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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閱讀新樂園—臺灣公共圖書館推動兒童閱讀之現況

公共圖書館兒童服務主要目的就是引導兒

童閱讀及利用其他媒體來增廣兒童的知

識領域，滿足兒童的好奇心並培養兒童能獨

立思考的能力。因此為提供兒童閱讀機會滿

足其閱讀需求，公共圖書館精心設計各種

動、靜態活動，來落實圖書館利用教育。

兒童閱讀活動

公共圖書館推動兒童閱讀活動多以說故事

及辦理兒童讀書會等型式實施，今以國立臺

中圖書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主，介紹其活

動推展現況。

一、說故事活動

說故事是最能吸引兒童（尤其是幼兒）的

活動，藉著說故事使兒童對文學及閱讀產生

興趣，並強化幼兒的語言記憶，因此國內各

公共圖書館多以定期與不定期方式辦理。

1.國立臺中圖書館於民國 3 8 年設立兒童閱覽

室，並辦理「童話會」，每週日由四位國小

老師輪流說故事給兒童聽（註 1），8 1 年 1 2

月更名為大哥哥大姊姊說故事。83 年 10 月

更名為「大家說故事」，並發函各國小及師

院徵求老師於每週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在活

動中為兒童說故事，每次說故事的題材都

是從新近入庫的新書中挑選，參加的小朋

友年齡從幼稚園中班到國小五年級學生都

有，漸漸的負責說故事已不限於老師，越

來越多熱心又有愛心的義工加入。

2.民 7 6 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提供兒童正當

有意義的休閒活動，提出辦理「說故事」

活動的提案，臺北市立圖書館於是在同年 7

月推「林老師說故事」時間，負責說故事

的義務林老師是經過甄選、訓練後分發至

分館服務。每週六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

為兒童說故事，深受他們的喜愛。

3.依據筆者88 年 2月電話調查國內 21 個縣市

立文化中心，定期舉辦說故事活動者合計

1 0 所；不定期舉辦的合計 5 所；還沒有舉

辦的合計 6 所。說故事的時間多集中在週

三、週六、週日下午，主講者多為義務服

務員、國小（中）老師、大學社團學生

（註 2）。近二分之一的文化中心已定期舉辦

說故事活動，而義工媽媽更將其推廣至國

小班級中，利用早自習等時間為兒童說故

事，筆者認為圖書館可進一步將說故事扎

根於每一家庭，亦即訓練父母為兒童說故

事，如此不但能讓閱讀成為一種樂趣，也

讓閱讀拉近了親子間的感情。

二、兒童讀書會與親子讀書會

1.國立臺中圖書館推動讀書會不遺餘力，成

人參加讀書會形成風氣後，繼而推動小朋

友讀書會，每四個月一期，對象為國小四

年級學生，每月聚會二次。目前已辦理至

第十期，自 8 4 年推出以來，每期招生均立

即額滿，頗獲好評。另外 8 8 年 6 月於黎明

分館推出親子讀書會，一期約三個月，分

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類，每月定期

聚會二次，參加對象為國小四至六年級學

生及其家長，每期招收 10組。

2.臺北市立圖書館於 8 0 年 7 月成立第一個讀

書會「書香聯誼會」將其「每月一書系列

講座」活動之書單購置後，交會員輪流閱

讀。8 2 年 7 月起讀書會普設於各分館，稻

香分館同年成立兒童讀書會，86 年至 87 年

西湖分館及力行分館分別成立親子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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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目前總計成立 5 0 多個讀書會，以鼓勵

市民養成閱讀習慣，並分享彼此的閱讀心

得及訓練語言與文字的表達能力，相信閱

讀人口將逐漸增加。

依據筆者於 89 年 10 月間參加文化建設委員

會主辦之「第四屆全國讀書會博覽會」，發現

各鄉鎮圖書館已陸續於 8 4 年起推出兒童讀書

會，例如虎尾鎮立圖書館即是在國立臺中圖

書館倡導下成立兒童讀書會，而若干國小亦

推出班級讀書會，這是多麼令人心喜的發

現，也代表閱讀風氣逐漸普及。

三、兒童暑期閱讀活動

兒童暑期閱讀活動的功效包括 1.讓兒童在

暑假中能繼續閱讀，保持閱讀技能。2.增進終

身閱讀習慣的養成。3.讓兒童將閱讀當成娛樂

活動。4.使兒童有成就感。5.使兒童有機會與

家人同享閱讀之樂。（註3）

臺北市立圖書館於 8 8 年首次推出「蟲書蟲

語樂一夏」閱讀活動，並製作學習手冊，手

冊中列出閱讀書目，網站資源與昆蟲影片資

料，並規劃了 1 1 項活動內容。例如夏令營、

導讀時間、說故事等活動。由於該館擁有 5 0

幾個分館，一個活動策劃出來，整個臺北市

民均可參與，類似美國全州性兒童暑期閱讀

活動活動，節省經費與人力，且結合國立臺

灣大學昆蟲學系學會等社區資源。希望由臺

北市立圖書館拋磚引玉，相信不久的將來暑

期閱讀活動會普遍實施於各公共圖書館中。

四、全國兒童閱讀活動實施計畫

教育部於 8 9 年 8 月提出「全國兒童閱讀活

動實施計畫」，其計畫目標中第五點「營造豐

富閱讀環境，奠定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明

確指示協調公共圖書館提供學校借閱圖書之

服務。國立臺中圖書館配合教育部之兒童閱

讀活動計畫，於 9 0 年元月份訂定「國立臺中

圖書館試辦協助國民小學班級讀書會借閱要

點」，開始提供學校借閱圖書之服務。每所學

校一次可借 18 種圖書，每種圖書 50 冊，借期

3 個月，期能提供兒童豐富的閱讀環境，奠定

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

建議

筆者認為近年來臺灣公共圖書館水準已逐

漸提升，在設計活動方面活潑而多元，今提

出若干拙見，供同道參考指正：

一、培訓兒童館員具備說故事的能力。

二、說故事活動應從幼兒開始，並分齡辦

理。因為不同年齡層對故事的方式與接

受力不同，例如 0至 2歲的兒童對圖片、

音效、動作的接受力較強；二至四歲的

兒童注意力可集中約三至五分鐘，故可

配合書中圖片將故事內容濃縮在三至五

分鐘內；四至六歲兒童注意力集中時間

加長，已可接受聽故事全文。（註4）。

三、公共圖書館籌畫暑期閱讀活動。請上級

長官指派一公共圖書館，主導策劃全省

性暑假閱讀活動，編製活動手冊，並成

為例行活動，落實於公共圖書館，扎根

於兒童，讓閱讀成兒童每日不可少的例

行習慣。

四、加強公共圖書館行銷。結合社區資源及

企業財力，增加活動的宣傳力及吸引

力。有時也可結合影歌星等名人合作拍

廣告行銷「閱讀」。

五、圖書館應主動出擊，不要被動等讀者上

門。館員可主動安排到學校說故事，介

紹圖書館的圖書給學生；對於未入學的

兒童，圖書館更應加強辦理說故事活

動，以吸引他們都能到圖書館閱讀及借

閱圖書。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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