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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低年級組評審感言

◆ 評審委員╱趙國宗

今年的國小低年級組得獎作品，第一名「彩虹村」具有臺灣原住民文化特色，

環保愛鄉的主題。第二名「鬼抓人」、第三名「毛毛蟲老師」，都以學校生活為題

材，頗有創意，描寫生動活潑，文圖表現傑出。佳作「黑面舞者」是生態與環保的

故事，畫面拙中帶巧。佳作「楊貴妃喜歡吃荔枝──一個小女生的幻想事件

簿」，從背唐詩引發各種吃荔枝、栽種荔枝的奇想，漫畫式的角色很淘氣，故事劇

情幽默。佳作「我的車子大夢」以線畫塗鴉畫出天真與浪漫，藝術性高，其他佳作

也都具有令人感動，純真可愛的特色。

作品的完整度，文圖巧妙的配合，並編輯成書，對文字能力尚未成熟的低年

級，幾乎太超越了，但親子合作或老師的長期指導，還是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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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組評審感言

◆ 評審委員╱張又然

只要有機會擔任國小組小朋友作品的評審，常常是非常開心的。看到小朋友天馬

行空的想法，對身邊朋友、親人的愛與重視，以及對小動物的關懷，都令我十分感

動。尤其是小朋友在圖面上展現著真誠度，是沒辦法騙人的，常常忘了自己在當評

審，看了又看，不願放下。

今年小朋友創作的題材，非常有意思，有很多巧合，就是題材上的巧合，比如：

有很多的阿公、阿嬤，或者很多貓、很多狗。看得出來，這些都是小朋友身邊俯拾皆

是的素材。但除了這些外，其實小朋友身邊應該還有很多很棒的題材，等著大家去發

掘。例如，同樣講種菜的事情，得佳作「蔬果村的神秘訪客」在故事創意上，就做了

很好的典範，將來想要參加比賽的小朋友，可以朝這方面加以思考。

整個來看，今年的參賽作品，呈現成績的水準很好，也很整齊，看得出來，人人

志在必得。當然很開心的是看到小朋友對作品付出真誠與努力。只是當評審的我就很

痛苦、很掙扎了，真的很難選ㄋ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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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組評審感言

◆ 評審委員╱曹俊彥

今年高年級組得獎作品，在題材上顯示出令人可喜的多樣性。包括，有深度

的學校生活議題；踏實的認識鄉土自然；在心理成長的故事裡闡述生命的意義；

或以趣味的結構談生命的成長；以及在趣味活動中豐富生活，增進智慧。難得的

是這些得獎作品的共同優點是表述的方法，不但圖文互動良好、有趣，更能引起

讀者對他們所提出的議題，更深入的思考。

圖畫方面，不僅保有兒童畫應有的純真、率性，在媒材的選擇、繪畫技巧的

運用，都能有相當個性化的表現，在文、圖空間配置上，也達到近八成的合理

性。可見指導者，在「書的構成」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並且已經看到成果。

希望這樣的好成績，在小朋友升上國中、高中後，能更見成效，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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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評審感言

◆ 評審委員╱劉伯樂

繪本的特點就是妥善利用任何可以編排的元素，組成一個適合翻頁閱讀的格式。

編排出來的結果，若只是自玩娛或持贈君的話，那麼製作的空間可以是天馬行空又可

以無所不為，稱為「手工繪本」。若是要印刷、出版大量發行，就非得考慮在製作、

編排過程中符合印刷工程的需求。

在歷屆送審的許多作品中，可以看出一個普遍的現象：（1）文字、故事感人，

但繪圖不佳。（2）繪圖精采，內容卻不知所云。（3）文、圖都有創意，卻無法將作

者的創意，利用「繪本」的格式表達出來。前二項評審可以從「主題、內容、創意、

風格」上斟酌，而第三項就只能在樣書的「結構」上推敲作者的編輯能力了。困難的

是「編輯作業」是一項專業的技巧，在一般出版社裡，是屬於企劃和編輯團隊的專業

工作。我們要求送件參與者「文、圖俱佳」的作品已經是難能可貴了，若還要要求

「編輯能力」，簡直是強人所難，即使是專業繪本作家，也不一定三項俱備啊！

從樣書製作上，雖然可以看出繪本的「結構」，但審查所有徵選的樣書中，卻發

現有些樣書粗製濫造，是沒有「編輯能力」者所為；有些製作精良，是經由「專業人

士」代工捉刀。兩者差異顯而易見，卻深深的困擾著評審的判斷能力。

基本上，發行繪本是集合團隊製作的結果，參與者有不錯的文、圖創意，自行將

這些創意的元素結構成樣書，或交由指導者甚至專業編輯製作，呈現出來的樣書，不

論手功粗劣或製作精緻，只要繪本的構成完整，符合既定的印刷條件，我們就不應該

去追究是不是「獨立完成」或「協力指導」的問題。

「企劃編輯」只是一個概略的說法，並沒有一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它在繪本製作

上卻居於靈魂的地位。而繪圖、作文更不是繪本必要的條件，甚至是可有可無的諸多

創作元素之一而已。

希望以後參加徵選繪本的作品，應該多從「企

劃編輯」開始構思，再想辦法用「可以印刷」的

方法去執行編輯，實現自己的創意，而不要侷限

在「怎麼寫？如何寫？」的傳統桎梏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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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委員╱唐壽南

每年評審時心裡最想見的不是讓人驚艷的作品，畢竟這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更期待的是整體作品的水平是否有所提升，因為這才是圖畫書環境的指

標，這代表著閱讀環境與創作環境都在進步，在「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的徵件中，可以看出對圖畫書越來越熟悉，這一代的孩子在成長環境中，圖

畫書逐漸成為他們的成長養分，所以在技巧和表達想法上也漸漸的更能掌握

了。

歷年高中組送件作品都是最多的，但很可惜仍有良莠不齊的現象，在作

品的主題上也略嫌單調，另外提醒送件時製作樣書要注意，橫排書（直式橫

書）的裝訂邊是在左邊，圖文閱讀才會流暢，同時樣書製作要完整，可讓作

品意念傳達更清楚。

每年徵件作品都不乏畫的很好的作品，他們的技巧讓人印象深刻定且充

滿期待，但圖畫書著重圖文並茂，故事內容是整本書的基礎，好的內容會讓

作品更紮實動人，希望同學們可在此多下功夫。

高中（職）組評審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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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委員╱林世恩

好的繪本裡一定裝著一個好的故事，而好的故事一定需要好的鋪陳。

歷年參賽者中不乏優異的繪圖技巧、文章能力，以及創意，但評審著眼的

是這樣的才能，最後能不能造就一個好看的故事。我們很高興每年都有優秀的

參賽者出現，這些脫穎而出的同學，不一定是最能畫、最能寫，甚至最天馬行

空，但是他們一定是把故事說得最好的。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在此予以獎勵，除了是肯定，也是提供其他

有心創作的同學，一個參考與學習的機會。

大專組評審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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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總評

◆ 評審委員╱劉宗銘

對於全國的學生（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來說，會有非常多樣性比

賽的機會；像是動態性的田徑、游泳、舞蹈、拔河、歌唱活動，而靜態性的圍

棋、象棋、水彩、漫畫、油畫等文藝活動也不少。然而，參與較為靜態性的圖

畫書創作比賽，有其特殊之處：就其形式上，有版本大小的變化；有中式或西

式翻閱走向的考量；有頁數的印刷、設計及字體大小的考慮，如何在字體、字

形上作某種變化，增加效果等。就其內容，更是五花八門，均可涉獵，像是歷

險、冒險、民俗、動物、植物、生活、幻想、親友、生態、魔法、童話、偵

探、藝術⋯⋯等，以各種文體來呈現﹔其表現的技法，也能將各種美術學習所

長的形形色色，盡情的發揮。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自2006年起舉辦的「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件，

至本屆已有六年的時光，就如同前言所述，這麼能夠兼具文學與藝術，這麼能

夠多樣形式去繪作與表現的創作，雖然製作過程不比單純的繪畫比賽容易，但

也吸引無數學生熱情的參與。締造了六屆計8,000餘件作品參賽的記錄；也有近

990件作品進入一、二、三名及佳作、入選獎。除了首獎單獨出版，也將所有

入選作品合輯編印成插畫集，非常具有鼓勵性與紀念的美好回憶。

本屆計有十四位兒童文學資深作家和畫家們，在主辦單位同仁與志工的通

力合作之下，檢視參選作品，汰除不合徵稿要求的件數之後，交由評審團在四

個工作天分組作初審、複審及決審，產生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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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屆比賽的徵件當中，有些仿照前幾屆獲獎作品的痕跡去繪作，像

是利用世界名畫的聯想作對照的手法來創作等，除非有特別不同的創意和想

法，可能就不容易再獲評審委員的贊同了。有些會去探究新的題材，像是國

小低年級的「彩虹村」，就將原住民的生活面貌和生態作很好的介紹；國小

中年級組的「誰是貓頭鷹的好朋友」，除了題材獨特之外，技法也相當成

熟，將夜生活的鳥類呈現出來；國小高年級組的「刮掉年代的石燈籠」，更

是對於不同世代的石燈籠，在臺灣本土的歷史、文化保存價值的層面，作最

深刻的反省和檢討，是件有思考能力，令人感動的作品；高中（職）組的

「漢斯樂園的秘密」以厚實的彩繪，將外星人與神秘氛圍作成功的展現；大

專組的「郵筒樹」取材新穎，將郵信筒和樹木的造型作聯絡，引導人與人之

間的情感作生動的描繪，實屬佳作。

我們期待，未來會有更好的圖畫書創作再次湧現！

我們祝賀所有的得獎同學！也在此安慰不少的落選者，期盼再接再勵，

多看、多畫，將會「出類拔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