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國民生活富裕，教育品質提昇，現

代父母對子女的要求與期許格外殷切，因而對

子女的教育及課外讀物也相對地重視。為了培

養孩子自幼閱讀的習慣，為了讓孩子擁有一個

與書為伴的童年，父母除了選購優良讀物之

外，仍需提供一個有利孩子看書、接觸書的環

境。儘管許多父母有能力、也懂得為孩子購買

好書，卻不懂得善用社會資源，忽略了圖書館

也是孩子接觸好書的最佳場所。 

我們常言:書是人類心靈智慧的結晶，知識
的泉源，而圖書館則是知識的寶庫，因為: 
．圖書館提供一個良好的閱讀環境，是孩

子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 
．帶孩子上圖書館能增進親子間的相互溝

通、了解，以及共享歡樂的閱讀時光。 
．孩子在圖書館看到其他孩子認真、快樂

地閱讀，自然會起而倣放，進而引發孩子求知

的慾望。 
．幫助孩子培養善用圖書館資源的習慣，

對日後學習有莫大約幫助   。 

民國77年1月18日，信誼基金會有感於閱 
 
 
 
 
 
 
 
 
 
 
 
 

 
 

 
 
讀在孩子生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有鑑

於國內幼兒閱讀環境的缺乏，於是成立了國內

第一座專業的幼兒圖書館，秉持著「尊重幼兒

讀好書的權利」之理念，期望能喚起社會大眾

對幼兒圖書館的重視與關切，進而朝向「明日

書香社會」的理想邁進。我們深信，今日的向

下紮根，必能造就更多的愛書人，以奠定明日

書香社會的基礎。 
信誼幼兒圖書館即將邁入第六個年頭，回

顧過去的五年，幼兒圖書館不僅提供了溫馨的

閱讀空間，慎選國內外優良的圖畫書以豐富館

藏，並針對幼兒的發展及家長的需求設計了一

系列相關活動，例如:親子活動、故事劇場、影
片欣賞、圖書館之旅、文學講座、故事研習、

讀書會等活動，希望將生動活潑的延伸活動與

圖畫書相結合，引導幼兒與家長快樂地進入圖

畫書及閱讀的世界，並使圖書館成為動靜皆宜

的資源所在。 

為配合12月初圖書館週的來臨，信誼幼兒
圖書館擬推出一系列推廣活動，歡迎愛書的學

齡前幼兒及家長一起來拜訪好書的家，並耹

聽、欣賞好聽的故事!(推廣活動表附於后) 
《附註》：信誼幼兒圖書館位於「北巿重慶南

路2段75號3樓」，洽詢電話396-5308
或3965303-1599 

來拜訪書的家 

 

 

 

 

 

 

 

 

 

 

 

快樂兒童圖書館員天地 

吳幸玲   吳瑛玲 

 



幼兒圖書館知性之旅 

推廣活動一:幼兒圖書館停看聽 (免費) 
*時間:12月1∼4日下午3:0∼3:30  
*內容:你知道 「書」是怎麼來的嗎?圖書館裡

的書為什麼要貼不同的色標呢?怎麼樣
才能把書帶回家呢?為什麼 「書」生病
了呢?到底圖書館是怎麼樣的地方呢?邀
請愛書的親子一起同遊 「書」的家─
幼兒圖書館 

推廣活動二:環遊世界聽故事(免費) 
*時間:12月1∼4日下午3:30∼4:00 
*內容:透過口述及簡單的道具，讓我們同遊

中、美、口、歐不同國度之圖書之美，

一起來聽好聽的故事。 

推廣活動三:神奇故事劇場 (免費)  
*時間:12月5日下午第一場2:00∼3:00 

第二場3:30∼4:30 
*內容：1．手指謠大會串 

2．絨布偶演故事─青蛙和蟾蜍 
3．中國功夫您好 
4．動畫偶看故事─晴朗的一天 
5．動動腦猜書名 
6．彩筆偶畫故事─奇特的房子  

*名額:40名  
*費用:一對親子會員50元．非會員100元  
*報名:即日起請親洽信誼基金會幼兒圖書館櫃

台報名，或寄現金袋註明姓名、電話、

活動名稱即可。  

*電話:(02)3965308或3965303轉1599 
 
 
 
 
 
 
 
 
 
 
 
 

 
 

內容豐富、精確且完整。插圖清晰、明豔，

有如圖鑑一般;而手繪的部分則呈現古典和藝

術的氣息，令人感動。雖是自然科學的讀物卻

具有感性的美，令人愛不釋手。 

以詩歌型態的文字來吸引孩子的心，再以

豐富的圖片引領孩子一頁一頁地讀下去，兼顧

教育和趣味，可見編輯很用心。 

雖是一本介紹自然科學的書，卻用人文化

的方式表現，非常生動。 

 
 
 
 
 
 
 
 
 

 

 

 

 



作者像個八爪章魚似的，隨手拈來就寫成

一個具有新意、趣味且有現代感的故事，讓人

打從心底喜歡。 

在生活中有許多要教導小朋友的東西，本

書正好可以提供方法。其內容不僅可以說故

事，還可以演戲，就像本工具書般地方便。 

文字的意境很美，如果老師願意做為輔助

教材，可以幫助小朋友學會通用美妙的文字。 

 
 
 
 
 
 
 
 
 
 
 
 
 

雖然是歷史小說，卻令人有心同身受的感

覽。主角如何在艱困的環境中運用智慧有深入

的描述，讓小朋友知道，要成為英雄人物，很

不容易。 

故事描述的是雷夢拉和父母、老師之間的

關係，令人感動，不僅是小朋友要看，想了解

8歲孩子的父母和老師也應該看一看。 

華裔的作者透過孩子的眼睛，將早期移民

至美國的辛酸苦辣．詳詳細細地描述出來，今

人鼻酸。 

 
 
 
 
 
 
 
 
 

 

 

 

 

 

 



現代的孩子生活得太富裕舒服了，還時時

喊著要「獨立自立」。也許應該先看看這本書．

知道要過獨立生活該怎麼辦? 

一個美國人寫的中國故事，雖然充滿了美

國式的幽默，卻重新詮釋了許多我們認為「理

所當然」的事，彷彿開了另一扇窗，令人眼睛

為之一亮。 

 
 
 
 
 
 
 
 
 
 
 
 
 
 

充滿幻想的故事，很能滿足孩子的慾朢，

對於喜歡聽故事的學前和低年級兒童，非常適

合。 

由照片和插圖的編排來看，本書製作得很

用心，其文字也很具現代感、饒富趣味。 

本書的插圖配得非常恰當，讓人看了後不

禁想流口水。 

 

 
 
 
 
 
 
 
 
 
 
 

 

 

 

 

 

 



是一本介紹錢的典故的書，妙的是該書最

後的部分，附有錢的諺語及一則外國人寫的

詩，很具創意。 

本書掌握了自然科學著重探究的精神，同

時不忘在編輯上留給小朋友思考的空間，很用

心。 

職業只有種類和型態的不同，並無貴賤的

差別。本書正可以提供此種訊息，幫助孩子在

未來選擇職業時的參考。 

 
 
 
 
 
 
 
 
 
 
 

青少年的心裡在想什麼，需要父母和老師

如何協助?本書可以提供適當的方向，不僅適

合青少年，也適合家長和老師閱讀。 

家中有寵物的人都曾有為寵物生病、驅蟲

而焦慮的經驗，本書有正確的知識幫助他們度

過難關，稱得上是手冊型的工具書。 

動亂時代中一個小女孩的故事，人物刻劃

成功，栩栩如生，情節溫馨感人，讓人愛不釋

手。 

 
 
 
 
 
 
 
 
 
 
 
 
 

 

 

 

 

 

 



繪圖部分，筆觸柔美、誇張地表現出偷

快、幽默的童心。故事內容譯筆流暢，傳達了

溫暖的親情。 

作者有一枝生花妙筆，利用文字和照片，

帶領讀者神遊英國，令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

覺。 

詳實地介紹鷺鷥的生態，讓小讀者彷彿就

在牠們的棲息地，實地觀察一般。全書可見攝

影的用心。 

 
 
 
 
 
 
 
 
 
 
 
 

故事發生於二、三十年前的台灣，活潑有

趣地描寫出當時的生活環境 。其中「都是番

鴨惹的禍」一段，精釆感人。 

充滿驚喜的一套書，讓孩子有動手翻的期

望，而且趣味性很高。推薦人建議其他出幼兒

讀物的出版社，不要將玩具書做得太玩具化，

可朝此套書的方向製作。 

傳統色彩的圖案，鮮豔得可以吸住人的眼

光。唯故事內容進展太快，作者應多加描述，

才能幫助兒童了解。 

 
 
 
 
 
 
 
 
 
 
 

 

 

 

 

 

 



插圖中，孩子與媽媽的表情非常好，布偶

小丑也很鮮活，再加上文字與美編處理得非常

恰當，讓讀者從頭到尾都感受到那股親情。 

透過孩子從胯下倒著看世界，不僅可以玩

猜謎遊戲，還可以開拓想像空間，有意想不到

的收穫。 

先秦哲學故事的再現，雖然部分仍嫌深

奧，但從「8」以後，結合了童話和寓言，頗

能引起孩子的興趣，有助於以後去讀原文。 

 
 
 
 
 
 
 
 
 
 
 

 
 
 
 
 
 
 
 
 
 
 
 
 

 

 

 

 

 

 

 



國內少見的兒童環保書籍，可供孩子查

閱、值得鼓勵。唯編輯得太擁擠及未增加索

引，是其敗筆。 

淺白的文字，配上生動的照片，將絲瓜成

長的點滴訊息，清晰完美地呈現在孩子眼前，

很能吸引孩子。 

一隻不抓鳥、不抓老鼠也不吃魚的貓，會

是什麼樣子?故事裡的大花貓不僅形象很活

潑，也發生有趣的事情。 

 
 
 
 
 
 
 
 
 
 
 

作者因為住在鄉下，與動物生活在一起，

不僅能掌握自然景緻，也畫出孩子喜愛的感覺 

插圖和攝影巧妙的搭配，提供美妙的視覺

感受。而所介紹的多樣遊戲，可使小朋友同時

玩和做。 

三十餘首兒歌各具特色，尤其所選國內兒

歌部分，不論古典或創作，其聲韻、節奏都十

分明快、活潑，適合幼兒唸唱。 

 
 
 
 
 
 
 
 
 
 
 
 

 

 

 

 

 

 



作者大量使用模聲字，透過兒歌的形式，

讓幼兒在聲音的感覺中，認識基本語，領略語

言的趣味。 

本土漫畫家的創作，不僅具有環保意識、

冒險梢神、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巧妙、充滿

童趣。 

∼資料來源:民生報81.6.13笫31版──好書大
家讀民生報81.8.10笫35版──好
書大家讀 

註:稿費作為兒童服務委員會基金 
(本文作者吳幸玲現任信誼幼兒圖書館館長，吳
瑛玲現任本館石牌分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