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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演講
• 因為日本同樣使用漢字
• 且在日本的高中存在學習四書五経、李杜的「漢
文」課程

• 所以筆者可以進行漢字的読寫
• 但無法進行漢語的語言交流



2 目的·方法
• 近年來中文文獻多次介紹到日本的學校圖書館
• 一些論文似乎把日本的情況過於美化。該演講旨
在讓人們正確了解日本的現狀

• 繼筆者之前關於法規和人才制度介紹之後，這次
的主題是閱讀推廣和資訊素養

• 基於對中國知網(CNKI)在“日本中小學圖書館”

等關鍵詞搜索獲得的67篇文獻進行的分析



3 結果
以猜謎形式解釋。



[Q1] 「各中小學圖書館經常舉辦讀書會、
研究會、欣賞會、放映會以及圖書期刊資
料展覽會等活動」是否正確?

张彦宏(2010)。〈我国和部分发达国家中小学图书馆政策简介〉。《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3，
63-64+56。



[Q1] 「各中小學圖書館經常舉辦讀書會、
研究會、欣賞會、放映會以及圖書期刊資
料展覽會等活動」是否正確?

张彦宏(2010)。〈我国和部分发达国家中小学图书馆政策简介〉。《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3，
63-64+56。

• 是錯誤的
•《學校圖書館法》規定了進行這些活動，但在實
際運作中卻幾乎沒有得到落實



[Q2] 書評合戰(Bibliobattle)是「受到了許
多中小學校的歡迎」是或不是?
张麒麟，姜霖(2020)。〈日本儿童阅读推广的长效促进机制〉。《图书馆论坛》，40(3)，147-155。

• (書評合戰)「是一種要求參賽者在現場短時間內
介紹書籍的比賽」



[Q2] 書評合戰(Bibliobattle)是「受到了許
多中小學校的歡迎」是或不是?
张麒麟，姜霖(2020)。〈日本儿童阅读推广的长效促进机制〉。《图书馆论坛》，40(3)，147-155。

• (書評合戰)「是一種要求參賽者在現場短時間內
介紹書籍的比賽」

• 是正確的
• 根據文部科學省最近的一項調查，已有10.2%的
小學、23.5%的初中和37.7%的高中參與



[Q3] 「“晨間閱讀”得到廣泛普及」是否
正確?
周樱格(2013)。〈日本图书馆阅读推广动向研究: 案例分析与启迪〉。《新世纪图书馆》，5(5)，23-26。

• 閱讀時間在10分鐘左右，書可以從學校圖書館
借，也可以從家裡帶。有4項原則: ①大家一起;

②每天堅持; ③讀自己喜歡的書(漫畫和雜誌除
外); ④單純的閱讀(不要求寫讀後感或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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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④單純的閱讀(不要求寫讀後感或讀書筆記)

• 是正確的
• 2019年有55.2%的小學、58.8%的初中和
25.1%的高中實施(文部科學省)



[Q4] 「晨讀一段時間後，發現學生的表達
力，專注力，理解力均有提升，閱讀的興
趣開始變濃，效果顯著」是否正確?
张佳昊，罗晔，高琳(2018)。〈中日中学生阅读与中学图书馆阅读推广对标研究〉。《内蒙古科技与经

济》，(4)，152-154。



[Q4] 「晨讀一段時間後，發現學生的表達
力，專注力，理解力均有提升，閱讀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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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明确，但其效果尚待更進一步驗證
• 晨讀已經減少了遲到和上課打瞌睡的學生人數，
這就是這個活動廣為流傳的原因



[Q5] 「許多小學在課程表中排定“讀書時
間”、“圖書館時間”」是否存在?

周为谋(1998)。〈中小学图书馆读者教育浅论〉。《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68-69。



[Q5] 「許多小學在課程表中排定“讀書時
間”、“圖書館時間”」是否存在?

周为谋(1998)。〈中小学图书馆读者教育浅论〉。《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68-69。

• 是正確的
• 但「從小就培養如何利用工具書，利用圖書資料
情報的技能」是錯誤的

• 在學校司書(學校圖書管理員)為孩子們閱讀結
束後，他們往往只會閱讀自己選擇的書籍，缺乏
探究性學習的時間



[Q6] (學生作為)「圖書委員的工作主要有
圖書借還、整理架位、(從略)、編髮館報」
等是或不是?
周樱格(2017)。〈日本小学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及服务实践研究–以东京学艺大学附属世田谷小学为

例〉。《图书馆杂志》，36(6)，72-76。



[Q6] (學生作為)「圖書委員的工作主要有
圖書借還、整理架位、(從略)、編髮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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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书馆杂志》，36(6)，72-76。

• 是正確的
• 許多學校都成立了學生圖書委員會
• 儘管這項活動本應是一種教育活動，但許多學校
卻被視為免費的勞動力，或由非教師的學校圖書
館員提供“指導”



• 此外，出於對隱私的考慮，一些學校的圖書館不
允許學生圖書委員負責圖書的借還
– 學校圖書館還有許多藏書，讀者借閱這些書時
不想讓他人知道，包括男孩借閱面向女孩的小
說、關於身體變化的書籍以及父母離婚相關的
書籍



[Q7] 「作“借書一覽表”，作為學校《圖書
報(特刊·六年級某班限定版)》發給畢業
生，表中羅列出每位學生從一年級起借第
一本書至今的閱覽經歷」的情況是否普遍?
周樱格(2017)。〈日本小学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及服务实践研究–以东京学艺大学附属世田谷小学为

例〉。《图书馆杂志》，36(6)，72-76。



[Q7] 「作“借書一覽表”，作為學校《圖書
報(特刊·六年級某班限定版)》發給畢業
生，表中羅列出每位學生從一年級起借第
一本書至今的閱覽經歷」的情況是否普遍?
周樱格(2017)。〈日本小学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及服务实践研究–以东京学艺大学附属世田谷小学为

例〉。《图书馆杂志》，36(6)，72-76。

• 不常見
• 學校圖書館問題研究會在《借閱的五個條件》明
確規定，“還書後不留個人記錄”



• 其基礎理念是，借閱記錄不應轉用於閱讀教學，
也不應供班主任查閱。

• 然而，隨著網路上推薦系統的普及，使用個人閱
讀記錄的想法也隨之興起。



[Q8] 「日本兒童閱讀推廣也存在一個相當
大的缺點–過於注重“量”而忽略了“質”」
是或不是?
张麒麟，姜霖(2020)。〈日本儿童阅读推广的长效促进机制〉。《图书馆论坛》，40(3)，147-155。



[Q8] 「日本兒童閱讀推廣也存在一個相當
大的缺點–過於注重“量”而忽略了“質”」
是或不是?
张麒麟，姜霖(2020)。〈日本儿童阅读推广的长效促进机制〉。《图书馆论坛》，40(3)，147-155。

• 是正確的
• 小學生平均閱讀冊數為13.2冊，初中生為4.7

冊，高中生為1.6冊(全国学校図書館協議会,

2022)



• 在沖繩縣，許多小學將藉閱書籍的數量列入家長
通知成績冊。人們注意到，一些學生借無意閱讀
的書籍，以增加這一數值(山口, 2016, p.73)

•「在比較功利的目標下，日本兒童閱讀推廣所體
現的傳統文化底蘊明顯不足，對經典閱讀和名著
閱讀的重視不夠」是正確的
→ 只讓他們讀《怪俠佐羅利》或輕小說就夠了，
還是需要讀名著，目前還沒有結論



• 在日本，要取得司書教諭(圖書館員教師)或學校
司書的資格，必須在大學裡學習一門名為“閱讀
和豐富的人性”的課程。
← 不過，什麼樣的閱讀才能帶來更豐富的人性，
其效果也尚未得到充分的驗證。

• 可以肯定是「如果說美國關於學校圖書館對學校
教學作用的認識是建立在基於實用主義的實證研
究上，日本則直接通過立法的形式對學校圖書館
的教育職能進行確認」(柴, 2018, p.103)。



[Q9] 「國語學科的教學目標中明確規定：
有計劃地使用學校圖書館」是否正確?
周金莉(2021)。〈日本小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及启示–基于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分析〉。《语文建设》，

(24)，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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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確的
•《學習指導要領》描述了學校圖書館在一些學科
領域的使用



•「小學國語教科書中信息素養教育內容是分階段
設置的
– 低年級的主要內容是認識圖書館，培養利用圖
書館的意識



– 中年級的主要內容是學會利用圖書館，掌握圖
書分類和檢索。日本學校圖書館都採用十進分
類法，要求學生掌握索書號的構成，並簡單使
用聯機公共查詢目錄檢索圖書，深入了解信息
分類和獲取方法



– 高年級主要是掌握圖書館等設施的使用，學會
收集並利用信息。(略)學會二次檢索和信息的
篩選，制訂解決問題的方案，完成調查報告」
(周, 2021, p.71)

• 雖然許多學校都在教授這些內容，但仍有些學校
不教授，這是違法行為。



[Q10] 如果有學校司書，「(學校司書)會著
力收集相關資料，會採取從附近的學校及
公共圖書館借書等途徑，盡量提前備齊充
足的資料」是否正確?

浅野法子(2007)。〈我在日本小学图书馆工作的日子〉。《中国教育报》，007版。



[Q10] 如果有學校司書，「(學校司書)會著
力收集相關資料，會採取從附近的學校及
公共圖書館借書等途徑，盡量提前備齊充
足的資料」是否正確?

浅野法子(2007)。〈我在日本小学图书馆工作的日子〉。《中国教育报》，007版。

• 是正確的
• 然而，許多學校的預算中不包括送書費，有時司
書教諭或學校司書不得不自己開車到公共圖書館
取書



[Q11] 許多學校都有「利用圖書館開展探
究性學習的整體實施計劃」是或不是?

我編造的問題



[Q11] 許多學校都有「利用圖書館開展探
究性學習的整體實施計劃」是或不是?

我編造的問題
• 是錯誤的
• 深入參與探究性學習的學校圖書館並不多
• 許多教師從未學習過如何教授探究性學習課程，
而在沒有學校司書的學校工作的教師也不知道如
何合作

• 一些學校「在每年開學伊始，會發放《圖書報
(教師版·番外篇)》，以便讓新入職的教師了解
圖書館的使用方法」(周, 2017, p.75)



4 結論
• 筆者並不完全相信「日本是公認的中小學圖書館
事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张, 2018, p.115)

• 筆者相信，通過外語介紹，對情況有更精確的了
解，再在此基礎上進行討論，將有助於推動華語
國家甚至全球學校圖書館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