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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　　兩個不同的孩子　　假設我們有兩個不同的孩子，一個非常喜歡看課外書，而且都是看
很有深度的書，另外一位卻絲毫沒有看課外書的習慣，這兩個孩子會變得怎麼樣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完全沒有閱讀習慣的孩子，會缺乏閱讀的能力，也就是說，隨便給他一篇文
章看，他會有看沒有懂，也就是說，他可能抓不到文章的重點。
因此我們可以想像這位不常閱讀的孩子可能功課會不太好，並非他不用功，實在是他用功了半天，也
可能因為抓不到重點而沒有能將學問吸收進去。
　　這位同學很可能數學老是考不好，是他的邏輯思考不好嗎？
也許他的邏輯思考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他極有可能搞不懂數學題目，也可能因為閱讀不夠，看了太長
的題目就心生恐懼。
除此之外，他還一定要在國中時接觸到自然課程，但對他來說，熱傳導、原子量、幅射等等的敘述全
是天書，連看都看不下去，根本談不上懂這些玩意兒了。
　　功課不好，已經是相當嚴重的事，又因為閱讀不夠，孩子一定缺乏普通常識，現在各級的考試，
題目都越來越靈活，我們的這位同學又要吃大虧了。
有一次，考題裡面提到巴黎暴動，他從不看報，看報也不會看國際新聞，如何答得出來？
缺乏普通常識，也使他一輩子無法和很多人交談，因為別人講的東西他聽都沒有聽過，如果別人提到
巴勒斯坦問題，他不知道巴勒斯坦有什麼問題，說不定他搞不清楚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有何差別，他
大概知道美國在阿富汗打仗，但他搞不清楚為什麼美國要在阿富汗作戰，至於美國的對手是誰，他更
加不明白了。
　　即使他的專業知識不錯，他也不太可能在職場上爬上去，因為他簡直很難和陌生人閒談，如果他
在一家電腦公司工作，他的上司要派人去歐洲談一筆大宗的生意，他雖然可以回答所有專業的問題，
他仍未被派去，因為他對歐洲一無所知也。
　　缺乏普通常識的另一個結果是他對法律毫無常識，我並非說我們該鑽法律的漏洞，而是說我們該
知道自己的權利。
不可否認的，我們都有點怕警察、怕政府，總認為他們代表國家，是有權威的，但是政府的權利是有
限的，他們不能隨意濫用公權力。
只是我們的孩子如果普通常識不夠，他就無法知道這一點。
也就是說，他雖然擁有法律賦予他的權利，他卻不知道他有這種權利。
　　因為書看得不夠多，這位孩子的表達能力也不好，有時他的確將事情解決了，卻無法說明問題之
所在，也無法說明他究竟是如何解決這問題的。
有的時候，他也會向上司做簡報，他可能沒有將最重要的觀點表達出來，他的上司因此不能聽懂，即
使他聽懂了，也不覺得他的想法有多重要。
在這種情況下，他多麼的吃虧。
　　反觀那位常常看課外書的孩子，他比較會抓到文章的重點，所以看任何一篇或任何一段教科書的
內容，不僅能看得懂，也能知道文章的重點，他不一定非常聰明，但功課不會太差。
　　因為他書看得多，他的普通常識也就會比較好，如果考試題目和時事相關，他也比較不怕。
並且因為他的普通常識豐富，他可以和各種人交談，當他的上司要派人去和外國大公司接觸的時候，
他永遠是人選之一，也因為他有比較寬廣的國際觀，他知道如何打開國際市場。
　　閱讀多，口才當然比較好，做簡報的時候，他會把他的想法，以精確、正確且清晰地的方式講出
來，上司可以聽得懂，因此可以欣賞他的優點。
　　閱讀多，普通常識豐富，做決定的時候會比較理智而冷靜，因為很多書裡都會提到歷史上曾出現
過的錯誤決定，他很少會上當。
他還有足夠的法律常識，因此能充分地保護自己。
　　比較這兩個孩子，我們實在該鼓勵全國性的大量閱讀了。
我們有很多孩子表現得不夠理想，不一定是因為他不夠努力、不夠用功，而是因為他們根本看不懂教
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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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觀光做得不好，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而是因為我們官員的國際觀不夠，以致無法吸引外國
人來我們國家觀光。
我們有些很好的農產品，始終無法打開市場，這是因為我們農民的普通常識不足，對於如何推銷，毫
無概念。
　　糟糕的是，不閱讀的往往是屬於弱勢團體的孩子，這也造成了我國教育程度上的差距。
如果我們不設法讓弱勢的孩子大量閱讀，我們的教育差距不可能因此縮小。
　　在這本書裡，我提出了一個奇怪的想法，我們應該給學生唸一些一般認為是枯燥無味、毫無文學
氣味的文章，比方說，要讓他們唸有關熱傳導的文章，因為孩子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畢竟都必須要
讀懂這一類的書。
我承認這是非常奇怪的建議，而且我知道有很多孩子很排斥讀這類文章，有些孩子在排斥之下根本就
不看這類教科書，那麼這些孩子的功課怎麼可能會好呢？
我擔心的是：沒有國文老師聽得進我這種想法，但我已下定決心要推廣這個想法。
　　李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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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礎得靠閱讀來奠定，大量閱讀，是基礎教育的起點。
　　為什麼要大量閱讀？
什麼才是真正的閱讀？
大量閱讀可培養那些能力？
要選擇哪些讀物？
　　李教授近年勤於走訪各地演講，不斷倡導大量閱讀的重要性，閱讀需要練習，不可能憑空學會。
本書延續他對基礎人文教育的重視和關懷。
　　「閱讀應該是不受任何的限制，是隨興自在地看自己想看的書。
小朋友的閱讀不夠，國文和作文就不好，連帶的數學也一定不好，因為抓不到文章的主旨，也看不懂
題目。
普通常識不可能都來自於課本，一定要大量的閱讀才有助於提升能力。
」──李家同　　大量閱讀，可訓練四點語文能力：　　◆很快看懂文章，並抓到重點　　◆正確且
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合乎邏輯，不自相矛盾　　◆內容不落俗套，有獨到的見解　　《大量
閱讀的重要性》源自李家同教授近年不斷走訪各地的演講，講題即為：「大量閱讀的重要性」，延續
他對奠定基礎人文教育的重視，以及對弱勢兒童與城鄉教育差距的關懷。
　　大量閱讀的反面就是精讀，這是中國人過去重要的想法，也就是讀聖賢書、為考試而讀，但這會
造成大量閱讀習慣的難以養成，並因此缺乏來自外界的大量文化刺激，普通常識將會嚴重不足，視野
受限。
在學習和思考成長上，就會出現侷限和障礙，孩子們無論學習任何課程，不只是國文，連數學和理化
等科目都會出現困難。
　　基礎教育必須倚靠閱讀來奠定，「不能閱讀」和所謂的文盲不同，這是指讀了一本書或一篇文章
，卻弄不清楚裡面在說什麼，這就是缺乏閱讀能力。
我們的教育，過於咬文嚼字的專注細節，這已和閱讀本身無關，會讓孩子失去閱讀的興趣，也會阻礙
對整篇文章或整本書的理解。
對閱讀的認知錯誤，讓孩子只想追求標準答案，扼殺了不同觀點和想像力。
基礎根基沒有做好，更會往上延伸到高等教育，以及整體社會和國家競爭力，不可不慎重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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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民國28年生，台大電機系學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電機博士。
歷任靜宜大學校長，暨南大學校長。
97年退休後，擔任清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靜宜大學的榮譽教授，以及總統府無給職資政。
　　研究領域為符號邏輯、演算法設計分析、生物計算、生物資訊等。
曾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包括國科會連續五屆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工科部學術獎，也是美國電機電子
學會榮譽會員。
　　李教授信仰天主教，在大學求學期間，就常去台北監獄與新店軍人監獄當義工，目前仍為新竹德
蘭中心的義工，教孩子數學與英文。
由於他長期關懷弱勢團體，文章帶有人道主義色彩，並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
著有《讓高牆倒下吧》、《陌生人》、《幕永不落下》、《鐘聲又再響起》、《一切從基本做起》、
《李伯伯最愛的40本書》等暢銷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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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兩個不同的孩子引言第一章　為什麼我們需要大量閱讀什麼是「不會閱讀」？
普通常識不可能全部來自課本普通常識不足的例子第二章　為什麼有些孩子的學習能力有問題？
嚴重的教育程度落差，貧窮造成的學習能力低弱最基礎的學習能力障礙：文化刺激太少1. 國文不好，
數學等其他科目也一定會不好2. 閱讀不夠，抓不到文章的主旨3. 閱讀不夠，作文一定會不好「表述不
明」的言談「主旨不明」的文章第三章　語文能力的訓練與重要性網路文章的影響大量閱讀，可訓練
四點語文能力1. 很快看懂文章，並且抓到文章的重點2. 正確且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3. 文章要合乎邏
輯，不自相矛盾4. 文章內容要不落俗套，有獨到的見解不拘泥的解讀文章：「作者已死」的概念第四
章　我們應該選擇哪些讀物？
經典名著優質的論述文章法官判決文和偵探小說知識性的文章國際新聞一般性的教科書文章第五章　
個人最喜愛的四本書克莉絲蒂《一個都不留》高汀《蒼蠅王》梅維爾《白鯨記》遠藤周作《深河》值
得一看的科幻小說其他推薦書單第六章　縮短城鄉閱讀的差距對弱勢孩童的親身觀察所有的孩子都愛
看故事國際新聞和電影：培養孩子的人文素養學校圖書經費不足的現象與落差培養孩子閱讀的方法結
語：虎頭蛇尾的故事和商業性的強勢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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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為什麼我們需要大量閱讀　　基礎得靠閱讀來奠定。
普遍原則非從書中得到不可，不過還得拿到實際生活中檢驗。
談話時你根本得不到什麼系統。
人們對於某個話題的說法，都是從許多人那兒收集來的。
於是人只抓到真相的局部，而彼此之間差距之大，會使他永遠達不到全面的觀點。
──約翰生（Samuel Johnson）　　過去我們的教育，大都是聽到老師或父母不斷地跟我們說，閱讀有
哪些哪些好處，或是傳統上所說的「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樣的比喻，可是，對那些沒有進入閱讀世界
的人來說，這樣的比喻是他們所無法體會的。
也許我們要轉換一下說法，先從反面來看，也就是從缺少閱讀時會產生什麼問題來談一談，因為這些
感受會比較直接、比較常見，可以讓大家從中體會問題所在。
　　什麼是「不會閱讀」？
　　也許有人會說，哪有人不會閱讀的？
如果說他是文盲的話，當然就無法閱讀。
可是我們國家有多少人是文盲？
自從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以來，文盲恐怕是非常少的，除非是年紀非常非常大的人，才會真的不認識字
。
在目前大多數的人都識字的情況下，又怎麼會有不能閱讀的人呢？
　　在這裡我需要說明一下，什麼才是真正的閱讀。
在英國，常常會舉辦一種有關閱讀的考試，考試結束後便會宣布，我們國家有多少人「cannot read」
，也就是「不能閱讀」，為什麼不能閱讀呢？
這裡的意思和文盲不識字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這裡的意思是說，當我們給他一本書，或者是給他一篇文章看，若看過之後，卻搞不太清楚這本書或
這篇文章在說些什麼，那就是「cannot read」，不能閱讀。
　　在許多偏遠地區的很多國中生，甚至是高中生，都屬於這種「不能閱讀」、「不會看書」的情況
。
如果叫他看一本厚厚的書，可能會要他的命。
那麼看什麼樣的書就沒問題呢？
通常看漫畫書就沒有問題，只有漫畫，他才看的進去。
可是這一點也是我相當擔憂的事情，連環漫畫書的圖像式呈現方法，對小孩子的腦袋思考和發展，似
乎有很嚴重的影響，一旦習慣了看漫畫書，可能會導致不會看一般的文字書籍，會失去閱讀的能力。
所以我會建議盡量把漫畫書收起來，不要讓大孩子看漫畫書。
　　有一次，我送了一本福爾摩斯的書，給一位小朋友。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認為福爾摩斯這樣的偵探小說，應該很容易閱讀，內容也很有趣，相當適合小朋
友。
但他卻跟我說：「老師，我看不懂。
」我反問：「為什麼會看不懂呢？
」他回答：「我以為福爾摩斯是個偵探，可是看了之後發現他是個醫生。
」我便跟他說：「作者是用華生醫生的口吻來說故事，他是位醫生，可是福爾摩斯是他的好朋友，只
要這樣想就可以了啊！
」但他又說：「作者明明是柯南道爾，怎麼會是華生醫生呢？
」然後我又花費了點時間和他解釋：「柯南道爾是真正的作者沒錯，但他在書裡，是用華生醫生的身
份來說福爾摩斯辦案的故事」。
他提出的種種疑問，我花了許多時間和用了一些方式，來設法跟他解釋和說明。
　　也許我們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為什麼這些看似很簡單的問題，但對這個小孩子來說卻這麼困難？
但也正因為他弄不明白這些地方，所以閱讀對他而言，就變得一件有障礙和有難度的事，當然他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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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感受到閱讀的樂趣。
　　即使我花費了許多唇舌說明，但他後來仍繼續提出他看不懂的地方，我再詳細問他：「哪一句看
不懂，不懂的地方在哪裡？
」他就說：「我不知道這一句話是誰講的？
」這個問題，有時候我們大人其實也會碰到，因為小說裡的每句對白，作者不會一一詳細交待是誰說
的，難免會覺得混亂。
不過這時只要再繼續看下去就好，只有一兩句話弄不明白，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但對這個孩子來說，一句不知是誰說的話，就可能成為挫折他繼續閱讀的原因，若是如此，實在非常
可惜，所以我再次認真地幫他解決難題。
　　於是我研究了一下語句，告訴他是誰說的，還有該如何去判斷這個語句的前後關係。
可是當他明白了這一句話之後，又有了其他不懂的地方，我便再問他：「還有哪裡看不懂？
」他答道：「裡面的那個『他』，『他』是誰？
」我再繼續研究這個「他」是誰，然後回覆這個小朋友的疑問。
　　這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閱讀其實和騎腳踏車一樣，都要在練習之後才能學會。
既然我們不可能在沒有練習的情況下，就憑空學會騎腳踏車，那麼同樣的，閱讀也需要練習，如果讀
的書籍與文章比較多了之後，這些原本不熟悉的句子和不同的寫作方式，像是「第一人稱」的敘述方
式，慢慢經過訓練，就會漸漸懂得，也會了解原來說故事方式有各式各樣。
不僅如此，也會越讀越熟練，速度上還可以越來越快。
　　但卻有很多人不明白，學習無法順暢和進步的癥結點，是在「不會閱讀」。
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大家就會更清楚問題的關鍵。
　　有一個學校的數學老師，他覺得他的學生在數學考試上，老是考不好。
雖然他很認真的教學，也確認學生都懂這些算式和方法，但就是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裡。
於是他左思右想，忽然有一天，他突發奇想的找了一位國文老師來，請這個國文老師在考試的時候，
幫忙向學生解釋一下數學題的意思。
沒想到在解釋過後，學生們的考試成績就好多了。
　　由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學生的數學會考不好？
其實不是因為他的思考邏輯或是數學運算能力有問題，而是題目有時候太複雜，他讀不懂題目要他做
什麼，也就影響到他做題目解答。
　　近年來，我們國家的考試出題，可說是有點走火入魔，為了想讓考試不跟實際生活脫節，所以教
育部希望出題時能夠更「生活化」，這樣一來，數學考試的題目，文字說明就會越來越長，因為要增
加生活化的文字來敘述題目。
可是越生活化，題目就會越困難，因為敘述的句子中，可能有太多似是而非，甚至和這題數學本身無
關的事情。
　　再舉實例來說，題目的開頭可能會先描述一個情境：「小明跟他的爸爸吵了起來，因為爸爸發現
，小明買東西找回來的錢有錯&hellip;&hellip;」。
這樣的描述絕對很生活化，但卻和數學本身無關。
可是對學生來說，他必須先讀過這些情境描述的文字，就會感到題目很長，而且也不知道這些句子對
於解題來說，究竟重不重要？
在無法判斷和猶豫之下，就影響到學生的回答。
　　這也就是我所說的「不會看書」、「不能閱讀」產生的問題。
特別是一些跟時事有關的題目，但若是平日沒到讀到這些新聞，那麼一旦這些敘述出現在題目中，因
為平時很少看書，就絕對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普通常識不可能全部來自課本　　我常常聽到有人自稱「我讀過哪些哪些書」，或是「我讀過什
麼文學」、「我讀過那些歷史」，但這樣的說法，其實意義並不大，因為閱讀永遠都不會足夠。
書不但是永遠都讀不完的，而且在不同的年紀、不同的階段，即使讀同一本書，也會有不同的體會和
感受。
　　這跟學習數學有點不太一樣，比如說學習數學，在學完四則運算之後，可以再往上進一步學習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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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但這樣大概就差不多了，因為這是一種算術的法則，有一些基本的運算方法，基本方法學會了，
在一般生活上使用也就差不多了。
　　可是書卻永遠都讀不完，對任何一個人而言，永遠都會有新知識出現，也永遠都會有新發掘和考
證出來的歷史、新出版的文學小說、新發明的科學技術、新詮釋的觀點和理論，或是世界各地新發生
的新聞。
當這些各種各樣的資訊普及之後，就成了一般人生活中常見的普通常識，我們若不能隨時透過看書、
看報，來補充這些資訊，增長見聞，那麼很容易就與這個世界脫節。
　　這些生活中普遍可見的常識，不可能全部依靠課本而獲得，因為教科書的內容是屬於最菁華和基
礎的知識，學校的教材也無法編寫這麼大量的內容進去，我們更無法只依靠學校的老師或父母，來一
一學習這麼龐大的資訊內容。
　　這也就是我希望大家多讀課外書的原因，那些平時不看報、不看書的孩子，一般的常識自然會不
夠。
就如前面所說，現在各級考試的內容都越來越活潑，因為我們不希望孩子們死背知識、死用考試內容
，所以在出題上，會廣泛的從生活中下手，所以孩子若不曉得一些很簡單的常識，自然也答不出答案
、無法做題目。
這樣對於孩子來說，是極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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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全國各級學校校長一致推薦：　　孔建國 彰化女中校長　　朱南子 台中市曉明女中校長　　江
櫻嬌 台北市金華國小校長　　呂淑屏 高雄市四維國小校長　　呂淑媛 高雄市英明國中校長　　李政
全 台中市衛道高中校長　　林繼生 桃園市武陵高中校長　　徐惠東 台中市五權國中校長　　張碧娟 
北一女中校長　　曹學仁 宜蘭市蘭陽女中校長　　曹麗珍 台北市龍安國小校長　　梁振道 台北市懷
生國中校長　　曾振興 高雄市光武國小校長　　黃郁宜 台北市中山女中校長　　楊寶琴 台中女中校
長　　葛　虹 台北市介壽國中校長　　劉見至 高雄市小港國中校長　　蔡炳坤 台北市建國中學校長
　　蔡錦治 台南市東光國小校長　　韓桂英 台北市南門國中校長　　（以上依姓氏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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