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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身教式持續安靜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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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成為圖書館的情境 

    上課鐘響後，教室變成了圖書館，小朋友到班級書櫃挑選幾本喜歡的書，然後快速地回到

自己座位上，翻開其中一本書閱讀。老師在教室的前面（小朋友最容易看得到的位置），坐在

高椅子上，與全班小朋友一起閱讀。 

    在這段閱讀的時間裡，教室像圖書館一樣，所有的人包括老師在內，都坐在座位上且有一

本自己喜歡的書在手中。教室必須維持安靜無聲，不能交談。即使老師不得不跟個別小朋友說

話，也必須降低音量，只能小小聲地，讓對方聽到就好，絕對不能太大聲讓全班都聽到，以免

干擾閱讀進行。 

    老師身體力行，安靜地閱讀自己想看的一本書，無疑告訴學生：「我是閱讀者，你也是閱

讀者。我正在讀我想看的書，你也在讀你想看的書。大家都像在圖書館裡：各自專心看自己的

書，不打擾別人。」如果這樣，教室很快就會建立起圖書館的情境。 

    就像圖書館是看書的地方一樣，當教室裡全班都在安靜閱讀的時候，可能偶爾有一位學生

的眼睛離開書本，四處張望，但當他看到周遭的同學都在看書，教室前方的老師也在看書，沒

有人理睬他，他也就只能低下頭來，繼續看手中的書，或是換另一本書來看。這種全班進入安

靜閱讀的氛圍，無形中建立了大家都要閱讀的規範。 

    學生能維持安靜閱讀的時間，一開始大概只有十分鐘，甚至更短，然後視學生的閱讀情況，

循序漸進地把時間增加到十五分鐘、二十分鐘，甚至到三十分鐘。學生慢慢就有一段安靜、不

中斷、持續閱讀的完整時間。 

    以上就是在教室進行的「身教式持續安靜閱讀」（簡稱教室 MSSR）的情境。 

    每天在學校進行「教室 MSSR」，在家也進行「家庭 MSSR」，小朋友每天就有一段安靜閱

讀的時間。除了建立紮實的語文學習基礎外，MSSR 的長遠目標是培養終身閱讀者。 

    與家庭 MSSR 一樣，教室 MSSR 的重點如同「身教式持續安靜閱讀」的名字：身教、持

續、安靜！重點雖然一樣，但教室與家庭的時、空、人都不同，進行教室 MSSR 時就有不同

的考量，但亦有相互配合的地方。 

    接下來即對推行教室 MSSR 的八大成功要素作更詳細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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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要素一：老師的身教──以身作則的力量 

    身教示範是教室 MSSR 成功的第一要素：老師必須停止手邊的動作（如改作業），不說話，

挑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安靜地與學生一起閱讀。小朋友會模仿老師的行為，他們在意老師的一

舉一動，老師就是小朋友學習的榜樣。老師安靜地看書，小朋友很自然地也想要拿起一本書，

像老師一樣地看書。此外，還要注意兩點： 

1. 老師要有一本自己想看的書在手上 

    如果老師手上的書，不是自己想看的，就不會全神貫注，小朋友一定會看出老師只是在「表

演」看書，也會依樣畫葫蘆地模仿起來，用敷衍了事的方式渡過 MSSR 的時間，而無法領會

及感受到專注閱讀的樂趣。 

2. 老師要坐在讓全班都可以看見的位置，最好是坐在高椅子上 

    如果老師坐在全班都可以看見的位置，特別是坐在高椅子上，那麼老師的一舉一動，小朋

友都可以清楚看見，不需要老師多加解釋，就可以明白在 MSSR 的時間裡需要做什麼、怎麼

做。清楚看到老師是怎樣地讀一本書，便是最明確的身教示範，不需要用太多的言語，也不需

要到小朋友身邊指導。 

成功要素二：建立安靜閱讀的環境 

    Nancie Atwell「閱讀區域」(reading zone)的概念，是指當一個人完全專注投入在書本的世

界裡，渾然忘我，就好像時間都靜止了一樣。周圍也會跟著專注的氣氛而顯得安靜，一旦進入

到閱讀區域中，整個人也會顯得平靜、放鬆。那要如何幫助小朋友進入閱讀區域呢？ 

1. 教室必須保持安靜 

    如同我們一直強調需要一個舒適、安靜的環境，小朋友才容易靜下心來，專心投入閱讀。

早上在 MSSR 進行前，先請小朋友收拾桌面，讓桌面沒有其他會讓人分心的東西，然後老師

可以在教室門口掛上「請勿打擾」的牌子，告知相關的人，在這段時間內，不接電話也不接待

訪客，盡量不要打擾到 MSSR 活動的進行。如果是全校推行 MSSR，請校方在這段時間內，不

要有校內廣播，也務必將打掃工作、體育競賽或是語文競賽排開，讓這段時間內，都沒有人會

任意走動或是從事閱讀以外的事情。只有低干擾的環境才可以閱讀。 

2. 老師停止手邊的活動，不說話，不大聲宣布事情 

    老師停止手邊的活動，不說話、不大聲宣布事情，表示班上在這段時間裡，不會有任何動

作或指令需要去執行，小朋友也就不需要走動或是說話，這樣便沒有秩序問題，能夠使班上很

快地安靜下來進入閱讀區域。如果老師需要說話，也得輕聲細語，音量不可以大到讓全班聽見，

以免打斷和干擾學生的專注閱讀。小朋友通常在教室內都會習慣性地豎起耳朵聽老師在講什

麼、要宣布什麼事情，所以，在 MSSR 的時間裡，老師不可以說話，要保持安靜，這也是老

師展示身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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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朋友一次可以同時拿兩本書 

    小朋友有時候選書會吵鬧、不能儘早入座閱讀；有時候不喜歡正在讀的書，會起身去換另

一本書，在教室中走動、干擾別人，也中斷了自己的閱讀。為避免這些情形發生，小朋友可以

一次拿兩本書回座。 

    當教室形成一種安靜閱讀的氛圍，小朋友就能持續專注投入在書本上，很快進入閱讀區域。 

成功要素三：持續閱讀──每天進行 MSSR，建立閱讀習慣 

    「持續閱讀」有兩層意思：一層是指在安靜閱讀的時間裡，不會受干擾、不會被中斷，學

生有一段持續的安靜時間，閱讀他喜歡的書；另一層是指建立閱讀習慣，需要每天都閱讀，只

要上學，就會進行教室 MSSR。 

    終身學習者，基本上，就是終身閱讀者。所以，培養終身學習者，就得先培養終身閱讀者；

培養終身閱讀者，就要把閱讀培養成習慣，並且從小開始。然而，習慣的養成，不是一次、兩

次就能夠建立的，也不是一個禮拜安排一天，或是安排一次較長時間的 MSSR 活動就能夠成

功。習慣的建立需要每天持之以恆、持續不斷的進行，這樣才會自然而然地建立起閱讀的習慣。

所謂培養好習慣貴於恆，就是這個意思。MSSR 必須天天做，持續做，只要上學，就要做。 

    教室 MSSR 的時間安排，可以有以下方式： 

1. 安排在每天早自習或第一堂課 

    「一日之計在於晨」，在所有的課程活動都還沒有開始之前，進行 MSSR，就像是開始正

式課程前的大腦暖身活動，慢慢喚醒仍在睡眠狀態的大腦，準備開始一天的學習，這樣的大腦

暖身活動，可以讓小朋友更專注在書本上。不過對於低年級的小朋友，依然需要老師幫忙提醒

收拾桌面的東西，或是完成其他事情，像是抄寫聯絡簿、吃早餐等等，以便加速 MSSR 的進

行。 

2. 安排在每天最後一堂課 

    最後一堂課的時間，小朋友心情較為輕鬆，也會比較喜歡讀些跟學校課本不一樣的東西。

而且把 MSSR 的時間安排在放學前最後一節課進行，就算只有十分鐘的 MSSR，學生回家後，

也會很自然地再拿起那本在學校還沒有讀完的書，繼續讀下去；同時，也比較容易吸引小朋友

將還沒有讀完的書借回家繼續閱讀，或是帶回家跟爸爸媽媽一起閱讀。 

3. 安排在每堂課的前五分鐘或十分鐘 

    不管什麼科目，如果老師在每一堂課的前五鐘或十分鐘進行 MSSR，學生很快就會把在課

堂間休息玩耍的心情沈澱下來，提升注意力，專心於這一堂課的內容。 

    所以，MSSR 每天可以不只做一次。如果分幾次做，除了在早上做一次長時間的 MSSR，

還能在其他時間做幾次短時間的 M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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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要素四：尊重自主閱讀──培養終身學習者的基礎 

    終身學習者一定會視閱讀為個人興趣。事實上，所有學習都需要主動、自動自發，閱讀尤

其是這樣。我們都知道，閱讀是個人自己閱讀，然後將書中的內容理解、消化、吸收、並轉化

為自己的知識。愛閱讀的人，為了內心真正喜愛閱讀而閱讀，並非因為外在的規範或要求而閱

讀，也因此自然而然地將所讀所吸收的知識消化。 

    教室 MSSR 是自主學習的典型，也是明日教室學習模式的典型，跟平常老師在台上講，

學生坐在台下聽的被動接收知識不同。MSSR 的閱讀讓小朋友能自由選書，也不要求他們一定

要把書從頭看到尾，若是小朋友挑到不喜歡的書，隨時可以停下來再換一本新的。一本書要快

速的瀏覽或是仔細地一看再看，小朋友都可以自己決定。要看什麼類型、簡單或是艱澀的書，

也可以自己決定。所以在透過持續閱讀去培養學生閱讀習慣的過程當中，就像進行家庭 MSSR

一樣，一定要尊重學生獨立自主閱讀的十大權利。學生的興趣像幼苗，容易折斷，要小心翼翼

保護。 

成功要素五：建立班級圖書庫──每班有一個書櫃 

    實務上，建立班級圖書庫是推行 MSSR 的必要條件，也是第一要務。不是圖書館不好，

而是 MSSR 重視在教室內有書，學生隨時可以拿書看，因此每班都應該有一個書櫃，且書籍

的數量要足夠，也就是說，要有很多很好的書，而且這些書都是老師特地挑選、適合小朋友閱

讀的類型，如繪本、文學、科幻、推理、歷史傳記、自然科學等等一應俱全，書籍也會不定期

的更新及補充。如此一來，就不會出現小朋友沒有自己喜歡看的書的問題。 

1. 書籍的可能來源──先由學校圖書館支援 

    一個早上，每位學生拿兩本書看，假如班上有三十位學生，班級書櫃（至少一個）裡就要

有六十本書，要讓學生有更多選擇，最好有更多書。為提供學生的多選擇性，書籍來源基本上

先由學校圖書館支援，之後再加入家長的支援。 

    推行教室 MSSR，一開始的時候，可以由一個年級先實行，如果這個年級有六個班，學校

圖書館就先準備給每個班級不同的書。每學期各班的書再與別的班級交換五次，如此一來，學

生的選擇性就更多了。當然，學校圖書館也要從中央圖書館的管理轉向分散式班級圖書庫的管

理。此外，建議最好第一年由一年級開始，第二年加上兩個年級：二年級和三年級；原來的一

年級升上二年級，很自然會繼續教室 MSSR，真正加上的，是三年級。第三年，因為經驗多了，

可以再加上四、五、六年級。經過三年，學校就能夠完成全面推行。  

2. 書籍的可能來源──向家長募捐 

    教室 MSSR 需要大量和多元的書籍，學校圖書館是無法長期供應的。如果希望學生能夠

把書從班級圖書庫借回家看，便有毀損或遺失的一些風險，所以根本的方法是要自力更新：向

家長募捐圖書。因此，家長對於 MSSR 的推行十分重要。除了鼓吹家長在家實行家庭 MSSR

外，還要向他們募捐圖書，告訴家長，募捐圖書是一種互助：「別人的孩子看你捐贈的圖書，



5 

你的孩子也看別的家長捐贈的圖書，所有孩子才能看更多的書。」事實上，如果家長推行家庭

MSSR，家中也需要大量的圖書，其中一個重要書籍來源，可能就是自己小孩的班級圖書庫。

所以，推行家庭 MSSR 的家長，會更願意捐贈圖書。從某個意義來看，班級圖書庫變成了不

同家庭的圖書交換中心。無論如何，向家長募捐圖書，一年一年累積起來的數量將十分可觀。

至於向家長募捐圖書的說帖，以及跟家長提醒小孩借書回家後，要記得帶回學校還書的信函，

可參考中平國小老師們撰寫的例子。 

3. 視學生家裡的書為來源──學生有自己專屬的書及閱讀書袋 

    鼓勵小朋友從家裡帶書來學校閱讀，如果家裡實行 MSSR，小朋友會喜歡這樣做。家長可

以在平時多留意小朋友的閱讀喜好，幫忙挑選幾本孩子喜歡的好書帶到學校。如果是小朋友自

己購買的書，請他寫上自己的名字，告訴孩子：「這是你的書，你是書的小主人，請照顧好自

己的書。你可以借給同學閱讀，但放學前要拿回來，帶回家。」一方面讓孩子對於書本產生認

同和專屬感；另一方面讓孩子可以與人分享書本。 

    為了方便管理孩子在學校和家中帶來帶去的書籍，爸媽可以準備一個輕便閱讀書袋，在每

天上學的時候，幫忙將孩子今天要閱讀的書籍，裝進閱讀書袋，再放進書包裡。孩子會感受到

爸媽對於閱讀這件事的重視程度，也就會跟著重視閱讀這件事了。 

4. 不斷更新與補充書籍 

    不管是由學校或是由家長，更新及補充班級圖書庫書籍是一個持續不斷的過程，一方面是

為了確保有足夠高素質的書本可以借閱，而且新的書總是對班上帶來一點新刺激以及話題；另

一方面是了解最新出版圖書訊息和小朋友對圖書的口味。例如，老師參考借閱紀錄，知道小朋

友喜歡的書籍類型。如果班上的小朋友出現搶借某本書的情況，那就是一本受歡迎的書，可以

考慮在下一輪增購書籍，或向家長募捐書籍的時候，推薦該書。有些受歡迎的書，差不多是每

位學生必看的書，一個班同時需要有兩、三本放在書櫃中。 

5. 班級圖書庫管理──容易、簡單 

    建立好班級圖書庫之後，就要管理。為了讓小朋友覺得選到一本自己想看的書很容易，是

一點都不麻煩的事，然後產生看完還會想要繼續去拿書來看的動力，MSSR 的書籍借閱管理就

必須容易、簡單。例如，書籍的擺置要分類而且容易拿取，不可以太高，也不可以好幾本疊放，

或是放在需要一直翻動找書的位置。最好是擺放在教室的一旁，用矮櫃分門別類的直立放置整

齊，讓小朋友一眼就可以清楚看到書目，很容易知道他想找的書放在哪，容易拿取也很容易歸

還。這樣也會縮短選書的時間，讓小朋友可以迅速入座閱讀。此外，書籍的借還登記要簡單。

書籍的登記主要是為了記錄小朋友的借閱狀況，讓老師在購書及推薦小朋友閱讀書籍的時候，

能夠有所依據。越簡單的流程，越容易吸引小朋友拿取書籍閱讀。 

成功要素六：大聲朗讀推薦書本 

    我們尊重學生選擇書籍的自由，學生自然會選擇自己喜歡看的書，但喜歡看的書不等於最

好的書，而且一位學生喜歡看的書，很可能屬於同一類型，久而久之，會出現「閱讀偏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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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可是老師又不能指定書本要求學生看，以免破壞學生的興趣，那怎麼辦呢？老師需要懂

得技巧地推薦書本給學生。 

    在進行教室 MSSR 時，小朋友會好奇老師現在是讀哪一本書？為什麼老師會喜歡讀這本

書？老師推薦書本自然會吸引小朋友對該書產生興趣。另外，大聲朗讀的神奇效果，《朗讀手

冊：大聲為孩子讀書吧！》(The Read Aloud Handbook) 已經告訴我們，可以在課堂中大聲朗

讀，學生會喜歡聽。建議老師採用類似我的研究助理和我太太試用過的一個方法，在課堂中利

用三分鐘去推薦一本書：首先導讀，對整本書的內容、背景和作者作一個簡單介紹，接下來朗

讀書中已選定好的一至兩段情節，之後問一個問題（即賣一個關子），而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

看這本書才能找到。這樣就能增加小朋友對這本書的印象，增加閱讀這本書的興趣。 

 

    老師在課堂上大聲朗讀一本書，抑揚頓挫的聲調可以引導小朋友想像故事的發展情節，增

加書籍的吸引力；也可以邀請看過這本書的小朋友大聲朗讀。小朋友通常會很注意同儕的動

作，所以會專注聽同學朗讀的內容。聲音不夠大的小朋友，可以用麥克風輔助。 

    老師或同學推薦書本，能製造全班共同的話題，吸引小朋友閱讀這本書。一旦達到這種吸

引力，小朋友會想要知道書裡面寫些什麼，在教室 MSSR 時間，選擇這本書的機會就大幅提

升。在閱讀的過程中，因為別人介紹過這本書，也已經大聲朗讀過部分內容，因此對故事有印

象，即使有些不認識、看不懂的生字，也不會妨礙閱讀的進行。此外，老師藉著推薦書籍的機

會，介紹不同類型的好書，吸引小朋友去翻閱以前都沒有接觸過的類型，以增加閱讀的廣度──

大量而廣泛的閱讀各類型的書──減少「閱讀偏食」的情況。 

成功要素七：延續閱讀的活動 

    要讓小朋友能夠持續對閱讀保持熱情與興趣，我們需要設計一些後續活動。這些活動通常

是比較具有互動性的，老師可以鼓勵小朋友分享自己讀過的書，透過同儕模仿激發學生的閱讀

動機，老師需要針對小朋友的閱讀狀況來規劃活動，透過不同的形式進行分享，例如：安排學

生進行書摘分享(book talk)，或是讓小朋友扮演主播，透過麥克風，「放送」、介紹自己喜愛的

書籍，或是以畫圖作為閱讀紀錄分享心得，這些都可以引發小朋友進一步閱讀的興趣。 

    小朋友在嘗試表達與分享的過程中，會不斷思考並統整他們讀過的東西，透過書本分享的

方式加深小朋友對於閱讀內容的印象，同時維持他們對閱讀的熱忱。最後，還是再提醒一次，

這些後續活動不能包含任何讓小朋友認為是在盡義務的方式。 

成功要素八：學校行政團隊的示範 

    全校推動教室 MSSR，可以面與點並進，面是對所有老師理念的宣導，點是一個班或一個

年級進行實踐、調整、擴大。 

    一開始推動時，正如老師在班上是學生閱讀的榜樣，對學校來說，由校長作為榜樣，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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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學校的行政團隊，丟下手中所有行政工作進行晨讀，是最有效的方式。剛好有一本書是《晨

讀十分鐘》，裡面提供許多理由解釋全校一起晨讀的重要性，可以先閱讀這本書，以及其他有

關 MSSR 的書籍。 

    如果學校把閱讀看為所有學習的基礎，把培養閱讀習慣看為培養終身學習（包括老師自

己），校長就有責任把享受閱讀、培養閱讀習慣、大量閱讀，這些有關閱讀的事情，塑造成學

校的文化。當然，校長不只是文化的塑造者，他以身作則的示範，更是文化的重要部分。 

明日書店 

明日書店是一個具有遊戲特性的閱讀後續活動。在明日書店裡，每位學生都是自己閱讀的

經營者，學生將自己讀過的書籍介紹給其他同學。在推薦的過程中，學生重新結構書本，發掘

裡面引人入勝的內容，逐漸從一位讀者轉變成一位說書人，透過轉變立場的閱讀，由單向的資

訊接受者，轉為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資訊提供者。透過彼此推薦書籍的過程，學生的表達能力與

閱讀興趣都將獲得提升。明日書店的理念就是希望學生能夠培養廣泛的閱讀興趣，並且在大量

閱讀之後，能夠透過書籍的推薦與分享，培養批判性思考，將所學的知識轉變成有意義的資訊。 

明日書店將書籍推薦活動轉變成趣味的經營遊戲，學生在明日書店裡扮演一名書店店長，

擁有自己的書店，而學生閱讀過的書籍都將一一陳列在書店的書架上，學生可以透過三種不同

推薦方式（錄音、畫圖、文字），向其他同學推銷（推薦）這些書籍，吸引其他同學前來訂購

（借閱）這本書，當其他同學接受推薦，訂購了書店裡的書，並且前往班級圖書庫借閱這本書，

學生的書店就賣出了一本書，並且賺到葵幣。在明日書店裡，學生可以透過不斷閱讀與推薦來

擴大自己書店的規模，並將賺來的葵幣，用於書店布置。經營遊戲能夠增強學生對於閱讀的擁

有感與成就感，驅使學生不斷投入於推薦活動中。 

為了更進一步了解明日書店，下面將介紹明日書店主要的三個功能。 

1. 明日書店呈現學生的閱讀歷程 

  學生使用電腦登記每天的閱讀狀況──學生閱讀歷程記錄，是明日書店重要的基礎資訊。

學生讀過哪些書？比較喜歡看哪類的書籍？是不是有閱讀偏食？老師都可以從電腦，透過分析

學生的歷程記錄來了解。除此之外，明日書店進一步將部分的歷程資料開放，供學生查閱，讓

學生可以回顧自己讀過了哪些書？哪一類的書籍還沒有嘗試過？或是觀察他的同學都讀些什

麼？明日書店可以幫助學生檢視自己的閱讀狀況。 

  另外，閱讀歷程可以讓學生對於自己每日的閱讀產生擁有感，激勵學生持續的閱讀。這些

歷程也能夠讓學生發現自己有沒有閱讀偏食，明日書店除了幫助學生察覺到這些狀況，同時也

進一步透過遊戲規則，鼓勵學生閱讀一些他們不愛讀或是很少碰的書籍。學生能夠透過明日書

店了解其他學生的閱讀狀況，哪些書是最受歡迎？誰和我一樣都讀了這些書？誰讀的書是最多

的？當所有人的歷程都呈現在大家面前時，一種無形的比較氛圍將產生，學生閱讀的熱忱會被

鼓舞，並且帶動閱讀的風氣。 

2. 明日書店是一個推薦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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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在讀完一本書之後，都會產生一些看法或想法，明日書店提供了一個表演的舞台，

學生可以在上面分享自己的讀後感想，延續閱讀的熱情，而這些分享內容，能夠進一步吸引那

些還沒讀過該書籍的學生前來閱讀。 

明日書店除了提供「心得分享的平台」外，也提供了一個「推薦的舞台」。推薦不同於分

享，學生不只是表達自己的感想，而是要更進一步去介紹一本書，成為一名說書人，對這本書

品頭論足。學生需要重新結構所讀到的內容，並且做出具有批判性的介紹，說服其他學生接受，

以達到推薦的目的。明日書店希望透過推薦活動，引導學生在閱讀的過程中，學習與書本的作

者進行批判性的互動，並且讓學生能夠學習如何以一種客觀的態度來詮釋自己的看法。 

學生在明日書店裡，可以透過三種方式推薦書籍。第一種方式是透過錄音。學生面對電腦

以口說方式進行錄音，錄下自己推薦這本書的主要原因、對於書本的看法等等，或是直接朗讀

書本裡有趣的一段文章，讓其他同學聽完之後會想要去借這本書；學生可以反覆進行錄音，直

到他們覺得滿意為止。 

第二種推薦方式是透過畫圖。學生可以畫出書裡面的故事內容或是有趣的地方，來引起其

他學生的閱讀興趣。上述兩種推薦方式，都是以小朋友的本能──說話與塗鴉，作為考量，學

生不需要經過特別訓練，就可以使用這兩種推薦方式。 

而最後一種方式──文字推薦，則需要事前的訓練。學生需要具有基本的打字能力才可以

進行，使用文字推薦，是最能夠發揮上述推薦書籍好處的方式，學生可以透過文字精確地表達

自己的看法。而透過文字推薦書籍，其實就是一種學習寫作的開始。 

3. 明日書店是悅趣化的自主學習 

在明日書店進行閱讀推薦是一種自主學習，學生透過閱讀，從書本上學習到大量的知識；

透過推薦書籍，不斷重新整理並歸納這些新的知識，學生掌握自己的學習速度，不斷成長茁壯。

明日書店也是一個具有經營遊戲特性的自主學習方式。學生在書店裡面扮演一名店長，擁有自

己的一間書店，可以上架自己讀過的書來販售，唯有用心去了解所販賣的書籍，當顧客上門時，

才能推銷（推薦）給客人，成功賣出書本。 

  書店以經營書店為隱喻，鼓勵學生向其他學生推薦書籍。當學生成功推薦一本書給其他同

學，即被推薦的同學到班級圖書庫借這本書來讀，這位推薦書的學生就成功賣出一本書，賺得

的葵幣可用來擴建自己的書店，讓書店可以同時販售更多的書，賺更多錢；也可以購買裝飾品

來佈置書店，使書店與眾不同。 

  學生在書店訂購書籍是不需任何費用的，只有販售書籍的書店會賺到葵幣，因此學生之間

可以彼此推銷，相互賺取葵幣。此外，透過遊戲中個別書店的樣貌，能夠反映出學生對於閱讀

推薦的努力，也可以很容易察覺到學生彼此書店之間的差異，引起比較的心態，進而更加投入

於閱讀與推薦的活動。明日書店便是透過這種經營遊戲的方式，達到鼓勵閱讀、鼓勵推薦、深

化閱讀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