩個女兒的心靈，避免她們不適當地使
用電子產品。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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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創造氛圍�建立共讀時間 學校推紙本、電子閱讀雙軌並行

倫雅文
（受訪者提供）

電子閱覽器

▲學校積極配合教育局新提倡的「閱讀及資訊素
養」學習宗旨，同步推動紙本閱讀和電子閱讀，
並於圖書館內設有電子閱覽器，方便學生瀏覽電
子讀物。 （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