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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兒童圖書館

• 在33平方公里，68萬人口，每天約有8萬遊客

• 截至2022年12月，澳門的公共圖書館及閱書報室有
91間，學校圖書館111間、專門圖書館80間、及高校
與專科圖書館39間，總計為321間。

• 整體紙質藏書約為450多萬冊圖書、約270萬平方英
呎、約10,000座位。

• 提供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約有130間。服務人口約8萬
人

• 澳門公共圖書館是主要提供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的單
位，共有16間分館，每年累計開展超過一千項活動



澳門的兒童圖書館

• 另一個主流就是學校圖書館，２００７年起澳門教育局

成立學校閱讀推廣人員制度，由政府資助學校聘請專職

人員來推廣閱讀活動。每年都安排不同類型的活動，如

閱讀課，故事時間，親子閱讀及遊戲，借書龍虎榜等。

• 從此學校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起著重要的合作關係，學

童先在學校培養閱讀的習慣，再到公共圖書館閱讀更多

的書籍。

• 公共圖書館約有15萬冊兒童圖書，學校圖書館約有45萬

冊。總計將60萬



澳門圖書館的兒童閱讀活動

• 主辦機構

• 政府部門：澳門公共圖書館、教育及青年

發展局、社會工作局

• 商業單位：書店、出版社、教育中心

• 學校及托兒所

• 民間社團：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工聯書屋、澳門閱讀協會、澳門兒童文學

協會



澳門地區的兒童閱讀活動

• 在文獻記載中, 最早推動閱讀是在1951年澳

門培正中學圖書館舉辦了一次圖書館周徵

文比賽. 

• 之後, 推動閱讀的工作由公共圖書館承擔.



澳門地區的兒童閱讀活動

• 1996年澳門市政廳成立了2所黃營均圖書

館，邀請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簡

稱圖協承包館務工作，第一任館長冼行健

先生，有見當時中央圖書館缺少兒童閱讀

活動，為補不足，決定全力開展兒童服務，

如兒童故事天地、親子教育講座、親子手

工藝、繪畫比賽、小型讀書會…等活動.



故事天地及繪畫比賽



圖書館布偶

小桃

阿靖阿文

阿舒



閱讀飛翔號的閱讀護照



穗港澳徵文比賽 (2004)



澳門地區的兒童閱讀活動

• 時至今日，澳門地區的兒童活動，

吸收了星加坡、鄰近地區的經驗，

活動內容已多元化，包括故事時間、

兒童戲劇、親子工作坊、各類型比

賽、書展、講座、閱讀嘉年華、參

觀、兒童書刊出版、圖書館周



澳門公共圖書館的兒童閱讀活動





閱讀之城系列活動：親親 ‧ 閱讀 - “嬰幼兒閱讀有禮計劃”

： 凡自領取閱讀包當月起計未滿
24個月，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
及已辦理文化局公共圖書館讀者
證之嬰幼兒。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 文化局公共圖書館為響應每年4月

23日“世界閱讀日”，聯同廣州、

深圳及香港等城市之公共圖書館合

辦以“閱讀愛˙愛閱讀”為主題之

活動



悅讀家FUN親子活動

• 活動對象 ：幼一至小三學生及家長

• 活動方式：親子共讀儲閱讀里程數 >> 完成每期指定任務 >>

抽獎贏取親子體驗獎賞

• 儲閱讀里程數方式可查看圖文包介紹 ：https://bit.ly/3YVelkz

• 玩法步驟：

• [1] 學生和家長一同到訪文化局轄下公共圖書館

• [2] 家長陪同學生一起找尋最喜愛的圖書，並於現場拍攝書本

封面的相片

• [3] 分享相片到“個人Facebook”頁面，並設置公開及輸入

Hashtag關鍵詞 #悅讀家FUN親子活動

• [4] 追蹤百分百家長-親職Channel Facebook專頁

https://bit.ly/3YVelkz


圖書館小學堂：校園外展活
動





圖協推動澳門童書的活動

• 以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為

例，成立於１９９６年，是回歸

前較早成立的民間社團，現有會

員人數６００多人，年度經費在

１００萬左右，每年舉辦兒童活

動近５０次，近年主力推動澳門

童書閱讀



圖協推動澳門童書的活動

出版澳門童書出版目錄



THE WORLD THROUGH PICTURE BOOKS

• 向國際圖書館協會ＩＦＬＡ提交

澳門優秀的童書，錄入該會的 The 

World Through Picture Books 第三

版，讓澳門童書衝出國際。



圖協推動澳門童書的活動—與公共圖書館分工

• 舉辦澳門童書專題展，分別

在澳門圖書館周、每年三次

的澳門地區書展、學校、圖

書館，更深入到商場、展銷

會、私人會所，如世邦傢俬

城、A+兒童成長及母嬰用品

博覽、海洋花園會所、學校

圖書館及工聯書屋等



圖協推動澳門童書的活動



圖協推動澳門童書的活動—A+兒童成長及母嬰用品
博覽



圖協推動澳門童書的活動—書展



澳門圖協的閱讀活動: 比賽



小結

• 由於澳門推行兒童閱讀活動的時間較遲, 所以得到

各地友好單位的援手, 可以很快的吸收各地的經驗, 

推動閱讀. 

• 各地來澳的專家及單位計有: 潘明珠及潘金英兩位

老師, 香港小童群益會曾廣源先生, 與及香港學校圖

書館主任協會陳明英老師, 香港思維科技公司,香港

景行圖書公司, 突破機構, 鄺志雄先生, 熊仔叔叔, 星

加坡國家圖書館, 廣州少年宮, 台北市立圖書館, 台灣

的小魯文化, 林振春, 詹明娟老師等多個機構及個人.



澳門以圖像為主童書的出版概述

總計在40年來，澳門出版的圖像為主的童書共出版了225種，包括繪

本類125種、兒童漫畫類92種。

從2010年起童書出版數量突破雙位數字，2018年以後更每年出版20種

以上，可現澳門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累積了一批繪本藝術工作者及兒

童文學作家。



1980-2020 年間澳門地區出版的兒童繪本及兒童漫畫之
年度統計表

年份 兒童繪本 兒童漫畫 總計 年份 兒童繪本 兒童漫畫 總計

1983 0 1 1 2007 1 3 4

1984 0 1 1 2008 1 0 1

1985 0 1 1 2009 5 4 9

1988 13 0 13 2010 1 9 10

1990 4 0 4 2011 6 1 7

1991 1 0 1 2012 3 5 8

1995 1 0 1 2013 5 7 12

1997 0 1 1 2014 2 11 13

2000 2 0 2 2015 11 13 24

2001 0 2 2 2016 12 3 15

2002 6 0 6 2017 9 2 11

2003 0 3 3 2018 13 11 24

2004 7 1 8 2019 18 7 25

2005 0 2 2 2020 10 4 14

2006 0 2 2 總計 131 94 225



1980-2020年間澳門地區出版的兒童繪本及兒童漫畫之主題統
計表

類別 兒童繪本 兒童漫畫 總計

文學-兒童故事 67 27 94

社會教育 8 17 25

歷史 7 18 25

科普 21 2 23

綜合 6 12 18

宗教 12 5 17

健康衛生 5 3 8

法律 1 4 5

財經 1 1 2

音樂 2 0 2

哲學 0 2 2

武術 0 1 1

公共行政 0 1 1

性教育 1 1 2

總計 131 94 225



1980-2020年間澳門地區出版的兒童繪本及兒童漫畫之出
版單位類型統計表

出版單位
類型

兒童繪本 (機構數量/ 

出版冊數)

兒童漫畫(

機構數量/ 

出版冊數)

總計

社團 16 (37本) 16 (48本) 85

私人出版
社

12 (37本) 14 (27本) 64

政府部門 10 (54本) 5 (9本) 63

個人自資
出版

3 (3本) 4 (8本) 11

學校 0 (0本) 2 (2本) 2



1980-2020年間澳門地區出版的兒童繪本及兒童漫畫之語
種統計表

語種 兒童繪本 兒童漫畫 總計

中 74 87 161

葡 16 4 20

中葡 17 1 18

英 13 1 14

中英 9 1 10

中葡英 2 0 2

總計 131 94 225



澳門早期童書的發展

• 澳門最早出版的繪本是宗教圖畫故事

為主，在四十年代初期，慈幼印書館

約出版20多種翻譯圖畫書。五十年代

初期，該單位亦協助海沬出版社印製

多種兒童漫畫書。

• 八十年代初期，澳門出版了三部重印

外地的漫畫集



澳門繪本出版的發展時期

•1. 引進外地繪本時期: 1988-2009

•2. 本土繪本孕育期: 2010-2015

•3. 本土繪本發展期: 2016-2020



1. 引進外地繪本時期: 1988-2009

• 1988-1990 葡國著名的靑年文學獎文學家愛麗斯. 韋基娜 (Alice Vieira) 在澳門獲得了
澳門文化學會 (特别項目辦公室) 的資助，出版了澳門第一套兒童繪本叢書的第一輯，
以澳門文化、民俗爲題材的故事集--《澳門傳奇故事集》。 該書曾在里斯本擧行出版
儀式，及後她還出版了五種以澳門的民間故事為題材，

• 包括: 《牛郎織女》(Um estranho barulho de asas)，《媽閣廟》(O templo da 
promessa)，《林成的一雙手》(As mãos de Lam Seng)，《端午節》(Uma voz do 
fundo das águas)，《連理樹》(As árvores que ninguém separa)，《小島知多少》
(O que sabem os pássaros)。書中的插圖分别由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美術系的藝術家
陸大同 (Lok Tai Tong) 和澳門女畫家潘錦碧 (Evelyn Poon) 所作。本套故事集分別有葡
文及英文版兩種。



愛麗斯. 韋基娜 (ALICE VIEIRA)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 文化學會在１９９０邀請了António Torrado 出版了Colecção contos e lendas de Macau 系列故事

• 頑皮的小猴子班比 = As macaquices do Barnabe，衛生司口腔健康組統籌; Sofia Lemo 文、郭

奕燊圖，衛生司，1991，12 p.

• 賈梅士的故事 = Camões，sabes quem e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何思靈)、 Isabel Correia (高

綺珊) 合著; 姚京明 (Yao Jing Ming) 中譯， 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5，

123 p.



澳門以圖像為主童書的出版概述

回歸以後，澳門政府部門，特別是年輕的主

管，他們大部份均由繪本及漫畫陪伴成長的

一代，深深體會，如要向兒童推動公民及社

會教育，應該從繪本及漫畫著手。所以，不

少政府部門或社團均以圖像形式出版宣導的

書刊，如社會工作局的 “哈樂禁毒系列”、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的”能源系列”、廉政公

署的 “倡廉教育系列”、澳門工會聯合會的

“工聯社教漫畫系列”。



回歸以後

• 由於澳門的學校、圖書館、相關的社團在課堂

及書展講座中，大力推動繪本閱讀，同時亦吸

引了年青一代，主要是兒童文學作家、插畫家、

漫畫家等，自資創作以兒童為對象的繪本及漫

畫。

• 2000，澳門環境委員會率先出版回歸後第一本

童書，名為 “澳門垃圾先生的遭遇 ”(中葡文版)



愛國教育

• 小燕子回家了，趙占全、關啟佳統籌，

教育暨青年局，20 p.



2002-2004

• 2000 澳門聖保祿書孝女會編譯了一系列韓文的天主教故事書，共20種。

• 同年，Badi Foundation 巴迪基金會為聯國學校出版了6本童書作為課外讀物。

• 2004 新紀元國際出版社在澳門出版一系列的有關阿博都的成長故事



2004 – 科普讀物創作之始

• 此外，澳門電力公司首次以公共事業單位的角

色，出版以描述如何產生及應用的兒童繪本。

• 電力魔法 = A magia da electricidade，澳門恆光

出版、編譯、顧問有限公司製作；李靜插圖，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04，49 p.



本土繪本孕育期：2010-2015

• 2010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亦為了讓學童的認識能源的重要性，自2010-2018年間，出

版了9種“能源故事”系列繪本



2. 本土繪本孕育期：2010-2015

• 2011 最早而有系統推出的繪本單位，首推2011年民政總署黃營均圖書館出版的

“ 我愛圖書館繪本” 系列



水果系列

• 2013 -2016 ，衛生局、教育暨青年局、健康城市委員會，合力推出學校水果計劃，

為了使學童了解水果與健康及生活動關係，以繪本及漫畫的形成，出版了系列的小

冊子。



公民教育



2015
• 新紀元國際出版社再度以 Frybacks 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繪本，一套六冊，在排版及繪

圖的風格，更加成熟。



3. 本土繪本發展期: 2016-2020

• 2016 起社會工作局推廣預防濫藥教育，出版了哈樂系列繪本。先後得到澳門聖公

會社會服務處、澳門插畫家協會、鮑思高小學等機構支持。





新興出版社及作家-鄉土主題



新興出版社及作家-鄉土主題



新興出版社及作家-鄉土主題



科普讀物



自由創作





自由創作





• 花石子，Vela 文; Pedro 圖，石嶺， 2019，1 v.

• 貓女孩，Vela圖/文，石嶺，2019，1 v.

• 人間魚，Vela 文; Pedro 圖，石嶺， 2019，1 v.

• 那幾年，Vela 文; Pedro 圖，石嶺， 2019，1 v.



兒童漫畫

• 澳門漫畫有部份是為成人而創作，所以不錄入本次分享範圍

• 上世紀六十年，不少香港著名的漫畫家來自澳門，如曹長雄、

王司馬、陳耀培、香山阿黃等

• 由於漫畫有圖也有文字，線條簡潔，能快速創作

• 而內容多較適合個人閱讀

• 本土漫畫主流是宣導公民教育、愛國教育、社會教育及家庭

教育等題材，多由政府及社團出版

• 近年湧現個人漫畫家的創作，成為文創產業的新興力量



中葡雙語漫畫

•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以葡文漫畫的形式描繪中國的歷史故事，展現精彩紛呈

的歷史畫卷，讓就讀于澳門葡文學校的學生，以及葡語系國家的青少年瞭解中國歷

史文化，以更具趣味性的方式提高學生及家長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2003 日式漫畫



外文漫畫

• 澳門本地著名的土生名人兼藝術家江連浩，罕有地創作一部以黃飛鴻為人物的主題

漫畫

• Michel Vellant 以澳門背景的冒險漫畫



公民教育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自2009-2015年間出版多冊以漫畫形式推廣社會教育的叢書，名為 “工聯社教漫畫系
列



社會教育



哲學及宗教



少女漫畫



四格漫畫



故事



其他



黃天俊系列



李絢漫畫系列



未來發展及總結 – 成功因素

• 由於不少閱讀活動是在澳門首次推行，活動負責人具有
使命感，產生澎湃的動力

• 政府的主動配合，事半功倍

• 自行創設及爭取參與推廣活動的平台，讓市民感覺閱讀
活動無處不在，如舉辦圖書館周、六一國際兒童節、全
澳大型書展、閱讀文化節、嬰兒博覽會、 終身學習周、
兒童講故事比賽等活動



未來發展及總結

• 本人認為大灣區圖書館合作，最容易執行是以童書

為題的活動，如各地互派故事老師到圖書館進行講

故事及其相關活動

• 由各城市小朋友或親子講本土的故事

• 聯合舉辦各類型比賽，如徵文、繪畫等



謝謝大家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