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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圖書館推展

「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之經驗談

以「兒童情緒圖書」為例

郭千蜜 ◎ 高雄市立圖書館三民分館主任

壹、推動「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

一、前言

處在電視、電玩和網路所構築的聲光世界中，兒童與書本的距離愈來愈遠，心靈也日益空

虛。除課業負擔的傳統考試壓力外，校園中暴力、性侵害等霸凌現象激增，不但使校園安全亮

起紅燈，更添增兒童心理上的負擔。同時，臺灣經濟環境惡化，失業率節節上升與各項民生物

質價格飛漲的情形下，讓很多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甚至衍生父母帶孩子一同走向絕境的人倫絕境的人倫境的人倫

悲劇。而社會環境及人口結構改變，造成單親、隔代教養家庭所占比率亦逐年升高，亦是造成

兒童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因此，在眾多社會問題下，兒童愈來愈不快樂，不僅影響孩子正常的

身心發展，亦使得社會潛藏了許多令人不安的隱憂。

二、兒童書目療法的意義與價值

現實生活中，成人遭遇挫折或是心理壓力的問題時，往往會用壓抑、逃避、借酒澆愁等方

式來處理。而兒童情緒問題常因年齡及表達能力不足，難以讓大人注意及瞭解其內心情緒，便

因此失去與大人分擔並獲得及時紓解的契機。在長期的心理壓抑下，易造成負面的認知、人格

異常及價值觀的扭曲，形成「性格包袱」的一部分，使兒童在未來的人生旅程裏碰到挫折不易

自我調適，產生失眠、憂鬱、畏懼等情緒困擾問題，甚至出現酗酒、自我傷害等行為。

然而，若能透過各種閱讀素材，並經由館員指導或同儕讀書會協助兒童有計畫的閱讀，

讓兒童歷經對故事內容的投入、角色認同、人物投射、淨化、領悟調適、應用等不同階段，使

其內心情緒獲得釋放，以改善其思維方法、協助兒童人格的形成及導正，進而避免情緒困擾的

惡化，並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王萬清，民88）而由於兒童利用公用圖書館的頻率極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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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內學者陳書梅教授認為若能在目前既有說故事與讀書會等兒童閱讀活動的基礎上，進一步

施行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將是圖書館創新服務與永續發展的契機。（陳書梅，民96）爰

此，本館乃在施純福館長帶領下，思考如何針對本館兒童讀者推展發展性書目療法服務，期能

提升兒童之閱讀能力並建立閱讀習慣。同時亦期能藉由多元、特定性主題的閱讀素材，讓有情

緒困擾的兒童經由與閱讀素材的互動，達到內心情緒的釋放。而無情緒困擾的兒童則可經由主

題書目閱讀，了解負面情緒形成及紓解方式，進而知己知彼，形塑健全人格。此外，由於兒童

至青少年階段是人格發展的關鍵期，讓兒童學會「以正確的方式宣洩情緒」更形重要，且「情

緒紓解」不僅適用於兒童現階段的情緒困擾，在其日後之成長過程，甚至踏入社會面臨挫折時

亦終身受用。

貳、高雄市立圖書館籌劃「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的過程

一、緣起

過去即曾有科學家預言，21世紀醫學將聚焦在人類大腦的防治疾病、增進心理健康等作用

上。2006年10月19日，本館推廣組邀請國立臺灣大學陳書梅教授擔任「高雄市立圖書館從業人

員在職進修研習課程」的講師，講授議題為「公共圖書館與書目療法服務」，在課程中，陳教

授詳述了書目療法服務之意涵、功能、基本概念等，其中陳教授更強調「圖書館為一成長有機

體，必須要與時俱進，面對後現代社會民眾精神文明貧乏，使個人情緒療癒與紓壓需求日增，

而文獻顯示，圖書資訊資源具有情緒療癒之效用，可說是人們的『心靈維他命』與『心靈藥

方』，且圖書館典藏著多元豐富的圖書資訊資源，因此，實可嘗試扮演民眾『心靈療癒所』的

角色，施行書目療法服務，提供有情緒困擾的讀者適當的閱讀素材，以協助民眾紓解負面情緒

與心理壓力」。（陳書梅，民95）同時，陳教授亦提及目前英美等各國圖書館施行書目療法服

務之現況，而臺灣目前則尚未展開系統化之大規模研究。又有鑒於2006年中國大陸全國科普日

活動展覽會，中國圖書館學會揭櫫的主題：「圖書館：現代生活的第二起居室 ── 健康閱讀 

快樂生活」，及推出由專家為讀者推薦的「常用閱讀療法處方」，宣傳「以書當藥」的理念，

使民眾瞭解「閱讀」的功能不僅是心靈的補償與治療，同時亦具有預防情緒障礙的作用。（王

波，2007）因此，本館館長與同仁們皆體認到民眾對書目療法服務之需求及施行之必要性。同

時，2006年本館藉由「行動圖書館」暨「故事媽媽列車」的活動，有機會接觸許多的兒童，並

聽取其心聲，在討論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兒童心靈上並不快樂，進而引發本館籌劃發展性兒童書

目療法服務的動機。

高雄市立圖書館推展「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之經驗談－以「兒童情緒圖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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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任務小組

2007年1月，本館在施館長的領導下，成立「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推動小組」。成員包

括本館黃錦綿秘書、採編組陳逸燦組長，左營分館黃愫姬主任、鹽埕分館陳哖主任、新興分館黃愫姬主任、鹽埕分館陳哖主任、新興分館愫姬主任、鹽埕分館陳哖主任、新興分館

劉淑芳主任、三民分館郭千蜜主任。小組成員也延攬本館長期帶領兒童讀書會及說故事非常有

經驗的志工，有王怡鳳、張玉嬋、關翠華、黃惠英、毛美遐、柯香君等共計六人，以補強本館

同仁對繪本的熟悉度及接觸兒童閱讀經驗較少的部分。小組成員共12人，由三民分館郭千蜜主

任擔任小組召集人，負責連絡、控制進度、整合等相關事宜。

三、進行先期培訓

由於「兒童書目療法服務」為十分專業之領域，成員即使具有圖書館專業背景尚對其意

涵不甚了解，何況是故事媽媽成員及一般讀者。因此本館乃於2007年2月5日至9日，於高雄市公日至9日，於高雄市公至9日，於高雄市公

教人員人力發展局辦理一場為期三日的「城市閱讀工作坊── 親子共讀種子人員培訓班」，

讓小組成員就「兒童書目療法服務」其意義、作用及未來如何進行有初步的認識與了解，以及

兒童在不同階段的身心發展過程。課程內容包含：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洪蘭教授主講「閱

讀的神經機制」，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系陳書梅副教授主講「兒童閱讀與圖書館書目療法副教授主講「兒童閱讀與圖書館書目療法主講「兒童閱讀與圖書館書目療法

服務」、「書目療法服務案例探討」及專職創作者林世仁主講「兒童讀物的選擇、欣賞與導

引」、「童話欣賞及其親子共讀上的運用」等課程。其中又以陳書梅副教授主講之主題「兒童副教授主講之主題「兒童教授主講之主題「兒童

閱讀與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及「書目療法服務案例探討」，為此次課程研習重點。參加對象

為本館同仁19人及本市國小教師共100人，除培訓小學教師及圖書館館員成為推動親子共讀的種

子尖兵之外，也為本館將來推動兒童書目療法服務進行未來之規劃及先期人力之培訓。

除此之外，「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推動小組」以讀書會為學習型組織形式，定期開會

研讀、討論書目療法相關文章，並參訪「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南部分會，了解該單位以繪本輔

導兒童的經驗及作法。

四、討論過程與共識

1.施行對象及服務層面

由於12歲以上兒童已進入青春期，其心智成熟度及心理發展起伏大，也較為複雜，特別需

要溝通、輔導及諮商技巧，尤其須以了解青少年心理發展過程及具有輔導專業背景及經驗者方

可勝任，亦較具權威性。然考量本館任務小組成員無此專業背景及能力，乃借重本館故事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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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長期與兒童接觸互動的閱讀推廣經驗，及小組主管成員熟悉書目的圖書館專業背景，決議

以6-12歲的國小兒童為施行對象，並提供相關閱讀素材予家長、學校教師及親子共讀之建議書

單。同時以不主動提供面對面的輔導，而由兒童與書本的自我互動，讓兒童達到自我領悟效果

為原則。換言之，本館決議由施行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開始。

2.決定閱讀素材

繪本常以兒童熟悉的動物為主角，具有內容活潑、角色生動、文字精簡、插圖生動有趣等

特質，除可讓兒童加深印象，同時在處理性侵害、死亡等特殊主題上，透過以動物為主角的方

式呈現，亦使敏感議題較不直接被討論，因此工作小組乃決定以兒童繪本作為主要素材來源。

3.決定名稱

考量公共圖書館讀者群的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及學習認知能力等背景之差異性及複雜

度，本館認為「書目療法」一詞較難為公共圖書館讀者所理解，因此現階段僅提供紓解情緒之

建議書單，並不涉及任何輔導及治療功能，乃以「兒童情緒圖書」一詞取代「書目療法」作為

本館統一用語，淺顯易懂且亦符合現況。

五、書單蒐集過程   

1. 書目參考來源及確認主題：

書目類別來源主要參考花蓮師院社教系林偉信教授「引導小朋友學習的25類童書」，但排

除其中與情緒紓解較無直接關係的類別，如「可以引導小朋友瞭解笑容可貴的繪本」、「可以

鼓勵小朋友自由創作的書」或「可以引導小朋友瞭解讀書真好的繪本」⋯⋯等。同時決議以

「生命課題」、「甜蜜家庭」、「情緒管理」、「同儕關係」、「挫折與調適」及「尊重與包

容」等六大主題為蒐集範圍。

其中，「生命課題」包含「勇於做自己」、「面對成長」、「面對死亡」、「瞭解生命」

四種子題。「甜蜜家庭」包含「兄弟姐妹」、「失親」、「有關爸爸形象」、「有關媽媽形

象」、「長輩」、「家庭關係」六種子題。「情緒管理」包含「紓解害怕」、「紓解脾氣」二

種子題。「同儕關係」包含「珍惜友情」、「霸凌bully」二種子題。「挫折與調適」包含「身

心失能」單一子題。「尊重與包容」包含「兩性平權」、「性問題」、「種族歧視」及「職業

平等」四子題。

高雄市立圖書館推展「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之經驗談－以「兒童情緒圖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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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情緒圖書主題類別及包含子題一覽表

2.任務分工：

小組成員12名，考量成員之背景及專長，由具圖書館學專業背景的館員，搭配推動兒童閱

讀經驗豐富的志工，以兩人一組的方式互補其背景及經驗的不足，就各組分配負責之主題類別

分組進行書目蒐集工作。

3. 書目內容格式：

每一本情緒圖書介紹項目包括：書名、分類號、作者、圖畫者、情緒類別、故事內容介紹

及功用，同時註明分類號便於讀者借閱或預約，詳細如下所示。

情緒主題  子　　　題

生命課題（共210本） 勇於做自己（97本）、面對成長（43本）、面對死亡（45
本）、瞭解生命（25本）

甜蜜家庭（138本）
兄弟姐妹（20本）、失親（21本）、有關爸爸形象（29
本）、有關媽媽形象（48本）、長輩（10本）、家庭關係
（10本）

情緒管理（66本） 紓解害怕（40本）、紓解脾氣（26本）

同儕關係（95本） 珍惜友情（89本）、霸凌（bully）（6本）

挫折與調適（24本） 身心失能（24本）

尊重與包容（25本） 兩性平權（2本）、性問題（4本）、種族歧視（4本）、 職
業平等（15本）

其他（176本） 解決問題（41本）、生活習慣（25本） 感恩惜福（5本）、
分享（10本）

書名：大象男孩 機器女孩　　　分類號：J 859.6/4704

作者：郝廣才   圖畫者： 田中伸介

情緒類別：挫折與調適

故事內容 介紹：

如果一顆星星代表一個生命，每個生命的光都不同，不同的光交織燦爛的天空。但有些

星星會陷入冰冷的雲坑，平常的光穿不過烏雲層層，為了發出更強的光，他們會比別人

痛⋯⋯。」 這是《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繪本的開場。為了發光，忍受旁人不能忍之

苦，如同大象男孩祥祥與機器女孩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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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兒童情緒圖書」推廣

一、故事媽媽到小學說故事

 結合本館故事媽媽的人力，利用小學晨光時間與學童分享，介紹情緒圖書的故事內容。

二、至各機構辦理推廣活動

利用故事媽媽對繪本的熟悉度及生動的肢體語言，在醫院、早療中心、啟智學校、育幼院

等地方，以生命教育繪本為主題，結合戲劇方式傳達生命教育的意涵。

三、結合媒體的傳播力量

本市故事媽媽與電視臺合作製播節目，在高雄電臺主動開播「故事媽媽」節目，週一、週

二晚上8:00-9:00「幸福圖書館」單元及慶聯港都電視臺週一晚上9:00「e寶說故事」單元，由本館

故事媽媽說故事，透過媒體的力量，加深兒童情緒圖書推廣的層面。

四、透過高雄市立圖書館全球資訊網站行銷

相關書單在本館網站首頁「館藏查詢」──「兒童心靈維他命」單元，可查詢各主題書單

及內容介紹。

肆、管理方式

為便於讀者辨識及館方典藏管理，將兒童情緒系列圖書以不同顏色之標籤，貼於書籍索書

號上方固定位置，並於標籤上註明主題名稱。以紅色、綠色、橘色、咖啡色、粉紅色、藍色分

別代表「生命課題」、「甜蜜家庭」、「情緒管理」、「同儕關係」、「挫折與調適」、「尊

重與包容」。同時於本館三民分館一樓兒童室設置「兒童情緒圖書」專櫃並提供外借服務。

功用：

透過圖像讓孩子體會特殊生命，讓孩童學習同理心，並儲存克服未來困難的能量，這是

一本非常適合親子共讀的書。

高雄市立圖書館推展「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之經驗談－以「兒童情緒圖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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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館為公共圖書館，服務對象所涉及年齡層極為複雜。因此，考量本館人力與操作之單純

性，目前本館發展性書目療法服務施行的對象僅及於兒童，亦僅提供分類主題書單，且為由志

工進行導讀或兒童自主閱讀之施行模式，與理想的書目療法服務尚有一段距離。雖然目前未臻

完美，但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也是本館試圖在推展兒童閱讀之餘的一項新嘗試，在規劃發展

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期間，館員及志工雖然耗費相當多的時間、人力，但皆感到受益良多。尤

其，在今日媒體上頻傳有關霸凌、暴力、性侵害及校園犯罪事件的新聞，校園安全亮起紅燈，

兒童快樂指數降低，同時也突顯出兒童的情緒問題需要大家的關注、重視與紓導。除了政府應

以提升人民幸福感為施政主軸，並研擬相關配合措施外，公共圖書館在此關鍵時刻，應更積極

的介入，以圖書資訊資源為媒介，結合相關專業，發揮功能性閱讀，以協助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快樂、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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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館推展「發展性兒童書目療法服務」，承蒙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陳書梅副教授詳副教授詳教授詳

細指導，並對本文熱心斧正，特此致上本館最深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