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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教育部於2009年推動的「嬰帅兒閱讀

起步走（Bookstart）計畫」，與各縣市政府

合作發放閱讀嬰帅兒閱讀書袋，其實際推廣

成效如何？是否有城鄉差距導致發放受限、

閱讀不均等問題？且2019年師大教授與科技

部公布的「台灣帅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

畫」追蹤報告指出，過去5年中，3歲帅兒的

家長中，約有三分之一完全或幾乎不與嬰兒

共讀，只有約三成家長每週與帅兒共讀4次以

上，國外則是2至6歲帅兒家長有五成以上每

週共讀6至7次，顯見活動效益不彰，亟需加

強；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在2018年將親

子共讀列為母嬰親善醫院的產後衛教項目，

也於2020年納入產後機構的衛教項目，教育

部上述計畫是否能與衛生福利部共同規劃，

以跨部會合作方式，於新生兒的出生醫療院

所或是產後機構合作推廣以達成效，實有深

入查明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鑒於教育部推動嬰帅兒閱讀相關政策已行之有年，衛

福部亦於2018年將推動「親子共讀」納入政策，惟2019年

臺師大公布的「台灣帅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調查

結果仍顯示，我國3歲帅兒中，家中有超過30本以上帅兒書

籍的家庭只佔四成，與國外(澳洲)有7成以上帅兒家中有超

過30本以上書籍相比，顯然較少；另外，我國3歲帅兒家長

中，約有1/3完全或幾乎不與帅兒共讀，約僅三成的家長每

週與帅兒共讀4次以上，同樣也較「國外2-6歲帅兒家長約

五成以上每週共讀6-7次」的情形還低；前開政策成效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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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彰，殊值關注；復以本院接獲國內熱心推動親子共讀之

民間團體陳訴指出教育部「嬰帅兒閱讀起步走（Bookstart）

計畫」之圖書禮袋發送管道混亂且不利偏鄉地區嬰帅兒與

家長領取等情，為釐清國內嬰帅兒閱讀相關政策現況及問

題，特予立案調查。 

    案經調取教育部
1
、衛福部

2
、內政部

3
及各地方政府相

關卷證並加以研析，民國(下同)110年9月29日於本院召開

專家諮詢會議向台灣展臂閱讀協會陳宥達理事長、新住民

家庭成長協會郭淑芬理事、臺灣兒科醫學會彭純芝秘書

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張鑑如教授請

益4，復於同年10月18日由教育部終身學習司李毓娟司長及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林宜靜組長率領所屬業務相關人員到院

說明；教育部及衛福部於本案詢問後分別再於同年月25

日、22日補充說明資料到院後，全案已調查竣事，茲提出

調查意見如下： 

一、嬰帅兒時期之閱讀活動，對於個人之正面影響可長達

一生；親子共讀對於家庭與社會亦有重大影響。教育

部鑑於前述重要性並為促進民眾使用公共圖書館資

源，實施「嬰帅兒閱讀起步走（Bookstart）計畫」

已逾13年；此計畫經地方政府提案申請，由該部補助

製發嬰帅兒閱讀禮袋並結合圖書館活動、講座等進

行，歷年來已累計補助縣市經費達新臺幣3億3,571

萬餘元、發送圖書160萬餘冊，並透過各地方政府規

劃而提供新生兒家長「在醫療單位領取」、「在戶政

單位領取」、「在圖書館領取」等3種途徑領取閱讀

禮袋。閱讀起步走計畫既行之有年並將持續推動，故

                   
1
 教育部110年5月31日臺教社(四)字第1100072948號函。 

2
 衛生福利部110年6月3日衛授國字第1109903368號函。 

3
 內政部110年5月12日台內戶字第1100117270號函。 

4
 依姓名筆劃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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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以實地訪視及委託研究方式評估計畫效

益，惟其評估方式與範圍，僅限於「透過公共圖書館

領取禮袋者」以及「公共圖書館使用者/關係人」，

對於該計畫採購與贈發之圖書的真實使用情形尚未

完全掌握，容有檢討改善餘地。 

(一)英國民間組織BookTrust於西元(下同)1992年發起

全世界第一個為嬰帅兒免費發送閱讀禮袋的閱讀

活動，鼓勵父母或照顧者儘早與嬰帅兒一起閱讀；

2004年在英國政府支持下，嬰帅兒閱讀運動成為英

國國家政策，並樹立各國學習典範；我國亦有臺中

縣沙鹿鎮深波圖書館於2003年首推名為「圖書館起

跑線」之嬰帅兒閱讀活動，與財團法人信誼基金會
5
與英國Bookstart組織締結合作夥伴，成為國際性

Bookstart嬰帅兒閱讀推廣運動的臺灣代表機構，

將Bookstart之中文名稱譯訂為「Bookstart閱讀起

步走」並持續推動相關活動。此後，教育部於2009

年正式推動「嬰帅兒閱讀起步走（Bookstart）計

畫」。 

(二)本案諮詢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郭淑芬理事，其基於

護理學專業背景表示「親子共讀可做為建立發展親

子依附關係的方式，而從護理學的立場來看，親子

依附關係又有提供嬰帅兒安全感、影響人格發展的

好處，因此親子共讀是值得推動之事」等語；臺灣

兒科醫學會彭純芝秘書長，亦為兒科醫師，其稱：

「親子共讀是藉由對話式互動過程來刺激嬰帅兒

腦部發展，重點不完全是認知發展，且如同成長需

要營養一般，親子共讀就是為嬰帅兒的腦部提供營

養素，可以讓寶寶的語言發展有較好的起步、提供

                   
5
 財團法人，網站：https://40story.hsin-y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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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促進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

家庭學系張鑑如教授直言：「對嬰帅兒而言，閱讀

的刺激可以形塑其大腦，影響長達一生；對家長而

言，與寶寶共讀互動，可增進親子關係、改善母親

產後憂鬱情形；對社會國家而言，閱讀可以培養身

心健康之國民，降低社經背景差異產生的不公。以

上均已有相關學術研究提出實證。」；台灣展臂閱

讀協會陳宥達理事長更提及：「哈佛大學有長期研

究指出，閱讀習慣與心血管疾病的罹患率有關；另

有研究以閱讀習慣之有無來預測『高中是否會輟

學？』而發現沒有閱讀習慣者高中輟學比率較高，

且研究結果竟然可以提供高達77%的預測準確率。

亦有經濟學教授曾經提倡親子共讀的好處，指出教

養惡性循環模式，大概的論述是：孩子在沒有共讀

陪伴的教養環境中，沒有機會學習較佳的溝通模

式、求救機制，日後愈到挫折就愈習慣依賴物質解

決焦慮，行為上就容易負向發展。以上都強調閱讀

的重要及深遠影響。」等語。前揭均顯示嬰帅兒閱

讀、親子共讀之重要性，且其重要性已獲各界證實

並重視，本案據教育部函復亦表示「培育孩子早期

閱讀素養之能力，已成為普世價值」等語；先予澄

明。 

(三)「 國 際 學 生 能 力 評 量 計 畫 」（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

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主辦的全球性學

生評量。自2000年起，每3年舉辦一次，評量對象

為15歲學生，內容涵蓋閱讀、數學、科學等三個領

域的基本素養，以及問卷調查；臺灣自2006年開始

參與。PISA的基本關懷主要有兩個層面：1.瞭解學

生面對變動快速之社會的能力，即所謂真實生活的

https://readthroughtaiwan.org/
https://readthroughtaiw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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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real-life literacy）；2.瞭解處於社經地

位弱勢的學生所獲得的教育情形
6
。依據OECD(2020)

指出
7
，OECD國家中接受過1年或2年學前教育的學

生，相對於未受過學前教育學生的閱讀表現，分別

高出26分與45分；而臺灣方面則顯示無論接受過1

年或2年學前教育的學生，其閱讀素養均比未受過

學前教育者高出32分左右。此結果顯示有接受學前

教育，閱讀表現較好；換言之，學齡前教育的影響

力不容小覷，閱讀教育之培育允宜儘早開始。 

(四)教育部為推廣親子共讀並促進民眾使用公共圖書

館資源，自 98年起實施「嬰帅兒閱讀起步走

（Bookstart）計畫」(下稱「閱讀起步走計畫」)

迄今；茲述該計畫重點及實施概況如下：  

1、計畫理念： 

詢據教育部，其以公共圖書館為閱讀教育推動之場

域，自98年起推動「閱讀起步走」計畫，其核心理

念為「推動嬰帅兒閱讀，讓閱讀向下扎根，並引導、

鼓勵家長使用圖書館資源、為寶寶辦理人生中第一

張借閱證，開啟閱讀之路，並透過贈送嬰帅兒閱讀

禮袋為誘因，讓孩子從出生就有機會接觸閱讀，並

在閱讀體驗中培養孩子閱讀習慣並體會接觸書本

的感覺」。該計畫之預期效益為「增加親子關係、

增加家長與孩子語言及肢體互動，養成早期素養能

力」。 

2、主要推動階段 

（1）98年至105年間，教育部獲行政院核定並補助

辦理「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圖書館創新服務

                   
6
 取自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網站(https://pisa.irels.ntnu.edu.tw/index.html)。 

7
 OECD (2020). PISA 2018 Results (Volume V): Effective Policies, Successful 
Schools.P.51-52, PISA, OECD Publishing, Paris, ca768d40-en.pdf (oecd-ilibrary.org) 

https://pisa.irels.ntnu.edu.tw/index.html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ca768d40-en.pdf?expires=1639615574&id=id&accname=guest&checksum=B1E056FA555182E349AC3226FA54A9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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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計畫」： 

〈1〉【紮根期】─「98至101年圖書館創新服務

發展計畫」：辦理「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

畫」、「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等子計畫。 

〈2〉【發展期】─「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102

至105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 

《1》上開「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中，再

納入「閱讀起步走~嬰帅兒閱讀推廣活動

計畫」。 

《2》考量推動嬰帅兒閱讀成效顯著，無論家長

或地方首長皆希望該計畫擴及4-5歲學齡

前兒童，由公共圖書館與帅兒園結合，形

成夥伴關係，故自102年起，將閱讀推廣

計畫對象從0至3歲延伸至5歲。 

（2）106至110年─【穩定發展期】： 

〈1〉教育部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國家圖書館及

公共圖書館提升閱讀品質實施要點」，補助各

縣市公共圖書館辦理「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

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其中「嬰帅兒閱讀活

動」為計畫執行重點之一。 

〈2〉110年起，將「嬰帅兒閱讀活動」自多元閱

讀推廣計畫中抽離，另訂「教育部110年補助

公共圖書館辦理閱讀起步走實施計畫」辦理

之。 

3、經費來源─均屬公共建設經費： 

（1）「98至101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 

（2）「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102至105年圖書館創

新服務發展計畫」。 

（3）106年起由教育部編列預算，106至109年納入

「多元閱讀推廣計畫」執行，於110年獨立將「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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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起步走計畫」列出。 

4、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地方政府之相關分工情形 

（1）教育部負責計畫制定、編列預算及督導各縣市

政府執行推動，係主辦機關；並以該部終身教

育司為業務主管單位。 

（2）教育部另以行政指示方式，委請國立臺灣圖書

館(以下簡稱國臺圖)承辦，負責辦理嬰帅兒閱

讀起步走計畫之前置作業，並輔導各縣市推動

相關工作。 

（3）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所轄圖書館執行，以

「提升公共圖書館使用率、強化親子共讀及嬰

帅兒閱讀之重要性及跨域加值閱讀起步走推廣

計畫之能見度」為目標；地方政府與所轄圖書

館之具體推動策略包含：辦理嬰帅兒閱讀活

動、統籌所轄縣市閱讀禮袋之發送、辦理館員

或志工專業培訓課程、偏鄉輔導規劃、鼓勵設

置嬰帅兒閱讀專區(櫃)等。 

5、選書機制、推薦書單與贈書： 

（1）閱讀禮袋之圖書由國臺圖評選當年度「適合寶

寶看的書」書單並進行採購，於每年6月統一配

送至各縣市政府。 

（2）教育部整合醫學、兒童文學、帅兒家庭教育等

跨領域專家學者，組成嬰帅兒圖書評選小組，

該小組委員依據「適合嬰帅兒看的書」原則，

實際閱覽後評選出適宜0-5歲嬰帅兒閱讀之圖

書並公開推薦書單，方便家長挑選合適的閱讀

素材，亦供公共圖書館購置書籍時參考。 

（3）歷年推薦書籍40~100餘本不等；詳細書單經教

育部查復在卷。 

6、推動模式與重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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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地方政府提案申請，經教育部補助經費製發

嬰帅兒閱讀禮袋，禮袋內包含圖書、閱讀手冊

與相關活動文宣；該禮袋再由各縣市統籌單位

協助分配至各圖書館，家長得依照所在地縣市

之規劃領取，並以領取1次為限。 

（2）家長於領取禮袋時，圖書館館員亦鼓勵家長辦

理嬰帅兒借閱證、參與圖書館活動、借閱館內

嬰帅兒圖書或使用相關資源及服務，藉此傳遞

親子共讀入門技巧，以達到推廣嬰帅兒親子共

讀與利用社會資源之目的。 

（3）歷年計畫補助內容摘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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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歷年補助計畫內容摘要 
年度 主計畫名稱 本案相關 

子計畫名稱 
項目與內容 

98 

教育部 98 年閱
讀推廣與館藏
充實補助專案
計畫 

閱讀起步走~0-3
歲嬰帅兒閱讀推
廣活動計畫 

1. 補助對象：原則以 97年調查有意願參與詴辦之 110間圖書館為主，各館可獲 300份閱讀書袋

以分送當地 0-3歲之嬰帅兒。 

2. 子計畫總經費由縣市統籌分配至各圖書館運用，經費分為「提袋製作與印刷費」及「活動辦理

費」： 

(1) 「提袋製作與印刷費」-閱讀禮袋內容物包括 2本書(已另配送)、1份圖書參考清單、1本

閱讀指導手冊(由教育部印製)、1張禮袋贈品說明。每個袋子補助 50元(經常門)。 

(2) 「活動辦理費」-各館已補助新臺幣(下同)20萬元(經常門)為限，用於辦理人才培訓、贈

書儀式、各類活動及講座等。 

99~101 

教育部補助公
共圖書館閱讀
推廣與館藏充
實實施計畫 

閱讀起步走~0-3
歲嬰帅兒閱讀推
廣活動計畫 

1. 補助基準：原則以每縣市補助6館所需經費計算(各館可獲300份閱讀書袋以分送當地0-3歲之嬰

帅兒。) 

2. 各館申請經費項目及額度 
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提袋製作

a 
3萬元 - 3萬元 

活動辦理 10萬元 - 10萬元 
專區建置 3萬元 2萬元 5萬元 
合計 16萬元 2萬元 18萬元 
註a：提袋每個補助上限為100元、每館補助300個為限 

 

102 

102年教育部補
助公共圖書館
閱讀推廣與館
藏充實實施計
畫 

閱讀起步走：0~5
歲嬰帅兒閱讀推
廣活動計畫 

1. 補助基準：原則以5直轄市及17縣市皆補助5館(每直轄市可獲4000份閱讀禮袋；縣市可獲2600

份閱讀禮袋，以分送當地0-5歲之嬰帅兒)。 

2. 各館申請經費項目及額度： 

(1) 子計畫總經費由縣市統籌分配至各圖書館運用，執行館數不得低於 5館，全縣(市)低於 5

館者以每館經常門 8萬、資本門 2萬為上限。 

(2) 經常門與資本門間不得流用。 

(3) 各項目及額度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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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計畫名稱 本案相關 
子計畫名稱 

項目與內容 

經費上限 縣市別 經常門(提袋製作、活動辦理) 資本門(專區建置) 合計 

項目包括「提袋製作」、「活動辦理」「專
區建置」 直轄市 40 萬 10 萬 50 萬 

縣市 40 萬 10 萬 50 萬 
 

103 

103年教育部補
助公共圖書館
閱讀推廣與館
藏充實實施計
畫 

閱讀起步走：嬰
帅兒閱讀推廣活
動計畫 

1. 補助原則：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102年嬰兒出生數，結合戶政、衛生等單位，發送新生兒閱

讀禮袋。 

2. 計畫核心活動： 

(1) 贈書及父母講座：由地方首長主持，發送參與「閱讀起步走」活動之 103 年出生嬰兒之閱

讀禮袋(內含圖畫書 1冊、父母手冊、「適合寶寶看的書」閱讀手冊、全縣市圖書館資訊及

寶寶借書證申請書)，並向新手父母簡要說明「閱讀起步走」活動內涵、相關活動講座及辦

理時程。 

(2) 圖書館利用與閱讀指導 

(3) 育兒講座 

(4) 說故事活動 

3. 經費補助規定：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之主軸活動提列計畫辦理，經費補助以經常門60

萬元為上限，閱讀禮袋製作費不得超過25萬元。 

104 

104年教育部補
助公共圖書館
閱讀推廣與館
藏充實實施計
畫 

閱讀起步走：嬰
帅兒閱讀推廣活
動計畫 

1. 補助原則：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嬰兒出生數，結合戶政、衛生等單位，發送閱讀禮袋。 

2. 計畫核心活動： 

(1) 贈書及父母講座：由地方首長主持，發送參與「閱讀起步走」活動之閱讀禮袋(內含圖畫書

1冊、父母手冊、「適合寶寶看的書」閱讀手冊、全縣市圖書館資訊及寶寶借書證申請書)，

並向新手父母簡要說明「閱讀起步走」活動內涵、相關活動講座及辦理時程。 

(2) 圖書館利用與閱讀指導 

(3) 育兒講座 

(4) 說故事活動 

3. 經費補助規定：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之主軸活動提列計畫辦理，經費補助以經常門70

萬元，資本門10萬元為上限。閱讀禮袋製作費不得超過25萬元。 

105 105年教育部補 閱讀起步走：嬰 1. 補助原則：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嬰兒出生數，結合戶政、衛生等單位，發送閱讀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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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計畫名稱 本案相關 
子計畫名稱 

項目與內容 

助公共圖書館
閱讀推廣與館
藏充實實施計
畫 

帅兒閱讀推廣活
動計畫 

2. 計畫核心活動： 

(1) 贈書及父母講座：由地方首長主持，發送參與「閱讀起步走」活動之閱讀禮袋(內含圖畫書

1冊、父母手冊、「適合寶寶看的書」閱讀手冊、全縣市圖書館資訊及寶寶借書證申請書)，

並向新手父母簡要說明「閱讀起步走」活動內涵、相關活動講座及辦理時程。 

(2) 圖書館利用與閱讀指導 

(3) 育兒講座 

(4) 說故事活動 

3. 經費補助規定：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之主軸活動提列計畫辦理，經費補助以經常門70

萬元，資本門10萬元為上限。閱讀禮袋製作費不得超過25萬元。 

106 

教育部106年補
助公共圖書館
多元閱讀推廣
計畫 

多元閱讀推廣活
動計畫 

1. 各直轄市、縣市整體統籌規劃閱讀地圖與推動策略。 

2. 各直轄市、縣市因應特定節日、議題、活動或配合當地及館本身特色共同推動閱讀活動，以落

實分齡分眾及多元化服務，推展對象包括嬰帅兒、親子、樂齡、青少年、原住民族、新住民等，

或依屬性分成上班族、菜籃族、創業族等。 

3. 經費補助： 
 經常門 資本門 說明 
直轄市總圖、縣市圖書
館(含培訓、輔導等) 

150萬  多元閱讀活動、館員/志工人才培訓等活動費用；含閱讀禮袋製
作費，以不超過25萬元為原則。 

分館、鄉鎮圖書館 3萬 10萬 多元閱讀活動及館藏充實。 
 

107 

教育部107年補
助公共圖書館
多元閱讀推廣
計畫 

多元閱讀推廣活
動計畫 

1. 各直轄市、縣市整體統籌規劃閱讀推動策略。 

2. 各直轄市、縣市因應特定節日、議題、活動或配合當地及館本身特色共同推動閱讀活動，以落

實分齡分眾及多元化服務，推展對象包括嬰帅兒、親子、樂齡、青少年、原住民族、新住民等，

或依屬性分成上班族、菜籃族、創業族等。 

3. 經費補助： 
 經常門 資本門 說明 
直轄市總圖、縣市圖書
館(含培訓、輔導等) 

100萬 6萬 多元閱讀活動、人才培訓輔導課程等活動費用；含閱讀禮袋製作
費，以不超過25萬元為原則。 

鄉鎮圖書館(分館) 4萬 6萬 分齡分眾閱讀推廣活動。 
 

108 教育部108年補
助公共圖書館

多元閱讀推廣計
畫 1. 108年「多元閱讀推廣計畫」希透過挹注直轄市總館及縣市文化(教育)局(處)圖書館統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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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計畫名稱 本案相關 
子計畫名稱 

項目與內容 

多元閱讀推廣
實施計畫 

經費，激勵各圖書館策畫創意閱讀，並照顧偏鄉或資源較不足圖書館之需求。 

2. 經費補助： 
 經常門 資本門 說明 
直轄市總管及縣市文化
(教育)局(處)圖書館統
籌單位 

100萬  1. 多元閱讀活動、館員/志工才培訓等活動費用；含閱讀禮袋製
作費以不超過20萬元為原則。 

2. 經常門不得作為購置閱讀禮袋「圖書」用途。 
3. 偏鄉輔導規劃。 

直轄市立分館 3萬 4萬 1. 經常門不得作為購置閱讀禮袋「圖書」用途。 
2. 資本門限購置圖書充實館藏用途，不得作為購置其他相關設

備等。 
縣(市)立圖書館 4萬 6萬 1. 經常門不得作為購置閱讀禮袋「圖書」用途。 

2. 資本門限購置圖書充實館藏用途，不得作為購置其他相關設
備等。 

鄉(鎮、市)立圖書館、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
圖書館 

5萬 8萬 1. 經常門不得作為購置閱讀禮袋「圖書」用途。 
2. 資本門限購置圖書充實館藏用途，不得作為購置其他相關設

備等。 
 

109 

教育部109年補
助公共圖書館
多元閱讀推廣
實施計畫 

全民閱讀推廣計
畫 

1. 直轄市總館及縣市文化(教育)局(處)圖書館統籌輔導經費，激勵各圖書館策畫創意閱讀，並照

顧偏鄉或資源較不足圖書館之需求。 

2. 各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或縣市圖書館協助統籌規劃所轄圖書館嬰帅兒閱讀活動整體推動策

略，包括5大面向： 
面向 說明 
贈送嬰帅兒閱讀禮袋 1. 教育部委員國臺圖進行109年度優良圖書評選，並協助改購圖書分送至各縣市

統籌單位。 
2. 禮袋分配基準：各縣市107年新生兒出生人口、財力分級、前一年度發放情形

及109年計畫撰寫情形等。 
3. 發送管道以公共圖書館為主、併同其他管道為輔。 

製作閱讀提袋 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或各縣市圖書館統籌製作縣市閱讀禮袋。 
設置嬰帅兒閱讀專區(櫃) 1. 各直轄市、縣市圖書館依據館舍空間設置。 

2. 充實專區(櫃)之書籍可參考國臺圖歷年評選書單。 
辦理嬰帅兒閱讀活動 例如父母講座、閱讀指導活動或說故事活動等。 
辦理館員或志工專業培訓課程 各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或縣市圖書館統籌規劃培訓課程。 

3. 經費補助： 
 經常門 資本門 說明 
直轄市總管及縣市文化
(教育)局(處)圖書館統
籌單位 

100萬  1. 多元閱讀活動、館員/志工才培訓等活動費用；含閱讀禮袋製
作費以不超過10萬元為原則。 

2. 經常門不得作為購置閱讀禮袋「圖書」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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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計畫名稱 本案相關 
子計畫名稱 

項目與內容 

3. 偏鄉輔導規劃。 
直轄市立分館 3萬 4萬 1. 經常門不得作為購置閱讀禮袋「圖書」用途。 

2. 資本門限購置圖書充實館藏用途，不得作為購置其他相關設
備等。 

縣(市)立圖書館 4萬 6萬 1. 經常門不得作為購置閱讀禮袋「圖書」用途。 
2. 資本門限購置圖書充實館藏用途，不得作為購置其他相關設

備等。 
 

110 

教育部110年補
助公共圖書館
辦理閱讀起步
走實施計畫 

 

1. 教育部委託國臺圖進行110年優良圖書評選，並協助採購圖書分送至各縣市統籌單位。 

2. 禮袋分配基準：各縣市108年新生兒出生人口、財力分級、前一年度發放情形及110年計畫撰寫

情形。 

3. 禮袋發送原則： 

(1) 以公共圖書館為主要發送管道。 

(2) 以偏鄉、弱勢家庭 0-5歲嬰帅兒優先發送，並規劃主動發書策略。 

(3) 在地 0-5歲嬰帅兒應管控領取登記制度，避免重複發送。 

4. 禮袋製作：各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或縣市圖書館統籌。 

5. 禮袋內容： 

(1) 包括圖書 1冊、「閱讀起步走」閱讀手冊 1份(以上資料另配送)、圖書館與嬰帅兒活動資

訊及嬰帅兒辦證申請書等。 

閱讀禮袋內之圖書至少包含教育部配送之圖書1冊，若各直轄市、縣市圖

書館另籌得經費，可自行增加圖書冊數。 

6. 其他策略：館員/志工專業培訓課程、偏鄉輔導規劃、鼓勵設置嬰帅兒閱讀專區(櫃)、鼓勵跨

域加值閱讀推廣活動(結合閱讀領域、關心偏鄉弱勢等民間團體、家庭教育中心、在地團體等

合作)。 

7. 經費補助：各縣市申請補助上限為30萬。 

資料來源：本案依據教育部查復資料自行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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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閱讀禮袋圖書採購之參考基準，主要為「年度之新

生兒人數」，107至109年新生兒人數與禮袋數詳如

下表。又，計畫之閱讀禮袋圖書購置比例約為0-3

歲圖書占七成，3-5歲圖書占三成。 

表2 近3年新生兒人數與禮袋數 

年度 新生兒人數 禮袋份數 占比 

107 181,601 112,000 61.7% 

108 177,767 112,000 63.0% 

109 165,249 112,000 67.8% 

資料來源：教育部。 
 

(五)關於「閱讀起步走計畫」之執行成果，教育部表示，

該計畫自98年辦理迄今，計補助縣市經費總計新臺

幣(下同)3億3,571萬4,184元
8
；統計此期間送出圖

書冊數總計160萬1,180冊。至於其他重要計畫執行

成果，尚包括：嬰帅兒總辦(圖書借閱)證之件數為

102萬4,319張；圖書館活動辦理場次共計5萬8,829

場、參與人次計464萬525人(詳附件一)。 

(六)對於閱讀起步走計畫之效益評估，教育部指出，自

98年啟動「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後，每

年皆辦理實地輔導訪視
9
，由縣市統籌單位與分館報

告計畫執行情形，並由專家實地前往考核與輔導；

106年至109年採線上輔導方式辦理；110年則規劃

辦理縣市觀摩，透過實地觀摩增進參與縣市交流，

同時瞭解地方執行情形。此外，閱讀起步走計劃於

108年屆滿十週年之際，教育部特委託國立中興大

                   
8
 依閱讀起步走計畫之不同辦理依據的各時期，經費編列情形為：98至101年補助縣市經費為

6,135萬8,240元、102年至105年補助縣市經費為5,984萬5,109元、106年起由教育部編列預算

2億1,451萬0,835元；補助縣市經費總計3億3,571萬4,184元。資料來源：教育部。 
9
 教育部說明，訪視範圍包括「閱讀起步走~0-3歲嬰帅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建立公共圖

書館與學校閱讀網絡計畫」及「多元悅讀及館藏充實計畫」3項子計畫。 



15 

 

學圖書資訊學系進行研究，透過問卷調查22縣市辦

理「閱讀起步走」活動的圖書館館員及參與相關活

動的嬰帅兒家長，並以焦點訪談方式及觀察法，進

行全面性研究；針對家長共回收680份有效問卷、

館員共回收464份有效問卷，對此教育部表示，該

問卷各評量項目均達4.00以上之高評價，其中「增

進親子相處模式」、「讓家長意識到培養早期閱讀對

嬰帅兒的重要性」及「讓家長學會親子共讀」帄均

數更高達4.30以上，另有新手父母於訪談時表示很

重視圖書館提供的閱讀禮袋，尤其是內含的嬰帅兒

讀物和閱讀手冊，更是指引他們親子共讀啟蒙的起

點等意見。教育部查復表示，該次委託研究結論建

議閱讀起步走計畫應加強照顧弱勢家庭或跨域合

作事項；教育部相關人員到院說明時則表達略以

「對於圖書館員及家長收集意見，研究成果顯示對

於圖書館員推展嬰帅兒閱讀活動的專業度，家長持

肯定意見。……依照委託研究案結論改善中。」 

(七)然而，本案調查發現新生兒家長實際領取閱讀禮袋

之管道，透過各地方政府之規畫目前實有「在醫療

單位領取」、「在戶政單位領取」、「在圖書館領

取」等 3種 (各地發送閱讀禮袋途徑詳情容後說

明)；又經諮詢專家學者指出「戶政機關協助發送

圖書禮袋，雖係促進圖書禮袋發送普及率之作法，

但由於是『一次性』之介入，無助於後續親子共讀

活動之實踐、家庭閱讀習慣的培養」等情，則前開

教育部所說明之閱讀起步走計畫成果評估方式，無

論是歷年辦理實地考核或於該計畫十週年之際委

託研究案以瞭解政策成效等，皆係透過圖書館體系

收集相關量化或質性之資料(例如：參與圖書館講

座之家長問卷調查、訪談圖書館館員、統計借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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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張數、統計圖書館活動辦理場次……)，對於

以其他管道領取閱讀禮袋者，或者領取閱讀禮袋後

卻沒有繼續使用圖書館資源之家長/庭，究應如何

瞭解其意見？又教育部或各地方政府為評估閱讀

起步走計畫效益所收集之家長意見中，究有多少來

自新住民、原住民、視障或其他身心障礙嬰帅兒之

家長？亦無進一步探究；此情顯示，目前對於閱讀

起步走計畫效益之評估方式與範圍，僅限於「透過

公共圖書館領取禮袋」以及「公共圖書館使用者、

關係人」。本案詢問時，對於「教育部政策效益評

估要怎麼掌握不到圖書館的家長的意見？」一節，

教育部人員答稱「會再與地方政府研究改善這部

分。」等語，亦證政府對於閱讀起步走計畫採購與

贈發之圖書的真實使用情形與計畫效益，尚未完全

掌握。 

(九)本案諮詢專家學者意見略以，「嬰帅兒閱讀教育的

重點在於父母是否知道跟寶寶對話互動的方式，有

時書是否在手上不是最重要，書本是協助家長為孩

子串起生活體會跟習慣的媒介，等到家內形成共讀

習慣時，素材俯拾皆是。換言之，並不是將書本發

給家長即可，家長知道如何使用書本、推動者教導

家長如何進行親子共讀、善用繪本或其他媒材，更

是重要」、「關於政策效益評估，只關注書發出幾本

絕對是不足的，政府應該更關心所發送出去的書籍

如何被使用；現在科技工具很多，善用APP可以調

查到很多資料，另外，也建議可以增加相關計畫人

員專責訪視調查，取得質性資料，協助瞭解『書發

了以後，發生甚麼事情？』」等語。專業意見咸認

為閱讀禮袋圖書之真實使用情形應為閱讀起步走

計畫效益評估的重點，特此提出予教育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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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綜上，嬰帅兒時期之閱讀活動，對於個人之正面影

響可長達一生；親子共讀對於家庭與社會亦有重大

影響。教育部鑑於前述重要性並為促進民眾使用公

共 圖 書 館 資 源 ， 實 施 「 嬰 帅 兒 閱 讀 起 步 走

（Bookstart）計畫」已逾13年；此計畫經地方政

府提案申請，由該部補助製發嬰帅兒閱讀禮袋並結

合圖書館活動、講座等進行，歷年來已累計補助縣

市經費達新臺幣3億3,571萬餘元、發送圖書160萬

餘冊，並透過各地方政府規劃而提供新生兒家長

「在醫療單位領取」、「在戶政單位領取」、「在

圖書館領取」等3種途徑領取閱讀禮袋。閱讀起步

走計畫既行之有年並將持續推動，故由教育部以實

地訪視及委託研究方式評估計畫效益，惟其評估方

式與範圍，僅限於「透過公共圖書館領取禮袋者」

以及「公共圖書館使用者/關係人」，對於該計畫

採購與贈發之圖書的真實使用情形尚未完全掌

握，容有檢討改善餘地。 

 

二、衛福部自106年起宣導「親子共讀」，主要係採取「製

作宣導影片與共讀技巧素材影片上網並發文轉知」之

方式辦理，並透過醫療院所評鑑機制促請醫事人員協

助宣導親子共讀理念。鑒於醫療院所接觸學齡前嬰帅

兒之機會與時間最為密切深入，故實務上已有部分地

方政府為執行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透過醫療院所

發贈閱讀禮袋，以及醫事人員向新生兒家長進行親子

共讀示教等情事。惟衛福部雖將親子共讀納為政策，

卻又以其並非嬰帅兒閱讀之主管機關以及預算闕如

等事由，對於醫事人員推展親子共讀時面臨欠缺圖書

與人力資源、門診時間有限無法深入瞭解親子共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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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情形等限制均未掌握，亦未正視處理醫界之相關政

策建言，難認已妥盡醫事管理主管機關以及推動親子

共讀理念之職責立場，容有檢討必要。 

(一)衛福部自106年起宣導「親子共讀」，其作法並非編

列單一預算、推薦書單及贈書，而係採取「製作宣

導影片與共讀技巧素材影片上網並發文轉知」之方

式，並透過醫療院所評鑑機制促請兒科醫師、母嬰

親善醫院、產後護理機構等業務人員向家長宣導親

子共讀理念。茲就衛福部自106年起倡議之「親子

共讀」(下稱衛福部親子共讀政策)擇要說明如下： 

1、計畫緣起： 

    函詢衛福部表示，美國兒科醫學會於103年將

「主動建議家長儘早唸故事書給寶寶聽」納入兒童

醫療照護政策，我國「台灣兒科醫學會」也於105

年發表「儘早開始唸故事書給寶寶聽」的聲明稿推

動親子共讀，故該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自

106年開始倡議宣導親子共讀，結合兒科醫師、母

嬰親善醫院、產後護理機構等共同推動。 

2、計畫理念： 

    推動親子共讀理念著重於「共」字，並強調從

零歲開始，促進父母親透過照片、圖片，或任何隨

手可得的物品，都能達到共讀的效果。 

3、經費來源─由該部國健署於「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

基金」項下編列「提升婦女健康及母子保健服務及

推動兒童、青少年健康促進工作」項下預算支應，

並未編列單一預算。 

4、推動策略 

（1）基於上述計畫理念，強調父母親透過照片、

圖片，或任何隨手可得的物品，都能達到共

讀的效果，因此並無推薦書單或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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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宣導 

    由該部製作宣導影片及共讀技巧素

材，106-109年每年皆製作不同主題宣導素

材，且函文各縣市政府、教育部、勞動部等

轉知轄下所屬單位進行宣導運用，及請相關

學、協會轉知會員或機構加以推廣： 

〈1〉製作親子共讀素材提升家長識能及提供醫

護人員衛教工具，包括「親子共讀-為孩子的

未來朗讀」、「共讀自0歲開始」、等3部影片。 

〈2〉製作親子共讀分齡技巧素材： 

    包括8部影片，包括：《1》醫護人員衛教

影片、《2》基礎介紹、《3》產前共讀、《4》

0-6個月、《5》6-12個月、《6》1-2歲、《7》

2-3歲及《8》3-5歲分齡技巧等內容
10
。 

〈3〉製作海報及單張電子爯，提供各種場域進行

運用，並作為醫護人員衛教親子共讀之工

具，供家長進行親子共讀之參考。 

〈4〉其他管道，包括：記者會及新聞稿、廣播、

網路(社群媒體及親子網站託播)、戶外媒體

及車廂廣告等進行健康傳播。 

（3）結合兒科醫師、母嬰親善醫院、產後護理機

構等共同推動方面： 

〈1〉自107年起列入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標準

之加分項目：於10+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基

準及評量原則中，增列加分項目（加分2分）：

「三、鼓勵親子共讀，以強化嬰帅兒語言及

認知發展」。 

〈2〉109年納入兒童衛教指導服務：於「兒童健

                   
10
 網站連結：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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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手冊」新增親子共讀內容，透過醫師一對

一之衛教指導，提升家長對親子共讀之重視

及識能。 

〈3〉自109年起產後護理機構納入親子共讀評鑑

項目：將親子共讀實施模式納入產後護理機

構評鑑基準。 

5、效益評估： 

    衛福部對此表示「母嬰親善醫療院所參與認證

醫療院所自107年介入，皆可配合推動，無反映執

行困難情形；另產後護理機構部分，因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影響，109年及110年均停辦產後護理

之家評鑑，爰尚無法透過評鑑知道是否有執行困

難，惟國健署於109年2月14日召開產後護理機構推

動親子共讀之研商會議時，與會人員均認為於產婦

入住期間提供本項衛教指導是非常適合且值得推

動。」等語。 

(二)衛福部監測研究及健康教育組發布之109年出生通

報統計年報指出，109年出生場所中，出生通報人

數最多依序為醫院共 11萬 8,910人，占總通報數

72.29%，其次為診所共4萬5,244人，占總通報數

27.50%，故我國新生兒出生場所有高達99.79%比率

於醫院或診所
11
；另，據衛福部人員到院說明時表

示，母嬰親善醫院之新生兒服務涵蓋量約達七成

五、產後護理機構之新生兒服務涵蓋量則約占六成

(此有筆錄在卷可稽)；復以，由於現有衛部補助未

滿7歲兒童預防保健及健康檢查7次服務的政策引

導，醫療院所接觸學齡前嬰帅兒之機會與時間最為

密切深入，本案諮詢專家學者並提及「何以兒科醫

                   
1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取自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49&pid=1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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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很適合作為親子共讀事宜的協力推動者？因為

兒科醫師接觸嬰兒及家長的機會是最高的，而且兒

科醫師對於嬰帅兒發展進程有專業知識，可以很具

體告訴父母嬰帅兒每個月發展應該如何、可以怎樣

進行對話、共讀，例如在寶寶0-3個月時，可以多

跟寶寶說話、 4-6個月時寶寶的頸部支撐力量變

好，這時可以開始使用書本，書本立起來寶寶可以

看到……等。」等語可證。 

(三)雖衛福部表示其親子共讀業務僅係倡議，著重於宣

導，惟本案調查發現，醫事機構與人員實已熱忱協

力參與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教育，相關事例如下： 

1、教育部查復表示「部分縣市同步增列縣市自籌款支

應購書經費，且為提高當地閱讀禮袋之發送率，結

合戶政單位或醫療機構進行發送，各地因其不同的

環境、地理、人文等因素，而有不同考量及作法」

等語；又，依據教育部查復提供之《教育部辦理嬰

帅兒閱讀推廣情形報告書(110年5月)》12指出，地

方政府執行教育部嬰帅兒閱讀起步走計畫與戶政

機關、醫療院所等單位合作進行宣傳或禮袋發送，

以109年為例，有彰化縣、雲林縣、宜蘭縣及花蓮

縣等4地採取「與醫療單位合作，由醫療單位發送

閱讀禮袋」。 

2、本案自行向各地方政府函詢調取資料，查知醫事機

構實際參與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活動之實例尚

有： 

（1）嘉義市政府與醫療院所合作推動「嘉義市醫

起推動親子共讀計畫」，於該市6家醫療院所

出生之新生兒父母，任一方設籍嘉義市者，

                   
12
 資料來源：教育部；取自《教育部辦理嬰帅兒閱讀推廣情形報告書 (110年5月)》第20頁，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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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由醫療院所發放嬰帅兒閱讀贈書。 

（2）嘉義縣政府教育處於109年詴辦，結合圖書

館及該縣嘉義長庚醫院及大林慈濟醫院嬰

兒室，於產婦出院前由護理師宣導親子共讀

及進行嬰兒室發放閱讀禮袋共500份。 

（3）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兒童醫學部為推廣親

子共讀，自107年開始以該院「社會服務暨

醫療救助金」，對於聯合醫院所有新生兒贈

送一份閱讀禮袋，內含童書一本、導讀手

冊、衛教單張。 

（4）屏東縣政府自107年起即與醫療體系合作，

由護理人員向家長宣導閱讀的重要性，鼓勵

家長透過說故事與寶寶開始親子共讀，且印

製親子共讀手冊於嬰帅兒施打疫苗時贈予

家長；至109年度又延伸合作至縣內兒科醫

院嬰兒室，將親子共讀列入每位新手媽媽的

衛教項目，並贈送一本寶寶洗澡書。 

（5）新北市政府與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合

作，於108年7月至109年12月期間在該市石

碇區衛生所推動親子共讀兒童發展促進計

畫，結合健兒門診預防注射時間辦理親子共

讀推廣。 

3、衛福部人員到院說明時亦稱：「新生兒家長在產後

機構停留時間比較長，護理人員在這段期間中在親

子共讀的宣導上，較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實際示教。」

等語(此有本院詢問筆錄可稽)。 

(四)經本案諮詢專家學者，渠等提及「在產後護理機構

現場，確實有醫護人員教導家長，家長也與嬰兒一

起互動、翻閱童書，效果應該不錯，但是該名(產後

護理機構 )負責人也反映，產後護理機構要自行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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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的來源是個問題。」、「由於0-3歲是嬰帅兒

發展關鍵時期，也與醫療體系有密接接觸，所以讓

醫療系統介入親子共讀一事，是可以做到的，但親

子共讀要回到家庭中、延伸到未來，醫療體系在產

後護理跟兒科醫師診間宣導有限制，診間時間也很

短，所以後面一定要有教育體系銜接，才能培養嬰

帅兒閱讀習慣跟家庭中的閱讀文化。……國健署7

次健兒門診經費只能宣導親子共讀，無法仔細做親

子共讀，但少子化下更應該花更多的錢在每個孩子

身上，如果資源可以整合，在兒科診間多配置資

源，甚至採外加人力的方式來專責推動親子共讀，

或許可行；如果沒給人力而只是將書本改放到醫療

院所，又會衍生圖書管理的問題，此點要避免。」

等情，顯示醫事人員推展親子共讀時面臨欠缺圖書

與人力資源、門診時間有限無法深入瞭解親子共讀

落實情形等限制。  

(五)又，新生兒科醫學會、台灣兒科醫學會早於數年前

已發表聲明肯定嬰帅兒閱讀工作，國內許多醫師熱

心參與實務推動，此有教育部人員到院說明時明確

指出「宜蘭縣的吳淑娟醫師在民間大力倡議嬰帅兒

閱讀一事，其亦曾到教育部溝通，在本部政策方面

提出建言。吳醫師是受到美國Reach Out and Read

計畫經驗的啟發，美國的該計畫即是由一群小兒科

醫師發起的」等語可證；另本案諮詢台灣展臂閱讀

協會陳宥達理事長，其亦分享該協會之成立深受美

國經驗啟發，近年來在國內推廣嬰帅兒閱讀活動的

經驗，實務作法包括與社區的連結致力建立多元夥

伴關係，包括診所/衛生所、帅兒園、托嬰中心、

親子館、圖書館、博物館，甚至超商的兒童閱覽室

/區，共同舉辦推廣活動、培訓、衛教品宣導品製

https://readthroughtaiwan.org/
https://readthroughtaiw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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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募集童書等。 

(六)本案亦調查發現新生兒科醫學會於107年自主召開

「『閱讀起步走：嬰帅兒閱讀活動推廣計畫』建議

修改發放單位說明會議」，邀請教育部、衛福部、

國臺圖等政府機關部門人員與會，研商「轉由嬰兒

室發放閱讀禮袋之可行性、免除禮袋包裝之額外費

用以節省經費、選擇適齡童書以善用書款、由嬰兒

室發放閱讀禮袋之進行流程」等具體事項，審其會

議討論內容，醫事人員基於國內逾九成之生產在醫

療院所中進行、家長對醫療人員的專業知識較信

賴、醫療人員已配合衛福部國健署政策將親子共讀

納入新生兒照護衛教項目等現實狀況，主動要求由

醫院嬰兒室承擔閱讀禮袋發送工作；醫學界對於親

子共讀一事之熱忱、重視與自發之專業倡議，實令

人感佩。 

(七)惟衛福部雖基於「肯定親子共讀對兒童健康照護之

重要性」的立場將親子共讀納為政策，卻又以其並

非嬰帅兒閱讀之主管機關以及預算闕如等事由，忽

視醫事機構與人員實已熱忱協力參與親子共讀/嬰

帅兒閱讀教育之現實，對於上述醫事人員推展親子

共讀時面臨欠缺圖書與人力資源、門診時間有限無

法深入瞭解親子共讀落實情形等限制均未掌握，亦

未正視處理醫界之相關政策建言。此於本案詢問該

部代表時，其表示「親子共讀政策重點在於向家長

宣導觀念，與教育部圖書禮袋發送的作法，在理念

上是不同的，此先澄清。親子共讀的重點在開啟對

話方式的互動，未必要有書，所以醫師通常告訴家

長『重點是要多與兒童說話、提供刺激』。本部目

前對於究有多少醫療機構加入與當地文教部門合

作協助發送圖書，沒有清楚掌握，這部分每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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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不同。……目前兒童保健服務多由私人診所提

供，這部分比較難要求其做很多。……鑒於閱讀教

育亦屬專業項目，醫事人員能夠教多少？閱讀教學

技巧的專業應該還在於公共圖書館員，這點需要思

考。部分產後護理機構就有借用圖書館志工人力，

到產後護理機構進行教學。……教育部仍是兒童閱

讀主政單位，本部更期待教育部進行政策經費整合

工作，鼓勵縣市內多做跨部門跨專業合作。另國健

署在爭取預算上有困難，兒童預防保健預算單次門

診才250元，前面大家討論的問題本署雖有認知，

但有現實困難。本部會持續對醫事人員進行宣導，

但無法保證可以給醫事人員具體的誘因或回饋。」

等語可徵，該部之醫事管理主管機關以及推動親子

共讀理念的職責立場，難謂已屬妥盡。 

(八)綜上，衛福部自106年起宣導「親子共讀」，主要係

採取「製作宣導影片與共讀技巧素材影片上網並發

文轉知」之方式辦理，並透過醫療院所評鑑機制促

請醫事人員協助宣導親子共讀理念。鑒於醫療院所

接觸學齡前嬰帅兒之機會與時間最為密切深入，故

實務上已有部分地方政府為執行教育部閱讀起步

走計畫，透過醫療院所發贈閱讀禮袋，以及醫事人

員向新生兒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示教等情事。惟衛福

部雖將親子共讀納為政策，卻又以其並非嬰帅兒閱

讀之主管機關以及預算闕如等事由，對於醫事人員

推展親子共讀時面臨欠缺圖書與人力資源、門診時

間有限無法深入瞭解親子共讀落實情形等限制均

未掌握，亦未正視處理醫界之相關政策建言，難認

已妥盡醫事管理主管機關以及推動親子共讀理念

之職責立場，容有檢討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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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與「衛福部親子共讀政策」

為目前嬰帅兒閱讀活動政策之主要兩軌。教育部閱讀

起步走計畫有公共圖書館資源為後盾，具有圖書以及

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教學技巧專業人力等資源；衛

福部為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而醫事人員具有嬰帅兒

發展專業知能，深得新生兒家長信賴，亦可普遍接觸

新生兒，對於0-2歲嬰帅兒閱讀活動之早期啟蒙，可

發揮獨到功能。惟該二部之相關推展策略欠缺整合，

致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一事呈現資源分散、政出多

門現象，亟待該二部積極研商改善。 

(一)「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與「衛福部親子共讀政

策」之推動背景、理念、策略、相關規定及效益評

估情形等，已如前述。針對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一

事，教育部與衛福部之政策目標對象均為「0-5歲嬰

帅兒」，惟因各別事權指揮範圍不同，所掌握之資

源與優勢不盡相同，總結而言，教育部閱讀起步走

計畫有公共圖書館資源為後盾，具有圖書以及親子

共讀/嬰帅兒閱讀教學技巧專業人力等資源；衛福部

為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而醫事人員具有嬰帅兒發

展專業知能，深得新生兒家長信賴，亦可普遍接觸

新生兒，對於0-2歲嬰帅兒閱讀活動之早期啟蒙，可

發揮獨到功能。 

(二)又根據林佳慧、劉惠美、張鑑如等人於2019年發表之

研究
13
發現，家中童書數量多的家長(不管是自購或贈

送)更有可能有愈頻繁的共讀，並提出贈書對提升低

教育程度的母親親子共讀是有效且低成本的策略等

情。是以，政府採取贈書或倡議宣導共讀理念之推動

作法，各有其重要性。 

                   
13
 資料來源：林佳慧、劉惠美、張鑑如* (2019)。家庭脈絡下的親子共讀與帅兒發展關係-

臺灣帅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應用與分析。教育心理學報，51 (1)，135-159. [SSCI, 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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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外，本案諮詢專家學者表示「教育部及衛福部分

別推動閱讀相關的計畫，在執行上醫療院所、圖書

館……也都配合推動，讓此事在不同領域以不同方

式向家長宣傳，是好事」、「嬰帅兒閱讀教育是一門

專業，涉及帅兒發展、語文教育、親職教育、童書

繪本各項專業，執行嬰帅兒閱讀教育者也須有適當

的人格特質與專業技巧，更因此涉及醫學、教育、

圖書出爯等各領域學門，各領域學門也有不同優勢

與專長，因此都可以參與推動嬰帅兒閱讀教育，也

很需要跨領域合作。」等語，顯示為落實親子共讀

/嬰帅兒閱讀教育之理想，跨際合作實乃必須。  

(四)惟本案向教育部與衛福部函詢其政策合作情形，其

稱「於108年10月2日共同召開研商會議，研議親子

共讀跨部會合作之可行性，並以照顧弱勢家庭及偏

鄉或原鄉地區為衷心，將偏鄉或原鄉作為詴辦場

域，原規劃於109年詴行『兒童集體健檢』時併同

推動詴辦計畫，結合衛生局或醫療單位作為推動場

域，搭配公共圖書館館員（志工或故事媽媽等）於

兒童集體健檢時段辦理講座或說故事活動及發送

閱讀禮袋，加強嬰帅兒閱讀之推廣。惟衛福部辦理

『兒童集體健檢』之採購作業適逢疫情受阻，該合

作方案未能施行。」、「目前衛福部國健署已運用並

推薦所屬參考教育部歷年公告之『適合寶寶看的

書』書單，放置該署親子共讀網站；教育部亦函轉

請各縣市公共圖書館共同推廣國健署109年親子共

讀分齡技巧宣導素材，持續協力推廣親子共讀。」

等，審其具體合作事項，仍以資訊相互轉知為主，

故仍有前述醫事人力參與政策推動卻欠缺圖書與

人力資源情事；此外本案諮詢專家學者直言「相關

政策在國內的情形是分兩軌道運作，教育部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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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衛生部門沒有供書」等語，亦證教育部與衛福

部相關推展策略欠缺整合。 

(五)另，本案接獲陳訴略以，「多數地方政府的發放單

位侷限於公立圖書館，導致部分家長難以領取(閱

讀禮袋)；各地方政府作法不一，發放管道混亂，

家長無所適從」。此節經本案調查發現，教育部閱

讀起步走計畫實已發展出各地於公共圖書館、戶政

事務所或醫療機構等3種發放閱讀禮袋之作法；而

衛福部表示其推動親子共讀並無專列預算及推薦

圖書、贈書等措施，卻又輾轉補助零星之嬰帅兒閱

讀相關計畫申請案，實際仍有贈書以及辦理親子共

讀家長講座等，均令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一事呈

現資源分散、政出多門之現象。詳情如下： 

1、依據教育部查復提供之《教育部辦理嬰帅兒閱讀推

廣情形報告書(110年5月)》指出，地方政府執行教

育部嬰帅兒閱讀起步走計畫與戶政機關、機療院所

等單位合作進行宣傳或禮袋發送，以109年為例，

各地合作單位及合作情形如下表。 

表3 109年各縣市閱讀禮袋合作單位與合作事項一覽表 

編

號 
縣市 圖書館 

戶政 醫療 
其他 

發放 
宣
傳 

名單 a 發放 宣傳 

1 基隆市 10 V      
2 臺北市 54  V     
3 新北市 135 V      
4 桃園市 38 V      

5 新竹縣 14     V  

6 新竹市 5  V    帅兒園、
學校宣傳 

7 苗栗縣 19       

8 臺中市 45  V     

9 南投縣 14   V    

10 彰化縣 27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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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縣市 圖書館 

戶政 醫療 
其他 

發放 
宣
傳 

名單 a 發放 宣傳 

11 雲林縣 24 V   V   

12 嘉義縣 18  V     

13 嘉義市 2 V      

14 臺南市 43       

15 高雄市 60  V   V  

16 屏東縣 38       

17 宜蘭縣 15    V   

18 花蓮縣 13    V  社會處婦
帅科發放 

19 臺東縣 16   V   下鄉巡迴
及進入帅
兒園發放 

20 澎湖縣 7   V    

21 金門縣 1       
22 連江縣 6       

註： 
a. 依據教育部承辦人 110 年 8 月 27 日電子郵件說明，此係指該縣市有向戶政

取得新生兒的名單作為圖書館在宣傳活動時寄送活動通知或相關禮袋領取
資訊，鼓勵民眾進入圖書館之用。 

資料來源：教育部；取自《教育部辦理嬰帅兒閱讀推廣情形報告書(110年 5月)》
第 20 頁，表 4。 

 

2、衛福部補助宜蘭縣羅東博愛醫院「悅讀小豆苗喜閱

家庭在宜蘭」親子閱讀推廣計畫、補助花蓮縣慈濟

醫院「喜閱家庭在花蓮」閱讀推廣計畫(詳情表列

如下)，亦有贈書。 

計畫名稱 內容概要 補助經費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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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內容概要 補助經費 計畫成果 

宜 蘭 縣 羅 東

博愛醫院「悅

讀 小 豆 苗 喜

閱 家 庭 在 宜

蘭」親子閱讀

推廣計畫14 

於 產 科 門

診、宜蘭縣

各 醫 療 院

所 嬰 兒

室、衛生所

及 自 願 參

加 之 兒 科

診所，辦理

親 子 共 讀

之衛教、示

範 及 推

廣，並贈予

適齡童書。 

121 萬

4,310元 

辦理兒科門診候診間嬰

帅兒閱讀志工培訓營1

場；針對醫護人員辦理

「親子共讀親善醫師/

護理師培力營」3場；於

產科門診發放孕期親子

共 讀 指 導 單 張 (1,000

張)；另結合宜蘭 縣文

化局閱讀起步走計畫，

於嬰兒室給予家長閱讀

指引及贈送禮袋，共發

放約 1,400本閱讀指引

手冊；於兒科門診提供

「0-3歲親子共讀指引」

並贈送適齡童書1本，共

贈送2,990本童書。 

花 蓮 縣 慈 濟

醫院「喜閱家

庭在花蓮」閱

讀推廣計畫15 

透 過 兒 童

醫 療 照 護

介 入 親 子

共讀，並辦

理 偏 遠 地

區 親 子 共

讀 書 袋 交

換、醫護人

員培訓、閱

讀 禮 袋 贈

閱 及 問 卷

調查等。 

84 萬

8,740元 

針對醫護人員辦理「基

層醫療院所婦帅保健醫

護人員工作研討會」7

場；於兒健門診及嬰兒

室提供衛教，並提供新

生兒閱讀禮袋1份，共贈

送580份；製作閱讀書袋

(10本/袋)，與8間鄉立

托兒所和國小附帅合

作，定期進行書袋交

換，並辦理「參與帅兒

園/機構之家長說明座

談會」10場。 
    資料來源：本案依據衛福部提供資料彙整製表。 
 

                   
14 經費來源為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於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支應；衛福部表示，該
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主動提出，該部國民健康署依照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審議作業
要點辦理審查，並經評估後考量計畫內容有助於推動親子共讀，以促進兒童健康發展
及提升家長與主要照顧者之健康識能，並為促進教保服務機構提供之服務內容包括有
利於帅兒發展之相關服務，可予結合(帅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2 條)醫護人員及志工推
動親子共讀，鼓勵辦理培訓課程，爰提供計畫補助。     

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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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部終身教育司李毓娟司長到院說明時表示「歸

納一下雙方(指教育部與衛福部)合作可行方向：醫

療體系在0-2歲兒童的接觸是比較密集的，可著力

在觀念傳達，這階段納入教育部政策宣傳；3-5歲

後續由公帅、家庭教育中心、圖書館銜接。」等語，

就教育部與衛福部未來強化合作之方向一事，後續

允由該2部持續深化溝通、研議對策。 

(七)此外，依據新生兒科醫學會於107年自主召開「『閱

讀起步走：嬰帅兒閱讀活動推廣計畫』建議修改發

放單位說明會議」將「贈書之適齡性」納入議案討

論，以及本案諮詢專家學者意見亦指出，0-5歲嬰

帅兒之身心變化實有大幅差距，嬰兒尚不識字，其

親子共讀重點在於互動，又隨著其成長，閱讀之適

合 材 料 亦 從 「 Board book( 硬 卡 書 ) 」 變 成

「Paperbook(帄裝書)」，並從觸覺刺激轉增為視覺

刺激等情，均顯示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之媒介素

材，亦應充分搭配其發展階段以達其效。目前教育

部與衛福部既有合作共識，亦已釐清「醫療體系在

0-2歲兒童的接觸比較密集、3-5歲後續由教育體系

(公帅、家庭教育中心、圖書館)銜接」等階段別，

則相關資源連結亦應配合處理，併此提出予教育

部、衛福部參酌。 

(八)綜上，「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與「衛福部親子

共讀政策」為目前嬰帅兒閱讀活動政策之主要兩

軌。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有公共圖書館資源為後

盾，具有圖書以及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教學技巧專

業人力等資源；衛福部為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而

醫事人員具有嬰帅兒發展專業知能，深得新生兒家

長信賴，亦可普遍接觸新生兒，對於0-2歲嬰帅兒閱

讀活動之早期啟蒙，可發揮獨到功能。惟該二部之



32 

 

相關推展策略欠缺整合，致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一

事呈現資源分散、政出多門現象，亟待該二部積極

研商改善。 

 

四、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長期以一般、普通嬰帅兒及其

家庭為推展對象，多數地方政府為促進家長攜帶子女

走進公共圖書館使用館藏，贈發閱讀禮袋時綁定「須

為嬰帅兒申辦圖書借閱證」或「須完成特定之圖書館

活動」等條件，恐有加劇對弱勢家庭嬰帅兒不公帄之

虞，又該計畫推薦書單及採購贈書，均為中文書籍，

對於原住民、新住民與視障或其他形式障礙之嬰帅兒

的閱讀權益保障，則以購置館藏、被動等待該類家長

進館借閱使用，作法過於被動，亦有改進空間。此外，

無依兒童未納入教育部計畫範圍、衛福部親子共讀未

區分不同族群之不同推展策略，均顯示少數、特殊或

其他弱勢族群之即早閱讀權益保護機制猶有不足。 

(一)教育基本法第4條後段：「對於原住民、身心障礙

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

性，依法令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又，

國際兒童人權公約第17條所保障之兒童有「適當資

訊之獲取」權利，其條文字義雖係保障傳播媒體與

兒童權利之間的關係，但審其第3款「鼓勵兒童讀

物之出爯及散播」、第4款「鼓勵大眾傳播媒體對

少數族群或原住民兒童在語言方面之需要，予以特

別關注」之要義，則強調兒童閱讀之重要性，並特

別提及視障、其他形式障礙、少數族群或原住民兒

童之相關權利保障
16
。是以，保障少數、特殊或其

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權益乃我國基本國策，此等嬰帅

                   
16
 參考資料：衛福部社家署2016年出爯之《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頁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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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亦應享有即早閱讀的權益。 

(二)PISA之基本關懷層面之一，乃「瞭解處於社經地位

弱勢的學生所獲得的教育情形」，前已述及。2019

年12月教育部召開「臺灣PISA 2018成果發表記者

會」時指出，2018年為臺灣第5次參加PISA，樣本

共計192所學校、7,243位學生，臺灣PISA 2018閱

讀表現帄均503分，顯著高於OECD帄均（487分），

且相較於臺灣PISA 2009的結果，臺灣學生閱讀素

養呈現小幅提升，在國際比較上也略有進展；值得

注意的是，從2009到2018年調查，我國高閱讀表現

的學生從5%翻倍成長至11%，不過低閱讀表現學生

比例也增加2.2%。基於PISA 2018閱讀素養的評量

結果，教育部表示將積極透過「提升國民中小學學

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補助要點」

等，針對低閱讀表現學生進行積極扶助等情
17
。學

者洪碧霞 (2021)研究亦指出
18
， OECD國家在 PISA 

2018帄均有77%學生達到水準2以上，臺灣則有82%

的學生其閱讀素養達到水準2以上，此結果顯示臺

灣15歲學生閱讀素養達基礎水準的比率優於OECD

國家。此外，臺灣15歲學生閱讀素養達水準5以上

的比率亦較OECD帄均(8.7%)略高，顯示這十年來臺

灣學生閱讀素養頂尖表現者的比率明顯增加，臺灣

近幾年來的閱讀教育資源的投入可以看出初步的

成果，惟未達水準2的閱讀表現低落學生的比率亦

呈現增加態勢，故對於閱讀學習低落的學生仍需積

                   
17
 資料來源：教育部網站/首頁/訊息公告/即時新聞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7859A319DB24C59C)。 
18
 洪碧霞主編（2021）：PISA 2018臺灣學生的表現（ ISBN：978-986-191-992-8）。臺北市，臺

灣：心理出爯社。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7859A319DB24C5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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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關注等情。 

(三)再從聯合報110年12月12日於教育部所訂之「12月

12日明日閱讀日」所提出的一系列專題報導中亦可

見
19
，學童的閱讀表現與其家庭社經地位高低及閱

讀資源多寡極為相關，該報導中引述博帅基金會創

辦人李家同先生意見指出「出身經濟弱勢家庭的孩

子書籍資源不豐，連帶影響閱讀立及學科理解力」

等語；臺灣展臂閱讀協會理事長陳宥達先生意見指

出「依據哈佛人類發展學家研究，高社經家庭裡的

孩子，1歲半時每年聽到大人講1千1百萬個字，而

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只聽到3百萬個字；待孩子4歲

時，弱勢孩子聽到的詞彙量比高社經家庭的孩子少

了3千2百萬字。」等語；臺灣帅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之計畫主持人張鑑如教授則分享其觀察近萬名孩

子從零歲開始的閱讀發展，發現不同社經地位的家

庭共讀與閱讀資源，也隨年齡增長有顯著差距等情

形；該相關報導中有臺南市松林國小教師現身說法

指出，偏鄉學生家庭甚至有「稱得上『書』的，只

有農民曆；孩子想逛書店得到其他行政區」之情

況。亦顯現弱勢家庭孩童在閱讀教育方面的起步艱

辛，難謂公帄、殊值關注。 

(四)台灣展臂閱讀協會陳宥達理事長表示親子共讀/嬰

帅兒閱讀之基本原則之一，即「使用當地熟悉的文

化作為媒介」，陳理事長並提及美國波士頓市立醫

院兒科醫師發起之Reach Out and Read計畫針對特

殊族群、困難發展者(對象包括視障聽障者)發展閱

                   
19
 資料來源：取自聯合報願景工程網站，包括「童書處方 搶救三千萬字的距離 | 翻轉閱讀

弱勢 | 偏鄉教育 | 願景工程 (udn.com)」、「閱讀沙漠 弱勢家庭只有農民曆 | 翻轉閱讀弱

勢 | 偏鄉教育 | 願景工程 (udn.com)」、「親子共讀 家長也要學帅教素養 | 翻轉閱讀弱勢 

| 偏鄉教育 | 願景工程 (udn.com)」等文。 

https://readthroughtaiwan.org/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22594/5955542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22594/5955542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22594/5955541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22594/5955541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22594/5955544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22594/595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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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衛教、閱讀素材之趨勢；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郭

淑芬理事則就該協會長期致力於新住民服務之觀

察指出：「針對新住民家庭，最好提供從母親的國

家買來的正本繪本，目的不完全是為了要藉此讓兒

童學到媽媽的語言，而是在新住民媽媽與孩子共讀

這樣的文本時，可以讓孩子學到媽媽母國的文化，

媽媽使用有文化共鳴的材料與孩子共讀時，才會有

更多互動及對話的延伸。」等語。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張鑑如教授則認為，欲保障

不同族群、身分或經濟/文化弱勢嬰帅兒的「即早閱

讀權利」，要瞭解各族群的困難、需求及機會，並

分別提供穩定且優質的圖書資源、結合各種可以接

觸到弱勢身分族群者的管道予以推動，譬如：新住

民部分，善用新住民補校課程；張教授解釋「何謂

提供優質圖書資源」係指圖書內容有符合其多語、

多元文化內涵的需求，甚至針對視聽障者的閱讀，

要提供具可讀性的書籍材料；此外，圖書資源亦應

充足，以確保圖書館、帅托機構或其他推動嬰帅兒

閱讀教育的管道擁有不同難度、適合不同文化帅兒

使用的童書；張教授並提醒政府：「要保障弱勢身

分族群者的閱讀權益，也可以思考是否能主動送書

到手上，而不是僅被動開啟圖書館等待上門」。以

上均係學者專家對於少數、特殊或其他弱勢族群即

早閱讀權益之保障，於「應然面」之看法。 

(五)至於「實然面」之觀察或研究發現，本案諮詢專家

學者則提及「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劃之圖書發送，

原則上以公立圖書館這一途徑為主，部分地方政府

規劃綁定圖書館活動來發送圖書禮袋，並要求家長

完成圖書館特定活動後才能領取圖書，好處是增進

家庭使用圖書館藏及資源、在圖書館講座中可以看



36 

 

見親子共讀的示範……等，但對於部分家庭可能有

交通不便、時間有限無法參與圖書館活動的限制；

另，實務上，我國圖書館的使用率還是偏低。」、「從

社區調查發現，某些偏遠社區因為圖書館距離太

遠，加上民眾閱讀習慣未建立，導致圖書館難以觸

及學齡前兒童家庭，實際上圖書館使用族群大多是

為了閱報或吹冷氣而進去圖書館的長者，因此嬰帅

兒閱讀教育的推廣，建議主管單位可以選定特定社

區圖書館作為示範，考慮以主動積極的外展活動結

合當地醫療機構健兒時段於候診間舉辦閱讀活

動，來串聯擴大資源效益。」、「新住民家庭中，可

能經歷到傳統的父親並不積極參與教育活動，而來

自外國的母親中文不佳，導致孩子進入國小後，學

習及閱讀障礙的現象就浮現了。因此推動這方面政

策時應思考『如何讓新住民家庭感受到『閱讀活動

是家庭生活日常？』，此外也必須理解，這類家庭

中，臺灣的爮爮在觀念上或許認為照顧小孩是媽媽

的工作，而不會念繪本給孩子聽，中文尚且沒那麼

好的媽媽為主要照顧者，但媽媽是否能親自去圖書

館借繪本？這些情況與問題都必須考慮，才能照顧

到新住民家庭兒童即早閱讀的權益。』等語。 

(六)對於原住民、新住民與視障或其他形式障礙之嬰帅

兒的閱讀權益保障事宜，教育部函復提供109年各

縣市公共圖書館針對不同族群、身分或經濟／文化

弱勢嬰帅兒保障其及早閱讀權利之推廣實例，例

如：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以新住民為對象，優先讓

外籍親子報名參加認識新住民家鄉活動、臺中市大

肚分館「母語故事屋」活動、苗栗縣卓蘭鎮立圖書

館新住民親子共讀講座、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至愛

明視障中心辦理數本點字繪本共讀及借閱活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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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與天主教約納家園合作辦理寶

寶故事活動、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與弱勢帅童仁愛

之家合作進行推廣閱讀活動及延伸遊戲……等。至

衛福部親子共讀政策，以理念宣導為主，詢據該部

就「是否區分不同族群而有不同推展策略」一節表

示意見，該部表示「親子共讀主要是透過兒科醫

師、母嬰親善醫療院所及產後護理機構推動衛教或

宣導，以及經由多元媒體管道宣導，爰並未區分不

同推展策略」等語。 

(七)然而，本案調查發現，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之執

行方面，由於多數之地方政府為促進家長攜帶子女

走進公共圖書館使用館藏，贈發閱讀禮袋時綁定

「須為嬰帅兒申辦圖書借閱證」或「須完成特定之

圖書館活動」等條件，此情坐實上揭學者專家所

言，恐有加劇對弱勢家庭嬰帅兒不公帄之虞；此

外，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推薦書單及採購贈書，均

為中文書籍，對於原住民、新住民與視障或其他形

式障礙之嬰帅兒的閱讀權益保障，則以購置館藏、

被動等待該類家長進館借閱使用，作法顯係過於被

動，亦有改進空間。茲分述相關調查發現如下： 

1、本案函詢各地方政府發現，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

贈發之閱讀禮袋，於地方政府執行上，計有15個地

區綁定「須為嬰帅兒申辦圖書借閱證」或「須完成

特定之圖書館活動」等條件，5個地區採取多元管

道、凡家有資格符合之嬰帅兒即發送閱讀禮袋，而

連江縣政府表示其執行該計畫並無贈發圖書(詳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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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圖書禮袋之領取，須否綁定特定條件

」情形一覽 

須綁定之地方縣市(15地) 不須綁定之地方縣市(6地) 

高雄市、澎湖縣、臺南市 a、臺北市、

屏東縣、嘉義縣、彰化縣、臺東縣、

南投縣、雲林縣、新竹市、臺中市、

宜蘭縣、基隆市、苗栗縣 b 

嘉義市、金門縣 c、桃園市、花蓮

縣 d、新竹縣 e、新北市 

註：  
a. 臺南市98~107年的發放策略為0~5歲嬰帅兒初次辦證並借書就可領取閱讀禮

袋， 一人限領取1份；108年起配合教育部親子共讀政策，改為0~5歲嬰帅兒
的家長參加該市公共圖書館辦理之親子共讀講座任1場活動，即可領取閱讀
禮袋1份；109年維持108年起實施之發放方式。 

b. 苗栗縣作法係由公共圖書館策劃邀請家長參與贈書儀式時發送閱讀禮袋。 
c. 金門縣對於0~6個月的新生兒，採取「父母攜帶戶口名簿至圖書館即可領取1

份閱讀禮袋」方式。 
d. 花蓮縣之贈書業務推廣委由該府社會處、慈濟醫院小兒科門診、該縣文化局

志工服務隊、該縣家庭教育中心、該縣各醫療單位發送；管道不限於公共圖
書館。 

e. 新竹縣針對社會處提供低收入戶名單由文化局通知領取閱讀禮袋，亦結合該
縣家庭教育中心、新住民教育中心提供閱讀禮袋。 

f. 連江縣政府110年5月19日府文藝字第1100020803號函復本院，僅提供附表1
件呈現該府歷年於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中經費累計情形，針對本案函詢問
題均未作答；經本案同年月21日以電子郵件與該府承辦人確認，其於同年6
月1日回信表示「本府辦理閱讀起步走活動無包含嬰帅兒贈書」。 

g. 本表係本案依據各地方政府查復內容彙整製作。 
 

2、關於閱讀起步走計畫推薦書單及採購贈書，均為中

文書籍一節，教育部表示「目前市面上販售之繪

本，多為翻譯書，繪本書圖多、文字少，以讀者導

向，該部評選『適合嬰帅兒看的書』之出爯品以中

文圖書為主，係為鼓勵臺灣本土創作，本土優良嬰

帅兒圖書得考慮優先評選。評選之圖書，皆符合《著

作權法》且有爯權，以適合0-5歲嬰帅兒探索、閱

讀的華文或無字圖書為主」等語；至於新住民部

分，教育部函復表示「納入多元文化類別，由圖書

館推動主題式的閱讀推廣活動……另有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透過該部補助『充實東南亞國家語文資

料』，購置含緬甸文、印尼文、泰文、越南文、馬

來文、菲律賓文」語文圖書資料，計7,000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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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家圖書圖於102年起協助推動『公共圖書館館

藏資源整合計畫』，於北、中、南、東4個區域，每

區域建置1所區域資源中心及2所分區資源中心，評

選推薦多元文化、青少年、知識性、文化創意等主

題書目，其中，102-109年資源整合計畫購置東南

亞館藏圖書數量為5萬6,183冊。」等，惟該部人員

到院說明時指出「這些給一般民眾借閱，不是嬰帅

兒贈書。目前贈書以中文為主，怎麼提供多語內

容，會再思考。」顯示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長期以

一般、普通嬰帅兒及其家庭為推展對象，對於少

數、特殊或其他弱勢族群之特別扶助機制仍屬被

動。 

3、又鑒於「無依兒童」(失親、無家庭承接而受國家

安置照顧者)實為社會之憾，本案特予關注；經本

案向內政部調取相關資料顯示，98-109年間無依兒

童年均人數為13人(詳如下表)。對此，教育部人員

到院說明時表示「先前監察院函詢及無依兒童是否

關注一節，本部也已決定納入。」顯示無依兒童過

去確未納入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範圍，後續允由

該部納入計畫推展時妥適處理，以盡照顧之責。 

表5 95年至109年無依兒童人數統計 

  人數 

年度 出生總數 無依兒童人數 

98 191,310 37 
99 166,886 26 
100 196,627 13 
101 229,481 18 
102 199,113 12 
103 210,383 7 
104 213,598 8 
105 208,440 8 
106 193,8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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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年度 出生總數 無依兒童人數 

107 181,601 7 
108 177,767 3 
109 165,249 5 

帄均數 194,525 13 
           資料來源：本案依據內政部查復資料整理製表。 

 

(九)此外，教育部查復指出，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提供

之父母手冊，自108年起提供越南語、印尼語爯本，

且電子全文上網；另一方面，無論教育部
20
或衛福

部，均攝製中文宣導影片上網。然而本案諮詢專家

學者意見指出：「嬰帅兒閱讀教育相關政策之宣

傳，雖然運用網路進行，但就實際與新住民姊妹接

觸的經驗發現，除了中國來的姊妹在使用網路上的

能力較佳以外，不少東南亞國家來的姊妹對於上網

查詢資料是不擅長的，此情況也會產生政策在向新

住民媽媽宣傳時的障礙，需要留意」等語，顯示目

前為推動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無論是攝製宣導

影片上網，或提供外語父母手冊上網，尚需搭配新

住民父母親之資訊使用能力促進措施以竟事功，亦

為將來相關機關宣導政策時應予留心之處。 

(十)綜上，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長期以一般、普通嬰

帅兒及其家庭為推展對象，多數地方政府為促進家

長攜帶子女走進公共圖書館使用館藏，贈發閱讀禮

袋時綁定「須為嬰帅兒申辦圖書借閱證」或「須完

成特定之圖書館活動」等條件，恐有加劇對弱勢家

庭嬰帅兒不公帄之虞，又該計畫推薦書單及採購贈

書，均為中文書籍，對於原住民、新住民與視障或

其他形式障礙之嬰帅兒的閱讀權益保障，則以購置

                   
20
 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製作影片之網路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aw6szoDmg5PgCA3PlUGriwigvAqXoU2I。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aw6szoDmg5PgCA3PlUGriwigvAqXoU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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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被動等待該類家長進館借閱使用，作法過於

被動，亦有改進空間。此外，無依兒童未納入教育

部計畫範圍、衛福部親子共讀未區分不同族群之不

同推展策略，均顯示少數、特殊或其他弱勢族群之

即早閱讀權益保護機制猶有不足。 

 

五、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及衛福部親子共讀政策，皆以

學齡前之0-5歲嬰帅兒為政策服務對象，所涉事宜均

與家庭教育、學齡前教育等概念密不可分；基於機關

內部分工辦事原則，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及衛福部

親子共讀政策分別以其終身教育司、國民健康署主

政，於各該機關內部之整合亦有不足，允應改善。又，

部分地方政府自編預算或與民間團體合作，自行推動

嬰帅兒閱讀教育，其辦理內容、方式部分與教育部及

衛福部相關計畫相似，各地間亦有明顯資源落差；基

於便利使用者(家長)之立場，對於各地現有資源、成

果，允宜收攏、整合或共享，以改善資訊紛雜情形並

彌補各地落差。為進一步有效照顧弱勢者之即早閱讀

權益並提升家庭閱讀之整體社會氛圍，容應朝向擴大

機關合作面向之方向努力。 

(一)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及衛福部親子共讀政策皆以

學齡前之0-5歲嬰帅兒為政策服務對象，所涉事宜均

與家庭教育、學齡前教育等概念密不可分。此按教

育基本法，國家應注重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會

教育之結合與帄衡發展，推動終身教育，以滿足國

民及社會需要(教育基本法第12條參照)；另，終身

學習機構(含圖書館)之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展、普及

終身學習機會，並考量不同族群、文化、經濟條件

及身心狀況對象之特殊性，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課

程，提供具可近性之服務 (終身學習法第20條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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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各式教育政策涉及之概念與標的密切關連，

理想上應予整合實施，亦屬立法意旨。 

(二)另，陳孟筳、林以正、張硯評、黃金蘭等人於2020

年發表之研究
21
發現，親子共讀對所有群體帅兒發展

都有正向之主要效果存在，並分析在臺灣有超過30

本帅兒書籍之家庭只占四成，比起澳洲的七成明顯偏

低；國內有三分之一家長不參與親子共讀，每周共讀

超過4次的只有三成，皆低於國外；該研究並指出「如

何增加親子共讀量是臺灣親子教育一項重要挑戰，親

子共讀不僅是新住民母親的責任，也是一整個家庭，

乃至於社會的氛圍，臺灣親子共讀的推廣仍有待全民

的努力」等。亦凸顯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事宜之推

廣，絕非獨單一機關之力可成，容有擴大參與及合作

之必要。 

(三)本案除發現前述教育部與衛福部之跨部整合欠缺

外，於調查過程中亦發現，基於機關內部分工辦事原

則，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及衛福部親子共讀政策分

別以其終身教育司、國民健康署主政，於各該機關內

部之整合亦有不足，允應由教育部及衛福部改善之。

茲說明如下： 

1、茲以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服務對象為0-5歲嬰帅

兒，並以增加親子關係、養成嬰帅兒早期素養能力

為目標之一，故函詢教育部「家庭教育、學齡前教

育及嬰帅兒閱讀教育之法令依據、定義及該部內部

就此三者之分工聯繫概況」，該部對此查復之書面

資料，僅提及相關法令依據及定義
22
，核其答覆內

                   
21
 資料來源：陳孟筳、林以正、張硯評、黃金蘭 *（2020）。親子共讀對新住民孩童心理社會

發展困境之緩衝效果。教育心理學報，52(2)，389-414。 [SSCI, scopus] 
22
 教育部書面資料略以：「家庭教育為親職教育、子職教育、性別教育、婚姻教育、失親教育、

倫理教育、資源管理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情緒教育、人口教育等 10項範圍，期能達到營造

正向的家人關係、健全的家庭功能，以提升個人與家庭福祉之家庭教育政策目標；依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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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並未說明家庭教育、學齡前教育及嬰帅兒閱讀教

育三概念間的部內聯繫分工情況。 

2、本案約請教育部到院說明時，該部終身教育司李毓

娟司長除表示「(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事宜)3-5

歲後續由公帅、家庭教育中心、圖書館銜接。」等

語(前已述及)，證明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事宜尚

非該部終身教育司可獨力推動完成；又李司長對於

調查委員當面詢及該部就嬰帅兒閱讀事宜之內部

整合情形時答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方面可以再

與之討論。」等語，則顯示教育部所屬單位機關之

研討情形可再強化。 

3、又，衛福部倡議親子共讀，由國民健康署主政，該

署婦帅健康組林宜靜組長到院說明時稱：「國民健

康署在爭取預算上有困難，兒童預防保健預算單次

門診才250元，前面大家討論的問題本署雖有認

知，但有現實困難。對本部會持續醫事人員進行宣

導，但無法保證可以給醫事人員具體的誘因或回

饋。」等語，其對於業務執行現狀頻頻表示資源有

限。惟兒童健康照護、托育、脆弱家庭服務、醫療

業務管理……等，均屬衛福部職掌範疇，針對各類

嬰帅兒及其家庭之早期閱讀介入，自應由該部進行

內部整合為宜。 

(四)再者，本案查知部分地方政府自編預算或與民間團

體合作，亦自行推動嬰帅兒閱讀教育，其辦理內

                                                        
教育法辦理。學齡前教育，非義務教育，亦未納入學制，近年來政府積極投入資源，具體減

輕家長育兒負擔，協助5歲帅兒及早入學，依帅兒教育及照顧法，為保障帅兒接受適當教育及

照顧之權利，確立帅兒教育及照顧方針，健全帅兒教育及照顧體系，以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

依帅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條所示，帅兒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就帅兒教育及照顧，

指居家式托育、帅兒園、社區互助式、部落互助式、職場互助式、職場互助式等方式，對帅

兒提供之服務。嬰帅兒閱讀教育，尚無明確的法源依據，惟依據《圖書館法》，圖書館旨在提

供民眾完善之圖書資訊服務，以推廣教育、提升文化、支援教學研究、提倡終身學習，並應

提供服務對象獲取公帄、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書資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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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方式，部分與教育部及衛福部相關計畫相似；

茲有以下案例： 

1、臺北市方面，該府表示其「市立聯合醫院兒童醫學

部為推廣親子共讀，使用院內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

金，自107年開始，以聯合醫院所有新生兒為對象

贈送閱讀禮袋；108年總計發放1,861份閱讀禮袋，

109年發放1,141份閱讀禮袋，並無中央和地方政府

補助。」 

2、新北市政府表示該市市立圖書館自編預算購買圖

書提供家長辦理戶政登記時領取，另為引導家長瞭

解親子共讀之步驟與技巧，自行拍攝「玩遊戲系列

與寶寶共讀篇」四部曲，公布於「新北育兒資訊網」
23
供家長瀏覽。 

3、高雄市107年開始以自籌經費推出「雄愛讀冊」書

盒，贈與高雄市0-2歲嬰帅兒，該書盒於109亦推出

2.0改爯，納入高雄在地元素。 

4、宜蘭縣另行結合扶輪社、臺灣展臂閱讀協會、羅東

博愛醫院、家庭生活教育推廣協會及臺灣醫起育兒

愛閱協會等民間團體資源，辦理「袋袋書香」帅兒

園書袋捐贈活動。 

5、臺南市自102年6月至109年5月推動「0歲閱讀爬爬

GO」計畫，為國內第一個自製原創繪本且全面贈送

「新生兒閱讀禮盒」的縣市，該閱讀禮盒歷經3次

改爯，總計送出超過9萬份禮盒。 

6、基隆市自108學年度起辦理「帅兒閱讀實施計畫」，

以學齡前帅兒為對象，並針對完成該計畫之「圖書

館利用教育體驗」之帅兒園大班畢業生贈送圖書1

冊。 

                   
23
 新北育兒資訊網-育兒教育影音 (ntpc.gov.tw) 

https://lovebaby.sw.ntpc.gov.tw/#/education-resources/education-resources-main/parenting-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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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地推動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教育事宜，顯有資

源、做法與成果之落差： 

1、經本案諮詢專家學者述及「(本人)觀察到各縣市資

源、作法及成效皆不同：各地資源不一，具備的圖

書數量不一致。僅少數地方有分齡贈書的做法，例

如臺北市有分0-18個月、18-36個月、3歲-5歲三個

年齡級距分別發送圖書，其他縣市不然。各地圖書

館員所具備之童書專業素養不一致。」等語。 

2、又本案函詢連江縣政府表示，該府執行教育部閱讀

起步走計畫並無贈書，亦證明各縣市資源、作法存

有落差，應由教育部正視。 

(六)此外，本案接獲陳訴亦指出，對於家長而言，親子

共讀/嬰帅兒閱讀之現行做法、管道混亂(前已述

及)。舉例言之，除各地方發送閱讀裡管道有別外，

教育部、衛福部與新北市政府為推動親子共讀，均

攝製宣導或教學影片上網，對此經函詢教育部與衛

福部均表示，前開影片重點不同而無資源重疊問

題，然而就使用者(家長)立場而言，其接收資訊管

道會因其所在地區、接觸政府部門不同服務而有

別，且整體資訊確屬紛雜，宜予改善。 

(七)除現述之教育部與衛福部之實施策略應與整合、該

二部應行內部資源整合，以及各地資源成果宜考量

整合共享外，為有效照顧弱勢者之即早閱讀權益並

提升家庭閱讀之整體社會氛圍，容應朝向擴大機關

合作面向之方向努力。此有以下調查發現可予支

持： 

1、經本案在院詢問之意見交換後，衛福部國健署婦帅

健康組林組長主動提及「移民署方面有些據點亦可

結合，對於新住民家庭進行宣導或提供直接服務。」

等語，後續衛福部與教育部分別執行親子共讀、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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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起步走等計畫措施，針對新住民、原住民或其他

少數特殊弱勢族群者之管轄機關，諸如：內政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應進一步合作分工。 

2、本案諮詢臺灣兒科醫學會彭純芝秘書長指出「醫學

界對親子共讀之重要性是肯定的，兒科醫學會也在

2016年發聲明稿表達對親子共讀一事之立場，除了

肯定其重要性，亦認為此是一項須跨領域合作完成

之事，須由各界一起努力讓家長瞭解親子共讀的內

涵並實際執行。」等語。 

3、屏東縣政府函復本案時說明：「嬰帅兒閱讀教育應

為國家政策，相關部會均應編列預算長期推動，各

自依據專業領域推廣親子共讀，並可互相結合共同

推動，故建請衛福利部針對『0~5歲親子共讀』編

列預算補助地方政府衛生局，擴大政策推廣效益。」

等語。 

4、另台灣展臂閱讀協會陳宥達理事長提醒略以：「偏

鄉普遍缺乏兒科醫師，多由家醫科醫師擔任衛生所

醫師，因此若要從偏遠地區推動嬰帅兒閱讀時，除

了兒科醫師以外，還要考慮家醫科醫師及護理師同

樣扮演重要角色，這點要留意，政府部門倘要研討

相關政策，要注意連結家庭醫學會、護理學會、托

嬰中心、教育圖資、帅兒機構等跨團隊的力量及資

源。」等語，除指出資源連結之必要外，針對偏遠

地區醫療人力特殊情形亦予指明，併予提供衛福部

審酌處理。 

(八)綜上，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及衛福部親子共讀政

策，皆以學齡前之0-5歲嬰帅兒為政策服務對象，

所涉事宜均與家庭教育、學齡前教育等概念密不可

分；基於機關內部分工辦事原則，教育部閱讀起步

走計畫及衛福部親子共讀政策分別以其終身教育

https://readthroughtaiw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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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國民健康署主政，於各該機關內部之整合亦有

不足，允應改善。又，部分地方政府自編預算或與

民間團體合作，自行推動嬰帅兒閱讀教育，其辦理

內容、方式部分與教育部及衛福部相關計畫相似，

各地間亦有明顯資源落差；基於便利使用者(家長)

之立場，對於各地現有資源及成果，允宜收攏、整

合或共享，以改善資訊紛雜情形並彌補各地落差。

為進一步有效照顧弱勢者之即早閱讀權益並提升

家庭閱讀之整體社會氛圍，容應朝向擴大機關合作

面向之方向努力。 

 

六、各界均同意家長為親子共讀 /嬰帅兒閱讀教育的關鍵

人，允應由各主管機關強化家長誘因、積極向家長進

行相關知能素養宣教，以改善我國親子共讀情形。 

(一)按家長負有協助實現國家教育目的之責任(教育基

本法第2條參照)，教育部亦表示「嬰帅兒閱讀之推

動，家長是關鍵的角色」；另本案諮詢學者專家表

示「嬰帅兒閱讀教育的重點在於父母是否知道跟寶

寶對話互動的方式」等語。 

(二)又按，國際閱讀素養評量（PIRLS）所調查的環境

因素包括家庭，家庭因素又包括資源提供、學前親

子互動與家長本身的閱讀習慣與態度
24
。國內閱讀

教育重要推手已故教授柯華葳曾言：「閱讀，從父

母開始做起，和孩子一起為興趣而閱讀，當閱讀成

習慣，傳遞了一種態度與溫度。言語搆不到的，留

給閱讀。」並指出，依據國際調查，臺灣父母閱讀

習慣待加強等語25。均揭示「家長為親子共讀/嬰帅

                   
24
 資料來源：PIRLS 2021 - TILSSC-國際大型教育評比調查專案辦公室網站

(https://tilssc.naer.edu.tw/team/pirls2021) 
25
  取自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6311 ；原文於《親子天下雜誌》98期 

https://tilssc.naer.edu.tw/team/pirls2021
file:///C:/Users/mcchia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9BW6M2SG/ 取自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6311%20；原文於《親子天下雜誌》98期%202018-03-01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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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閱讀教育的關鍵人」。 

(三)鑒於嬰帅兒閱讀/親子共讀係一門專業，本案詢據教

育部就「家長諮詢此門專業的相關管道」表示，家

長可參與家中鄰近公共圖書館的父母講座，也可尋求

線上相關資源如教育部或其它單位製作之親子共讀

指導影片，國內亦有多所帅兒保育或家庭教育相關學

系，家長可聯繫具相關背景之學者
26
等語。 

(四)惟按本案前揭調查意見提及，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

畫之效益評估，容應擴及「不到圖書館的家長」；

教育部閱讀起步走計畫與衛福部親子共讀政策容

應考量新住民家庭之傳統父親參與親子共讀情

形，以及新住民家長有無資訊不利問題；現行親子

共讀/嬰帅兒閱讀資訊紛雜及各地資源落差，對於

部分家長而言確有未臻便利等情，因此除由家長主

動參與圖書館講座、上網尋找資源或自行洽詢學術

機構外，對於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政策中的家長

需求、特性與困境，政策主管機關允宜充分理解並

提出其他主動、創新作法。 

(五)本案諮詢專家學者具體建議「為推動嬰帅兒閱讀教

育、鼓勵親子共讀，執行上建議可思考給家長更多

誘因，例如參加家庭、親職教育講座，可以獲得津

貼、尿布、玩具等具體的獎勵。另建議大學通識開

設帅兒文學、親職教育、帅兒閱讀教育等將相關課

程，及早讓每個人(未來的父母)認識嬰帅兒閱讀教

育的重要性與相關知識。對於相關人員，則可提供

嬰帅兒語文教育專業養成和在職進修線上研習課

程，例如帅兒文學、帅兒發展……等，並給予研習

                                                        
2018-03-01出刊 
26
 教育部提供全國帅兒保育或家庭教育相關科系之網路連結

https://www.ece.moe.edu.tw/ch/services/links/links-preschool/links-school/ 

file:///C:/Users/mcchia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9BW6M2SG/ 取自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6311%20；原文於《親子天下雜誌》98期%202018-03-01出刊)
https://www.ece.moe.edu.tw/ch/services/links/links-preschool/links-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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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或認證以充實其專業。」等語。為改善我國親

子共讀情形，允應由各主管機關強化家長進行親子

共讀之誘因、積極向家長進行相關知能素養宣教，

本案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併予提出供政策推動機

關參酌研議。 

(六)綜上，各界均同意家長為親子共讀/嬰帅兒閱讀教育

的關鍵人，允應由各主管機關強化家長誘因、積極

向家長進行相關知能素養宣教，以改善我國親子共

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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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四，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四，函請衛生福利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三、五，函教育部會同衛生福利部研處見復。 

四、調查意見六，函教育部參考。 

 

調查委員：林郁容 

范巽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