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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 
對弱勢兒童之影響： 
以新北市立圖書館為例ψ

莊雅崴a　宋慧筠b*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對弱勢兒童的影響，以

突顯公共圖書館支持社會正義的價值。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以訪

談法為主，觀察法為輔蒐集資料，研究對象包含：22位兒童、13
位家長、八位志工及七位館員。本研究結果顯示：㈠家長對兒童參
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的原因為：家長缺乏陪伴時間、家庭學習環

境不佳、課業需求及餐券的誘因。㈡兒童參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
導活動的內容主要為寫作業與自行閱讀，其他活動則視志工的安

排，例如：共讀、課業輔導、美勞、遊戲等。㈢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
對兒童的影響包含：培養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興趣、學業表現進步、

拓展學習視野、增進人際互動、習得禮儀及提升心理狀態。

關鍵詞： 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弱勢兒童，質性研究

前　言

課後輔導為支持父母安心就業，協助父母對兒童的照顧和教導，避免兒童

在放學後發生安全問題，並促進兒童的身心發展。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曾調查國

小兒童放學後至晚餐前的時間安排狀況，結果顯示超過六成的兒童有參加課後

輔導（校內外課後照顧班、補教機構或社團活動），其中約五成的兒童參加營利

機構辦理的課後輔導（黃河，2018）。然而，並不是所有家庭都有足夠經濟能力
支付營利機構課後輔導的費用，對於經濟狀況較差的弱勢家庭來說更是難以負

ψ 本文改寫自莊雅崴的碩士論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對於弱勢兒童之影響─以新
北市立圖書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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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因此政府與非營利機構辦理的課後輔導對弱勢家庭來說是相當大的支持，

能縮減家庭獲取課後輔導資源的落差（蘇秀枝，2005）。
在台灣，許多機構（例如：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投入弱勢兒童的課

後輔導，有些機構因為場地不足或計畫需求而借用圖書館的場地進行活動

（劉鎮寧，2013），然而，觀察台灣公共圖書館的兒童服務，發現自行辦理課
後輔導的公共圖書館並不多。本研究的案例為台灣第一個將課後輔導納入常態

性服務的新北市立圖書館（黃思維，2014），以國小一至六年級的弱勢兒童為優
先服務對象，弱勢背景涵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社會局轉介高風險家庭及

身心障礙。

分析台灣為弱勢兒童辦理課後輔導服務的相關研究，歸納出課後輔導對兒

童的成長發展具有正向幫助，包括：學習表現（李孟峰、連廷嘉，2010；湯維
玲、蔡佩娟，2013；顏國樑、宋美瑤，2013）、人際關係（孔詢媚，2019；吳
文炎，2015）、行為表現（洪清一，2011；唐盈棣，2011）及心理狀況（莊沛
蓉，2019；歐怡珍，2010）四個層面。雖然台灣實施課後輔導的公共圖書館不
多，僅有臺北市立圖書館（2008至2009年）、新北市立圖書館（2013年至今）、
臺南市官田區圖書館（2019年），但公共圖書館扮演著支持兒童學習發展的角
色，與其他服務機構相比，其特色為擁有豐富的館藏資源、安全與非正式的

學習環境，以及開放時間較長，是很適合辦理課後輔導的場域。再者，從圖

書館的服務使命中可以瞭解到圖書館具有社會正義的理念（Pateman & Vincent, 
2010），公共圖書館為有需求的兒童提供免費的課後輔導服務有助於實現社會正
義，因此需要透過研究，探討這項服務是否對弱勢兒童產生正面效益，以彰顯

課後輔導存在於公共圖書館的價值。

台灣的公共圖書館於近十年開始推動課後輔導，而美國公共圖書館的課

後輔導計畫在1980年代中期已蓬勃發展（Mediavilla, 2001），因此目前圖書資
訊學領域探討課後輔導服務的相關文獻大多來自國外，研究大多著重於探討家

庭作業中心的服務規劃與作法（Bevin & Goulding, 1999; Cassell & Walther, 2006; 
Mediavilla, 2003, 2018），亦有部分研究指出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對於兒童具有
正向影響（Bailey,1999; Huffman & Rua, 2008; Train & Elkin, 2000）。然而，目
前尚缺乏研究探討台灣的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之實際運作情況及其對兒童的影

響，為彌補此學術研究缺口，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對弱勢

兒童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㈠家長對弱勢兒童參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的原因為何？
㈡弱勢兒童參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的活動內容為何？
㈢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對弱勢兒童的學習表現、人際關係、行為表現與心

理狀況的影響為何？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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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㈠ 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與社會正義
公共圖書館的使命蘊含著社會正義的概念。社會正義並無清楚明確的定

義，西方的哲學家已發展出眾多社會正義理論，在眾多理論中持有不同的觀

點，造成不同觀點的原因是來自於對「正義」一詞有不同的解釋（Rioux, 2010）。
綜合許多觀點，正義具有平等的概念。在圖書資訊學領域中，許多政策及規範

皆有提到平等的概念。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 2012）發表的「圖書館員及其他資訊工作者
的倫理守則」(IFLA Code of Ethics for Libraria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Workers）提
到圖書館必須為社區所有人免費提供平等的資訊取用服務，以確保每個人獲取

資訊的權利。在平等的意涵上，圖書館所追求的平等接近實質平等，從多樣性

（diversity）作為圖書館的核心價值之一即能瞭解，重視文化與族群的多樣性是
平等提供資源與服務的基礎（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9）。美國圖書館
協會的社會責任圓桌會議（Social Responsibilities Round Table, 2019）指出圖書館
應盡的社會責任，館員必須關注和瞭解當前的社會問題與不平等現象，進行改

善或解決。為了實踐社會正義，Pateman與Vincent（2010）指出圖書館可透過擁
護平等與多樣性、提供以需求為導向的服務（needs-based service）、將資源分配
給最需要的人、認識與瞭解當地社區、積極參與社區、與社區共同設計圖書館

的服務來落實。

公共圖書館實施課後輔導為因應當前的社會需求而發展出的服務方式，促

使圖書館關注於兒童在課後活動的需求。隨著社會環境的轉變，家庭型態以雙

薪家庭為多數，父母須忙於工作，無法在兒童放學後給予照顧，於是鑰匙兒童

（latchkey children）的問題逐漸增加（Dowd, 1989）。美國的公共圖書館實施課後
輔導計畫的初始原因為許多鑰匙兒童會在放學後到公共圖書館等待父母，而他

們會在圖書館喧鬧、佔位或做出其他破壞秩序的行為，造成館員的困擾，為解

決這個問題，並希望讓兒童獲得更豐富的學習體驗，公共圖書館因而開始發展

許多課後輔導計畫，讓兒童在放學後有一個安全的地方進行課後活動（Dowd, 
1989; Long, 2000; Mediavilla, 2001）。

課後時間的安排與兒童的成長發展有關，除了學校的學習之外，放學後的

非正式學習是影響兒童成就差距的原因之一（Hartman, 2011）。政府在推動義務
教育之後，所有兒童都能接受到同等的教育，然而，台灣的教育制度越來越強

調多元學習，且台灣營利機構的課後輔導相當盛行（何俊青，2014），為了提升
兒童的競爭力，許多父母會送孩子去補習班加強學校課業，或去才藝班培養技

能，補充學校教育無法提供或不足的部分。由此顯示學習的差異在於放學後，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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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弱勢兒童而言，學習不能只依靠學校，課後的學習是造成學習成就差異的

原因，因此社會教育資源的提供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陳淑麗，2009）。
公共圖書館為有課後輔導需求的兒童提供服務，尤其在經濟和社會較弱勢

的地區，或學校及家庭缺乏學習相關資源的兒童特別需要課後輔導的協助，以

彌補教育資源的落差（Bevin & Goulding, 1999; Bundy, 2006）。由此可知，公共
圖書館滿足社區對於課後輔導的需求，圖書館的服務與資源免費開放給所有人

的特性，為發揮社會正義的基礎，有助於改善教育資源不平等的問題。

㈡ 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實施與影響
自1980年代中期，美國公共圖書館的課後輔導開始蓬勃發展，許多公共

圖書館著手規劃與設計課後輔導計畫（Mediavilla, 2001）。有些美國公共圖書館
系統規劃出具系統性及規模性的課後輔導計畫，由所轄分館執行，提供一週四

至五天的課後輔導服務，例如：費城自由圖書館（Fre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 
2020）的LEAP（Literacy Enrichment Afterschool Program）計畫，旨在促進兒童
及青少年對閱讀的興趣、提供家庭作業指導，並透過讀寫活動與創客活動增進

兒童及青少年的素養能力。

大部分公共圖書館並沒有如上所述的大規模課後輔導計畫可讓兒童幾

乎每天參加。但在美國與英國大多數的公共圖書館都會設立家庭作業中心

（homework center）或稱作家庭作業俱樂部（homework club），每週有固定時
間提供服務，其主要目的為提供家庭作業指導（homework help），由輔導員
（homework helper）協助兒童與青少年完成作業的要求，並藉由提供相關的書
籍、參考工具書、主題資源資料庫等，提升兒童與青少年使用資訊的能力及培

養終身學習的技能（周倩如，2006；Bevin & Goulding, 1999; Mcdermott, 2002; 
Mediavilla, 2001, 2003; Minkel, 2002）。除了家庭作業指導外，大多數英、美
公共圖書館在平日的課後時間有安排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手工藝、樂高

（LEGO）、說故事及其他與STEAM教育相關的活動。
大部分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皆受到資金及人力的限制，因此需仰賴社區及

外部機構的支持，建立合作關係，常見的合作機構為當地政府部門、學校、學

校圖書館、教育機構、志工團體、其他社區團體或企業等（Cassell & Walther, 
2006; Mediavilla, 2003; Train & Elkin, 2000）。在人員配置方面，多由支薪人員
（館員或另聘一位負責人）管理課後輔導計畫，負責招募、訓練與安排輔導員

（homework helper），因經費限制，輔導員通常是由志工擔任（Bevin & Goulding, 
1999; Mediavilla, 2018）。為招募足夠的志工，許多圖書館會與當地中學或大學
合作，學校有服務學習課程或實習課程，或學生本身有社區服務的需求，在合

作上能達到雙贏（Huffman & Rua, 2008; Mediavilla, 2001, 2018），或到當地學區
找現任或退休教師擔任輔導員（Mediavilla, 2018）。此外，圖書館也會與非營利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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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組織，尤其為學生提供課後輔導的機構（Hartman, 2011; Shaffer, 2006），或
與志工團體合作（Cassell & Walther, 2006; Huffman & Rua, 2008），以獲得優秀的
人力資源。

有關課後輔導對於兒童的影響，Train與Elkin（2000）對英國的八間圖書館
進行個案研究，大量的質性資料證明家庭作業俱樂部確實為學生的課業提供了

支持，能鼓勵兒童獨立學習，幫助兒童選擇最合適的資源，並學習利用資源。

Huffman與Rua（2008）利用問卷與電話調查蒐集資料，詢問39位參與兒童的
父母或監護人，以瞭解俄亥俄州楓樹高地圖書館家庭作業中心的有效性，研究

結果顯示所有受訪者皆表示孩子更能理解作業，79%的受訪者表示孩子的成績
有所提升，79%的受訪者表示孩子每天花時間完成作業。Bailey（1999）利用問
卷、訪談與計畫文件蒐集資料，調查學生、老師及家長對於使用家庭作業中心

對學業影響的看法，研究顯示參與後能有效完成作業，且參與次數越多的學生

其作業完成率越高，受訪的學生也表示圖書館具有安靜且安全的學習空間、提

供印刷資源與教育軟體及工作人員的幫助，使圖書館成為能有效完成作業的處

所。羅素貞（2011）探討臺北市立圖書館曾實施的課後輔導「與閱讀做朋友：弱
勢學童閱讀服務計畫」的成效，研究指出透過指導兒童作業，增加作業的完成

度與正確性，無形中提高了兒童的自我肯定與成就感；且活潑的閱讀活動可提

升學習意願低落兒童的參與興趣與學習動機。另有研究顯示兒童參與公共圖書

館的課後輔導能提升兒童的學業成績（于錢寧娜，2005；Huffman & Rua, 2008; 
Mediavilla, 2001; Rua, 2008）、養成學習習慣（Mediavilla, 2001）、培養閱讀能力
（Mediavilla, 2003），以及透過完成作業來獲得自信（Mediavilla, 2003）。除了獲
得課業的幫助之外，研究顯示兒童與輔導員建立良好的情誼，有時也會就生活

上的問題尋求建議，從中獲得鼓勵及情感上的支持（Mediavilla, 2001, 2018）。
課後輔導讓兒童有機會與輔導員及其他學校的學生互動，從他人身上互相學

習，透過與同儕及輔導員之間的正向互動，提升人際互動的技能（羅素貞，

2011; Mediavilla, 2001, 2003）與自信（Mediavilla, 2001, 2003）。

㈢ 台灣課後輔導實施與影響
台灣為弱勢兒童規劃的課後輔導計畫，呈現方式有多種，主要是依據計畫

目標而有所差異，且一項計畫可能會採用兩種以上的方式，大致分為以下四種

方式：

1. 提供基本生活照顧與陪伴
主要以輔助家庭照顧功能為目的，有些機構會提供餐點，確保兒童的安全

與生理需求，並給予兒童支持、陪伴與傾聽。時間的安排以陪伴與協助兒童順

利完成作業為主（劉鎮寧，2013）。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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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多元課外活動
提供課外活動的目的在於使弱勢兒童能獲得豐富的課外學習經驗。活動內

容規劃則考量計畫目標、經費、人力、服務對象、場地等因素而有不同作法。

常見的活動包含閱讀、影片欣賞、說故事、做美勞、團康活動、運動或其他

才藝課程等，另外在寒暑假期間許多機構也會安排營隊、戶外教學等活動充實

兒童的生活。有些機構也會根據計畫目標設計活動，將希望兒童學習的主題融

入多元的活動中，使內容能兼具學習與娛樂的性質，讓兒童感到好玩、有趣

（何俊青，2014）。

3. 提供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實施的內容著重在加強學校的學科教育，課後輔導人員除了指導

兒童在學科作業中不會的地方，更針對學校課程的內容進行複習與教導。其中

「補救教學」一詞為課業輔導中的一環，其目的在於降低弱勢兒童的學業成就落

差，並提升其學習能力，因此需要專業教育人員帶領，必須瞭解學生的學習問

題、思考解決辦法，並規劃有效的教學策略，以落實補救教學的目標（陳淑麗，

2009；鄭勝耀，2013）。

4. 提供生活其他層面學習
主要以改善弱勢兒童的生活為目的，提升弱勢兒童在生活中的各項能力，

通常會出現在基金會或社會福利機構辦理的課後輔導中。例如透過家事訓練加

強生活技能，提升生活自理能力；運用自我管理、自我探索、情緒管理等課

程，增進弱勢兒童的心理發展（謝依妏等，2017）。
弱勢家庭在生活上面臨著許多困境，例如：不穩定的生活、父母失業、

單親、家庭生活環境差等，這些不利因素限制了家庭發揮正常功能，因而對兒

童的成長發展產生不良的影響（陳雅鈴，2006；Conger et al., 2002）。除了家庭
的不利因素外，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會面臨學習、人際關係、心理健康等

問題，而這些問題皆是環環相扣、相互影響的。例如：弱勢家庭較難獲取足夠

的教育資源及文化刺激，使兒童在學習上容易處於不利的情況，或因與同儕的

生活視野落差，導致與同儕之間較少話題共通性，而容易被忽略、排擠或霸凌

（王育敏、邱靖惠，2009）。學習及人際相處的問題，若沒有改善，長期下來容
易使兒童產生情緒不穩定、自我概念低落等心理問題，或呈現不當的外在行為

（李宜玫，2012；林士翔，2003；林俊瑩等，2012；邱瑜瑾、姜義雯，2010；
Conger et al, 2002）。

綜合文獻歸納弱勢兒童經常在學習表現（陳淑麗，2009；Lacour & 
Tissington, 2011）、人際關係（王育敏、邱靖惠，2009；林士翔，2003）、行為表
現（李介麟，2006；Dodge et al., 1994）及心理狀況（林俊瑩等，2012；邱瑜瑾、
姜義雯，2010）方面遇到困難，過去研究也顯示課後輔導對於弱勢兒童在這四
個層面的表現有正向幫助（參見表1）。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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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台灣課後輔導計畫影響弱勢兒童四個層面
層面 對弱勢兒童之影響 文獻來源

學習表現 作業完成度提高、提升學習意
願、學習態度較主動積極、學習
興趣提升、養成讀書習慣

李孟峰、連廷嘉（2010）；
湯維玲、蔡佩娟（2013）；
顏國樑、宋美瑤（2013）

人際關係 學習適當社交行為及技巧、改善與
同儕關係

孔詢媚（2019）；
吳文炎（2015）

行為表現 改善問題行為、懂得守規矩、變得
有禮貌、品行變好

洪清一（2011）；
唐盈棣（2011）

心理狀況 提升自信、能肯定自我、提高自我
要求

莊沛蓉（2019）；
歐怡珍（2010）

雖然台灣其他為弱勢兒童辦理的課後輔導能為兒童帶來效益，但是台灣

由公共圖書館自行辦理的課後輔導缺乏實證研究的探討。公共圖書館有別於其

他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而且其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一直以來扮演著支持兒

童學習發展的角色，因此值得探討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為兒童帶來的影響。此

外，從文獻中發現課後輔導對兒童的影響程度會因為課後輔導實施的方式、活

動內容、兒童參與的感受等而有所不同，因此探討兒童參與的過程有助於瞭解

課後輔導是如何為兒童帶來影響。

三、研究設計

㈠ 研究場域
為聚焦研究結果，本研究根據實施課後輔導服務的代表性、規模性與時

間性，選擇新北市立圖書館作為研究場域。該研究場域自 2013年開始實施課
後輔導，為台灣第一個將兒童課後輔導納入常態性服務的公共圖書館（黃思

維，2014），其服務對象為就讀國小一至六年級兒童，以弱勢兒童為優先參與
對象。課後輔導由志工執行，圖書館稱之為「陪讀天使」，為兒童提供課業指導

與陪伴閱讀，寒、暑假期間則會舉辦多元的活動。此外，服務提供弱勢兒童餐

券，當天參與滿規定時數即可領取80元餐券，至指定便利商店兌換等值餐點。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研究者資料蒐集期間許多圖書館
參與陪讀的兒童人數皆降低，為確保能達到足夠的研究樣本數，研究者透過館

方瞭解弱勢兒童參與情形，選擇參與人數較多的分館，同時考慮研究者的造訪

次數及交通因素，最後選擇七間館舍作為研究場域。參與本研究的七間館舍皆

位於交通便利的市區，其場域背景描述見表2。

㈡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參與課後輔導的弱勢兒童、弱勢兒童家長、志工及

館員，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進行選取。從四類不同的研究對象獲得不同角度的觀

點，且能幫助交叉驗證，以獲得更全面性的研究資料。參與本研究之兒童總計

22位、家長13位、志工八位及館員七位。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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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弱勢兒童
本研究的取樣標準須符合以下兩條件：⑴符合領取餐券的資格（經圖書館

認定為弱勢兒童者可領取餐券，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社會局轉介高風

險家庭及身心障礙兒童）。⑵至少參與三個月以上。七間館舍總計有22位弱勢
兒童參與研究，兒童的性別比例相近，年紀集中於高年級及中年級。兒童參與

課後輔導的時間以兩年為最多，其次為三年以上及一年；參與頻率大多數為一

週四天（參見表3）。

表3　參與研究之兒童背景資料 N = 22

A館 B館 C館 D館 E館 F館 G館總 計
性別 男 4 2 2 1 0 1 0 10

女 3 2 2 1 2 0 2 12
年級 低年級 1 0 0 0 0 0 0 1

中年級 2 1 2 0 1 0 2 8
高年級 4 3 2 2 1 1 0 13

參與課 
後輔導

3個月 2 0 0 0 0 0 0 2
半年 0 0 1 0 0 0 1 2
1年 0 1 0 2 0 0 1 4
2年 2 3 1 0 1 1 0 8
3年以上 3 0 2 0 1 0 0 6

一週參 
與天數

1天 0 0 1 0 0 0 0 1
2天 0 0 1 0 0 0 0 1
3天 1 0 2 0 0 0 0 3
4天 6 4 0 2 2 1 2 17

2. 弱勢兒童家長
為兒童的父母或監護人。七間館舍中參與本研究的家長總計13位，皆為兒

童的母親，年齡範圍分布多為40至49歲，教育程度分布則以大專／大學為最
多（參見表4）。

表2　研究場域背景描述
A館 B館 C館 D館 E館 F館 G館

課後輔導服務 
起始年

2013 2013 2013 2013 2013 2016 2013

兒童區面積
（平方公尺）

1,896.36 159.10 349.75 436.89 1,296.77 290.84 400.00

兒童圖書冊數
（冊）

70,540 18,473 18,731 19,172 48,252 26,762 25,935

全年兒童推廣 
活動場次（場）

360 70 45 37 81 55 43

本研究進行資料
蒐集時之志工參
與情況

志工 
充足

非每日 
有志工

非每日 
有志工

無 
志工

志工 
充足

非每日 
有志工

無 
志工

課後輔導服務 
時間

週二至週五：晚上五點至八點
週三及週五：下午一點至五點
寒暑假：下午兩點至五點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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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參與研究家長背景資料 N = 13

A館 B館 C館 D館 E館 F館 G館總 計
家長身分 母親 3 2 3 1 1 1 2 13
年齡 30-39歲 1 0 0 0 0 1 1 3

40-49歲 2 2 3 1 1 0 1 10
教育程度 國／初中 0 1 0 0 0 0 0 1

高中／職 1 0 0 0 0 1 0 2
大專／大學 2 1 2 1 1 0 2 9
研究所以上 0 0 1 0 0 0 0 1

3. 志工
志工為課後輔導服務的執行者，負責陪伴及協助兒童完成作業、閱讀，並

協助寒暑假多元活動順利進行。七間館舍總計八位志工參與本研究（參見表5）。

表5　參與研究志工背景資料 N = 8

A館 B館 C館 E館 F館 總 計
年齡 20-29歲 0 1 1 0 0 2

40-49歲 3 0 1 1 1 6
教育程度 高中／職 1 0 0 0 0 1

大專／大學 2 0 0 1 1 4
研究所以上 0 1 2 0 0 3

課後輔導 
服務年資

1年以下 0 1 1 0 0 2
1-3年 0 0 1 1 0 2
4-6年 1 0 0 0 1 2
7年 2 0 0 0 0 2

每週服務 
天數

1天 2 0 2 0 1 5
2天 1 0 0 1 0 2
3天（暑假） 0 1 0 0 0 1

4. 館員
館員負責承辦課後輔導服務業務，包含安排陪讀志工、規劃寒暑假多元活

動及管理陪讀服務。七間館舍各有一位館員參與研究，總計七位館員（參見表6）。
表6　參與研究館員背景資料

 N = 7

館員背景資料 總 計
年齡 30-39歲 2

40-49歲 2
50-59歲 2
60歲以上 1

圖書館服務年資 未滿1年 1
1-3年 1
4-6年 2
10-15年 2
16-20年 1

課後輔導服務年資 未滿1年 2
1-3年 3
4-6年 2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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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資料蒐集方法
1. 訪談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訪談以一對一

方式進行，以訪談大綱作為提問基礎，讓受訪者有回答問題的方向。訪談問題

的編排原則為簡單至深入，由較容易回答的問題開始，逐漸引導受訪者回答需

要更深入思考的問題。研究者在訪談開始前皆取得受訪者同意，清楚說明參與

研究目的、過程與告知受訪者應有的權利。訪談過程使用錄音設備記錄，以利

訪談結束後完整謄錄資料。

兒童訪談大綱的主要內容為詢問兒童參與課後輔導的原因、參與的活動內

容、對自己的幫助。訪談時從較容易回答的問題開始發問，例如：「你為什麼

會來參加課後陪讀？」、「你在課後陪讀的時間做了哪些事？」、「你喜歡參加課

後陪讀嗎？」等問題，來瞭解兒童參與的活動內容和感受，逐漸深入至較需思

考的問題，例如：「你覺得參加課後陪讀對你有什麼幫助？」，以瞭解活動對兒

童的影響。家長訪談大綱的主要內容為詢問家長讓兒童參與課後輔導的原因、

參與的活動內容、從家長角度瞭解兒童參與後的影響以及對於活動的想法與建

議等問題。志工的訪談大綱內容主要為瞭解志工規劃課後輔導服務的方式與實

際執行經驗、過程遇到的困難，同時從志工角度瞭解兒童參與後的影響。館員

的訪談大綱內容主要瞭解課後輔導服務的目標與特色、館員對課後輔導服務的

規劃、過程遇到的困難，以及從館員的角度瞭解兒童參與後的影響。

2. 觀察法
本研究亦採用直接觀察法，第一作者實際到研究場域觀察研究對象在課

後輔導活動中產生的行為，在觀察過程中不介入活動，以局外人角度觀察與記

錄。本研究的觀察紀錄表主要內容為觀察兒童參與課後輔導的過程，包含出現

在課後輔導場域的兒童、家長、志工與館員在活動的過程做了什麼事，以及兒

童與家長、志工及館員之間的互動與對話，以瞭解課後輔導如何為弱勢兒童帶

來影響。

㈣ 資料分析
基於遵守研究倫理，本研究將研究對象以匿名方式編碼：兒童代號為C

（Children）、家長代號為P（Parent）、志工代號為V（Volunteer）、館員代號為L
（Librarian），並將參與本研究之七間館舍以A至G表示，如：O-A1表示研究者
第一次到訪A館觀察課後輔導活動的過程。本研究參考Braun與Clarke（2006）
提出的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之步驟整理與分析訪談資料。研究者首
先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謄錄與整理，並反覆閱讀資料內容，接著進行初始編

碼，將與研究問題相關的重要對話片段擷取出來。研究者設定訪談紀錄編碼方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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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訪談逐字稿 -研究對象編碼 -頁數 :行數」，呈現方式為「I-C1-1:10」；觀察
紀錄編碼方式為「觀察紀錄表 -課後輔導活動編碼 -研究對象編碼」，呈現方式為
「O-A1-C1」。

接著將編碼資料中相似的內容歸納為同一主題，同一主題下再細分成次主

題，如：大主題為「對兒童的影響」，再歸納出次主題為「培養閱讀習慣」、「提

升閱讀興趣」、「學業表現進步」等，並反覆檢視初步分類後主題的邏輯性，檢視

的方式分為兩個層面，一為確認主題與對話片段的涵義是否具有一致性，二為確

認主題內的同質性與主題間的異質性。例如在「對兒童的影響」的次主題裡，研

究者發現「閱讀速度提升」與「增進寫作能力」的編碼內容皆為透過閱讀而幫助學

業的發展，因此將此兩處的次主題合併歸納至「學業表現進步」此主題之下。

研究者在確定主題後，給予各個主題明確的定義，並確認主題名稱所使用

字詞是否適當，以「對兒童的影響」為例，此主題的定義為「公共圖書館課後輔

導服務對兒童的學習表現、人際關係、行為表現與心理狀況的影響」。

㈤ 研究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使用錄音設備記錄訪談的過程，並觀察與記錄研究對象在口語表達

之外的肢體語言（如表情、動作），訪談結束後將錄音檔轉換成逐字稿，以確保

研究的效度。本研究使用三角檢驗法（triangulation），透過兒童、家長、志工與
館員四類不同研究對象的角度來交叉檢核資料的正確性，並以訪談法及觀察法

兩種不同研究方法檢視訪談內容與實際觀察情形之相符程度。此外，本研究使

用一致的研究實施方式，對每位研究對象皆採用相同的訪談程序，透過事先擬

定的訪談大綱進行訪問，避免因不同受訪者而影響取得資料的差異性。

四、研究結果

㈠ 家長對兒童參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原因
本研究歸納家長對兒童參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的原因，主要包括：家長

缺乏時間陪伴、家庭學習環境不佳、課業的需求、餐券的誘因。

1. 家長缺乏陪伴時間
公共圖書館的夜間服務，提供晚上需要工作而無法照顧兒童的家長一個安

置的處所：

之前有在上班，所以沒有辦法照顧，學校的課後班沒有到那麼晚，所以圖

書館剛好開辦這個陪讀的活動，所以就讓她參加。（I-P12-1:5）

除了提供安置兒童的場所之外，圖書館更希望兒童在這段時間能獲得陪伴，因

此課後輔導服務招募志工陪伴兒童，以彌補家庭功能的缺失。許多家長都認為

圖書館是個能使他們感到安心的地方，也肯定志工和館員的照顧與陪伴：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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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蠻放心她在這邊的，因為有時候有志工嘛，然後（館員）阿姨會幫忙

看著，就是我稍微可以放心地去工作一兩個小時這樣，這對我來說有蠻大

的後援支柱的感覺。（I-P8-4:7，括號為研究者所加）

2. 家庭學習環境不佳
對於家裡空間不足、缺乏學習資源的家庭而言，圖書館提供良好的學習環

境與豐富的資源，以輔助兒童的學習需求，有些家長表示：

因為我們租的房子比較小，所以我們通常都是在外面，之前他比較小的時

候靜不下來的時候，我兒子就跟我女兒然後會去便利商店，然後後來是到

圖書館，這邊的空間比較大，而且比較適合讀書跟學習。（I-P11-1:5）

有些家長表示雖然家中有其他家人幫忙照顧兒童，但兒童在家裡無法專心在課

業上，因此希望兒童能多多接觸圖書館，感染讀書的氛圍，進而增加兒童閱讀

的機會。

3. 課業的需求
有些家長表示讓兒童來參加圖書館課後輔導，主要是因為有志工可以詢問

課業上的問題，同時可減輕補習的經濟負擔：

因為我們經濟也有限，啊所以就是說啊有些那個我不太會的部分，要請那

個陪讀的⋯⋯志工姐姐教導他們一下，啊他們的課業就是會比較好一點。

（I-P4-1:5）

有些新住民家長，礙於語言問題，缺乏協助兒童課業的能力：

我不是本地人，啊所以就是說有些我不懂的齁，可以詢問到陪讀的姐姐，

這樣子解決到我的困難啦齁。（I-P4-3:30）

來自隔代教養家庭的兒童，其祖父、祖母亦缺乏協助兒童課業問題的能力，因

此需要陪讀志工的協助：

比如說隔代教養，然後有時候阿公、阿嬤沒有辦法陪伴他做課業上的一些

學習，或是閱讀之類的。（I-L3-1:6）

此外，因為有些志工是退休老師，具有教學的經驗與專業，在課業上較能夠引

導兒童，也是吸引家長讓兒童參加的原因。

4. 餐券的誘因
餐券對於弱勢家庭的經濟補貼是最實質的幫助，同時也希望透過餐券的補

助讓弱勢兒童多接觸圖書館。有些家長表示因受到餐券的吸引讓兒童參加課後

輔導服務，館員也觀察到餐券確實是很大的誘因：

有些弱勢生他們有時候真的學校功課都完成了，啊就是因為晚上來閱讀一

個小時的話他們就可以拿禮券，所以他們就會來這邊再看書一個小時這樣

子。（I-L3-5:8）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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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兒童參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活動內容
因各館陪讀志工的人數不一，且志工來源多元，志工的服務方式也呈現多

元面貌，因此，兒童參加課後輔導的活動內容也多元，以下分平日放學後及寒

暑假說明如下：

1. 平日放學後
⑴ 寫作業
兒童參加課後輔導，大部分的活動都在寫作業，兒童在寫作業時遇到不會

的地方可立即詢問志工，以獲得解答。但是館員觀察到有些兒童不會主動向志

工詢問課業問題。多數兒童表示寫完作業後，志工老師會幫忙檢查作業，訂正

作業的錯誤並給予指導，也有兒童表示志工不會幫忙檢查作業。

本研究發現兒童在寫作業的過程，經常運用的館藏資源是字典。許多志工

會引導兒童多運用圖書館的書籍作為參考資源，以解決課業上的問題：

有很多百科或是專門的題目的一些書籍，那他們在作業上偶爾會碰到這些

東西，那就要帶他們說去哪邊找資料，阿找出來再從資料裡面去搜尋，

或他們自己去拿出他們需要看的一些項目，他們可以從這些項目裡面來取

捨。（I-V5-2:8）

圖書館就是書非常的多，那書也是多方面很多類型都有，那像我上次指導

那個他是找音樂類型的書，對，所以我覺得有在圖書館這個場地其實也還

不錯，就資源很多這樣。（I-V4-2:12）

⑵ 閱讀
參與本研究的大多數兒童放學後都有參加學校的課後輔導班，而課後輔

導班也是以寫作業為主，因此有些兒童在學校課後輔導班就已經完成作業，

若在學校寫不完，則會在圖書館陪讀時繼續將作業完成。兒童完成作業之後

的時間，志工通常會鼓勵兒童自行閱讀，兒童也逐漸養成寫完功課就去閱讀

的習慣。在課後輔導時兒童可以自由選擇想閱讀的書，研究結果發現許多兒

童喜歡看漫畫，一進到圖書館會直接去尋找漫畫來看（O-A3-C1、O-A4-C2、
O-B2-C9、O-C3-C14、O-E2-C18）。除了自行閱讀之外，有些兒童會和志工共
讀，並討論書籍裡的內容（O-A4-C2）。有些兒童閱讀志工推薦的書籍後，會和
志工分享心得。年紀較小的兒童會聽志工說故事：「比較小就傾向於唸故事給他

聽，就等於說有一點說因為一年級他們也沒什麼功課。」（I-L6-1:11）。
⑶ 課業輔導
在學校考試前，有些兒童在志工教導下，複習考試內容。有些兒童有其他

課業想加強學習的需求，因此尋求志工協助，如家長P4提到兒童C9在學校電
腦課操作比較慢，跟不上同學，加上家裡的電腦壞了，正好可以利用圖書館的

電腦來練習：「因為他電腦操作也是完全都不行，家裡的電腦也是壞掉了，所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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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是換來這邊」（I-P4-2:21），因此兒童C9運用暑假期間加強平日上課不會的
科目，志工帶著兒童C9練習學校電腦課的上課內容，一步一步地教導兒童C9
操作Word流程圖（O-B3-C9）：

V3：C9，你想要練習什麼？
C9：這個，流程圖。
V3：好啊，那我們用這本書來練習〔手指著兒童手中的書〕。
C9：我喜歡這本書〔笑〕。
V3：〔笑〕你看書裡面出現過什麼角色，誰先出現？
C9：第一個是尼尼。
V3：好，打在框框裡，接下來是誰呢？（O-B3-C9，括號為研究者所加）

⑷ 美勞
有些兒童因為個人興趣，會在課後輔導時進行美勞活動：「有時候就是跟

同學跟我朋友畫畫」（I-C22-1:5）。有些志工偶爾會準備一些手作活動與兒童一
起動手做：「有時候我會陪他們做一些摺紙啊，或者一些小小的DIY的創作這
樣子。」（I-V6-1:24）；「還有做美勞、剪紙啊，低年級會帶他們做，高年級就比
較沒時間，功課比較多」（I-V8-2:25）。

⑸ 遊戲
部分兒童表示會和其他參與陪讀的兒童一起玩遊戲、聊天。此外，有的館

舍有提供玩具館藏，兒童會和朋友一起玩玩具：「玩比如說這裡的大富翁，或

是一些煮菜的遊戲」（I-C14-2:21），或有的館舍位於公園旁，志工會帶所有參與
陪讀的兒童去公園動一動，也藉機讓兒童之間互相交流。

2. 寒、暑假多元活動
寒、暑假的陪讀服務時間不固定，暑假安排約二至四週的活動，時間為下

午兩點至五點，前兩個小時為多元活動，後一個小時為寫寒、暑假作業時間。

2020年暑假的陪讀活動主題是「AI在陪讀」，配合108課綱將人工智慧納入教
材，圖書館以此為主題規劃相關的活動。兒童參與的活動內容包含DIY及桌遊
等，透過活潑有趣的方式，讓兒童接觸到科學知識與程式設計的概念：「在做

那個就是⋯⋯就是把它裝成一台車它就會跑」（I-C13-2:23）；「做機器人，或是
做一個彈珠的雲霄飛車」（I-C14-1:34）。家長認為當年的活動較為特別，對於活
動內容表示肯定：「他比較有興趣就是電腦類的，像這次的AI他就非常有興趣」
（I-P6-1:25）；

往年暑假可能做的DIY做的東西比較簡單，今年暑假比較有⋯⋯有那
個⋯⋯比較特別、比較有意思。（I-P10-2:2）

除了與科學、科技相關的活動之外，圖書館課後輔導每年寒、暑假舉辦

的活動內容多元，包含繪本故事、電影欣賞及手作課程等。兒童表示喜歡的活

動包含電影欣賞：「我喜歡星期五歡樂電影，看電影」（I-C6-1:25）、手作課程：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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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I-C11-2:3）、「做黏土」（I-C17-1:27），以及自然科學課程：「昆蟲課」
（I-C16-1:16）。

㈢ 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對兒童的影響
兒童參與課後輔導之後，大多數兒童的感受都是正面的，其正面的感受來

自於閱讀的樂趣，或喜歡參加寒暑假多元活動。本研究歸納弱勢兒童參與課後

輔導之後產生的影響，包含：培養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興趣、學業表現進步、

拓展學習視野、增進人際互動、習得禮儀、提升心理狀態。

1. 培養閱讀習慣
兒童在參與課後輔導之後閱讀量明顯增多。陪讀活動並沒有規定兒童一定

要閱讀，但館員和家長都認為因為館內圖書資源豐富，促使兒童接觸書籍，

進而主動閱讀：「他在這邊就是可能是環境的關係吧，就是他自己會去拿書來

看，會找自己想看的書」（I-P11-2:12），另外，有些家長認為圖書館的環境能讓
兒童閱讀的專注力提升，長期下來能增進閱讀的時間：「好像這個空間可以讓

他們去把一本書讀完，好像就是可以比較靜下來讀啊」（I-P3-3:25）。本研究大
部分的兒童一週參與四天陪讀活動，兒童和家長都表示透過長時間參與能逐漸

培養出閱讀的習慣。

2. 提升閱讀興趣
因為在圖書館能自由閱讀，兒童可以找自己有興趣的書，進而對閱讀產生

興趣，兒童和家長表示參與陪讀之後對閱讀更有興趣，因為喜愛閱讀，使得兒

童在空閒時會主動拿起書閱讀，也降低對3C產品的慾望和使用：

他們會拿一些書自己看，打發時間，然後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因為

其實也比較不會一直吵著說想要使用一些3C產品，因為我們家本來就沒
有電視，就是他們會比較願意去閱讀一些書。（I-P2-4:25）

3. 學業表現進步
志工的指導使兒童能更快完成作業：「因為本來就覺得寫作業就是要花很

久的時間，可是在這裡陪讀都有阿姨會細心地教」（I-C14-2:29）。許多志工通常
都會幫忙檢查作業，兒童的作業錯誤率因此降低：「在這裡寫功課有志工檢查

比較不會錯」（I-C15-2:26），且因為有陪讀志工的指導，兒童的成績有所提升：
「爺爺有跟我說我的成績有進步」（I-C15-2:28），因而自信心提升（I-C8-3:14）。
此外，有些兒童表示閱讀量增多之後，能夠提升閱讀速度，或有助於增進寫作

的能力，進而提升課業表現。

4. 拓展學習視野
圖書館擁有豐富的圖書資源，能夠作為學校課堂之外的補充學習，而課外

的學習或許會對兒童有潛移默化的幫助：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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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就有一個好處就是書很多，而且是不管什麼樣的書，漫畫書也好啦，

一些那個摺紙啦一些DIY的書，或者是一些比較藝術性的書，他們就是會
拿來看，我是覺得無形中會有一些⋯⋯對他們有一些潛移默化的幫助啦（I-
V6-2:16）

兒童與家長都表示透過大量及多元閱讀能獲得課外知識：

可以學習到學校以外的知識，因為其實學校教的就是制定的，那像哥哥他

就會知道一些比較冷門的知識。（I-P2-3:24）

家長也提到讓兒童選擇他喜愛的、有興趣的書籍，兒童能在無形中吸收許多知

識，且對於新的知識較感興趣。此外，兒童與家長表示暑假的多元活動讓兒童

原本的空閒時間更充實，同時也透過活動增加兒童接觸新事物的機會：「我覺

得（活動）很多樣化，對，而且她平常也蠻少接觸這類的東西」（I-P13-1:31，括
號為研究者所加）。館員發現藉由接觸各式各樣的活動，兒童可以從中找到自

己的長處：「在圖書館的一些活動你可以看到他有發揮的機會」（I-L1-10:23）。

5. 增進人際互動
在平日放學後，圖書館成為兒童與同儕、志工及館員交流、互動的場域。

有些兒童表示在陪讀的活動中交到了好朋友：「在這裡就是會交到比較多朋友」

（I-C14-2:34）。家長觀察到兒童參與久了之後會提升社交能力，主要是透過閱讀
獲得與人互動時的討論話題：

比較會懂得講一些小故事給人家聽啊，或講一些笑話逗人家笑這樣，就是

人際會好一點，因為就有一些話題。（I-P2-4:2）

透過課後輔導，家長與館員之間也建立起良好的情誼，館員L1和弱勢兒童家長
創了一個LINE的群組，方便館員發布訊息，也促進家長之間的交流。研究者
也觀察到館員L1下班之前，到陪讀區域和家長P1聊兒童的近況（O-A3-L1）。

6. 習得禮儀
參與課後輔導有助於少數兒童習得禮儀，一位館員陳述兒童C2過去的行

為，對比現今行為穩定，並且主動閱讀，可以明顯看見兒童的成長：

（改變）最大就C2啊，一、二年級〔嘆氣〕那真的是一進來就把衣服就丟
了，先脫外套、丟書包、丟鞋、丟便當，反正就是滿地丟這樣子，以前

也會耍脾氣，可能不合他意或什麼的話，他就會很大聲，或者是剛開始看

書的時候他也不會去珍惜那個書。（I-L1-9:19，括號為研究者所加）

館員表示有些弱勢兒童的家長平時可能較忙而疏於管教，在課後輔導有志工會

幫忙矯正兒童不好的行為，或是因為圖書館的環境使得在館內的大人都會提醒

兒童要遵守規矩，而行為的正向改變不僅僅是對兒童的幫助，也是對整個家庭

的幫助。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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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升心理狀態
多數兒童皆表示參加課後輔導之後變得比較快樂、自在，因課後輔導的實

施方式較為自由，其氛圍讓兒童感到較為放鬆、自在：「跟平常義務教育比，

圖書館比較放鬆、自在」（I-P1-3:33）。有些家長表示因為兒童喜歡閱讀，閱讀
本身就是兒童放鬆與紓壓的方式，因此來圖書館感到很開心、自在。其中兒童

C2的感受最為明顯，他覺得來圖書館比較自在、沒有壓力，也變得比較快樂：
「在學校有人會欺負我，在這裡沒人會欺負我〔激動〕」（I-C2-2:18，括號為研究
者所加），在圖書館陪讀有志工陪伴與傾聽，志工V8退休前在補教業當老師，
比較懂得如何教育兒童以及和兒童相處，長期下來兒童已對她產生了信任感，

兒童C2特別會和她說在學校遇到的困難：

C2他說在學校被說很臭，臭是還好我沒聞到，但是頭髮太髒，我就跟他
說他就能接受，他這樣講我今天就帶了一塊肥皂要給他〔笑〕。（I-V8-3:28，
括號為研究者所加）

館員也表示圖書館提供家庭和學校之外的環境陪伴兒童，志工提供兒童傾訴煩

惱與情緒的管道，在兒童生活中遇到難題時給予開導以及心理支持，對於兒童

的心理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五、討　論

㈠ 家長對兒童參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的原因
本研究結果呼應了Dowd（1989）的公共圖書館與鑰匙兒童問題之研究，

大部分家長認為圖書館是一個安全的地方，而且有人陪伴，將小孩安置在圖書

館能使他們感到放心。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有些家長會到館陪伴兒童，其

參與課後輔導的主因為家中缺乏學習的環境（包括：家裡空間太小、缺乏學習

的氛圍、缺乏與同儕互動的機會等），以及課業上缺乏指導。類似的，Bailey
（1999）、Mediavilla（2001, 2003）、Train與Elkin（2000）亦談到對於家裡缺乏書
籍、資訊通信技術設備、合適的學習空間的學生，或是不瞭解孩子的作業、缺

乏語言技能的父母而言，公共圖書館的家庭作業中心尤其重要。有別於英國和

美國大部分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所提供的服務。本研究的案例提供弱勢兒童餐

券，其為兒童參與課後輔導的原因之一，可以得知餐券對於弱勢家庭經濟上的

支持能夠吸引他們前來參加。

㈡ 兒童參與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的活動內容
文獻指出，台灣非營利組織及政府為弱勢兒童提供的課後輔導實施方式

主要包括：提供基本生活照顧與陪伴、多元課外活動、課業輔導、生活中其

他層面的學習（何俊青，2014；陳淑麗，2009；鄭勝耀，2013；謝依妏等，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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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本研究結果顯示兒童參與的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的活動內容著重於陪
伴、寫作業、閱讀及寒暑假的多元活動。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與其他課後輔導

的差異與特色為公共圖書館擁有豐富的館藏與學習環境，有助於兒童獲取學習

資源。雖然課後輔導服務的目標不在於加強學科教育，以降低學業成就落差，

僅針對作業的問題提供協助，但本研究發現部分志工為退休老師，會以自身的

專業科目為兒童進行課業輔導。

本研究發現志工在協助作業時有各自的服務方式，有些志工態度積極，會

主動關心兒童、詢問兒童有無作業問題、幫忙檢查作業，而有些志工則較為被

動，等待有課業問題的兒童自行詢問，較傾向駐點學科指導人員。陳怡文與林

麗娟（2014）指出志工必須主動與兒童進行互動、拉近彼此距離，雙方有良好
的互動基礎後能使輔導過程更為順利。建議圖書館辦理志工訓練，使志工學習

課後輔導相關的知能，並建立良好的服務態度，以提升服務品質。

相較於英國與美國的公共圖書館在平日放學後規劃較多團體活動，本研究

發現參與的兒童平日到館的時間不同，或是兒童作業量不一，因此課後輔導多

以一對一方式進行。團體活動於寒、暑假舉行較為適合。

㈢ 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對兒童的影響
過去文獻顯示，台灣的課後輔導對弱勢兒童有正向幫助，其影響包括：學

習表現（李孟峰、連廷嘉，2010；湯維玲、蔡佩娟，2013；顏國樑、宋美瑤，
2013）、人際關係（孔詢媚，2019；吳文炎，2015）、行為表現（洪清一，2011；
唐盈棣，2011）及心理狀況（莊沛蓉，2019；歐怡珍，2010）四個層面。本研究
亦見證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對兒童的影響在這四個層面皆有幫助。其中影響最

大的為學習層面，包括培養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興趣、學業表現進步與拓展學

習視野。

過去研究顯示，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對兒童學習表現的影響不外乎是作業

完成度提高、錯誤減少、成績進步等（于錢寧娜，2005；Huffman & Rua, 2008; 
Mediavilla, 2001; Rua, 2008）。本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但人數並不多，可能是
因為圖書館課後輔導的實施方式並不是系統性的教學。此外，多數參與圖書館

課後輔導的兒童亦有參與學校的課後輔導班，難以判定作業與成績的進步是否

為圖書館課後輔導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的實施場域在圖書館，在學習方面最大的影響顯現在閱讀上，圖

書館的環境提高兒童接觸書籍的機會，固定的陪讀時間使兒童逐漸培養出閱讀

習慣，自由選擇喜歡的書籍促使兒童體會到閱讀的樂趣。此外，參與課後輔導

亦有助於兒童拓展學習視野的機會。本研究發現圖書館提供的活動是許多弱勢

兒童（尤其獲取資訊的能力與管道較為缺乏的家庭），寒暑假期間唯一參與的活

動，如過去研究指出弱勢兒童可獲得的文化資本較少，導致文化刺激不足（王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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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敏、邱靖惠，2009；林信志、簡瑋成，2019；Lacour & Tissington, 2011），
因此寒暑假期間圖書館的活動對於弱勢家庭而言更顯重要，使兒童能藉此接觸

新事物、體驗多元的主題課程。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或許對於學校課業表現的

幫助較小，但圖書館的資源有助於補充課堂之外的學習，同時彌補弱勢兒童的

學習落差。

在人際關係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少部分兒童透過閱讀學習到一些知識、

小故事等，在與人互動時能夠分享、開啟話題，有助於社交能力的提升。兒童

在課後輔導認識了不同的朋友，接觸到不同年齡層的志工及館員，增加了兒童

與人互動、交流的機會。Aabø等（2010）提到公共圖書館是一個聚會的場所（a 
meeting place）。本研究也觀察到不僅是兒童，家長和館員之間也建立起良好的
情誼。本研究結果顯示部分分館因參與人數較少、參與兒童年紀差距大、兒童

到館時間不一，而缺乏同儕之間的互動。有些分館因缺乏志工或志工態度較為

被動，也是影響人際互動的原因之一。

在行為表現上，參與圖書館課後輔導對少數原本行為表現不佳的兒童有顯

著影響，圖書館的環境有助於兒童學習遵守規範，加上志工與館員的糾正與管

教，使兒童漸漸能注意禮儀。

在心理層面的影響，兒童認為參與課後輔導感到較為自在，因圖書館課後

輔導的實施方式較為自由，兒童能自在、放鬆地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本研究

發現一位參與兒童會和志工傾訴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與煩惱，由於志工的關心及

傾聽使兒童感到被支持，也較為快樂，可以發現志工用心與兒童建立良好的關

係對於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產生莫大的效益。類似的，Mediavilla（2018）的研
究亦發現若志工與兒童培養良好的關係，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不只是提供課業

支持，兒童能與志工分享生活中的問題，並獲得情感上的支持。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實證研究彰顯公共圖書館透過實施課後輔導支持社會正義的價

值。研究結果反映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有助於彌補弱勢兒童的資訊落差與學習

落差，其影響層面包含：培養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興趣、學業表現進步、拓展

學習視野、增進人際互動、習得禮儀及提升心理狀態。此外，本研究揭示參與

者（兒童、家長、志工）對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的回饋，可供圖書館參考，以

更瞭解使用者的看法，進而提供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相關服務。

根據受訪家長的回饋，家長希望志工能更主動陪伴兒童。基於圖書館的特

色，本研究建議圖書館增加陪讀活動的多樣性，例如：為低年級兒童說故事、

中高年級兒童進行有趣的閱讀挑戰（闖關、學習單等），由志工引導兒童參與，

讓陪讀不僅能鼓勵兒童獨自閱讀，更能透過遊戲方式讓兒童與志工及同儕產生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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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互動，藉此增添閱讀樂趣。此外，為增加陪讀活動效益，建議圖書館辦理

志工訓練，加強志工帶領兒童進行閱讀活動的技巧。

以本研究為基礎，建議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偏鄉圖書館的課後輔導服務成

效，並與市區圖書館的課後輔導服務成效進行比較分析。此外，在疫情期間，

圖書館資源對弱勢家庭更顯重要，目前公共圖書館課後輔導服務的對象為所有

兒童（包括一般兒童和弱勢兒童），建議未來研究探究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兒童

對於課後輔導服務的看法與影響，以獲得更全面的研究結果。最後，未來研究

可採用行動研究，由學者和實務者合作，針對實務上的問題，一同發展解決的

策略，並實際落實與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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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public libraries 
o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Taiwan, which serves to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public libraries for supporting social justice.  This study was qualitative in 
nature.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were employed for data collection.  Study 
participants included: 22 children, 13 parents, eight volunteers, and seven 
librarians.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reasons for parents allowing 
their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were a lack of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an inadequate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ir children 
requiring assistance needed for to complete their schoolwork, and the meal 
voucher incentives.  In addition, the main activities the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in the public library afterschool programs were finishing their homework and 
independent reading;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reading together, receiving help 
with their homework, art projects, and games, were arranged by volunteers.  
Finally, the effects of these programs were improvements in relation to reading 
habits, reading interests, academic progress, learning vis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tiquette,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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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viate children safety concerns after school, and support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ime arrangement after school is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growth.  The informal learning process is one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creating 
children’s achievement gap, apart from the formal school learning (Hartman, 
2011).  Nevertheles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among disadvantaged families make 
it difficult for some children to receive addition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ese 
families are consequently more dependent on support from social institutions.

Social justice is a core public library mission (Pateman & Vincent, 2010).  
Public libraries provide free and equal access to afterschool programs for children 
who need the services to support their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children in comparatively disadvantaged economic and social areas, or those from 
schools and families which lack learning related resources, afterschool programs 
are particularly necessary with a view to compensating for the gap in education 
resources (Bevin & Goulding, 1999; Bundy, 2006).  Previous studies have also 
shown how public libraries’ afterschool programs could positively influence 
children (Bailey,1999; Huffman & Rua, 2008; Train & Elkin, 2000).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is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in Taiwan that incorporates 
afterschool programs to its regular services (S.-W. Huang, 2014), where services 
for disadvantaged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are prioritized.  Afterschool programs 
are executed by volunteers to provide homework help as well as reading 
companionship for children; diverse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during 
winter and summer vacations.  Other than that, meal vouchers are distributed to 
disadvantaged children upon fulfilling the required time of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takes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public libraries o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Methodology
This was a qualitative study, where interviews served as a primary data 

collection method and observations as a subsidiary one.  This study chose seven 
branch libraries of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as the research settings based on 
their nature in representation, scale, and time length of offering afterschool 
programs.  Study participants involved 22 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13 par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eight volunteers, and seven librarian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afterschool program.  This study adopted thematic analysis 
for analyzing the data gathered, with a focus on reasons why parents let children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what activities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as well as what 
effects the programs had on children involved.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result has shown that the reasons for parents allowing their children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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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included: lack of time to accompany children, 
inadequate learning environment at home, assistance needed for completion 
of schoolwork, and the incentives of meal voucher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found that meal vouchers served as a strong incentive for 
parents to let children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Main activities in the public library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which children 
participated were finishing homework and independent reading; other activities 
were arranged by volunteers, such as reading together, homework help, artwork, 
and games.  The result has shown the effects of such programs on children, 
including: cultivation of reading habits, development of reading interests, progress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of learning vision, boos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tiquette acquisition, as well as improvement in mental state.  

Two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s are of the reading and learning 
perspectives.  The library environment has increased children’s exposure to 
books.  The regular reading together time has helped children gradually develop 
their reading habits, and they had experienced the fun in reading as they were 
able to choose books to their preference.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activities 
provided by public libraries were the only activities in which many disadvantaged 
children (especially those from families lacking in skills and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participate during winter and summer vacations.  Children broadened 
their learning vision as they read and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activities, in which they 
gained more new experiences and learned more diversly in numerous theme activities.

Conclusion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effects of such programs on children involved, in hope 
of filling the research gap in this field.  The results derived from this study have 
demonstrated how public libraries fulfilled the social justice mission through 
executing afterschool programs.  These programs have brought about positive 
effects in closing the information gap and learning gap of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ultivation of reading habits, development of reading 
interests, progress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of learning vision, 
boos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tiquette acquisition, as well as improvement 
in ment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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