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圖畫書的意義、特質、功能與創作

兒童圖畫書的意義

顧名思義 兒童圖畫書 是具有圖畫的童書

在形式表現上 圖畫的呈現與意義傳達為其重要特色

所在 在日本稱之為繪本 英文則為picture book
而一般來說 會大量運用圖畫創作來呈現的書籍 係

提供尚未具文字閱讀能力的幼童 或是閱讀能力正在

發展 未成熟的國小學童使用為主 若純以圖畫來表

現 則為無字圖畫書 wordless picture books 輔

以文字鋪陳故事發展而為圖畫故事書 picture story
books 是坊間最為常見的圖畫書型態

如若以文字表現為主 圖畫僅作為點綴性之

插畫 用以豐富正文的說明性 則為有插圖的書

illustrated books 則適於已具成熟閱讀能力的

讀者 與圖畫書並不相同 林敏宜 2000 但事

實上 在兒童圖畫書的分類上 並沒有清楚的劃分

開來 常可見 圖畫書 picture books 圖

畫故事書 picture story books 有插圖的書

illustrated books 無字圖畫書 wordless
picture books 繪本 等名詞是混雜使用的

如若回歸圖畫在童書中具有一定的傳達表現意義與定

位 廣義的 兒童圖畫書 概念 便涵蓋了上述不同

圖文比例的童書類別 而 圖畫 之意義強調以 視

覺表現 為主 因而圖畫不限於傳統畫圖或手繪的概

念 其他不同視覺創作表現手法之童書 例如運用電

腦繪圖 攝影 拼貼 複合媒材手法創作之童書 皆

廣含在內

兒童圖畫書的特質與功能

兒童圖畫書很清楚的設定以兒童為閱讀對象 視

覺圖像為其主要的媒介 藉由視覺圖像表現的藝術創

意與趣味 傳達清晰 具有意義的教育內容 一方面

拓展兒童經驗的深廣度 另一方面促進兒童在各方面

的學習與成長 所以說 兒童圖畫書的特色 在於運

用吸引人的圖畫 傳達具有教育意義的內容給兒童

幫助未成熟的兒童了解自己 他人 環境與社會 在

學生創作兒童圖畫書的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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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圖畫書的過程中 獲得閱讀的樂趣 擴大兒童的

生活經驗 而有助於兒童的學習與成長 因而 一本

優良的兒童圖畫書應具有兒童性 圖像傳達性 教

育性 藝術性 趣味性等特質 林敏宜 2000 徐素

霞 2001

由於學齡前及國小階段兒童 在身心方面的成長

甚為快速 兒童就像是個大海綿般 不斷從生活中

大量的童書閱讀中 獲得各種經驗與知識 潛移默化

進行認知與學習 因而 為成長中兒童選擇適切優良

的兒童圖畫書 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對閱讀能力愈不成熟的小讀者 愈是仰賴圖像來

獲得書籍中欲傳達之訊息 而圖畫書中過於艱澀的文

字表述 若能透過父母或師長的帶領來認知 則可大

幅度的增加兒童在語文方面的成長 一般來說 學齡

前兒童 是以觀看圖像為主 含有文字的圖畫書 需

要家長在旁閱讀及說明意義 方能深入理解 若能如

此 也可共享親子閱讀的樂趣 增進親子關係 及至

小學一 二年級 配合認讀文字的學習 含有簡易文

字的故事圖畫書 兒童已能自行閱讀 而圖像的表意

性強 可以增加對文字閱讀的理解 及至小學三 四

年級 其文字閱讀能力更佳 理性思考能力也更加發

展 因而不限於童話故事題材的圖畫書 其閱讀興趣

拓展到自然科學類 歷史社會類之圖畫書 而於此階

段 圖畫書中的文字比率漸增 各種圖文相襯以吸引

小讀者閱讀動機 到了國小五 六年級之兒童後期階

段 文字閱讀能力已有一定之基礎 在一般文字閱讀

上已相當流暢 可以閱讀含有大量文字之文學性或科

學性書籍 涵蓋自然 科學 歷史 地理 傳記 科

幻 推理 冒險 運動 寓言 童話 漫畫 小說

散文 雜誌 百科全書 等 其閱讀領域及書籍種類

型態已十分廣泛 圖畫書不必然是其閱讀的選擇 然

一般來說 有插畫 圖畫的書籍仍要比純文字的書籍

更具有視覺競爭力 而得以在眾多書籍相互競逐間

吸引著閱讀者的目光

因而 兒童圖畫書是兒童學習的極佳媒介 幫

助兒童探索生活 學習語文及表達 啟發創造與想像

力 為兒童更進一步的認知發展奠立基礎 而圖畫書

中的圖像創作 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兒童來說 發揮了

以圖傳文 以圖輔文 的作用 而與表述文字

相互搭配 總結來說 兒童圖畫書透過圖像的表意

趣味 美感 成為吸引兒童認知學習的重要媒介

無形中擴大了兒童生活經驗 增長語文思考及審美能

力 培養兒童閱讀的習慣與興趣 而達到了教育與學

習的目的

兒童圖畫書的創作

圖畫書創作者 是一位開啟世界視窗的探索者

帶領讀者進入故事中的世界 是編導故事者 一步

鋪陳故事的發展 包括不同角色的安排 事物的發

生 各種關係的發展與際遇的變化等等 編導各種高

低起伏的情節發展 特殊的境遇 引人進入故事當

中 是情境體驗設計者 透過圖文的整合創作 營造

感受的環境與氣氛 對時間 空間 節奏 味道 關

係 感情 等等的體會 創造身歷其境的閱讀情境感

年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活動海報 藝教館提供



受 是一位教育溝通者 與閱讀者進行著思想上的溝

通 透過創作表達深層的意念與觀點 而與閱讀者有

所接觸 閱讀者可以認同 也可以進一步的思考 反

省與批判 而達到與閱讀者溝通的目的 發揮潛移默

化的教育功效

目前坊間出版的兒童圖畫書 都是成人針對兒童

進行有教育意義指向的創作 而創作兒童圖畫書 從

題材的選定 閱讀對象的設定 鋪陳的結構 圖像的

創作表達 等等 需歷經探索 觀察 編劇 設計

製作等過程始能完成 需要創意的展現 敏銳的觀

察 營造氛圍 整體仔細的安排人事物與編導故事

因而 圖畫書的創作是多元智慧的整合與展現

另兒童圖畫書的創作 圖與文有時是同一個人創

作 有時是不同人的 然不論是國內自行創作或翻譯

自國外的兒童圖畫書 清一色都是成人作品 成人為

兒童創作的圖畫書 在技法與內容題材上 均具有一

定的成熟度 揣摩兒童觀看世界的視角 配合不同階

段兒童身心發展及閱讀的特質 來規劃製作不同年齡

層 不同知識類別的兒童圖畫書 提供給不同年齡層

及閱讀需求的兒童或親師來作挑選

然而 兒童觀看世界的角度與成人會一樣嗎

兒童關注的事物與成人會相同嗎 兒童遭遇的問題

與需求 成人能深入體會與理解嗎 兒童自己又是如

何看待 思考與解決問題呢 這些來自兒童本身的感

受與觀點 從成人的角度來揣摩與臆測會一致嗎 若

從 兒童 主體性出發 兒童創作圖畫書實不同於成

人 存有不同的風景與意義 值得探索

一般來說 兒童圖畫創作常僅限於兒童畫 其實

若擴大其廣度與深度 兒童一樣可以創作圖畫書 兒

童一旦能夠表達他對事物的觀察與看法 可以說簡單

的故事 那兒童就具有創作圖畫書的條件與能力了

只是兒童圖畫書不同於一般的兒童畫創作 它要比一

般的兒童畫創作困難許多 需要運用更高層次的思

考 計畫與統整能力 來加以籌劃與有次序的完成

是一個具有結構性的工作任務 而不是片斷的觀察

記憶經驗的偶發再現 或是一張隨性的塗鴉而已

因而 圖畫書的創作並不是成人的專利 任何具

有表達事物與繪畫能力的人都能進行創作 只是較小

的兒童或學生進行圖畫書創作 需要老師或家長的引

導才能順利進行 但親師於此時的作用 要注意不能

強加個人的意識要學童配合進行 而是輔助的角色

鼓勵學童更加完整的表述其所欲表達的 並加以前後

合理性的貫穿 成為一個可以閱讀的故事 此外 由

於此工作任務並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 學童必須學習

作更加細緻的工作時程規劃 有耐心持續不斷的進

行 才能完成 於此過程中 學童極有可能會遭遇到

創作的瓶頸與困難 此時 是相當需要親人 師長

同儕的支持與鼓勵的

年國中組第一名作品 我的頭毛好捲 　 藝教館提供



學生創作兒童圖畫書的新觀點

從上述的探討可以知道 圖畫書融合藝術與人

文 是思想與情感的整體表現 也不僅限於成人方可

創作 只是目前兒童所閱讀欣賞的圖畫書 都是大人

揣摩幼童的閱讀特質或教育需求而編撰創作 很少見

到由學童創作的圖畫書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2006年
大膽突破了這樣的框限 創新籌辦 全國學生圖畫書

創作獎 活動 並出版得獎創作圖畫書 為國內圖畫

書創作與出版 樹立一個相當不同的典範

學生主體性之展現

學生創作圖畫書 可以透過藝術來表達個人獨特

的想像 觀察 觀點 情感 理解 認同 等等 雖

然不同發展階段學子創作運用之技巧 人生的經驗有

所差異 但對每一個成長中的學子而言 每一階段成

長過程中的境遇 發想 感覺 關注是如此真實的存

在 與成人並無二致 其情感與思維同樣是海闊天空

沒有限制的 但其創作的切入角度 表達與關懷 由

於生活 經驗 視角 等背景的不同 便與成人有所

不同 因而 來自學生最真實的聲音與感受 便能關

照到不同於成人觀看的部分

創作兒童圖畫書 需要具有美感表現 敘事表

達 觀察探索 綜合統整以及創新的能力等 因此學

生不僅需要對創作有關的基本知識有所了解之外 更

需要的是加以體察思考 咀嚼轉化 最後落實在創作

工作上 所以 是能力的養成 也是能力的表現 這

種能力是綜合的能力 包含著感受 想像 創造與表

現等多種能力

因此 學生創作圖畫書可說是一種觸媒 打開一

扇讓學生探索 思考 批判 進而展現自我觀點的窗

口 而讀者也得以從不同發展階段學子的視角 觀看

到不同於成人觀看的世界 而得以進入他們的內心世

界中 去感知他們的想法與情感 因此 學生所創作

的兒童圖畫書 彰顯了學生主體性的觀點 相對於成

人的創作而言 是相當另類的圖畫書 別具意義

統整性教與學之運用

綜觀國內學校藝術教育的改革 係朝綜合 學

科整合之方向推行 以學生能力的培養為主 導正

以往填鴨式的教育方式 主張學生應主動探索 思

考與批判 發展多元統整能力來解決問題 以增加

對自我 他人的認識 理解與關懷 具有實際實踐

的能力 因此 融合藝術與人文的圖畫書創作 十

分適合規劃作為 藝術與人文 統整領域教學的課

程 甚至可以規劃其他的教學配合活動 發展跨其

他學科領域的大課程

學生創作兒童圖畫書可以由個人獨自或團體合作

年大專組第一名作品 北極熊 　 藝教館提供



項目 學生創作圖畫書 成人創作圖畫書

來進行 透過藝術創作來表達個人及其所感興趣的關

注 而教師或家長僅可從旁協助學生完成工作任務

不可越俎代庖 從無到有的圖畫書創作 從大範疇的

方向確定 主題遴定 故事鋪陳與發展 人物刻劃與

描繪以及核心價值的表達與關懷表現等 便可以規劃

發展成為藝術教育的主題課程 引導個人或團體進行

創作 促進學生對內外在世界的統整探索 更可透過

與同儕 老師或家長的互動溝通機會 學習團隊合

作 增進師生 親子間的雙向視界交融 也無形中增

強學生的理解與表現能力 使學生在創作的過程中

引發興趣的探索與發展 增進對藝術學習的愛好 促

進個人多方面能力的發展與成長

所以說 學生參與圖畫書的創作 除了讓我們得

以近身觀察學生 了解學生所見 所思 所感之外

更可貴的是 對處於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而言 它會

是一個相當具有意義的工作任務 提供給學生自行探

索與發掘知識的可能場域 培養學生統整運用藝術

人文 科學等能力 兼顧理性與感性的層面 來規

劃 編排與創作故事 不僅對於學生多元能力的發展

有所幫助 作為統整教學上的運用 均具有絕佳的作

用

學生與成人創作兒童圖畫書的比較

學生與成人一樣都可以創作兒童圖畫書 但由於

創作目的 發展成熟度 生活型態 經驗背景等的差

異 學生創作圖畫書與坊間由成人創作圖畫書仍有所

不同 茲列表比較如下

亦即 從學生能力養成及鼓勵自我表現的觀點來

看 學生創作兒童圖畫書可以展現學習者的主體性

更是統整性教育與學習的良好課程方案 與其階段學

習發展多有相關 是學生創作兒童圖畫書特別突顯之

處 與成人純為兒童教育進行圖畫書創作 在目的與

功能上有所差異

其次 學生之創作在技法使用上 明顯不如成熟

的專業創作者來的精巧完美 但其樸拙 稚趣的藝術

表現 另有一種如實的成長風情 尤其是7至12歲的
國小學生 在文字運用上 則出現學生所在階齡的淺

白特殊語彙 而不同於成人之老成文字使用 在情感

表達上 相對於成人來看 學生顯得直接而單純 沒

有過多複雜情緒的參雜與分析 在創作之題材範圍選

取上 概來自生活的經驗與想像的發揮 因而 學生

創作之圖畫書 更能顯現出同儕文化的嘻哈性 對話

性與趣味性 相對來說 成人創作之圖畫書 則較容

易顯現出社會文化性與教導氣息

整體來說 學生創作兒童圖畫書的視角不必然是

上對下 教導式的 且創作歷程本身 使學生從被動

學習的客體 轉化為主動創造的主體 發出其視界的

聲音及現象觀察 因而 觀看 學生創作圖畫書 這

件事 將不只是關注創作完成的圖畫書作品 也關注

於創作歷程的發生或發展過程 則不同階段的學生創

作 也潛在反映出階段發展的心理特質與同儕文化

其有益於學生的統整學習也等同於閱讀的旨趣 所以

成人也應該學習放低其視角 以貼近閱讀與理解學生

之創作 實為學生創作圖畫書與成人創作之根本差別

所在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之辦理與概況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活動緣起

因學生創作圖畫書深具教育意義 並能協助國內

學校藝術教育的發展 以及推動學生透過藝術之統整

性學習的初衷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爰籌辦 全國學

生圖畫書創作獎 活動 籌辦之初 本館特聘請對兒

童圖畫書領域熟悉之專家學者鄭明進 馬景賢 曹俊

彥 趙國宗 賴馬 陳致元及唐壽南等為諮詢委員

協助擬訂徵件簡章及後續徵選作品之評審工作

是項活動經多次研商討論 最後定調以全國國

小 國中 高中 大專的在學學生為徵件對象 徵求

創作適合3至12歲兒童欣賞之圖畫書 主題不限 但需

圖 文兼備 可共同創作 唯以二人為限 而於2006
年首次舉辦時 就收到971件的徵件數 可見在強調

藝術與人文 統整教學之學校藝術教育改革上 學

生創作圖畫書會是極佳的統整課程方案 學校老師鼓

勵學生進行圖畫書創作 正反映了這樣的趨勢

修正擴大辦理

第一年舉辦時 由於學校參與踴躍 展覽與出

版也受到廣泛的迴響與好評 於檢討會時 參與委員

均十分贊同持續辦理 並考量國小組學生長達六年的

學習階段中 身心發展快速 變化很大 建議再分成

低 中 高三個年級組來辦理為妥 此一建議也獲得

本館採納 於2007年持續並修正擴大辦理
2007年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各級學校的參賽作品

計有491所學校 1,988名學生 1,609件作品 與2006
年相較又大幅增加為1.65倍之多 面對眾多優秀徵件

作品 只有極少數的獎項可容納 出線作品之遴選必

然煞費苦心 而本館全然仰仗評審團的自主 公正及

專業判斷來加以遴選 各類組作品遴選均經繁複的

初 複審過程 讓每一件作品經由各審查委員的仔細

閱讀 相互評比之後 最後選出年度徵選作品中 最

具有原創性 特色的兒童圖畫書 給予獎狀或獎金獎

勵 而同時也將各類組第一名之圖畫書編輯出版 以

饗兒童讀者

年高中組第一名作品 獨一無二的克比尼 　 藝教館提供



得獎作品及出版概況

2006年首次舉辦時 送件參賽作品計有國小組

470件 國中組197件 高中 職 組203件 大專組

101件 經初 複審遴選會議後 由於評審一致認為

國小組的作品相對於其他組別來說 其童稚真情自然

流露 直覺性強 最能忠實表現自己的感受力 而國

中組作品在此方面相對表現較差 故事及情感描繪就

該階段身心發展的表現來說 形式重於內涵 略顯膚

淺 因而最後評審團決定增加選取國小組作品 國中

組則有錄取名額減少的情形 最後選取國小組16件
國中組6件 高中 職 組及大專組各8名 其中各類

組均包括有前三名 佳作若干名

去 2007 年接續辦理時 各類送件參賽作品均

見增加 計有國小低年級組113件 國小中年級組230
件 國小高年級組244件 國中組236件 高中 職

組512件 大專組274件 第二年的參賽作品 不僅送

件參賽件數增加 平均水準也見提高 競爭更加的激

烈 最後選取各組前三名及佳作獎五名 總計48件得
獎作品

製作一本兒童圖畫書需要耗費不少的心力 對各

級學生來說 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要從眾多的創

作作品中出線 獲得多數評審的青睞 勇奪各類組的

第一名 顯然創作的作品整體完成度要高 同時也要

比其他作品來得優異與有特色 才能於各階段評審過

程中 不斷過關斬將而仍被發掘出來 故而 在創作

故事內容 文字表達 藝術表現與圖文編排 等圖畫

書相關的各面向均要能兼顧 期間需要相當的耐心

努力與堅持不懈才能完成 考驗著學生的耐力 實力

與創意

學生創作之圖畫書各領風騷 相當殊異有趣 加

上本活動要求參賽作品比照一般圖書出版的規格進行

規劃創作 因而 本館也特別將各類組獲得第一名的

作品加以出版 以饗各界讀者 除了本館自行出版之

外 民間出版社也注意到此活動獲獎之國小組學生作

品 其純真 清新 可愛 童摯的創作風格 實迥異

於現行出版界所出版的童書 而前來洽繫遴選出版

為國內的兒童圖畫書之創作與出版 開啟另一截然不

同的視角與閱讀視窗

截至目前已出版學生創作之圖畫書十三本 其

中本館出版十本 民間遴選出版三本 分別是 曹榮

慧的 小象笑了 劉昱雅的 老虎與猴子 郭昱

秀的 毛毛蟲的天空 陳冠捷的 小樹和小草

詹凱甯的 我的頭毛好捲 蔡育汶和詹佩茹共同創

作的 獨一無二的克比尼 陳育嬋和林瑩然共同

創作的 北極熊 楊子靚的 我和我的媽媽 許

謹柔的 豬竿舞 高德瑋的 仁仁愛公園 楊湘

年兒童圖畫書插畫集封面　 藝教館提供



穎的 森林裡的小刺 與小烏龜 鄭萱婕的 跳三

下 江書婷的 跟屁蟲和小氣鬼 等 此一新例與

規模 在國內兒童圖畫書創作與出版界 前所未見

期待

如果你是學生 喜歡閱讀圖畫書 想說故事 愛

搞藝術創作 現在你可以有另一個新的選擇 那就是

創作兒童圖畫書 把心中好的故事題材 把它書寫出

來 同時把它圖像化 再將圖文加以編排 運用想像

與創意來充實它 注意圖畫書應有的形式要件 勇敢

挑戰創作所必然面臨的艱困過程 以耐心毅力堅持到

最後 你也能創作兒童圖畫書的 而透過實際行動的

實踐 孕育孵生圖畫書之過程 不僅可為兒童說個好

故事外 自己也會從創作歷程中有所學習與成長

由於各階齡學生成熟度差異大 不如成人的穩

重老成 因而 學生創作的兒童圖畫書與成人是有區

別的 出發的基點也略有不同 展現成果自不能同等

而論 若是成人讀者 接觸到學生所創作之兒童圖畫

書 建議先了解創作者之階齡 試著從他們的視角來

觀看故事 更能理解與閱讀 其創作之趣味所在 家

長或老師 為兒童選擇此類的圖畫書 則可嚐試傾聽

兒童怎麼觀看 評論吧 搭建起兒童與學生溝通的橋

樑 也許會激盪 意想不到的火花 學生創作之兒童

圖畫書開起了這種種驚奇的可能性 同時也開啟了兒

童圖畫書創作與出版的新視界

而本館推動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已歷兩

屆 除了學生參與踴躍之外 出版的圖畫也頗受到注

意 其青澀 純真 學生獨特的創作語彙和風格 都

與一般的圖畫書有所差異 展現出不同的風貌 也因

為如此鮮明的校園風格 另有一番青蘋果滋味 在兒

童圖畫書世界裡獨樹一格 期使能在圖畫書世界裡

持續發酵 進而培養 滋養各階層的創作學子 同

時也為有興趣 具有才華的學子 開闢一個展現的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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