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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國際化需求，暖暖國小自 110 學年度開始轉

為雙語學校，不只是課堂上學習聽、說、讀、寫，校方還

將英語落實到孩子們的日常生活中。「暖書窩」的開幕式

就結合了雙語教學，由校方挑選數名學生，讓他們以雙語

為來賓介紹共讀站的空間與藏書，透過各種舞台讓孩子展

現平日所學。

老社區顯溫情  集眾人之力改造圖書館

暖暖國小有機會將舊圖書館改造為社區共讀站，校

長彭雪峰說道：「各地國高中與小學校園裡，有些學校圖

書館已老舊，但縣市政府經費有限，一次要幫忙這麼多學

校翻修有困難，剛好教育部有『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

可以補助各級學校一些費用，我們便提出申請。」

由於暖暖是個老社區，鄰里間關係密切，家長也非

常樂於走進學校。暖暖國小有 190 名學生，但志工媽媽

卻有10多位，比例非常高，因此校方也樂意與地方結合，

提供一個柔性的親子藝文空間，讓閱讀能夠走進社區。

對於未來共讀站的面貌，大家有許多期望，「圖書

館改造採參與式設計，我們先帶老師、志工到別的學校

參觀，之後大家再坐下來討論感想與需求，如今的『暖書

窩』是大家集思廣益的成果。」彭雪峰說明。

寬敞明亮是眾人一致的心願，同時必須有更多位置

可以坐下來。雖說是社區共讀站，但平常使用還是以師生

為主，所以在空間的感覺上希望納入童趣、活潑的元素。

善用舊資源  山林風光館內重現

經由招標評選，學校找到設計師林秉濂，雙方經過多

次會議，溝通討論共讀站空間應如何調整。在充分了解使

用者需求後，設計師提出建議，如對調圖書館和會議室的

位置，所以現在圖書館比以前寬敞許多，面積大約是 2間

教室，而會議室則變為一間教室大小。

暖暖國小的社區共讀站位於暖德樓3樓，入口取山水

樹木為意象，給人一種「即將進入一個閱讀環境」的感覺。

彭雪峰說：「閱讀的前提是讓心沉靜下來，安安靜靜把一本

書從頭看到尾，這樣才能真正吸收到書本的內涵與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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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隆共有5所小學歷史超過百年，暖暖國小為其中之一。由

於地處基隆河的內河航運終點站，早在清代，暖暖便是貨

物集散中心，商旅繁榮、人口稠密，學校前的暖暖街即為當地最

早發展的街衢。創校 120 餘年來，暖暖國小作育英才無數，培育出

的傑出校友包括北管戲曲界大師周勉女士、藝人許效舜、oppo 手

機臺灣區總經理施晃嘉以及前悠遊卡董座周鄭福等人。

基隆暖暖地區屬於多丘陵山地，高濕環境孕育出蓊鬱森林，也造就境內的暖暖國

小綠意環繞。學校的社區共讀站「暖書窩」於 2021 年 4月揭牌啟用，嶄新的閱讀

空間寬敞明亮，設計融合周邊環境特色，風格清新有朝氣，深受親子歡迎。

暖暖國小「暖書窩」

童趣森林中的知識庫

撰文╱蔡蜜綺　攝影╱陳家偉

以「悅」讀引領孩子展翅高飛

「暖書窩」的暖色調與

學校周邊的豐富山林資

源相呼應。

彭雪峰召集老師與志工，

共同討論圖書館改造計

畫。

共讀站入口以山水樹木

為意象，引領大家進入

舒適的閱讀環境。

寬敞明亮是眾人對於「暖

書窩」的共同期待。

館內善用資源，將舊書

櫃鑲回牆上，增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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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困難點是，氣候與建築物老

舊，基隆本來就多雨，暖暖在山區尤其潮濕。

由於共讀站是以舊建築翻修，壁癌、滲水成

了我們難以克服的問題，就算設計師和團隊

很認真處理，但漆面不易保存是一定的，時

常要刨除重新油漆，保養上確實比較費心。」

共讀站完工後，每個人都對成果讚譽有

加。為了幫共讀站命名，學校邀請志工媽媽

集結想法，志工們也很踴躍熱情，自己先初

選8個名字，再交由學校讓全體教職員投票，

最後結果以「暖書窩」勝出。

「我們選出來的名字既溫馨又能配合學

校特色，『暖』取自於地名，也是校名；『書』

是清楚點明空間的用途；『窩』則相比常見

的『館』、『室』，更有家一般的感覺，容

易吸引小朋友進來，打開一本書享受閱讀的

快樂。」彭雪峰笑著說道。

現在只要共讀站開放，總可以看見孩

子們或坐或趴、聚精會神地看書，許多家長

也把時間騰出來陪伴共讀。「社區共讀站的

主要任務是閱讀教育，對象不只孩子還有成

人，把環境整理好、充實藏書量、配置舒適

的設施，大家走進來的意願自然會變高。」

兼顧社區需求  打造全方位共讀站  

其實，不只暖暖國小，當地區公所也有

附設圖書館，但是空間與藏書不足以應付居

民所需，多數家長還是希望有個場所可以和

孩子一起共讀。

對此，彭雪峰表示：「我們畢竟是學校，

藏書方向自然以孩子學習為主軸，我們的藏

書很多是給孩子閱讀的童書、繪本、橋梁書，

以及提供老師教學研究的書籍，其他也有散

文、小說、文史類，館藏的多樣性能兼顧大、

小朋友所需，很適合親子共讀，加深彼此互

動與親密感。」

除了靜態的閱讀，學校也多方面運用

「暖書窩」，擴展其功能性。像會議室可化

身活動、講座空間，校方的科技創客課程即

在此進行教學，老師以積木啟動小朋友天馬

室內空間採暖色調，風格呼應學校周

邊豐富的山林資源，像是將柱子化身成一棵

棵大樹，以及表達自然生態的蜂巢書架；天

花板還掛有繽紛的氣球燈，整體用色亮麗活

潑，鮮黃、嫩綠與寶藍等色彩將共讀站妝點

得像是一座生氣盎然的小森林。

此次改造，也善用館內原有設備而非打

掉重練，許多舊書櫃被保留下來，在重新整

理、修繕後嵌上牆面，就連會議室的臺灣原

住民族解說板也是舊教材。經過設計師巧手

規劃，共讀站新舊共融的樣貌不僅毫無違和

感，學校還因此省下不少經費。

因地制宜  溫暖如家的閱讀空間   

然而，初步規劃再詳盡，實際施工還是

碰到不少問題。例如，櫃台原本的設計是擺

在會議室與圖書館中間，方便管理時兩邊都

能兼顧，但後來因為建築結構的問題，不得

以只好挪到圖書館這邊。

行空的想像力，彭雪峰笑說：「或許我們能

培養出第二個賈伯斯也說不定。」

由於疫情影響，學校遲至 2020 年 11

月下旬才舉辦第一場活動，請來臺大森林系

畢業講師以「繪自然」為主題，帶領學生和

家長在校園進行植物觀察，並鼓勵大家以畫

筆把觀察結果記錄下來。

這次活動人人反應熱烈，未來學校也將

朝著每學期舉辦 2場活動的目標，以回饋鄉

里。此外，學校還建立圖書借閱系統，小朋

友可自行借書、還書，除了減輕志工媽媽的

負擔外，也可以培養孩子處理事情的能力。

「暖書窩」功能多元，可成為舉辦活動、講座的空間。

學生可在館內完成自然活動作業。

暖暖國小請講師帶領學生和家長在校園進行植物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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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Pearl

喜歡閱讀的小 Pearl 就讀暖暖國小六年級，

她原本就是舊圖書館常客，新的共讀站竣

工後，她看書的時間更多了。小 Pearl 覺得

新環境明亮衛生，書籍分類系

統很清楚，更好找書，書架標

示牌顏色豐富，還有可愛的插

畫，這些改變她都很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