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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閱讀天堂 
大小朋友享受共讀樂趣
從「小」處著手　體貼各式需求

文、圖／蘇士雅、潘云薇、楊文琳

營造適合的親子閱讀空間，一直是公共圖書館努力的重點之一；在館員的用心設計
下，透過空間的改造，已經讓親子閱讀從空間到軟體，都變得更為繽紛多元。

我們相信，愛上圖書館的孩子不會變壞。所以，努力打造出親子都愛上門的

空間，成為圖書館的主要任務之一。親子閱讀空間也幾乎成了各個公共圖書館的

「基本配備」，透過教育部多年來推動的「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從

南到北，一座座各具特色的親子閱讀空間換上了新衫，許許多多的大手牽著小手，

共享親子閱讀的樂趣。

1

1 	 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沒有活動時，「小木偶劇場」
是親子坐臥閱讀的舒適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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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圖書館的
小劇場

來到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

的小木偶劇場，平日，這裡可以是親

子坐臥閱讀的場域，還能做為說演故

事的舞臺，甚至劇團、舞團都能游刃

有餘的演出。單是去年下半年就有城

市芭蕾舞團和偶寶貝劇團在這裡進行

多場表演。

舞臺旁的親子閱讀區，擺放著

造型可愛的蘑菇桌加上符合人體工學

的蘋果造型椅，這樣椅子可以因應演

出的需求而輕易挪移，讓劇場空間更

增彈性。此外，兒童閱覽室空間也可

以做作為成人讀書會的場地，雖然以

兒童為名，卻是老少咸宜的所在。

鼓山分館主任劉秀珍表示，兒

童閱覽室先前有非常多破損的座椅，

但受限於經費無法更新，來聽故事的

小朋友仍繼續使用，偶爾有稚嫩的小

屁股被破損的美耐板造型童椅夾得哇

哇大哭，幾經故事媽媽的反映，因為

心疼，加上安全考量，劉秀珍主任決

定無論如何都得向教育部爭取到環境

升級改造經費。

這樣的發願，在 102年提出申

請，終於獲得教育部 103年度「閱讀

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補助」，加上高

雄市的配合款，總共獲得總經費 600

多萬元。改造後的空間美輪美奐，兒

童閱覽室有了一處「小木偶劇場」空

間，不僅安全無慮，還能發揮多元功

能。

2 	 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改造後，
兒童閱覽室有了一處「小木偶劇

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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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雄市立圖書館鼓山分館兒童閱
覽室空間也可以做為成人讀書會

的場地，是老少咸宜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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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朋友需求出發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些美

好的學習環境，絕非憑空而降，許多

公共圖書館的空間改造，如同鼓山分

館一樣，都是經過艱辛的歷程所換來

的結果。

以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兒童閱

覽室為例，在改造前家具陳舊，色彩

配置、擺設毫亳無章法，並且全層架

設輕鋼架天花板，特別是嬰幼兒說故

事區地面的架高木地板，導致樓層高

度大幅度降低，陪同孩子聽故事、閱

讀的家長，只要採站立姿勢，就很容

易碰撞到頭部，加上隔間牆的分割，

整體空間極具壓迫感，地面部分塑膠

地板也呈現凹凸不平的狀態。

該館閱讀環境案承辦人鍾彩雲

表示，「即使地板只是稍微凸起不平

整，這小小的高度對兒童來說就很可

能是造成跌倒的危險因子，」她臉上

顯現擔心的神情，說明以最高原則為

考量，必須先顧及兒童的身體安全。

雖然補助經費相當吃緊，當時還是決

定拆除全部的地板，待抹平地面後，

認真、仔細地鋪上木質超耐磨地板，

以避免往後的意外傷害。

在大自然中閱讀

同樣地，以小朋友需求為出發

點的還有臺中市南區圖書館。改造後

的新空間讓讀者找書不是像到了書

庫，而是看到想看的書就可以坐下來

在不同的角落閱讀。為了讓視線更穿

透，採光更好，書架高度都降低，最

高只到四層，沒有壓迫感，空間品質

更好，地下一樓有戶外中庭，一樓把

原本的隔間牆打掉讓空間通透，廁所

不但變得寬敞，且動線迂迴保有隱私

感；另一個特色是空間中幾乎都不會

看到或撞到柱子，因為全以裝潢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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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設
計「書盒子」，增加兒

童閱讀趣味。

5 	 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兒
童室增設多樣造型的裝

潢家具，以滿足兒童好

奇、活潑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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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利用做為展示區。

南區圖書館為了加強軟體的書

香氛圍，地下一樓的角落特地陳設了

館員和樂齡課程的作品，不但有館藏

特色，還有每個月精心規劃的主題書

展，更有熱心志工貢獻蘭花等植物，

讓空間更有味道。二樓設有多元文化

區，還有小朋友的閱讀專區，也鼓勵

小朋友以閱讀積點換贈品。其中，二

樓兒童閱覽區有大片玻璃窗引進採

光，呼應健康公園的環境，以綠色系

營造在森林中大自然的綠色閱讀空

間。也因此，在改造後有更多的父母

願意帶小朋友來這裡，打開一本書，

共享閱讀的美好時光。

回到鼓山分館，這樣的場景一

樣經常出現。透過空間改造，館方特

別將兒童閱覽室結合期刊區、樂齡專

區，並鄰近多元文化區、新書展示

區，當小朋友心滿意足聽故事媽媽說

故事時，透過輕玻璃鋼材交叉隔間運

用，爺爺、奶奶們可以不受干擾閱讀

他們的「康健」書和「熟齡」雜誌，

父母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坐在兒童閱

覽室，或是安心地就近在多元文化區

或新書展示區閱讀。

混齡與多元族群
的設計

由於鼓山分館位處老社區中，

新移民女性配偶占極大比率，她們帶

著孩子來圖書館，不論是一起閱讀、

就近看顧或是趁機閱讀母國書籍，對

這些媽媽們都是必要的考量，成全這

樣的需求，必然能夠吸引更多家庭進

入圖書館！

不同年齡族群在自由向度中交

叉，這看似隨興的空間，卻是設計者

精心計算的成果。

對於這個空間的轉變，鼓山分

館故事媽媽與志工們最點滴在心。

故事媽媽表示，重新開館後，

到館的人數直線上升，親子閱讀角經

常高朋滿座，來聽故事的人至少增加

了七、八成，報名擔任志工的人也陸

續增加中；甚至很多親子是跨區遠程

而來參加活動。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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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中市南區圖書館兒童閱覽區家具造型充滿趣味。 7 	 臺中市南區圖書館營造出大自然的舒適氛圍。

8 	 臺中市南區圖書館兒童閱覽區以大片玻璃窗引進採光。 9 	 臺中市南區圖書館呼應健康公園的環境，以綠色系營造在森林中的綠
色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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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會看書，聽不懂國語，所以

他總是會把自己在圖書館中聽到的故

事、看到的新知透過臺語口述與奶奶

分享。

在學校，他熱絡地和同學分享

閱讀的喜悅，甚至還常常和學校的特

教班學生互動，帶領他們親近圖書

館。

因為和圖書館結緣，王聖興成

為一個健康開朗、喜歡運動的孩子，

但在高一上學期，突然因為一場嚴重

的身體抽動被診斷出是妥瑞氏症，儘

管因為病發後身體常出現嚴重抽動而

被迫暫時休學，王聖興仍持續在圖書

館擔任志工，當意識到自己要發作前

會先告知其他館員並稍做休息。

這是一段艱辛的過程，但透過

長期在圖書館中的書香吸納，王聖興

因而能夠堅強面對生命的大考驗。

這就是圖書館的力量。

色彩配置也是
大學問

因此圖書館的兒童閱讀專區，

不是拿出哆啦Ａ夢的法寶「縮小

燈」，成人閱覽室就能被照射成小號

版的兒童閱覽室，五顏六色的空間配

置也不見得能與活潑的閱讀氛圍劃上

等號。要設計以兒童為主角的閱讀環

境，必須考量他們在安全、認知與發

展行為等方面的使用需求，才能量身

定做孩子專屬的閱讀空間。

兒童閱覽室的色彩配置和裝潢

對於孩子在圖書館內的行為與情緒造

成一定的影響力，不論要營造靜態或

動態的閱讀氛圍，皆可藉由顏色、家

具造型所產生的心理效應來達到效

果。新竹文化局圖書館不同於一般色

彩繽紛的兒童閱覽空間配置，以色彩

心理學中具有平靜、安定感的灰色做

為主色調。鍾彩雲說：「圖書館的主

愛上閱讀的孩子
不變壞

就讀高中一年級的王聖興同學

是鼓山分館志工，因為地緣關係，他

從國小一年級就常常來圖書館，高雄

市志工大隊長林月娥可以說是看著他

長大的人。喜歡來圖書館，是因為這

裡有冷氣，還可以聽故事，圖書館主

任還會送小禮物……，一開始是這樣

的誘因讓王聖興愛上圖書館，到了國

小中年級，他開始成為圖書館的得力

助手，幫忙書籍上架，幫忙打理環

境，日子久了，在空閒時間他就開始

隨興的翻翻書，然後，他感受到書的

魅力，於是他變成一了愛閱讀的孩

子，進而發覺自己的思想與知識透過

閱讀有很大的躍進。

原本沉默內向的王聖興轉換成

一位熱情又樂觀的孩子。沒有父母親

的他與奶奶同住，他說，奶奶沒受過

11

10

11 	 透過玻璃輕隔間，銀髮族群可以在兒童
閱覽室旁的樂齡區安靜閱讀。

10 	 就讀高中一年級的王聖興同學從國小一年級就常常來圖書館，他從沉默內向的性格轉換成熱情
又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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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應該是讀者與書籍，家具、空間色

彩單純化可以凸顯主角。」由於灰色

是一種中間色， 也是無色的顏色，

不但不會搶走主角的風采，還能襯托

出讀者與書籍本身的色彩，彼此和諧

並行，給人一種心靈沉潛的感受，使

孩子願意靜下心來閱讀。 而增設多

樣造型、有趣、富含童趣的家具裝

潢，則能滿足兒童好奇、活潑的學習

特質。

在這裡還有一處開放式較為動

態用途的故事星光大道，是兒童週末

聽故事園丁說故事的空間，平時可做

為閱讀場域，孩子們總是或坐或趴自

在地翻閱著喜愛的書籍。

設置電子資源專區

由於科技的進步改變了孩子的

學習型態，因應普及化的數位學習模

式，許多公共圖書館開始增設符合ｅ

化概念的閱讀空間。新竹文化局圖書

館新設了兒童電子資源區，提供觸控

螢幕及電腦設備，讓兒童嘗試使用電

子資源進行閱讀。這一區塊原是兒童

視聽室，不但家具配色沉悶無趣，隔

間牆的設計也造成管理的不便。動線

重新配置後，兒童電子資源區就設在

服務臺前方，方便讀者遇到電子資源

操作使用問題時可就近詢問館員，請

求立即協助。

此外，為了讓嬰幼兒從小接觸

閱讀，推展零歲閱讀，公共圖書館推

動「0～ 3歲嬰幼兒閱讀起步走」更

是行之多年。以讀者需求為出發點，

要讓家長帶著嬰幼兒進入圖書館勢必

12 	 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於兒童室規劃開放式的故事星光大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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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考量他們的生理需求， 哺乳室的

設置不可少。

在空間改造前，新竹文化局圖

書館的哺乳室底下因設有化糞池，使

得入口處必須架高地板，加上通道過

於狹小，導致親子無法並行進入哺乳

室，更不利於娃娃車進出，不僅要將

推車抬高才能通行，娃娃車一旦進入

哺乳室就無法轉彎移動。鍾彩雲坦

言，過去做了不良示範，這對親子而

言是非常不友善的哺乳空間。因此，

建築師賴永恩將哺乳室位置前移並重

新規劃隔間，打造平面通道，讓娃娃

車不需抬高便可直接推進哺乳室，同

時設有舒適椅子、飲水設備、有蓋垃

圾桶、洗手臺、尿布臺等配備，使哺

乳室成為一處易於親近的育兒環境。 

 哺乳與如廁
都是大代誌

而在臺中的大肚區圖書館，在

空間改造時一樣也同時兼顧親子的需

求。以往一樓是兒童區，但哺乳室卻

得跑到三樓，對媽媽們而言很不方

便，現在則全部都集中在二樓，由於

當地新住民親子不少，因此也在二樓

設置了多元文化區，而改善後的廁所

不但空間變得明亮寬敞、符合人性，

且門板顏色都不同，相當活潑，不少

人都忍不住稱讚， 改造後的廁所比

家裡還好。尤其是整個樓層都規劃為

完整的兒童閱覽區，並設置哺乳室和

親子廁所，南區圖書館的親子廁所甚

至可以媽媽帶著兩個孩子，一家三口

同時上廁所。

13 	 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改造後新增兒童電子資源區。

14 	 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打造一處易於親近的哺乳室。
14

13



292016年 3月
第 124期 

封面故事

圖書館
新　景風

Cover Story

親
子
閱
讀
好
所
在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技正溫士源

指出，親子閱讀就要考慮嬰幼兒、學

齡前的兒童，需設置哺乳室和親子廁

所，各種設施都會影響到格局規劃。

溫士源本身念的是建築系，也是建築

師，在閱讀空間改善工程中，以建築

專業成了館方和廠商及評委的重要溝

通橋梁。

他說，臺中地區不少圖書館的

特色都是很重視一樓，溫士源技正發

現，以往圖書館常會把辦公室放在一

樓，但現在的圖書館趨勢是將空間盡

量保留給讀者，因為一樓最易到達，

最適合規劃為無障礙的全齡化服務，

整個空間更明亮、動線更順暢，而親

子閱讀空間的改善就是明顯的例證之

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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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臺中市大肚區圖書館兒童閱覽區針
對兒童需求設置適用的閱讀桌椅。

16 	 臺中市大肚區圖書館於二樓規劃兒
童閱覽室，積極推動親子閱讀。

17 	 臺中市大肚區圖書館規劃嬰幼兒閱
覽區，鼓勵從小培養閱讀習慣。

18 	 臺中市大肚區圖書館設置多元文化
區，推動新住民親子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