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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校參加基隆市 109年度【國際觀 在地情】讀報教育閱讀計畫，期待學生能透過閱

讀報紙培養閱讀習慣，並以報紙做為課程教材之延伸，由讀報建立學生思考、分析、整合

與發表觀點及寫作之能力，進行人文、科普、社會等多元內容的學習，以此協助學生對新

興議題之理解及關懷，並建構學生的文化視野及國際觀。本文以五年級班級為例，分享實

施讀報教育之策略、方法及成果。 

二、讀報教材及實施方法 

    以《好讀周報》為讀報教材，每週每生一份進行閱讀，除了例行晨讀活動之外，讀報

之另一特點在於讀者亦能於短時間內，讀完一個完整的篇章，以此活化零碎時間，提升班

級閱讀風氣，並培養閱讀習慣。實施方法如下: 

 

 

 

 

 

 

 

(一) 周報分享 

讀報教育期能以貼近生活的文本，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在執行上，亦以融入生活、

引起學生興趣為原則。班級學生每天利用晨讀時間閱讀當週周報，一週揀選一則報導寫在

聯絡簿上與家人分享，並邀請家人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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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報問答 

    老師選擇指定周報中的文章，設計提問，引導學生對文本的理解，擴大思考廣度、提

高思考層次。 

 

 

 

 

 

 

三、利用午餐時間，進行小主播報新聞 

    除了「讀、寫」之外，也可藉由讀報教育培養學生「聽、說」能力。每天輪值一位小

主播，播報一則周報新聞(播報的新聞不可以重複)，老師錄製後，上傳班級網頁(班群

facebook)與家長分享，訓練學生統整文章及口語表達力。 

 

 

 

 

 

四、利用 ORID(Objective/Reflective/Interpretive/Decisional)焦點討論法，討論周報

之專題報導引導學生針對不同議題，作出個人價值判斷並思考決策，建立學生閱讀、思

辨、統整、表達與實踐之能力。 

 

 

 

 

 

 

 

好文分享 家人回饋 



 

 

 

 

 

三、教學心得 

報紙提供不同議題的探究討論，協助學生學習社會關懷、掌握時事脈動，進行跨界學

習。對媒體內容的解讀、媒體運作的認知及媒體與社會的關係等媒體素養亦是現代社會公

民應具備認知和涵養。讀報教育透過課程的規畫與實踐，讓孩子經驗更開放多元的思考歷

程，帶給學生不同的知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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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大量的資訊閱讀成為很重要的事情，而「報紙」就是一個很棒的

閱讀素材。報紙的版面豐富，內容多元，能廣泛地提供各式題材供學生閱讀，避免閱讀偏

食，引導學生透過報章文章培養語文興趣和能力，也能結合課程進行學習延伸；同時，也

讓學生從報章中學習法律素養、科學新知、藝術鑑賞；或是透過文章進行哲學思辨、品德

故事等議題的觀點探究與討論；更重要的是，引發學生多關注國內外時事，養成公民視

野，成為現代小公民。 

 

基隆市復興國小自 107年起至今為新光金控「偏鄉讀報教育推動計畫」的讀報種子學

校之一，由新光金控與國語日報合作，每年贊助校內 2~3個班級推動讀報教育(低年級閱

讀國語日報週刊；中高年級閱讀國語日報)。此外，復興國小也積極申請成為基隆市教育

處的讀報推動學校之一，目前校內共有兩種報紙提供老師們可以更靈活的運用，也替學生

創造更多閱讀機會。接下來將分享幾個復興國小在校內推動讀報的方法。 

 

擴充字詞語彙 

低年級學生為大量識字、辨詞階段，教師帶領學生閱讀

時，會請學生圈出不懂的語詞，並透過「拆字、上下文推

論、查字典」等方式學習語意。另外，也會讓學生圈出段落

中自己認識的字，增加反覆學習與辨識的機會。實作後發

現，此項策略有助於提升學習落後孩子的識字能力。 

 

 

融入閱讀策略 

除了在正式課程進行閱讀策略的教學外，也在讀報過程

中融入各式策略的練習，例如：透過標題進行內容「預測」、

藉由「畫線」標示出重點句、利用「六何法」重述文章重

點、練習「摘要金字塔」擷取大意、自我提問……等，幫助

學生運用策略讀懂文章。 

 

 



檢核閱讀理解 

對於低年級來說，「故事」是最吸引人的，因此，除了讓

學生閱讀報紙中的故事，學習語詞外，教師更根據文章設計

不同層次的閱讀測驗題目，包含選擇題、連連看跟手寫題，

藉此檢核學生的閱讀理解狀況。 

 

 

訓練寫作表達 

運用「觀點卡」搭建句型鷹架，幫助學生閱讀後能完整

的表達個人看法。低年級先以欣賞學生投稿的作品為主，一

方面文字相較下較簡單，同時也提供楷模作品供學生學習；

中高年級則是搭配剪報活動，讓學生以自由選讀方式記錄下

自己喜歡的文章。 

 

 

延伸課程內容 

結合領域課程，挑選適當文章進行課程延伸學習或知識

補充，例如：四年級社會課—認識社區，搭配「探索社區」

報導；五年級健康課，搭配「食物健康」議題文章；六年級

國語課—「馬達加斯加，出發！」，搭配「雨林危機」介紹。

並設計有獎徵答或是發表等形式，增加樂趣。 

 

 

豐富課外知識 

由於報紙文章性質的豐富性，得以拓展學生的學習視

野，例如：科普文章幫助學生認識科學新知，甚至進而連結

個人生活經驗，對內容更有感；藝術鑑賞的介紹，除了能認

識藝術作品系列、學習藝術技巧外，也開展學生的藝術想

像。 

 

 

引入親子共讀 

假日時，讓學生帶回報紙，邀請家長一起進行親子共

讀。並設計親子讀報單，請學生朗讀文章給家長聽，由家長

檢核學生朗讀時的音量、咬字、速度、聲音表情的表現。藉

由此活動不僅增進親子關係，也訓練學生的口語表達。 

 

 



精進教師專業 

利用週三下午，由校內閱讀教師帶領全校教師精進讀報

活動的操作，包含：摘要技巧(T圖 T表、分一得一、摘要金

字塔、三面分析法)、議題討論(四角辯證、表態光譜)、科技

運用(學習吧)等，幫助教師們在讀報教育的推動上能更順

利。 

 

透過報紙，讓復興國小的孩子們在識字教育上更有助力，對於時事議題更有感觸，也

讓老師輕鬆就能提供學生閱讀的好素材。有的時候，報紙不夠一人一份，孩子還會主動要

求老師多印幾份，當作自己剪報蒐集的素材呢！「讀報」成了復興國小校園內日常生活的

一部份，美麗的讀報風景，在班級內各自開花，各自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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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有人問，身為閱讀推動教師，最期待學生什麼樣的進步呢？在教學現場，希冀著閱

讀不僅是策略的熟悉、習慣的養成、素養的奠基，身為第一線教學工作者，期待著從閱讀

到悅讀，從悅讀到越讀。主動化的歷程，喜悅的豐收，樂在閱讀之中，而後能不畫地自限，

跨越出自己熟悉的閱讀舒適圈，探究這個世界的無盡藏。一份優質的報紙便是絕佳的學習

素材。 

    稚氣未脫的七年級孩子們，從自幼的讀報教育滋養裡長大，對於讀報並不陌生，有的

笑言：「長大的讀報是注音符號的略去」。其實，國中的讀報教育更重視策略的深化。七年

級讀報課程的端始以好讀周報 2020.06.22的「新聞中的教室」〈千里單騎載父回家〉報導

為例，在課堂上循序漸進引領孩子一窺報導堂奧之妙。 

    首先，「預測標題」，標題的精要度往往不至於成為閱讀的負擔，適合以之引導學生入

門。從「預測」標題開始，給予報導的可能方向，羅列關鍵字詞。以「千里單騎載父回家」

為例，學生能夠從「千里」連結至「路途遙遠」、「對路上的一切不熟悉」、「負擔沉重」，單

騎可能是「孤單的旅途」，「載父回家」代表了孝順以及旅途的目的地。在全文閱讀之後，

可輔助學生「核對」先前的預測，以及評論標題的「適切」與否，可否引起讀者的好奇追

索，傳達正確的訊息。 

 

     

 

 

 

 

 

 

 

 

 

 

 

 



其次，採以「六何法」帶領學生在字裡行間蒐羅統整「我看見」的客觀事實：人（Who）、

時（When）、地（Where）、事（What）、為何（Why）、事情的發展與結果（How），接著發表

「我覺得」的主觀感受。「我看見」裡面強閱讀訊息的精準度、一致性、細膩感，而「我看

見」則允許學生有感而發，各自表述對報導的認同程度或經驗連結。以本次教學為例，七

年級某班的學生有七成可以完整彙整報導的客觀事實，對於報導內容各有深淺的體會，高

能力的學生可以表述主角喬蒂不畏人言，勇於突破的堅定毅力；中能力的學生能夠表達出

孝順是一種善良的天賦。閱讀是漸進自動化的歷程，完成一個讀者的任務，每個讀者的目

標並不一致，因應學生的程度相異，教師可賦予不同的任務。如果學生對於滿版的報導較

為吃力，教師可以將焦點鎖定在報導最常使用的「倒金字塔結構」，在這樣的敘事架構下鼓

勵學生認識「導言」。以本文為例，「印度 15歲少女喬蒂‧庫瑪瑞（Jyoti Kumari）靠著雙

腳踩動單車踏板約 7天，跨越 1200公里，載著腳受傷的移工父親，從西北部的首都新德里

郊區的古爾岡市，返抵東北部的比哈爾邦西魯利村。喬蒂的故事引起各界及國際媒體關注，

並獲邀到新德里參加自行車國家隊選手選拔，這可能是她改變一生的契機。」精準凝鍊的

導言濃縮出報導裡最重要的資訊，教師以此降低學生的閱讀負荷，陪伴學生一字一句找出

哪一位是主角，在什麼地方發生何種事情，原因何在？最後的結果是什麼。面對不同能力

的學生給予不同的目標，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出發，就有抵達的可能，然後，一次一次設

定更高的標的，看見學生的長成。 

    期待未來的讀報時光，學生主動自發，樂學共好，一起沐浴在晨光下，攤展一份遼闊。

熱衷體育的孩子眼光當然能駐足在文藝版面，文學氣質的孩子對於自然新知也樂於擁有開

闊的接受。 

    放眼世界的海島子民，以報紙成為眺望遠方的一扇窗。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2020秋季號 

【讀報教育分享】 

用閱讀，為孩子上一堂挫折復原力的課 

銘傳國中閱推老師 林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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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都知道，銘傳國中有個「解憂圖書館」。除了借書之外有空沒事圖書館都歡迎

孩子們來走走看看聊聊心事—但是，為什麼是「解憂圖書館」呢？緣起是為了一個常常和

同學衝突、家庭關係失衡、不斷躲進圖書館的孩子--只因為這個孩子說：「來圖書館，是

在學校唯一快樂的事。」為了他，我們企盼銘傳國中圖書館能漸漸發展成「用閱讀陪伴青

春期孩子走過挫折」的心靈保健室。 

 

 

 

 



   

 

 

 

 

 

 

 

 

 

 

 

 

 

 

「想死嗎?就來圖書館吧!」的日本鐮倉市圖書館，是第一個這樣發想的圖書館。溫暖

的發言迅速引起校園霸凌嚴重的日本社會關注，短短的兩天就引起七萬多人的轉發， 很

多的網友留言：「如果可以早點這樣說就好了！」在台灣也是有著同樣的情況：根據教育

部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將近 70%校園衝突出現在國中校園中。國中階段的孩子身心都

面臨著巨大的轉變；常有同儕、自我認同等方面的情緒困擾問題，孩子們無法面對、處理

自己的情緒，亦無法理解、察覺他人的情緒，而易引發與同儕和親師間的紛爭。對此，臺

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陳書梅教授指出：「引導這階段的孩子閱讀適當素材，可以協助他們

先面對、同理情緒，再理解、舒緩情緒，進而找回內在的心理韌性與挫折復原力，提升挫

折復原力商數（resilience quotient, RQ）及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

由此可見，好的閱讀素材不但可以舒緩孩子們的情緒壓力，更能夠輔導孩子自我修復。 

 

  

 

 

 

 

 

 

 

 

 

 

 

 

 



 

在教育現場中，班上總有些孩子心裡有隻「情緒刺蝟」，看誰都不順眼、分組老是分

不到組、在家裡和父母手足常起衝突、每天都覺得被同學排擠、覺得老師總是找麻煩…甚

至，連自己都不喜歡自己。就好像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一片立足之地。這個時候如果可以透

過相關閱讀與素材內容互動，協助孩子由混亂無助的情緒狀態轉移至認同>淨化>領悟的心

理狀態，從認同書中主角的困境來映照出自己的現況，也從書中的正面態度引導孩子面對

挫折、修復挫折，相信就可以以達到情緒療癒之功效，就像是聽一首歌、看一場電影、和

一個人深深的對談過一樣。 

 

    

 

 

 

 

 

 

 

 

 

 

 



銘傳國中圖書館針對「心韌性心閱讀」課程邀請陳書梅教授到校結合輔導室帶領老

師進行「書目療法」工作坊、在圖書館設置「情緒扭蛋機」的心閱讀常設展區、更設計了

相關「心韌性心閱讀」配套課程，希望能夠在閱讀的外在功能上建立起用閱讀的內在強化

效能。在這幾年的「心韌性心閱讀」推動上，我們也漸漸帶領孩子們從心閱讀中看出的無

形力量。孩子們在課程後表示： 
 
看完了時候，我的情緒調適了。 

心情變好了……我發現閱讀是很好的

療癒方法！ 

沒有人是錯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

因。 

沒有必要讓自己陷入低潮，別讓憾事

發生。 

這本書讓我在“認同”上，得到了很

大的鼓勵。 

爸媽離婚主角阿男害怕的心情，我感

同身受。 

我覺得世界對我不公平，我看完書之

後發現主角很勇敢，我應該自信生活！ 
 
    閱讀是孩子在生命教育與情緒教育中最可親可愛的選擇。孤獨，是每一個人必經的功

課。當我們沒有辦法陪伴孩子們的時候，就讓「心韌性心閱讀」陪伴孩子們吧！透過閱讀

提高孩子們的挫折復原能力，讓孩子學會面對挫折，面對情緒，面對自己--讓孩子在人生

的情緒幽谷中，依然可以看見那一道溫暖人心的曦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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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教育分享】 

讀報教育課程分享 

中正國中閱推老師 方一娟 

 

讀報教育課程分享 

中正國中閱推老師 方一娟 

一、 晨讀閱報時間 
目前本校訂閱《好讀週報》及《中學生報》，不定期利用週三的晨讀時間讓全校各班閱

讀報紙。晨讀閱報的前一天，我會先告知導師群，並將要給各班的週報分配好，請各

班學生到圖書館領取報紙和學習單。週三晨讀時間閱報完畢且完成學習單後，導師會

批閱學習單並請學生將報紙送回圖書館。 

二、 閱讀課―讀報教育 

1. 讀報筆記 

以《好讀週報》一期的文章〈時代百大人物 16入選者不到 30歲 桑柏格最小〉為例，

用 5W1H寫出新聞大意後，再運用閱讀課堂上教過的「摘要策略」做新聞摘要，並且寫

下自己對此則新聞的觀點與感受，最後化身成新聞主播，播報所選擇的該則新聞，錄

製成影片後上傳到 google classroom。 

 

 

 

 

 

 



2. 比較讀報 

閱讀三家報紙同一則新聞，讓學生去發現同一事件中，不同媒體卻有不同的報導面向，

用「新聞比一比」學習單做分組討論，去探討為何同一則新聞卻有不同的原因，進而

了解到想藉由新聞媒體來了解時事，只固定看同一家是不夠的！ 

 

 

 

 

 

 

 

 

 

課堂練習完後，我將不同媒體的三則同一事件新聞上傳到 google classroom課程內，

學生必須自行在線上閱讀後完成 google表單，同時也可以線上留言發問或提出感想。 

3. 數位閱讀報導，建立觀點 

 

 

 

 

 

以「國中校園該不該禁用手機?」為討論議題，將學生分成「正、反」兩組，分別閱讀不同

媒體對於此議題的正反報導後進行小組討論，再請兩方學生就所閱讀的報導立場進行辯論，

讓學生們透過此過程來釐清不同立場下的正反觀點，並且對於不同觀點有新的認知與理解。 
 
我再讓學生閱讀關於此議題較為中立客觀的媒體報導，學生在閱讀過程中會去比較自己原

本閱讀的單一立場報導，去思考二者的不同，做自我議題觀點的澄清與判斷。之後，我做

了一個統計，發現原本堅持禁止或不禁止的觀點的學生，在經過辯論與閱讀平衡報導後，

原本偏頗的閱讀視角逐漸變成中立客觀了。 
 
透過一系列的讀報教育課程，學生們學會了在報紙上閱讀訊息，留心不同媒體的立場，比

較各個新聞的真相，也學會利用數位閱讀搜尋新聞資訊，辨識媒體新聞的真假，懂得審視、

批判報導，進而對不同議題建立自我觀點，這也是國中生決勝未來的重要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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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運用分享】 

開展閱讀新視界—體驗電子書閱讀教學 

五堵國小 邱昭榕老師 

 

開展閱讀新視界—體驗電子書閱讀教學 

五堵國小 邱昭榕老師 

在現今國小課堂中，由於教科書出版書商已將教科書以「電子書」的形式另行編製，

提供教師更便利的教學方式，學生亦能透過科技所帶來的便利而有多元的學習方式。教科

書早已脫離紙本的形式，以多種樣貌呈現於學生面前。學生透過電腦看見內容是教科書的

電子書，早已不是新鮮事，但透過「電子書閱讀器」來閱讀課外書籍對多數學生就是不同

於以往的特別學習體驗。 

 

使用電子書閱讀器來閱讀電子書、上閱讀課，對多數學生來說是初次的學習經驗，也

因此學生須先學會操作閱讀器方能依個人需求設定舒適的閱讀介面。學生隨即從中理解電

子書與紙本書的最大差異:紙本書籍的閱讀介面只有一種形式，但閱讀電子書卻能依個人需

求調整其閱讀介面，使得「閱讀形式」可以成為更人性化的選擇，提供更多的舒適性。而電

子書閱讀器螢幕尺寸和普通 25K 書頁大小相仿，整台的重量只有 250 克，整體相較於紙本

書籍更為輕、薄、好拿取，增加閱讀時的舒適便利。閱讀時不再出現書本掉落的重擊聲與

翻頁時產生的紙張摩擦聲，整間教室鴉雀無聲。整堂閱讀課中，除了學生討論的聲音就沒

有其他噪音產生，學生更可專注於閱讀中而不被干擾，這是出乎意外的好處之一。 

 



相較於電腦、平板，電子書閱讀器的電子紙螢幕對眼睛的傷害較小，就算長時間閱讀

也不容易產生疲累。而且電子書閱讀器沒有閱讀之外的附加功能，上課時老師根本不用擔

心學生從事閱讀之外的活動。老師在上課前將要全班共讀的電子書全部下載於閱讀器中，

全班即能共讀多本書籍。因此在進行多文本的閱讀課程時，一機在手，就能閱讀多冊書籍，

大大減少取書時的搬運和負擔。學生閱讀了電子書，體驗到個人化的閱讀習慣設定之後，

對於這種新型態的閱讀模式有更高的接受度。師生討論電子書的功能時，學生紛紛提出自

己對於「電子書」的運用聯想，甚至有學生希望將書包內一本本的教科書電子化，將多本

教科書內容下載於閱讀器內，即能真正達到環保與書包減重的目標。在比較了紙本書與電

子書之後，雖有學生表示自己還是比較喜歡閱讀能帶來多種感官刺激的紙本書，但是多數

學生認同為了舒適閱讀、便於標籤、筆記與環保的目標，以「電子書」型態出現的部分類型

文本會成為他們的選擇。 

 

「閱讀」是打開廣大世界的一扇窗，是航行無垠未知領域的一艘船。在 3C產品盛行，

家戶都有手機上網的年代，如何引領學生善用科技產生的便利來提升閱讀樂趣、改善教學

現況、增進學習效率是擔任閱讀指導教師所需思考的課題。「電子書」幫助五堵國小的孩子

們運用不同型態的書籍，擴展閱讀視野，開啟另一扇認識世界的窗，給予他們探索世界的

另項利器。一項新的學習體驗就此展開，各種不同的閱讀風景在五堵國小的校園中四處展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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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圖書館】 

丹麥皇家圖書館 閃耀於河面上的黑鑽石 

看雜誌 1081224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丹麥皇家圖書館 閃耀於河面上的黑鑽石 

感謝 看雜誌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第 181期 2017年 8月 5日  宋宜馨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被稱為設計之都，走在街頭，眼球很難不被兩旁簡約又具設計感的

櫥窗吸引。不只是服裝或居家用品，哥本哈根的現代建築也很有看頭，其中位於弗雷德里

克島運河（Frederiksholms Kanal）上的「丹麥皇家圖書館」，就是觀光客必到訪的經典

之作。 

 

 

 

 

 

 

 

 

 

 

 

 

 

 

 

 

 

▲地處高緯度，無論是遊客或丹麥在地人，皆抓緊時間享受北歐少見的溫暖陽光。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7/23146
https://www.watchinese.com/


 

▲寬敞明亮的空間是新館內部的主調性。 

 

 

 

 

 

 

 

 

 

 

 

 

 

 

 

 

 

 

▲黑色花崗岩建材，圖書館與運河互相映照，在陽光下美極了。 

 

 



 

丹麥皇家圖書館和隔壁的舊皇宮「克里斯蒂安宮」（Christiansborg Palace）同位

於哥本哈根城堡島（Slotsholmen），八百多年前這裡是哥本哈根的行政中心，有皇宮、

最高法院、財政部、證券交易中心等，是古蹟景點群聚之處。 

 

閃耀的「黑鑽石」 

20世紀末，丹麥政府在舊圖書館的基礎上，請來當地設計團隊 SHL建築事務所進行

增建，在 1999年落成，成為北歐五國最大的圖書館。獨特的外觀線條與內部巧妙結合自

然環境和光線的設計元素，讓丹麥皇家圖書館一夕之間爆紅，躍上國際舞台成為建築設計

迷必朝聖的景點。 

 

圖書館新館被丹麥人暱稱作「黑鑽石」（The Black Diamond），巨大的梯形建築外

牆以黑色花崗岩建造，白天時在陽光與運河水波的映照下，閃耀出如同鑽石般的光澤，與

對岸同樣是黑色現代建築的「北歐銀行」（Nordea Bank AB）總部相互輝映，成為小船駛

進運河時最引人注目的風景。 

▲運用簡約的線條律動感，打造出具北歐風格的現代圖書空間。 

 

 

 

 

 



 

▲從二樓往下看，運河對岸的風景盡收眼底。 

 

 

 

 

 

 

 

 

 

 

 

 

 

 

 

 

 

 

 

 

▲即使是小小的樓梯間，在線條映襯下讓人覺得很舒服。 



 

此時正值夏天，圖書館外，無論是觀光客或當地人，都一致地找好躺椅，邊欣賞河岸

風景，邊品著咖啡作日光浴。反觀來自亞熱帶國家的我，在匆匆拍了幾張照片後，便趕緊

入內躲太陽了。真是不解風情！ 

新舊並陳的傑作 

貴為國家圖書館，走進室內卻以為來到了時尚藝文空間。全透明的玻璃窗，即使在室

內也能看見外頭河景並引進大量陽光，整體空間明亮寬敞，非常舒服。一樓區域設有咖啡

館，大家在這裡看書喝咖啡，畫面看起來超愜意，充分體現北歐人閒適自在的小確幸風

格。在台灣，小確幸常帶有貶意，但在北歐國家，這可是一種盡情享受人生的正面稱讚。 

 

搭上手扶梯抵達二樓，此時卻看見禁止觀光客進入的牌子，可能是因為太熱門，大

量觀光客已經影響到實際使用者。覺得遺憾之餘，只好轉而走上連結新館與舊館的空中走

廊，觀賞不定期設有的小展覽。 

▲圖書館舊館閱覽區。 

 



 

 

▲工作人員才能進入的藏書間，偷窺一下！ 

 

穿越光線明亮的現代走廊後，視覺畫風忽然改變，傳統的歐式建築風格，提醒我們來

到了 1660年。在這裡解釋一下，丹麥皇家圖書館實際上由許多單位構成，包括國家圖書

館、哥本哈根大學圖書館、猶太博物館等三個單位，其中哥本哈根大學圖書館和猶太博物

館，都位於舊館區域。 

 

舊館蒐藏大量東方文學和阿拉伯文學經典著作，也是哥本哈根大學的藏書之處。長長

的走廊兩旁，看見不少大學生在這裡討論功課、作報告，比起新館，這裡的氣氛更為低調

沉靜，每走一步都深怕驚擾使用者。 

 

 

 



 

 

人與知識融合之美 
 

由於使用限制以及語言關係，在舊館只能大略欣賞傳統建築風格，模擬一下身為歐洲

大學生的氛圍。圖書館後方還有一座小巧精緻的歐洲花園，即使沒書可看，在這裡欣賞窗

邊風景，也是一種享受。 
 

離去之前，無意中發現工作人員才能進入的藏書閣，即使只能從門外窺視，看到如此

豐富精美，彷彿電影畫面的藏書空間，仍舊讓人讚嘆不已。 

 

丹麥皇家圖書館，白天夜晚各有風格，只可惜時間不夠，無法留下欣賞與記錄黑鑽石

在夜晚發光的美景。然而，光是新舊建築並陳的饗宴，加上以「人」和「知識」為中心，

結合自然設計的舒適空間場域，讓我還是不禁小小幻想了一下：啊！好想來這裡當學生！ 

 

▲舊館風格迥異於新館，古老的氛圍更給人沉靜的感覺。 

 



 

▲圖書館後方有小花園，唸書唸累了來這邊散步真不錯。 

 

丹麥皇家圖書館（The Royal Danish Library） 

電話：+45 3347-4747 

地址：Søren Kierkegaards Plads 1, Copenhagen 

營業時間：平日 8:00～21:00，週六 9:00～19:00，週日公休。 

（各分館開放時間不一，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官網：www.kb.dk/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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