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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 107年3月31日開館

■位於蘆竹分館4樓，地板面積約150坪

■區分為學齡前、學齡後區、展示區、多功能學習區、

閱讀區，並設有哺乳室、兒童專用廁所

■兒童文學為館藏特色

蘆竹- 兒童文學館



持續充實兒童文學相關館藏

提升策展內容多元性及豐富性

駐館作家計畫 & 圖文創作展

兒童文學講座 & 論壇

特別企劃 - 營隊活動

營運規劃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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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特色主題館藏及豐富策展內容
持續充實兒童文學典藏

兒童文學館 – 桃園兒童文學家主題展覽活動

■張捷明特展

■李光福特展

⼀、蘆竹-兒童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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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頁介紹

⼀、蘆竹-兒童文學館

客家安徒生-張捷明主題展
110.7.3 - 10.3

■ 110.9.29駐館活動【銀色個夢-從繪本學客家話】
-南美國小(校園場)

桃園兒童文學家主題展覽活動

■展場布置 (作家文稿 /照片 /作品 /主題書展)

■ 作家影片拍攝 & 線上特輯紀錄 & 媒體宣傳 (配合疫情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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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布置 –大事記看板

⼀、蘆竹-兒童文學館

笑聲裡的眼淚-李光福主題展
110.12.11 - 111.3.31

■李光福作品讀書會【棒球、鴨蛋和我】

■光福老師的社會觀察課 ■李光福老師作品特色

故事貼近日常生活，
兼具趣味性及啟發性，
讓孩子體驗人生課題。

1

少兒小說 – 文字優美、
情節流暢，培養孩子
閱讀力與思考力。

2

喜歡編故事、寫故事，
擅長童話故事、兒歌、
兒童小說及散文創作。

3

校園小說 – 給予讀者
更多的人文關懷與思
考。

4

桃園兒童文學家主題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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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駐館作家計畫 & 繪本創作者圖文創作展

駐館作家計畫-張英珉
110.3.17 – 4.9

◎展覽

■漫天想法變故事兒童文學家、繪本家介紹。

■作家、繪本家相關物件(手稿、發想筆記、物件)展出。

■作家、繪本家作品、推薦圖書展出。

◎閱讀分享 x閱讀活動

■透過導讀、討論、遊戲、角色扮演、書寫、手作等

形式，來⼀場兒童文學之旅。

駐館作家計畫-張又然
110.10.25 – 11.14

廖書荻&詹迪薾圖文創作展
111.8.12 – 11.13

■宣傳 Banner

■摺頁

■展區場佈

■圖文作品

■繪本創作者創
作經驗分享

邀請到兩位年輕且具才華

的圖畫繪本創作者，將色

調清新、情感細膩、色彩

鮮明、幽默詼諧的多元繪

畫風格帶入兒文館中，讓

展覽內容有更加豐富的樣

貌與視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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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兒童文學講座

兒童文學 -講座 110 – 111年

■ 1110724謝鴻文 –
讓文字動起來-談兒童改編戲劇

■ 1110917夾腳拖劇場–
臺語繪本故事劇場

■ 1110813向陽 –
我的童年我的詩

■ 1100925林世仁 –
文字裡的音樂與圖像

■ 1100925宗玉印 –
開啟魔幻想像力

■ 110424徐湘華 –
生態環境繪本選讀

■邀請兒童作家、專業繪本翻譯、插畫家及新聞主播等與親子攜手共度周末的文學時光。

■講座型態多元，包含熱門繪本選讀、趣味手作、兒童文學作品介紹等。

■講座主題涵跨兒童文學探索、環境生命、親職教育多元題材等。

■本系列講座亦推出「Line會客室」以線上講座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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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特別企劃 – 營隊活動

◎ 羊稠坑步道自然觀察

◎繪本創作&學習單

文學走獨特別企劃 (自然觀察體驗&繪本創作探索營 ) 110.10.2 – 10.3

邀請超人氣生態攝影師-施信鋒，帶領學童走入羊稠坑森林步道，藉由戶外探索活動
，讓學童近身觀察與紀錄，感受季節變化，與動植物的多樣風貌。

■

室內課程則有作家林千鈺及插畫家大貓老師，教導學童自然生態體驗後，如何學習
創作與成果發表。

■

◎ 招生對象：7-12歲(國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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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兒童文學論壇

兒童文學 -論壇 111.7.30 【活動內容】

為確認桃園市兒童文學館營運方針，辦理「2022兒童文學進行式-桃園兒童文學論壇」

，邀集各界專家學者，透過論壇蒐集專業意見、進⾏社會溝通，了解⺠眾及專家學者

對於兒童文學館的期待，提升⺠眾對兒童文學館之認同度。

【論壇主題⼀】世代脈絡爬梳：桃園兒童文學館的文化遠見
(主持人：林文寶／與談人：陳金玉、謝鴻文)

【論壇主題二】兒童文學的在地性與國際視野
(主持人：樓桂花／與談人：黃淑貞、黃筱茵)

【論壇主題三】兒童文學館的社會溝通與發展趨勢
(主持人：賴嘉綾／與談人：劉淑雯、蘇懿禎)

■開放現場及線上參與者
■每場主題65分鐘，1位主持人，2位與談人(與談人發表20分鐘)
■綜合討論時間、將請1位與談⼈代表回應該主題與進⾏討論，並開放⺠眾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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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兒童文學論壇

【論壇主題⼀】世代脈絡爬梳：桃園兒童文學館的文化遠見

兒童文學 -論壇 111.7.30

■ 主持人：林文寶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榮譽教授)

【講題】思考桃園兒童文學與桃園市兒童文學館在臺灣兒
童文學史的地位與創造

【講題】從桃園兒童文學發展脈絡為桃園兒童文學館下錨

■ 與談人：謝鴻文 (林鍾隆兒童文學推廣工作室執行⻑)

■ 與談人：陳金玉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

桃園兒童文學館成立至今，以典藏桃園在地兒童文學作家為主，其他地區作家為輔，目的希望兒童能多認識在地兒童文學作家，館內除了收集作
家作品，也陳列展示作家文物及手稿。展望未來，希冀在既有基礎下，能建置在地兒童文學作家網站資料庫，讓社會大眾透過網路資料認識桃園
兒童文學作家。並加強在地兒童文學創作人才，以及兒童讀物編輯人才培育，鼓勵多元創作，讓兒童及少年族群，能體會所處之地的文學之美，
從而更加親近自己的鄉土城市，更加肯定也擁有自信，這也是桃園兒童文學館未來可著力之處。

◎講題大綱節錄 (從桃園兒童文學發展脈絡為桃園兒童文學館下錨)

在日治時期（1919年）1 月吉川精馬創辦的《學友》，這本現存日 治時期臺灣最早的兒童文學雜誌，便已出現桃園兒童的創作。明治 31年
（1898年）⽇本殖⺠政府在臺灣正式推動⼩學校與公學校教育，⼤溪地⽅仕紳呂鷹揚、 呂建邦等人申請設立「大嵙崁公學校」，大正 10年
（1921）改名為「大溪公學校」（今⼤溪國⼩），其校歌乃由⽇本童謠運動重要推⼿之⼀的北原北秋撰寫。 回眸這些文獻史料，若憑此推論桃
園兒童文學的發生濫觴於 1920 年代，迄今已有逾百年的風華榮景可觀了。
百年來，桃園兒童文學薪火相承，綿延不息，曾創下諸多全國第⼀的紀錄， 例如林鍾隆 1960 年代出版的《阿輝的心》是臺灣戰後第⼀本本⼟少
年小說；林鍾隆 1977年創辦臺灣第⼀本兒童詩刊《月光光》；徐正平童話《小白沙遊記》是臺灣第⼀本科學童話；1980 年傅林統、徐正平和邱
傑創下同時獲頒金鼎獎殊 71榮；馮輝岳《第⼀打⿎》是臺灣第⼀本客語創作兒歌集；2013 年臺灣第⼀座兒童文學作家紀念館——林鍾隆
紀念館成立；2018年開幕啟⽤的桃園市兒童文學館，是臺灣第⼀座地⽅兒童文學館；2019 年林世仁創下前無古人的紀錄四度榮獲金鼎獎
……凡此種種紀錄，足以證明桃園兒童文學在臺灣兒童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講題大綱節錄 (思考桃園兒童文學與桃園市兒童文學館在臺灣兒童文學史的地位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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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兒童文學論壇

【論壇主題二】兒童文學的在地性與國際視野

兒童文學 -論壇 111.7.30

【講題】台灣繪本創作者的新視角—從美麗土壤迸現的奇妙風景

【講題】穩當的踮起腳尖，看到更廣更遠的世界

■ 與談人：黃筱茵 (兒童文學工作者)

「踮起腳尖」是⼀種意象，帶著渴盼好奇的探究⼼情，所進⾏的⼀種具象的動作。而所謂的「更廣更遠的世界」係指立基於兒童觀點的敘事， 以
在地兒童文學為核心，雜揉著國際多元的主題、形式與媒材，往外輻射出更多元，更繽紛 72的兒童文學樣貌。最終的期待是試圖召喚更多大人，
願意貼近兒童，以不同角度認識兒童文學，為自己重拾閱讀樂趣，得以看見兒童文學的更多可能，包含童話、 童詩、圖畫書、橋樑書、戲劇、兒
少小說。

◎講題大綱節錄 (穩當的踮起腳尖，看到更廣更遠的世界)

台灣繪本創作者獨樹⼀幟的視覺語⾔與在作品中提出的各種深刻關懷在世界童書舞台上愈來愈不容忽視。近年來國內創作者除了經常入選波隆納
插畫展與其他代表性的插畫與獎項，以這片土地的養分孕育出的作品更在在令人驚豔，在圖像展演的層次與意念的探索上都不斷推陳出新。這樣
的成果除了歸功於創作者精益求精，也與本地編輯及讀者圖像與繪本閱讀能力益發成熟息息相關。今天與 談人將以劉旭恭、林小杯、湯姆牛、林
廉恩、林柏廷、張筱琦等幾位中、新生代 73台灣繪本創作者近期的作品為例，勾勒他們各自作品關懷的核心，並簡短爬梳他 們的創作如何回應
當今國際兒童文學創作的各種關懷。

◎講題大綱節錄 (台灣繪本創作者的新視角—從美麗土壤迸現的奇妙風景)

■ 主持人：樓桂花 (中華⺠國兒童文學學會理事)

■ 與談人：黃淑貞 (小兔子書坊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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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兒童文學論壇

【論壇主題三】兒童文學館的社會溝通與發展趨勢

兒童文學 -論壇 111.7.30

■ 主持人：賴嘉綾 (作家、繪本評論人、「在地合作社」工作室負責人)

【講題】與在地緊密連結之兒童文學館舍—以日本三鷹市、
江戶川區、板橋區為例

【講題】在地行動經驗與國際見聞之我思

■ 與談人：蘇懿禎 (東京大學圖書館情報學系博士候選人)

■ 與談人：劉淑雯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兼任助理教授)

⼀、聽繪本玩科學之在地實踐，談在科教館的教育參與。
1.主題式繪本策展：科學繪本、STEM 繪本、SHERO 繪本。
2.活動策畫與行動：師培生聽繪本玩科學、教師繪本科學課研習、「臺灣 STEM 女傑」志工桌遊培訓、繪本科學國際研討。
3.外展活動-聽科學玩科學團隊參與；(1) 科教館在花博場服務多元化群眾 (2) 連結科學日，新北市主展場活動 。
4.博物館平權；檢視展場，研發特殊需求學生服務。
二、日本小學再生轉型，談友人繪本作家田島征三的繪本美術館與藝術季策展。

◎講題大綱節錄 (在地行動經驗與國際見聞之我思)

如何打造出具地方特色且主題鮮明的兒童文學館，除了硬體設施等先備條件， 須定位明確，與⼀般公共圖書館兒童區做出區隔。以下試舉⽇本東
京都三處兒童文學館，三館皆與在地緊密連結，並從主題、宣傳、活動三個層面探討可借鏡之處。三鷹市的「星和森和繪本之家」位於國立天文
台具有豐富自然生態的森林之 內，因此將營運主題定調於「天文宇宙」、「森林」，展覽、選書及活動皆以此為 延伸發展。加上在地的知名的童
書作家神澤利子，因此在館舍規劃了「神澤利子 的故事屋」，整合導入當地資源，為當地居⺠休閒好去處；江戶川區「角野榮子兒童文學館」，
以魔女宅急便聞名且榮獲安徒生大獎的角野榮⼦為中⼼成立的文學館，雖然尚在興建中，⼀連串透過公部⾨宣傳管道、 結合購物中心活動等
維持話題熱度的努力值得仿效；板橋區與義大利波隆納為姊妹市，舉辦波隆納原畫展已超過四十年。因此淵源板橋區每年皆獲贈許多得獎
外文書籍，原先利用廢校閒置空間開設波隆納繪本館，之後合併至 2021年開館的板橋區新總圖內。波隆納繪本館不以⼀般公圖兒童區自
居，⽽強調該館之「國際」特⻑，規劃許多別開⽣⾯的書展與活動。

◎講題大綱節錄 (與在地緊密連結之兒童文學館舍—以日本三鷹市、 江戶川區、板橋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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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桃園兒童文學館營運規劃 & 調查研究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桃園文學館 –營運規劃調查研究

◎緣起及背景說明

桃園兒童文學館自 2018年3月開館，是臺灣第⼀座地方兒童文學館，位於桃園市立圖書館蘆竹分館4樓，面積約

150坪，館內設有學齡前、學齡後區、多功能學習區、展示區及閱讀區等5大區域，並導入RFID系統，讓圖書借閱

更為方便；現館內兒童文學相關館藏約3萬多冊，主要典藏桃園在地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其他地區作家為輔，內容

以作家作品及相關文物、手稿為主。

桃園文學館位在桃園區，市府規劃預計將日式宿舍修復活化，設置「桃園文學館」並規劃主題特展區、常設展區、

文學主題餐廳等空間，藉以辦理文學講座、展覽並串連獨立書屋等活動，期望於 2024 年修復完成並正式營運。鑒

於桃園文學館修復完工在即，規劃整合桃園兒童文學館及桃園文學館的定位，建置完整的桃園文學館體系的營運組

織架構，並在資源相應提升後，強化館所分工並與社會共享豐富的文學資源及延續珍貴在地文學史料，此外，除擴

增文學空間，鏈結桃園各文化館所，以其有利留任專業人才並提高在地的研究量能。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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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桃園兒童文學館營運規劃 & 調查研究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桃園文學館 –營運規劃調查研究

◎期程：

111年3月8日-12月15日

◎ 2大主軸研究部分：

1. 瞭解⺠眾對桃園兒童文學館營運的滿意程度、館內提供的服務品質與發展方向是否符合⺠眾的期待與需求。

2. 探討桃園文學館之營運策略及組織定位，助於桃園文學館未來營運模式發展和服務政策方向。

◎研究目的：

1.了解桃園兒童文學館服務客群組成特徵及服務需求滿意度。

2.了解桃園兒童文學作家、教師、館員、⺠眾等對兒文館的需求與期待。

3.整合桃園兒童文學館和桃園文學館發展之定位與策略，讓不同場域的能量得以相互有機地共創與共享。

4.擬定未來桃園文學館之展示、教推、公服、行銷和維運管理機制，奠定館所中⻑程發展之基礎。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各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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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桃園兒童文學館營運規劃 & 調查研究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桃園文學館 –營運規劃調查研究

桃園兒童文學館

1.國內外兒童文學館

/圖書館案例探討

(1)角野榮子兒童文學館

(2)國立國會圖書館-國際兒童圖書館

(3)高雄市立圖書館-國際繪本中心

(4)雲林縣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

2.桃園兒童文學館-

滿意度調查分析

(1)調查限制

(2)研究設計

(3)問卷分析

3.兒童文學論壇-

規劃與執行

4.兒童文學館-

意見徵集

(1)營運模式

(2)推廣活動

(3)核心功能

(4)對象族群

(5)期許建議

◎執行：

1. 綜合結論&建議

2. 112-115年營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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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兒童文學館 桃園兒童文學館營運規劃 & 調查研究

桃園市兒童文學館&桃園文學館 –營運規劃調查研究

◎綜合結論&建議

【兒童文學館 ￚ服務的重要性與滿意度】

◎兒童文學館14個服務項目中，有13個項目重要性皆達 85%以上。

■其中「活動豐富度」(95.1%)、「展覽主題的吸引力」(94.4%)、

「藏書分類方式」(93%)，此3項目重要性更高達90%以上。

◎兒童文學館服務中，滿意度落於87%之間。

■其中「展覽方式多元」(87.9 %)、「工作人員提供的諮詢服務」(87.9 %)、

「活動豐富度」(87.7)，此3項目獲得滿意度較高。

■其中「聯外交通」(72.1%)、「兒童文學館與學校或社區關係」(77.3%)，

此2項目為需要加強的服務著重點。

兒童文學館的服務重要性與滿意度，請依個人看法與感受，
勾選兒童文學館各項服務的重要性與實際參觀後的滿意度

●112 年至 115 年營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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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 110年4月4日開館

■位於八德區大湳森林公園內部，7棟各1層樓高之建築物，

地板面積約685.75坪

■全臺第1家屬縣市政府的玩具圖書分館

■玩具為館藏特色

八德- 兒童玩具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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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德-兒童玩具圖書館 場館空間 / 區域

◎ 場館空間/區域

A區-展覽館 (玩具展覽暨互動區)

B區-玩具修復站 (玩具修復站及二手玩具交換區)

C區-DIY工作坊 (手作室)

D區-積木主題區 (積木及桌遊展覽暨體驗)

E區-親子遊戲區 (遊戲空間)

F區-STEAM體驗區 (遊戲空間)

G區-繪圖體驗區 (繪圖空間)

H區-互動體驗區 (生態展覽暨互動空間)

I區-生態工作坊 (手作室、小演講廳)

J區-圖書區 (圖書區、故事舞臺)

積木主題區 互動體驗區

圖書區 生態工作坊

區域 / 開放時間 / 入館須知注意事項



<<玩具館藏採購考量>>
適合年齡&材質&種類& STEAM玩具&認證玩具

• 學齡前玩具 – 安全、衛生、操作難易度等。

• 銀髮族玩具 – 肢體協調、記憶、人際互動等。

• 認證玩具 – 共融遊戲認證標章(如:視障、聽障等)

• 數位玩具 – 如:健身環、Switch。

• STEAM玩具

• 桌遊 – 主題、策略、派對、家庭、抽象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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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德-兒童玩具圖書館 玩具館藏持續充實

◎ 玩具館藏持續充實



遊戲認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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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德-兒童玩具圖書館 遊戲認證標章導入

◎ 遊戲認證標章導入

「共融設計」- 能在合理的範圍內，讓大多數的人，在使用或

接觸產品及服務時的障礙或是不便，能夠盡可能的減少。

●共融玩具 – 讓我們玩在一起

■7項不同需求的識別標章，包含：

1.視障（綠色狗狗標章）、 2.聽障（黃色兔子標章）、

3.自閉症（藍色貓咪標章）、4.多重障礙（紅色穿山甲標章）、

5.銀髮（褐色貓頭鷹標章）、6.親子（橘色親子猴標章）、

7.多元文化（紫色玩具熊標章）。

■以上為更好的服務各族群，取得適能適性的遊戲資源，以期透

過遊戲、玩具及遊具等設施，打破使用藩籬，能夠自然而不著痕

跡地玩在一起，主動提升及保障遊戲權益。

●遊戲認證標章

比薩派對玩具組認證標章



志工培訓課程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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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德-兒童玩具圖書館 館員 & 志工教育訓練

◎ 館員&志工教育訓練

■ 融合遊戲意涵與制度說明 ■逐項說明各項遊戲規則及操作、演示

111.11.15

■遊戲認證制度與
融合遊戲介紹
■館藏遊戲使用與
管理

111.9.11

■阿根廷遊戲政策
服務交流
■兒童玩具圖書館
服務交流

■ 館員及志工體驗各項館藏遊戲 ■ 教育訓練課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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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德-兒童玩具圖書館 行動玩具車服務

◎ 透過 故事、玩具、閱讀 推廣兒童玩具圖書館。

◎ 服務對象：兒童、銀髮族、親子長幼民眾。

◎ 服務地點：幼兒園、國小、育幼院、活動中心、

公園，廣場、榮民之家、老人會館、

本館其他分館或搭配特別活動地點等。

行動玩具車(各配備視服務地點、對象調整)

◎ 行動玩具車服務

■ 5/21平鎮分館 ■ 7/18光峰非營利幸福分班 ■ 7/22蘆竹格林幼兒園

■ 8/20龜山大坪頂公園 ■ 8/26格林青埔幼兒園 ■ 9/17龜山大坪頂公園

■ 10/13私立頂好幼兒園 ■ 11/6朝陽森林公園 ■ 12/13德蘭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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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德-兒童玩具圖書館 豐富各項策展活動

◎ 豐富各項策展活動

■玩具交朋友 — 交換玩具串連活動 ■偵探密室脫逃活動 ■營隊活動 ■精彩兒童劇 ■桌遊活動

■2022不想長大玩聚在一起 ■台灣IP來阮兜 ■主題月推廣活動 ■主題月推廣活動 ■ 聲影魔術師巡回展及手作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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