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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觀念下產生，每一項活動都充滿趣味性。

「閱讀」必須有系統、有進程的進行，因

此，帶領小朋友延伸閱讀，強化思考與整合力，

是推廣閱讀不可偏離的主軸。今年度的「寶貝寶

貝探險趣」活動五花八門，「故事出來了」繪本

展覽，展覽空間以生動的繪本插圖轉印布置，民

眾遊走在虛實的空間中，仿若與故事中的世界成

為一體，增強了小朋友對故事繪本的連結與情

感。「故事擂臺賽」分為故事志工組與親子組，

鼓勵親子一同創作故事、合力產出。歷經屏東縣

南、北兩場初賽，各取9組晉級在中正圖書館進

行決賽，當天比賽激烈；臺上唱作俱佳，臺下則

有粉絲團熱鬧助陣，許多粉絲們還自備道具，附

和著臺上一起進行表演。親子互動研習課程及講

座，則聘請專業講師帶領親子製作手工遊戲書、

分享如何藉由說故事促進親子溝通，也透過遊戲

闖關方式教小朋友如何善用圖書館資源。

活動期間，主辦單位也徵集親子共讀的合

照，在母親節當日舉辦展示揭幕儀式及親子交

換禮物，另外還有專為學齡前小Baby準備的書

香福袋。

屏東縣文化處從100年就開始力推「母親節

送媽媽一朵花，媽媽回送小孩一本書。」活動期

橫跨兒童節與母親節的「寶貝寶貝探險趣」正好

是最佳體現的機會，今年的母親節，在圖書館安

排下，小朋友們送上一朵康乃馨給媽媽，媽媽回

贈一本書，雖然這個儀式是新聞處所設計，回贈

的書也是主辦單位準備的，但場面仍然備感溫

馨，卷氣十足，徐芬春期盼日後花／書交換可以

取代母親節吃大餐或蛋糕的習慣，畢竟孩子與書

結緣知識增長才是母親最大的回報。

結合業界與學術資源 效益極大化

中華電信從100年元月起，推出「用愛說故

事12512」專線，提供全國小朋友透過電話聽故

事，12512專線以市話計費，今年的「寶貝寶貝

探險趣」，屏東縣文化處特別與中華電信合作，

在活動期間，小朋友利用圖書館的電話可以免費

撥打聽故事，這項服務引起極大的正面反應；不

僅12512專線達到宣傳，民眾也樂在其中。

對人力財力有限的圖書館而言，善用資源是

 屏東縣文化處所屬的中正圖書館肩負書香推廣的重任。

閱讀進行式-109.indd   53 2013/8/30   下午 04:10:14

   閱讀進行式 Reading    

532013年 9月　第 109期 52 BOOK Boom Magazine

從親子閱讀起步 讓書香飄流全縣

寓教於樂 屏東縣年年換菜色
文、圖／蘇士雅

在各項資源都相對不足的「國境之南」――屏東縣，縣府文化處克服困境，自民國 96年起，每年都會
辦理學齡前親子閱讀活動。家長與孩子透過各項活動的設計，體驗了多樣性的學習管道。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自民國96年起，每年都會

辦理學齡前親子閱讀活動；名為「寶貝寶貝探險

趣」活動每一年設定不同主題，97年主題是「我

愛家鄉親子共讀月」，98年「愛閱家庭齊步

走」，99年「歡喜來閱讀」，100年「當偶們童

在一起」，101年「紙要和你做朋友」，102年

「悅讀起BOOK走」，每年依據不同主題，設計多

樣化的活動內容，包含靜態展覽、動態演出、趣

味遊戲、互動研習、故事擂臺賽等等……。

每年連續2個月的系列活動，家長與孩子透過

各項「視」、「聽」、「觸」、「味」、「嗅」

等單元的設計，體驗了多樣性的學習管道。

從說故事開始 創造閱讀趣味

屏東縣文化處處長徐芬春表示，啟發孩子的

閱讀興趣，可以藉由生動有趣的說故事方式作為

一個好的起始。「寶貝寶貝探險趣」也就是在這

 屏東縣文化處每年策辦親子共讀系列活動，透過記者會邀請上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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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他們，組團的成員從故事的發想，到道具製

作、表現方式以及演出，整套打理，甚至他們還

自己寫計畫書尋求贊助演出。處長徐芬春形容這

群人是「帶槍投靠」，不僅義務演出，還幫圖書

館找資源，拓展經費來源。

徐芬春處長看見經營成果

徐芬春接任處長後，立即有系統性的列出工

作步驟；培訓志工與故事媽媽、鼓吹親子共讀、

拓展社會資源……，歷經十年的經營，今日終於

晉級到成果產出的階段。

通過培訓的故事媽媽成為專業的劇團，長期

在圖書館薰陶的孩子能夠站上故事擂臺較勁，這

些說演的過程，是閱讀、寫作、藝術的整合表

現，這樣的產出形同甜蜜的果實。但一棵樹長出

的果實有限，文化處期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品嘗甜

果。

面對地方鄉鎮的拮据，屏東縣文化處大方分

享資源，透過召集大專院校的學生參與製作道

具，再將道具分送給鄉鎮圖書館，讓鄉鎮圖書館

可以運用道具生動說演故事給社區的孩子觀賞，

引領他們跨進圖書館，進而愛上閱讀。

另外，文化處也安排圖書館的故事媽媽下鄉

到各圖書館說演故事，但每月一趟的演出，一年

只能親臨12座圖書館，走完33鄉鎮需要3年的時

間，因為每一次的說演故事都大受歡迎，鄉鎮圖

書館也按捺不住一次演出又要再苦等3年，紛紛

要求每年至少可以巡演一次。

儘管積極辦理故事媽媽培訓，但對許多窮鄉

僻壤的鄉村而言，能夠參與的人十分匱乏，對

此，文化處也積極尋求克服的方式，力求滿足各

鄉鎮的需求。

拜網路普及發展之賜，屏東縣各館獨立的圖

書館能夠透過網路「館際通借通還」系統作整

合，讀者可以任意選借跨區圖書館的館藏書，再

到離住所最近的圖書館取書（借閱者必須負擔單

程的書籍郵寄費），這項服務，讓偏鄉的民眾有

機會閱讀到較多、較新的圖書。

南臺灣新移民人口數多，屏東文化處尋求新

移民協會協助翻譯，與出版社共同出版了多本中

譯越、越譯中書籍，不僅讓來自越南的新移民學

習中文，也讓越南媽媽所生的新臺灣之子有機會

學習媽媽家鄉的語言。

如何讓幅員大、財政狀況不佳、各自獨立運

作的圖書館能夠增強功能與服務品質，讓更多的

民眾從閱讀中成長，這是屏東縣文化處接續要力

求突破的目標！

 小朋友興高采烈說演故事。  故事媽媽以生動有趣的表演引領孩子進入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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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創造佳績的途徑，而外界資源能夠永續挹

注，絕對不可能憑藉單向的付出，而是必須雙方

都能從中獲得最大效益，屏東縣文化處明瞭這個

道理，因此能夠成功媒合學術界或是業界的贊

助，這是運用資源最好的模式。

縣府釋出資源 強化鄉鎮功能

屏東是臺灣西部南北最狹長的縣份，共有33

個鄉鎮（1縣轄市、3鎮、29鄉），當中原住民鄉

鎮有8鄉鎮，在各項條件受限下，將近86萬人口

數的屏東縣，平均每人1年借閱量才1.28 冊。

屏東縣除了「中正圖書館」以及「介壽圖書

館」是由屏東縣文化處圖書資訊科直接管理外，

而對全縣其他的公共圖書館，文化處只有輔導權

沒有管理權限，這樣的微妙關係難免有力不從心

的窘境，但文化處仍積極釋出資源，力圖提升每

一座圖書館的服務品質。

徐芬春回憶她初接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處長

時，圖書館的資源十分匱乏，也鮮少有計畫性的

活動策辦，整棟圖書館安安靜靜的，見不到幼童

的身影。就她個人而言，過去隨著工作轉換置身

在臺灣幾個不同的鄉鎮，當中也處身過十分匱乏

的地方，她親身體驗到自己的小孩無法在社區中

盡情優游於藝文空間的遺憾。

當時，在個人經濟條件有限以及圖書館幼童

服務不足的狀態下，徐芬春採取的方式是和家有

幼兒的同事分攤購買童書，閱讀之後彼此交換，

若有適合幼兒參加的活動，也會由一組父母接送

其他小孩共同參加。歷經這些刻苦、資源分享的

過程，徐芬春深刻體會親子的需求以及善用資源

的重要，因此當她接任處長能夠擁有決策權的時

候，便立志要讓圖書館有更積極的作為。

培訓故事媽媽 促成劇團誕生

屏東縣文化處圖書館最自豪的成績，是故事

媽媽及劇團的經營。從96年開始，文化處就每年

辦理故事媽媽培訓，至今，孕育了3個劇團誕生

（不倒翁故事劇團、箱子藝術表演劇團、拉奇劇

團），第四個劇團目前也在籌組中。這些劇團在

「寶貝寶貝探險趣」活動期間支援文化處，下鄉

為小朋友說演故事。

參加故事媽媽培訓的成員包含家長、圖書館

志工、學校老師……，許多志同道合的成員在培

訓結業後集結組成劇團，因為「說故事」無法滿

 故事擂臺賽，粉絲團熱力十足！  屏東縣文化處力推親子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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