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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圖畫書的研究取向與圖畫書的新美學――以台灣和北美地區為例 

Picture-Book Studies in Taiwan and North America  

陳秀文 Chen, Hsiu-wen 

 

摘要 

如果說，傳統的圖畫書研究傾向於把作品視同為作者的成就，或者認為作品

本身具有獨特的價值，可能帶給讀者什麼好處的話，根據本研究對台灣和北美兩

地的調查結果，現階段的學者則往往更熱衷於讀者的接受反應，不但如此，在文

化理論全面滲透的情況之下，愈來愈多的圖畫書學者也開始和其他的學術社群一

樣，把目光轉向作品中隱含的意識形態和權力結構之間的關係。針對以上這些現

象提出說明與解釋之後，本文猶嘗試發展出一套平行的圖畫書審美標準來呼應本

研究的發現，希望對於國內刻正發燒的圖畫書研究有所助益。 

Compare to the traditional picture-book researchers, being focused only on the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and the value of the work itself, many critics now have a great 

plurality of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rom which to choose. This paper is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this change concluded from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heses 

collected from both Northern America and Taiwan for the past half a century. In 

addition to a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everal guidelines for the evaluation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picture-book. 

 

關鍵詞：圖畫故事書（picture-book）、圖畫書學術研究（picture-book studies）、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讀者反應（reader-response）、兒童文學

（children’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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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美圖畫書研究概觀 

圖畫故事書作為兒童文學的一支在歐美已行之有年，美加之博碩士論文關於

圖畫故事書之探討也起步甚早。1 反觀台灣，近年來學術界對圖畫書研究的熱度

儘管是盛況空前，這個領域發展至今到底也只有短短十五年的歷史。為此，筆者

在這裡特別把美加學者過去在這方面的經驗整理如下，相信對於仍處在起步階段

的台灣學者，應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2 

（一）北美圖畫故事書研究具備了「多樣性」的特徵。從兒童文學的角度來

審視圖畫書的例子固然很多，來自文學、美術、教育學、心理學、科學、社會學

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也有不少。顯而易見地，圖畫書「跨領域」之特質如今已開始

受到重視，而不再單純被視為「兒童文學」來看待。 

（二）圖畫故事書的研究呈現與教學應用相結合之趨勢。其中尤其以圖畫書

應用在中小學教學之研究最為熱門，教學設計上除了利用圖畫故事書培養學生說

故事、閱讀、記憶單字、認識科學、創作與欣賞、以及外語能力，也包含特殊教

育之應用。時勢所趨，許多當代圖畫書創作者不但提供合適的教本，在與讀者面

對面接觸的場合中，不少人也親自示範教學，形成一種有趣的現象。 

（三）圖畫故事書晉身後現代文化研究之熱門對象。以意識形態的研究居高

不下的形勢判斷，後現代時期急速竄起之種族、性別、階級、多元文化等研究，

已然將其觸角伸進了圖畫故事書的領域。如今不管是圖畫故事書中的動物、玩

具、家具的擺置方式，或者是其中的「兒童」之概念、人際關係、當代家庭，都

有可能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對象。 

綜合以上的分析，過去三十年間美加學者在圖畫故事書的研究上，正逐步拆

                                                 
1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Beatrice Termeer 於 1953年所完成之“Human Relationships in Contemporary 

Picture Books”是筆者截至目前所發現最早的北美圖畫書學術研究論文。 
2 經過濾北美地區相關的論文主題與摘要之後，共獲得一四六份圖畫故事書研究論文，依其主題
分類如下：  

（1）圖畫故事書中隱含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60/146＝41%） 

（2）圖畫故事書與教學應用（34/146＝23.28%） 

（3）兒童對圖畫故事書的文字與插畫之反應與詮釋（21/146＝14.38%） 

（4）無字圖畫故事書（6/146＝4%） 

（5）圖畫故事書之藝術家（5/146＝3.4%） 

（6）圖畫故事書的插畫（5/146＝3.4%） 

（7）圖畫故事書中的圖文關係（3/146＝2%） 

（8）圖畫故事書的演進過程（3/146＝2%） 

（9）圖畫故事書的趣味性（2/146＝1.3%） 

（10）互文性研究（2/146＝1.3%） 

（11）敘事模式研究（2/146＝1.3%） 

（12）圖畫書行銷（1/146＝0.68%） 

（13）有聲圖畫書研究（1/146＝0.68%） 

（14）知名獎項歷年得獎作品內容分析（1/14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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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傳統之藩籬，試圖為圖畫書受囿於傳統幼教的範疇解套。影響之餘，不但豐盛

了圖畫故事書的跨領域之研究，落實圖畫故事書廣泛的教育應用，讀者之年齡層

也有逐漸擴大的跡象。只是話又說回來了，以北美研究者熱衷於意識形態、教學

應用，以及讀者反應，而相對漠視創作者與作品研究之情形看來，圖畫故事書研

究與後現代主流詮述模式之密切關係，已然牢不可破。事實上，研究者執著於讀

者的聲音與圖畫故事書的工具效益，而盲目的忽略創作者與藝術表現，已經演變

成一種常態，其研究正逐步呼應了「作者已死」之後結構主義者的論點。3 

 

二、圖畫書學術研究在台灣 

初步了解了美加的圖畫書研究之概況，反觀國內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國內有關圖畫故事書研究之學術論文，最早發聲的是許佩玫之〈兒童讀物插

畫表現技法之創作研究〉（民 81 年，台灣師大），在她之後，一直要到近 2000

年，圖畫書研究才呈現明顯的成長。 

 

 

從九○年代以前圖畫書的學術研究乏人問津的狀況，到千禧年間的「狂飆」

期，筆者認為有幾項關鍵性的因素值得一提： 

                                                 
3 1967 年，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80）宣告「作者之死」，意指讀者創造自己的意義，不論
作者的意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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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東師院於民國八十五年八月開始籌設兒童文學研究所，隔年五月開

始招生（九十二年間博士班亦開始招生）。該所並於八十七年出版第一期《兒童

文學學刊》，歷來更曾舉辦各種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徵集史料，成立創作坊、

駐校作家、翻譯工作室等等，對於提倡國內圖畫書研究風氣居功闕偉。而截至

2008 上半年間，該所畢業生發表的關於圖畫書的研究論文數更是居國內各大專

院校之冠（約佔總數四分之一），成果令人矚目。 

（二）我國自九○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為了配合落

實教育部頒布的新政策，許多儲備師資及第一線教師，大量將圖畫書應用在課堂

的教學上。不論是語文領域所強調的國語、英語的讀寫，社會領域的文化學習、

道德規範、鄉土教育與環境保護，還是藝術與人文領域重視的感受力、想像力、

創造力等藝術能力與素養，自然與生活科技重視的生命世界、科學知能，乃至數

學領域的數、形、量基本概念之認知，均吸引可觀的人力挹注，截至目前為止，

這股熱潮都未曾稍歇。 

（三）另外，1960 年代之後大鳴大放的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

義、多元文化教育、女性主義、種族平等主義、文化研究相繼在台灣蔚為風氣，

間接地也為圖畫書研究開啟了另一扇視野，尤其是八○年代以降陸續發展出來的

文化理論，對於圖畫書領域乃至整個兒童文學界均投下了相當的變數與熱能。 

（四）兒童文學著作（包括兒童文學理論與圖畫書著作）翻譯風氣鼎盛。過

去曾經在國際安徒生繪本大獎（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s for illustration）

以及美國凱迪克大獎（The Caldecott Meda）中得獎者──前者如莫里斯•桑代

克（Maurice Sendak）、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以及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後者如大衛•威斯納（David Wiesner）、克利斯•梵•奧斯柏格（Chris Van 

Allsburg）、阿諾•羅北兒（Arnold Lobel）等人──的經典作品，如今都可在坊

間找到中譯本。此外，一些藝術家的插畫原作展相繼在台灣造成轟動，以及插畫

家受邀來台期間由主辦單位安排演講和簽書會，和讀者做面對面的接觸，都間接

推動了國內圖畫書研究風氣。 

（五）本土的圖畫書創作風氣與創作表現在過去幾年間有醒目的成長。近幾

年間，不少本土的圖畫書藝術家已開始受到國人重視，且慢慢在國際上發聲和曝

光，相較於過去的圖畫書市場只有內銷和仰賴進口的狀況，這實在令人難以想

像。所以即使是台灣的圖畫書市場十分受限，同時還要面臨外來圖畫書的競爭，

以及整個出版界所籠罩的不景氣，讓人欣慰的是仍有為數可觀的創作者堅持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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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土地默默耕耘，而其努力終於逐漸贏得了本土研究者的關注和肯定。 

 

 

 

 

 

 

 

 

 

 

三、國內圖畫書研究熱門排行榜 

（一）教育論文當紅不讓 

相較於美加的意識形態研究高居不下的情況（高居百分之四十），台灣的教

育研究則因為近幾年的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而當紅不讓，根據以上的組織圖顯

示，平均每兩篇論文就有一篇是教育應用，跟美加學者的平均每四篇才佔一篇的

情況相差懸殊。以下是依照主題分類的結果與篇數高低排列的結果。 

1. 創造力與美術教育，計有二十一篇。4  

                                                 
4 計有二十一篇：陳韻予〈兒童參與網路童書創作之研究：以圖畫書為例〉（91，台東師院兒文
所）；鄭淑芬〈圖畫書閱讀活動探究：以東師實小四年級美術班為例〉（92，台東師院兒文所）；
王淑娟〈兒童圖畫書創造思考教學提升學童創造力之行動研究〉（92，臺南大學國教所）；賴淑
雅〈立體書設計與兒童創造力啟發之探討〉（92，中原商設所）；周文敏〈「創造性圖畫書教學」
對國小學童創造力與繪畫表現之研究〉（93，中山教育所）；陳淑鈺〈寫實性圖畫書與想像性圖
畫書對大班幼兒想像力的影響〉（93，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所）；王文姬〈生命的美感體驗：
以艾瑞•卡爾圖畫書為引導的美術教學〉（93，市北師視覺藝術所教學碩士學位班）；孫孟儀〈美
術圖畫書應用於國小四年級視覺藝術鑑賞教學之行動研究：以《三角湧的梅樹阿公》和《克利
的繪本》為例〉（94，市北師視覺藝術所）；朱雪雲〈圖畫書視聽教材在國小低年級視覺藝術教
學應用之研究〉（94，嘉義大學視覺藝術所）；謝正瑜〈兒童圖畫書的圖像語言表現賞析教學對
兒童繪畫表現影響之研究〉（94，竹教進修部美勞教學碩班）；羅美慧〈圖畫書創意教學策略對
兒童藝術創造力表現之影響〉（94，竹教美勞教育學系碩班）；蔡永瑩〈運用繪本圖像於國小六
年級學童之教學行動研究〉（94，彰化師大藝教所）；張敏惠〈兒童圖畫書創作教學歷程中的圖
像形式探究〉（94，台東師院兒文所）；林嵐婷〈國中小學生手工繪本之創作表現研究〉（94，
花師視覺藝術教育所）；沈佳蓉〈圖畫故事書欣賞與拼貼教學之研究：以三位插畫家為例〉（94，
屏教教育行政所）；高曰美〈合作學習在創造性繪本教學應用之研究〉（94，嘉義大學視覺藝術
所）；洪嘉慧〈無字圖畫書應用於幼稚園視覺藝術教學之行動研究：以《樹木之歌》為例〉（95，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所）；林錦鳳〈圖畫書導賞教學對國小低年級學童繪畫表現之影響
研究〉（95，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朱春昭〈超現實圖畫書應用於國小高年級
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以國小高年級為例〉（95，竹教人資處美勞教學碩班）；林妹靜〈圖畫書
應用於幼兒藝術教學之研究：以色彩遊戲為例〉（95，北教大藝術與藝術教育學系碩班）；楊懿
純〈繪本曼陀羅創造思考教學方案對幼兒創造力之影響〉（95，臺灣師大創造力發展碩士在職
專班）。 

台灣圖畫故事

書研究論文 

共 274 篇 

教學與教育應

用之研究 

共 142 篇 

（52%） 

意識形態與 

價值觀研究 

共 29 篇 

（10.6%） 

讀者反應研究 

共 28 篇 

（10.2%） 

作者與作品本

位研究 

共 61 篇 

（22.2%） 

其他 

共 14 篇 

（5%）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7%8E%8B%E6%B7%91%E5%A8%9F&field=AU
javascript:submitForm('12')
http://lib.ncl.edu.tw/cgi-bin/uz1?routine=holding&AUN=王文姬
javascript:submitForm('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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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語言與閱讀教育，計有十八篇。5  

3. 情感教育，計有十六篇。6  

4. 生命教育，計有十四篇。7  

                                                 
5 計有十八篇：康巨平〈圖畫書閱讀教學對國小國語低成就學童閱讀效果之研究〉（91，竹師學
校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國民教育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碩班）；林宜利〈「整合繪本與概念構
圖之寫作教學方案」對國小三年級學童記敘文寫作表現之影響〉（92，臺灣師大教育心理與輔
導研究所）；趙惠美〈親子共學美語圖畫書運用之行動研究〉（93，臺灣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所）；
林美華〈閱讀演奏會：探索幼兒教室裡的圖畫書閱讀遊戲〉（93，台東大學兒文所）； 劉允〈蘭
馨故事坊的故事〉（93，台東大學兒文所）；謝華馨〈應用創作性戲劇說故事教學活動之研究：
以安和國小一年級為例〉（93，台東大學兒文所）；許淑美〈運用多元智慧理論於國小英文圖畫
書教學之行動研究〉（94，北師兒童英語教育所）；林富菊〈互動式英語圖畫故事書教學對學齡
前幼兒單字學習、內在動機、及反應影響〉（94，南台科大應用英語系）；蔡幸怡〈圖畫書教學
與幼兒說故事能力發展行動研究〉（94，台東大學兒文所）；李佩蓉〈幼稚園教師於全語言教室
中引導幼兒創作並表達故事之行動研究〉（94，花師幼教碩班）；吳芬玲〈運用圖畫書實施全語
文教學之研究：以<小榕樹兒童讀書會>為例〉（94，中師語文教育碩班）；王紫虹〈主題統整
式的圖畫書閱讀教學行動研究：以中年級為例〉（94，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班）；葉千
芸〈以繪本進行國小二年級英語教學之實驗研究〉（94，大葉教育專業發展所）；邱淑媚〈圖畫
書交互教學法對國小二年級學童閱讀成效之研究〉（95，中教特殊教育與輔助科技所）；侯淑蕙
〈圖畫書為補充教材在英語教學上的應用：以泰和國小為例〉（95，高雄師大英語學系）；陳月
雲〈主題圖畫書運用於國小閱讀教學研究：以建構自我為例〉（95，竹教人資處語文教學碩班）；
張月美〈繪本融入限制式寫作教學之行動研究〉（95，花蓮教大語文科教學碩班）；蔡宗穆〈資
訊融入繪本教學於閱讀與認字之研究〉（95，高雄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碩班）。 

6 計有十六篇：陳美姿〈以兒童繪本進行幼兒情感教育之行動研究〉（89，東華教育所）；賴玉敏
〈圖畫書中的兒童友誼關係與讀書會之應用〉（92，台東大學兒文所）；黃惠婷〈「我生氣了！」： 

生氣情緒主題之圖畫故事書探究〉（93，台東大學兒文所）；邱愛真〈以兒童繪本增進幼兒友誼
互動之研究〉（93，屏師國教所）；吳曉玫〈圖畫書教學應用於國小學童對身心障礙同學接納態
度之研究〉（94，竹教特殊教育碩班）；吳明姿〈圖畫故事教學活動之研究：以關懷主題為例〉
（94，台東大學兒文所）；林孟蕾〈繪本閱讀教學：以情緒教育主題為例〉（94，台東大學兒文
所）；黃怡叡〈圖畫書中離家歷險的樂趣：以《小兔彼得的故事》系列作品為例〉（94，台東大
學兒文所）；陳維如〈應用以繪本為主的讀書治療於父母離異兒童之個別諮商研究〉（94，竹教
教育心理與諮商所）；顧淑芬〈運用繪本實施情意教學之行動研究：以《我會愛精選繪本》為
例〉（94，竹教人資處語文教學碩班）；林怡甄〈引導學生透過繪本學習科學之教學策略研究〉
（94，中教自然科學教育碩班）；周妙姿〈圖畫書中兒童的吶喊〉（94，台東大學兒文所）；詹
日宜〈圖畫書教學情境中幼兒分享概念發展之探究〉（95，竹教人資處課程與教學碩班）；黃禪
蟬 〈兒童圖畫書中同儕衝突之內容分析〉（95，中教諮商與教心所）；黃淑婉〈運用繪本為主
的情緒教育方案對提昇國小兒童情緒智慧效果之研究〉（95，竹教人資處輔導教學碩班）；王紫
蘭〈實施以自我接納為主題的圖畫書教學於國小一年級兒童之研究〉（95，臺北教大特殊教育
碩班）。 

7 計有十四篇：蘇黃美菊〈生命教育圖畫書教學之行動研究：以幼稚園大班為例〉（93，臺灣師
大人類發展與家庭所）；江福祐〈國民小學高年級生死教育之研究：以應用繪本為例〉（93，台
東大學兒文所）；黃玉純〈以圖畫書為本進行幼兒生命教育之行動研究〉（94，臺南大學教育經
營與管理所）；戴熒蓮〈生命教育融入一年級國語科教學之研究〉（94，竹教進修部語文教學碩
班）；翁淑容〈生命教育課程融入英語繪本教學對國小高年級學童自我概念、生命價值觀與生
活態度影響之研究〉（94，高雄師大教育學碩士）；黃麗華〈一位國小科任教師以繪本實施生命
教育教學之研究〉（94，竹教教育心理與諮商所）；張婷怡〈國民小學應用繪本進行生命教育效
果之研究〉（94，台東大學教育所）；陳秀梅〈幼教工作者以繪本進行幼兒生命教育行動研究之
省思〉（94，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班）；洪昭岑〈多元智能融入國小低年級生命教育課程
之行動研究：以應用繪本為例〉（94，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所）；陳俐伶〈國小五年級生命
教育「繪本教學」歷程之研究〉（94，高雄師大教育碩士）；潘韻君〈多媒體教學應用在幼兒生
命教育中自我概念之研究〉（95，臺北教大幼教碩班）；楊郁芳〈生命教育融入國小視覺藝術教
學之行動研究：以圖畫書為媒介〉（95，嘉義大學視覺藝術所）；雲美蓮〈繪本在生命教育應用
之行動研究：以國小二年級為例（95，屏教大教育行政所）；林宮嫚〈李歐‧李奧尼的繪本應
用於生命教育之行動研究〉（96，台東大學兒文所）。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7%BE%8E%E8%8F%AF&field=AU
javascript:submitForm('6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9%B9%E6%97%A5%E5%AE%9C&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9%B9%E6%97%A5%E5%AE%9C&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BB%83%E7%A6%AA%E8%9F%AC&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BB%83%E7%A6%AA%E8%9F%AC&field=AU
javascript:submitForm('56')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88%B4%E7%86%92%E8%93%AE&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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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殊教育應用，計有十四篇。8 

6. 圖畫書應用現況與對教師教學設計的影響研究，計有九篇。9 

7. 科學教育，計有八篇。10  

8. 社會學習，計有七篇。11 

9. 兩性教育，計有六篇。12 

                                                 
8 計有十四篇：黃秀雲〈輕度智障兒童的語言敘述：以圖畫書為媒材〉（91，台東師院兒文所）；
蔡雅琪〈親子共讀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幼兒注意力行為成效之研究〉（94，屏東科大幼兒保育
系碩班）；劉婉鶯〈繪本教學對學習障礙兒童自我概念影響之研究〉（94，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碩班）；莊雨姍〈資訊融入繪本教學以提升閱讀障礙學生閱讀理解能力之行動研究 〉
（94，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碩班）；王怡雯〈以繪本開啟閱讀的窗：探索語言表現低落幼兒讀寫
萌發歷程〉（94，樹德科大幼保碩士）；余育嫦〈故事繪本教學對提昇資源班智能障礙學生社交
技巧之研究〉（95，彰化師大特教所）；黃家妤〈繪本教學對提升國小輕度障礙兒童閱讀能力之
成效〉（95，彰化師大特教所）；林淑貞〈多媒體繪本教學對國小聽覺障礙學童閱讀理解學習成
效之研究〉（95，臺灣師大特教學系在職進修碩班）；何秉燕〈運用圖畫書課程增進腦性麻痺兒
童友誼關係之行動研究〉（95，臺北教大特教碩班）；林雅玲〈多媒體繪本在威廉斯氏症候群學
童社會技巧教學之應用〉（95，臺北教大特教碩班）；黃書瑩〈多媒體繪本教學提升國小學習障
礙兒童自我概念之研究〉（95，臺北教大特教碩班）；周政達〈以繪本讀書會為主的親職教育方
案對特殊學校學生家長成長經驗的探討〉（96，臺中教大特教碩班）；柯馨絜〈繪本教學對國中
資源班智能障礙學生英語字彙學習成效之研究〉（96，臺灣師大特教在職進修碩班）；梁瑋珊〈圖
畫書教學對肢體障礙兒童自我概念影響之個案研究〉（96，臺北教大特教碩班）。 

9 計有九篇：鄭淑方〈幼稚園教師無字圖畫書教學運用之研究：以 David Wiesner 的《7 號夢工
廠》為例〉（民 92 年，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洪慧如〈國小低年級教師圖畫書詮釋與教學
設計：以 Shel Silverstein《失落的一角》為例〉（92，嘉義大學教育學院幼兒教育所）；曾琬雯
〈台中市幼稚園教師運用圖畫書之調查研究〉（92，朝陽科大幼兒保育系碩班）；羅秀容〈臺北
縣市幼兒母親伴讀狀況及對圖畫書之需求研究〉（92，臺灣師大社教學系學校圖書館行政碩士
學位在職專班）；郭靜一〈幼稚園教師運用圖畫書發展教學活動歷程之個案研究〉（95，臺灣師
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林佳怡〈幼托人員運用無字圖畫書教學之調查研究：以台南地區為
例〉（95，屏東教大幼教碩班）；余秀玉〈高屏地區幼稚園教師運用圖畫書教學之調查研究〉（95，
屏師教育行政所）；黃瀞慧〈幼稚園教師圖畫書教學設計之研究：以艾瑞卡爾的作品為例〉（96，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所）；徐德成〈幼稚園教師在圖畫故事書教學中運用插畫之研究〉（96，嘉義
大學幼兒教育所）。 

10 計有八篇。陳家璇〈科學圖畫書教學在國小學生提問類別之研究〉（93，竹師國教所）；林玉
秋〈以圖畫書引發國小低年級學童科學對談之研究〉（94，臺南大學國教所）；張淑玲〈科學家
故事繪本電子書教學對科學學習影響之研究〉（94，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班）；楊
淇淯〈幼稚園教師科學圖畫書導讀歷程之研究〉（95，政大幼教所）；蔡孟均〈繪本導入教學活
動對國小五年級學童科學學習成效及概念發展之研究：以「物質與熱」單元為例〉（95，臺北
市立教大自然科學碩班）；賴明煜〈以繪本電子書融入教學提升兒童自然寫作之研究 〉（95，
臺北教大自然科學教育碩班）；陳建志〈「演化對不對？」繪本電子書之教學研究 〉（95，臺北
教大自然科學教育碩班）；彭文萱〈外來種生物繪本電子書的製作與教學之研究〉（95，臺北教
大自然科學教育碩班）。 

11計有七篇：謝素菡〈繪本輔導方案對國小學童社會技巧之輔導效果研究〉（93，市北師國教所）；
劉淑雯〈繪本運用於國小社會學習領域之教學探究〉（93，臺灣師大教育所）；李淑梅〈以圖畫
書為本之活動增進個案幼兒社會能力之行動研究〉（94，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所）；許嘉瑜
〈國小四年級學生對圖畫書中「正義概念」的理解：五個案學生的訪談〉（95，臺北教大社會
科教育學系碩班）；王淑鈴〈繪本教學對國小二年級學生民主法治認知及態度影響之研究〉（95，
臺北教大社會科教育碩班）；洪雅慧〈繪本融入課程進行幼兒責任教學之行動研究〉（95，臺北
市立教大幼教碩班）。 

12 計有六篇：陳秀珠〈圖畫書在閱讀教學上的應用：以「兩性平權」為例〉（92，台東師院兒文
所）；陳喜蓮〈以繪本及漫畫為素材之討論團體對國小高年級女生性別刻板印象之影響研究〉
（93，竹師進修部輔導教學碩班）；楊振豐〈繪本教學對改善國小六年級學童性別刻板印象效
果之研究〉（94，花師社會科教學碩班）；蘇千惠〈性別繪本讀書會對國小學童性別角色態度與
自我概念之影響〉（94，花師輔導碩班）；陳秀萍〈以繪本進行幼兒性別平等教育之行動研究〉

javascript:submitForm('36')
javascript:submitFor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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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環境議題教育，計有六篇。13 

11. 親子教育，計有五篇。14 

12. 數學教育，計有三篇。15  

13. 品德教育，計有三篇。16 

14. 圖畫書教學行動研究，計有三篇。17 

15. 多元智能教育，計有二篇。18  

16. 「生活」領域，計有二篇。19 

17. 「藝術與人文」領域，計有一篇。20  

18.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計有一篇。21 

19. 圖畫故事書在蒙特梭利教育中的應用，計有一篇。22 

20. 九年一貫主題統整教學上的應用，計有一篇。23  

                                                                                                                                            
（95，屏東科大幼保碩班）；呂明娟〈運用繪本進行性別平等教育之研究：以國小二年級為例〉
（95，屏教大教育行政所）。 

13 計有六篇：劉美玲〈以繪本為媒介進行環境議題教學之研究〉（91，市北師學科教所）；甯範
恬〈圖畫書教學對國小三年級學生環境概念之研究〉（93，竹師國教所）；李金發〈以環境教育
為內涵之繪本創作教學研究 〉（94，嘉義大學視覺藝術所）；張櫻花〈圖畫書教學提升幼兒環
境覺知之行動研究〉（95，臺北教大幼教碩班）；楊逸倫〈繪本系列介入教學進行社區環境問題
探究之研究：以彰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為例〉（95，臺北市立教大環境教育與資源所）；李偲華
〈國小低年級教師使用繪本融入環境教育之行動研究〉（96，花蓮教大生態與環境教育所）。 

14 計有五篇：包括邱瓊蓁〈親子共讀繪本歷程之互動與詮釋：以岩村和朗之「十四隻老鼠」為
例〉（92，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碩班）；陳景莉〈學步兒母親以繪本為媒介的親子互動經驗〉（92，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所）；李俞瑾〈故事在兒童休閒活動上的運用：以親子共讀讀書會為例〉（92，
台東大學兒文所）；李珮琪〈幼稚園親子共讀圖畫書研究〉（93，台東大學兒文所）；蘭美幸〈外
籍配偶的親子共讀在親職教育上之應用：以繪本為例〉（94，台東大學兒文所）。 

15 計有三篇：林易青〈圖畫書融入數學教學對幼兒學習數概念效應之研究〉（95，臺北教大幼教
碩班）；王若甯〈圖畫書融入數學教學之研究：以國小二年級乘法為例〉（95，臺北教大幼教碩
班）；古智有〈在實習輔導過程中探討圖畫書運用於國小高年級數學教學之研究〉（95，臺北教
大數學教育所）。 

16 計有三篇：許玉佩〈以繪本教學提升學生品格之行動研究：以「關懷」與「尊重」品格核心
為例〉（95，中教大教育碩士）；張莉莉〈幼稚園教師圖畫書教學歷程中的討論活動分析：以「美
德」主題為例〉（95，屏教教育行政所）；劉秋和〈國小中年級品德教育之研究：以繪本教學為
例 〉（96，台東大學兒文所）。 

17 計有三篇：蔡孟谷〈角色扮演對童話創作能力的影響〉（92，台東師院兒文所）；楊理淑〈繪
本運用在單元設計教學之行動研究〉（95，屏教大教育行政所）；呂美穎〈繪本在教學上的應用：
以狗主題為例〉（95，台東大學兒文所）。 

18 計有二篇：張純子〈圖畫書在幼兒多元智能發展之運用研究〉（93，臺南大學國教所）；林宛
瑩〈運用繪本帶領國小學童認識自己的多元智能：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認識自己的多元智能」
之課程發展〉（94，臺北教大國教碩班）。 

19 計有二篇：姜文如〈兒童圖畫書融入國小低年級「生活」課程之延伸教學研究〉（91，竹師美
教所）；余秀玲〈家庭概念繪本應用於國小生活課程教學之行動研究〉（95，台東大學教育所）。 

20 計有一篇：徐季筠〈圖畫書在藝術與人文領域上的應用：以康樂國小四年級學童為例〉（93，
台東大學兒文所）。 

21 計有一篇：黃瑞琪〈自然系列圖畫書之分析與應用在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研究〉（95，
臺北教大自然科學教育碩班）。 

22 計有一篇：鍾淑惠〈幼兒圖畫故事書在蒙特梭利教學中之應用：以一所托兒所為例〉（93，屏
師國教所）。 

23 計有一篇：王紫虹〈主題統整式圖畫書閱讀教學行動研究：以中年級為例〉（95，臺北教大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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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鄉土教育，計有一篇。24 

不過，誠如以上已提到的，由於台灣自九○學年度起逐年實施九年一貫課

程，教育應用類的論文在九○年之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現象並不令人意外。這

一方面除了說明為何研究人員大致上以來自培訓師資為主的師範學校，以及進修

的第一線老師為主，同時也解釋了為何研究人員關注的焦點與九年一貫的「語

文」、「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等領域有所重疊，同時與九年

一貫所強調的生命教育、兩性教育，乃至在主題統整教學上之運用有相互呼應之

妙。 

 

（二）價值觀與隱含之意識形態研究居次 

在後現代文化理論滲透的影響之下，圖畫書傳遞之價值觀與隱含之意識形態

之研究無論在美加或台灣都有不少篇數，不過相較於在美加獨占鼇頭在台灣則屈

居第二，統計結果共獲得二十九篇，約佔總數的十分之一。 

就主題而言，以兩性刻板形象與死亡意象之研究為最大宗，前者有五篇，25 

後者三篇；26 其次是童書中的顛覆與教育意涵，有二篇；27 父母親角色之內容

分析，也有兩篇；28 以下則分別各佔一篇，包括：女巫形象研究；29 親子角色

之分析；30 兒童形象研究；31 老人形象研究；32 內容價值觀之分析；33 利社會

行為之內容分析；34 動物意象之呈現；35 原住民印象之研究；36 建築空間書寫；

                                                                                                                                            
文教育碩班）。 

24 計有一篇：李培鈴〈兒童圖畫書應用在幼稚園鄉土教學之行動研究〉（民 91 年，北師課程與
教學所）。 

25 陳佩琦之〈1989-1999 年臺灣地區兒童圖畫書中兩性角色之分析研究〉（89，北師國民教育研
究所）；蕭蕙心〈國小低年級兒童對圖畫故事書中性別角色的解讀〉（90，台東師院兒文所）；
蕭愷儀〈英語兒童圖畫書中的性別角色研究〉（91，中正大學外國語文所）；余晏如〈圖畫書之
性別研究：以芭貝‧柯爾文本為例〉（93，台東大學兒文所）；顏均庭〈兒童繪本性別意識型態
之研究：以教育部推薦 57 本繪本為例〉（96，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所）。 

26 如何秀瓊〈論圖畫書對「死亡」的詮釋〉（93，彰化師大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張梅虹〈近
十年來台灣與歐美地區繪本中的死亡概念分析〉（93，市北師課程與教學所）；施宛妮〈中文出
版與譯介之生死議題類「兒童圖畫書」的圖像表現形式之研究〉（95，彰化師大藝教所）。 

27 郭鍠莉之〈羅德‧達爾童書中的顛覆與教育意涵〉（89，台東師院兒文所）；許雅惠〈傳統童
話圖畫書與顛覆性童話圖畫書表現手法之比較研究：以「三隻小豬」為例〉（92，中師語文教
育碩班）。 

28 洪慧芬之〈幼兒圖畫書中父親及母親角色之內容分析研究〉（85，台灣師大）；廖翠萍〈兒童
圖畫書中父母形象之探究〉（95，彰化師大國文所）。 

29 羅婷以〈西洋圖畫書中的女巫形象研究〉（89，台東師院兒文所）。 
30 洪瑜璜〈近十年來西方與台灣地區兒童圖畫書中親子角色之分析研究〉（91，屏師國教所）。 
31 江宜芳〈追尋青鳥：莫里斯桑達克作品裡的兒童〉（94，台東大學兒文所）。 
32 林盈呈〈以「老人為主體」之兒童圖畫書分析研究 〉（96，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
系碩班）。 

33 鍾玉鳳之〈近十年圖畫故事書內容價值觀之分析研究〉（85，文化大學）。 
34 林學君之〈幼兒圖畫書中利社會行為之內容分析〉（85，台灣師大家政教育學系）。 
35 林孟琦之〈阿諾‧羅北兒圖畫書中動物意象之呈現〉（88，台東師院兒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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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幼兒對友誼概念的詮釋；38 圖畫故事書中的怪物；39「戰爭」議題；40 身心

障礙和心靈創傷；41 圖畫書中的多元文化觀；42 圖畫書中的台灣本土意識研究；

43 圖畫書中的衝突類型；44 以及圖畫書中的後設敘事。45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絕大多數研究者不是兒童文學即教育專業出身，受限於

本身的知識背景，常僅止於針對文字的部份作內容分析。如此一來不但圖像的再

現機制未得到應有之重視，圖文關係也未獲得適當之探討。兒童文學家諾德曼

（Perry Nodelman）曾說：「一本圖畫書至少包含三種故事：文字講的故事，圖畫

暗示的故事，以及兩者結合後所產生的故事」46。言下之意，唯有結合三者的內

容分析，才能確切定位圖畫書所傳遞之訊息。 

 

（三）讀者反應研究也不惶多讓 

讀者反應研究方面統計結果有二十八篇。從比例偏高的佔有率可以看出，後

現代時期在文學批評界廣泛受到討論的閱讀過程與文本讀者關係為何的問題，業

已延燒到圖畫書研究領域。 

這方面的研究主題包括：學童對繪本主題詮釋與反應之研究，有十六篇；47 

                                                                                                                                            
36 游進昌之〈國小兒童圖畫書原住民內容之分析及國小非原住民學生的原住民知識與原住民印
象之研究〉（89，嘉義大學國教所）。 

37 翁淑姿〈繪本下的空間書寫：以淡水多向文本的地誌重構為例〉（91，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38 高秀君〈大班幼兒對繪本中友誼概念的詮釋〉（91，竹師幼教所）。 
39 林珮熒〈圖畫故事書中的怪物〉（93，台東大學兒文所）。 
40 吳庭琲〈人類史上的恆古之痛：淺析圖畫書中的「戰爭」議題〉（95，台東大學兒文所）。 
41 謝采純〈孩子的夢魘與成長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研究對象〉（94，彰化師大國文系）。 
42 楊雅涵〈編織多元文化的拼被：波拉蔻的圖畫書〉（91，台東師院兒文所）。 
43 周敏煌〈眾聲喧嘩中的一種聲音：從《田園之春叢書》到故事的誕生〉（94，台東大學兒文所）。 
44 黃禪蟬〈兒童圖畫書中同儕衝突之內容分析 〉（94，中教諮商與教育心理所）。 
45 林德姮〈圖畫故事書中的後設策略〉（93，台東大學兒文所）。 
46 見 Nodelman, Perry，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台北，天衛文化，2000 年，頁 268。 
47 游淑燕〈國小四年級學童對 Leo Lionni 故事繪本主題詮釋之研究〉（90，嘉義大學國教所）；
洪美珍〈電子童書閱聽型態及其對兒童閱讀影響之研究〉（90，台東師院兒文所）；林宛霖〈台
北市幼兒對圖畫書及電子童書之調查與反應研究〉（91，臺灣師大家政教育所）；陳慧卿〈國小
二年級學童對電子童書與紙本童書之閱讀能力研究〉（92，朝陽科大幼兒保育系碩士班）；高玉
鈴〈我是這樣說故事的：二位幼稚園大班女生看圖畫書說故事〉（93，北師幼教碩班）；李雅惠
〈國小六年級師生對圖畫書中師生角色及互動觀分析：以 John Burningham 的《遲到大王》為
例〉（94，嘉義大學國教所）；何應傑〈兒童閱讀圖畫書意義建構之研究〉（92，嘉義大學國教
所）；程培儀〈幼兒敘說無字圖畫故事書之內容分析：以 David Wiesner《瘋狂星期二》為例〉
（94，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碩班）；張淑玲〈不同讀者對國內兒童創作家圖畫書之反應研究〉（94，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碩班）；張淑松〈幼兒口中的無字圖畫書〉（94，北師幼教碩班）；吳淑箐〈大
班幼兒摘取圖畫故事書大意之內容分析─以童話類主題為例〉（94，嘉義大學幼兒教育所）；邱
靖智〈我，讓圖畫書變完整：《吵鬧書》系列之意向性閱讀〉（94，台東大學兒文所）；游嘉惠
〈從閱讀安野光雅圖畫書反思圖畫書閱讀〉（94，台東大學兒文所）；黃怡卿〈圖畫書題材與呈
現方式對幼兒認字及故事理解之影響〉（95，臺北教大幼教碩班）；劉穎韻〈國小低年級兒童閱
讀理解之個案研究：以寓言體為例〉（95，臺北市立教大兒童發展所）；吳秋蓉〈科學圖畫書對
不同認知風格學生科學概念學習之研究〉（95，高雄師大科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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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99%B3%E6%85%A7%E5%8D%BF&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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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成人對於圖畫故事書的反應異同調查，有六篇；48 對插畫風格偏好之研

究，有四篇；49 另外，還有成人對成人圖畫書的期待，50 以及成人讀者對圖畫

書的解讀，51 都各有一篇。  

對讀者反應研究之探討可以看到幾個潮流趨勢：1. 讀者的地位已明顯開始

獲得重視與伸張；2. 圖畫書的隱含讀者已經從兒童拓展到成人，如今對要不要

再像過去按照「內容難易程度」訂定「適閱年齡」的作法也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聲

音；以及 3. 無字圖畫書的觀眾已從不識字的幼兒延伸到無閱讀障礙的成人，閱

讀圖畫書如今已不再是兒童的專利。 

 

（四）以作者、作品為本位的研究及其他 

過去這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傳統的「作者本位」研究，或者是新批評與形

式主義把文學作品視為一客觀自足的整體，都引起過不小的反彈，而讀者反應與

意識形態研究在過去二十年間蓬勃發展，也突顯了對該方面的研究興趣已經式

微。不過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當前以作者和作品為本位的研究儘管有被邊緣

化的傾向，在當前一片文化研究、讀者研究與教育研究蔓延的情況下，倒不乏互

補性的價值（為免誤會，筆者必須指出，這些研究多少仍反映出文化研究的影響，

不宜拿來跟傳統對作者歌功頌德的研究相提並論）。 

這方面的研究累計共有六十一篇，以下依其主題占有率高低排列： 

1. 圖畫書創作研究，計有二十二篇。52 

                                                 
48 郭恩惠之〈兒童與成人對兒童圖畫故事書的反應探究〉（88，台灣師大）；梁秋月之〈國小教
師、家長與兒童對薛佛西斯坦愛心樹之詮釋〉（90，嘉義大學國民教育所）；許海嬋〈親子對於
幻想類圖畫書詮釋之研究〉（93，臺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教育在職專班）；梁菁雯〈不
同讀者對林明子圖畫書插畫之反應〉（93，嘉義大學幼兒教育所）；李茵茵〈兒童與成人對安東
尼‧布朗圖畫故事書的反應探究〉（95，台東大學兒文所）；郭家華〈國小低年級師生對圖畫故
事書不同結局類型之反應〉（95，嘉義大學幼兒教育所）。 

49 王孟惠〈台灣高中生圖畫書插畫風格偏好之趨勢〉（94，台灣科技大學設計所）；邱鵬城〈學
步兒圖畫書之造形風格偏好研究〉（94，臺藝大造形藝術所）；陳數恩〈台灣成人插畫書圖文比
例與編排形式對閱讀者之影響研究〉（95，嶺東科大視傳所）；黃美玲〈電子童書介面圖像設計
及其對兒童閱讀態度之研究〉（92，中原商設所）。 

50 陳詠絮〈臺灣成人圖畫書作品消費者行為研究〉（95，臺灣師大設研所）。 
51 蔡宛珊〈成人讀者對圖畫書的解讀：以幾米作品為例〉（94，世新大學傳播所）。 
52 計有二十二篇：許佩玫之〈兒童讀物插畫表現技法之創作研究〉（81，台灣師大），該論文是
國內圖畫故事書研究之濫觴，作品探討插畫對兒童之影響與插畫創作之要素，屬創作者研究之
例。同為創作者研究的例子還有楊裕隆之〈電腦繪圖在插畫上的應用與表現〉（85，台灣師大）；
李冠瑢之〈兒童插畫於平面設計之創作研究〉（87，台灣師大美術學系）；劉玉玲〈以動畫觀點
探討互動式動畫故事書之創作特質及對圖畫書與動畫之影響〉（90，南藝音像動畫所）；林靜怡
〈我不是林小杯：我和我的圖畫書 〉（90，台東師院兒文所）；施宜新〈抒情敘事畫童趣：工
筆圖畫書創作研究〉（91，市北師視覺藝術研究所）；賴華偉〈數位影像藝術在圖畫書上應用之
研究：以「夢」圖畫書設計為例〉（92，臺灣師大設研所）；王瓊芬〈超現實表現手法應用於圖
畫書之研究與創作：以「兒童負面情緒」為例〉（94，銘傳設計創作研究所）；林怡湘〈拼貼法
之數位表現應用於兒童圖畫書創作〉（94，臺灣師大設研所）；邱顯能〈錯視圖形運用於兒童圖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A2%81%E7%A7%8B%E6%9C%88&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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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圖畫書作者（包括插畫家和文學家）與作品之分析，計有十六篇。53  

3. 優良套書（融合教學應用、本質內涵以及主題、媒材、風格流變等）的

綜合性探討，計有十四篇。54 

4. 插畫技法研究，計有二篇。55  

5. 在圖文關係研究方面，計有二篇。56 

                                                                                                                                            
畫書設計創作研究〉（95，臺灣師大設研所在職進修碩士班）；陳怡蒨〈移動視點表現手法應用
在圖畫書之創作與研究〉（95，臺灣師大設研所）；王鈺婷〈線條與幾何圖形之圖畫書創作研究：
王鈺婷《真實的快樂》作品探討〉（95，臺北教大藝術學系碩班）；曹筱苹〈兒童科學類圖畫書
版面設計之研究：以「生命之樹」作品為例〉（95，臺灣師大美術學系在職進修碩班）；王梃隆
〈數位向量繪圖應用於兒童圖畫書之研究〉（95，臺灣師大設研所在職進修碩班）、陳世彬〈電
腦繪圖應用於兒童圖畫書創作研究〉（95，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所）；張之云〈小可的世
界冒險記：兒童電子書創作〉（95，中原商設所）；謝舜翔〈擁抱幸福感：插畫創作論述〉（95，
臺藝大造形藝術所）；宋梅貴〈《愛吃糖的小鱷魚》繪本創作〉（95，高雄師大視傳設研所）；蔡
振源〈由敘事風格手法營造之繪本創作〉（95，臺北教大藝術學系碩班）；魏鴻麟〈立體書在視
覺傳達設計上之創作研究：以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為例〉（95，臺灣師大設研所在職進修
碩士班）；張啟宏〈童話童畫：玹玹成長紀錄之插畫創作〉（96，高雄師大視覺傳達設研所）；
蘇娟娟〈情感敘述表現手法應用於繪本創作論述：以《都是愛情惹的禍》繪本創作為例〉（96，
臺藝大造形藝術所）。 

53 計有十六篇：黃孟嬌〈莫里斯‧桑達克自寫自畫作品研究〉（88，台東師院兒文所）；廖麗慧
〈約翰‧伯寧罕圖畫書研究〉（89，台東師院兒文所）；張婉琪〈洪義男、曹俊彥、趙國宗三位
台灣兒童圖畫書插畫家插畫風格之演變〉（89，臺灣科大工程技術研究所設計學程）；陳秀文〈安
東尼．布朗與馬格利特：文本關係研究〉（91，彰化師大藝教所）；胡怡君〈曹俊彥與臺灣圖畫
書研究〉（91，台東師院兒文所）；許郁芳〈圖畫作家風格研究：以昆汀‧布雷克及瑪莎‧布朗
的作品為例〉（91，台東師院兒文所）；黃瓊瑤〈幾米暢銷圖畫書之分析研究〉（92，彰化師大
藝教所）；林冠玉〈安東尼．布朗圖畫書中插畫之超現實主義風格研究〉（92，屏師視覺藝術教
育所）；張瑞玲〈周銳童話研究〉（92，台東師院兒文所）；邱麗香〈幾米繪本插畫之新探〉（93，
屏師視覺藝術教育所）；蔡維庭〈大衛‧麥基自寫自畫圖畫書研究〉（93，台東大學兒文所）；
李公元〈劉伯樂的圖畫世界〉（93，台東大學兒文所）；冀文慧〈幾米繪本研究〉（93，臺灣師
大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簡淑玲〈臺灣現代童話中一塊異彩的嵌片：論林世仁的童話作品〉
（93，台東大學兒文所）；陳慧紋〈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童書作品研究〉（94，
台東大學兒文所）；謝碧諺〈艾瑞‧卡爾創作圖畫書之研究〉（95，中教大語文教育碩班）。以
上論文均志在提供國內讀者與圖畫故事書創作者更優質的閱讀與創作環境，只不過手段有別：
有的透過介紹當代傑出之圖畫書創作者之新觀念，擴展國人對圖畫書之視野；有的則藉諸反映
現實狀況，以求改善國內圖畫故事書環境之體質。 

54 計有十四篇：沈宛虹〈臺灣兒童圖畫書競賽作品之研究〉（92，雲林科大視傳達設研所）；李
治國〈《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圖畫故事書研究〉（92，台東師院兒文所）；許慧珍〈遠流
版圖畫書《繪本童話中國》之研究〉（92，彰化師大國文學系）；鍾明宏〈漢聲兒童叢書《中國
童話》研究〉（92，台東師院兒文所）；劉珍妮〈《台灣真少年》圖畫書研究〉（93，彰化師大國
文學系）；蔡淑娟〈美國凱迪克金牌獎作家作品研究〉（93，台東大學兒文所）；紀采婷〈「現代
版不朽童話」研究〉（93，台東大學兒文所）；高曉寧〈藝術與人文的繽紛世界：青林版《台灣
兒童圖畫書》研究〉（94，彰化師大國文學系）；陳柏君〈圖畫書之圖像藝術傳達研究：以台灣
入選「波隆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作品為例〉（94，銘傳設計創作所）；王利恩〈《中華幼兒叢
書》與《中華幼兒圖畫書》研究〉（94，台東大學兒文所）；戴至君〈日本優良繪本作品之分析
研究〉（94，屏東科大幼保碩班）；賴敏珠〈《火金姑民間故事繪本》研究〉（94，竹教人資處語
文教學碩班）；黃淑萍〈《國王的新衣》中譯本圖畫書研究〉（95，台東大學兒文所）；洪淑貞〈畫
說台灣民間故事以遠流《繪本台灣民間故事》為研究對象〉（95，彰化師大國文碩士）。 

55 計有二篇：盧貞穎〈看東西說故事：現成物拼貼在圖畫書中〉（92，台東師院兒文所）；陳志
仁〈科學類兒童圖畫書圖解設計之研究：以昆蟲綱繪本為例 〉（93，雲林科大視傳達設計所）。  

56 計有二篇：張珮歆之〈安東尼‧布朗圖畫書作品中的諷刺性遊戲〉（88，台東師院兒文所），
著重分析創作者如何利用圖像與文字之互補、對立與合作之關係來擴張文本之豐富性；游琇椀
〈西班牙天主教兒童協會圖畫書得獎作品（1997~2002）圖文合作分析〉（93，靜宜西班牙語
文所）。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AD%8F%E9%B4%BB%E9%BA%9F&field=AU
javascript:submitForm('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D%8E%E5%85%AC%E5%85%83&field=AU
http://lib.ncl.edu.tw/cgi-bin/uz1?routine=holding&AUN=盧貞穎
http://lib.ncl.edu.tw/cgi-bin/uz1?routine=holding&NTI=看東西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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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畫書中的時間表現研究（以下各計有一篇）。57 

7. 圖畫書中的立體空間表現研究。58 

8. 圖畫書中的電影運鏡之研究。59 

9. 非文學類圖畫書研究。60  

10.插畫風格分類研究。61 

 

其餘尚有其他類別研究共十四篇，分別為： 

1. 圖畫故事書的歷史研究，計有四篇。62 

2. 無字圖畫書研究，計有二篇。63 

3. 圖畫故事書翻譯研究（以下各計有一篇）。64 

4. 圖畫故事書本質研究。65  

5. 圖畫書與電腦媒介之利用。66 

6. 國內插畫家與產業環境現況研究。67 

7. 圖畫書行銷研究。68 

8. 插畫人才養成教育研究。69 

9. 圖畫書產製之授權與經紀之研究。70 

10. 圖畫書的經濟效益研究。71 

 

四、對台灣圖畫書研究的量的分析結果 

                                                 
57 張誌煌〈時間表現形式應用於兒童圖畫書之研究〉（93，雲林科大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58 劉雪妃〈兒童圖畫書空間表現之研究：以 1990 年之後台灣地區出版作品為例〉（95，華梵大
學工設碩班）。 

59 黃雅容〈電影運鏡應用於圖畫故事書創作之研究〉（94，臺灣師大設研所在職進修碩士班）。 
60 例如林玲遠之〈科學圖畫書之類型、結構與插圖分析〉（88，台東師院兒文所）。 
61 黃永宏〈信誼基金會出版之兒童圖畫書插畫風格分析〉（91，臺灣科大設研所）。 
62 計有四篇：賴素秋〈台灣兒童圖畫書發展研究（1945~2001）〉（91，台東師院兒文所）；林慧
雅〈1987 至 2003 年信誼基金會以外：台灣民間出版之兒童圖畫書插畫風格演變與時代意義〉
（94，臺灣科大設研所）；黃淑萍〈《國王的新衣》中譯本圖畫書研究〉（95，台東大學兒文所）；
謝廷理〈澎湖地區性圖畫書創作歷程的回溯與反思〉（96，台東大學兒文所）。 

63 計有二篇：侯明秀〈無字圖畫書的圖像表現力及其敘事藝術之研究〉（93，台東大學兒文所）；
王昭華〈無字圖畫書視覺與風格表現之研究：兼論其與動畫形式之關係〉（94，彰化師大藝教
所）。 

64 陳宏淑〈兒童圖畫故事書翻譯原則之探討與應用〉（92，輔大翻譯所）。 
65 幸佳慧〈兒童圖畫故事書之藝術性探討〉（87，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 
66 嚴淑女〈網際網路與兒童文學創作空間之研究〉（90，台東師院兒文所）。 
67 劉瑋婷〈台灣兒童圖畫書插畫創作者之現況調查研究〉（94，臺灣科大設研所）。 
68 何儀〈台灣圖畫書行銷〉（93，央大英美語文學研究所）。 
69 林季誼〈台灣各大學院校插畫人才培育之現況〉（95，臺灣科大設研所）。 
70 黃育蓮〈繪本產製之授權與經紀之研究〉（93，世新傳播管理學所）。 
71 蔣慧貞〈幾米品牌邁向全球化現象之研究〉（96，南華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所）。 

javascript:submitForm('1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5%BC%B5%E8%AA%8C%E7%85%8C&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BB%83%E9%9B%85%E5%AE%B9&field=AU
javascript:submitFor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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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一節的發現再進入量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圖畫書研究在台灣還呈現出

以下幾點特色： 

（一）上個世紀八、九○年代被喻為理論的時代，上至文學研究，下至各種

文化研究幾乎都不能置身理論的影響之外，雖然西方比較上較早預知到這股潮流

的到來，過去十五年來的國內圖畫書研究結果顯示，國內的學術界已正式受到理

論的洗禮。 

（二）傳統上圖畫書研究向來被歸類在兒童文學研究之一支，文學研究的技

法也常套用在圖畫書研究，即習慣於把作品視為作者的成就作解讀，而研究文學

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巨作有著特殊的價值，它們無所不容，它們的美、它們的洞察

力、它們的普遍意義，以及它們可能會給讀者帶來什麼好處。72 可喜的是，隨

著今天圖畫書定義的拓寬以及後現代文化理論的滲透，如今圖畫書的研究技巧，

已不受限於這種傳統文學研究的制約，也不再認為藝術詮釋只有一種所謂正確的

方式。  

（三）受到九○年代以後盛行的文化研究之影響，學院中引入了更多解讀圖

畫書的新方法，教學的面向無形中拓寬了不少，至於文學研究人員也不再受限於

文學科班出身的學者或理論家，大量藝術科班訓練與其他出身的人也逐漸受到文

化研究的影響，將文化理論應用到對圖畫書之研究。解讀藝術作品的重點如此一

來也不限於作品的藝術性或文學性，文化研究的大舉入侵似乎使得我們與文本之

間的互動再次活絡起來。 

（四）針對本土的研究――不管是本土插畫家或出版品――近幾年都已有明

顯上揚的趨勢。截至民國九○年之前，國內研究者還一窩蜂地進行外來圖畫書研

究（張婉琪是唯一的例外），九○年之後情況已大為改觀。 

（五）圖畫書的觀眾如今已不再鎖定於兒童，加上根本上難以被定位在文學

類別的無字圖畫書之發展，諸如此類的情況一再凸顯了圖畫書與兒童文學的距離

已漸行漸遠（而即便以今天的圖畫書研究人員複雜的學術背景來看，圖畫書具有

跨領域的特質也是不爭的事實）。 

（六）在文化研究的潛移默化之下，圖畫書研究者難免也會希望本身的研究

能夠成為一種對文化的介入，而不僅只是一種描述，因此，側重作品所反映出的

整個社會政治結構理所當然變成詮述的重點，至於作品本身的意義，還有研究對

象的特殊性所得到的關注則不能相提並論。 

                                                 
72 強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著，李平譯，《文學理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
頁 50。 



 

 15 

（七）綜而言之，相較於過去文學研究關注每一部作品的錯綜性，如今這種

文化研究常常「變成一種非量化的社會學，把作品作為反映作品之外什麼東西的

實例或表象來對待，而不認為作品是其本身內在要點的表象，而且它很容易被任

何誘惑所擺布。這些誘惑中主要的是所謂『同一性』。這個概念認為有一個社會

同一性存在。各種文化形式都是這種同一性的表現，或者叫現象。」73 一旦文

學研究被歸入文化研究，這種「表徵型解釋」就可能會成為規範，而文化對象的

特性就可能被忽略，更遑論文學所使用的解讀實踐。 

 

五、圖畫書研究的昔與今 

不久前，在某些傳統派的大學裡，你連想對某些尚未作古的作者進行研究

都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你當然不能對日常生活週遭所見的各種事物進

行研究，因為光是在界定上，它們就已經被排除在值得研究的範圍之

外……在今日，日常生活已經被廣泛地認定為是十分複雜、難測、曖昧的，

有時甚至和華格納一樣乏味，所以當然是重要到值得加以探究。74 

誠如以上英國文化理論學者伊格頓（Terry Eagleton）所述，文化理論的最大

成就於今看來便是確定大眾文化是值得研究的。藉由塞爾登（R. Selden）的話來

說：「理論對於建立經典的標準提出質疑，再加上許多迄今被經典排除在外『邊

陲』類別陸續出現，包括文學和文化產品，這個現象已經動搖了過去我們所接受

的事實，也激發出新的重要研究題材。儘管不乏名氣響亮的經典捍衛者，然而一

股更具說服力的趨勢已經出現，把文學研究推向『文化研究』的形式」75 當然，

這種發展絕非一蹴而幾，實際上是跟上個世紀六○年代以來開始發展的結構主義

和後結構主義等有著劃不清的關係。 

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結構主義的先聲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最早把語言系統（la langue）和口頭和書面言語的具體運用（parole）區別開來。

他指出語言學的任務就是要建構語言的基礎理論系統（或叫作語法），就是要把

這個系統使語言的形式和意義得以存在的規則和程式追究清楚。據此結構主義者

又將這一套原理應用在文化實踐之研究上，他們認為文化即一系列的實踐，應該

對這些實踐的規則或程式加以描述，所以巴特（Roland Barthes）在《神話學》

                                                 
73 同上註，頁 54。 
74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著，李尚遠譯，《理論之後》，台北，商周，2005 年，頁 16。 
75 雷蒙•塞爾登、彼得•維德生、彼得•布魯克（Selden, R., Widdowson, P., and Brooker, P.）合
著，林志忠譯，《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台北，巨流，2005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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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調查了各種文化實踐（從高雅文學到流行時裝和食品）。從他之後，如何促進

對各種文化形象的內涵進行解讀，並對社會如何促成文化獨特的建構進行分析，

即開始變成了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  

至於後結構主義者（尤其是傅柯）的影響，除了使作者與作品的概念逐漸式

微，文本與讀者的地位得到聲張，值此同時，作品中的話語結構與權力之關係也

取而代之變成了研究者詮述的重點，到此，研究者已不再執著於作品當中所表達

的價值，研究重點已轉移到話語和聲明之上，以及在底層統馭這些話語的運作規

則。76  

最後，同樣對於這個階段的文學研究饒具影響力不容忽視的還有英國的馬克

思主義。此派學者認為文化是強加在人民之上，換句話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強

壓；如果有什麼比追尋意義還更重要的，便是去表明人民是如何被塑造的，或者

如何被文化力量控制操縱的。為此，大眾文化被分析為一種強制的意識形態的組

合，而站在消費者地位的讀者或評論者則擔負著為國家權力運轉進行辯解的作

用。77 

從以上對 1960 年代以來的結構主義，以及稍後的後解構與解構主義的發展

之討論，再把焦點拉回到台灣近二十年來的圖畫書研究上，文化理論的滲透以及

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到底是不容否認的現實。不過話說回來，除了承認理論無遠弗

屆的影響力之事實，除去思考我們從理論實踐中所獲得的是什麼之外，或許更重

要的是從中我們能產生什麼樣的反思吧！ 

 

六、結語：圖畫書研究的當下與未來 

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曾說過，在我們這個已經丟棄了英雄、君子、 

騎士和神秘術士時代，唯一倖存下來的是一種蒼白可疑的論調，凡事抱持著

懷疑諷刺的態度。78 圖畫書藝術家桑代克（Maurice Sendak）在 1977 年的一場受

訪中也曾經若有感慨地抱怨：「任何一件嚴肅的藝術作品都不僅僅只是一件用

具。我所排斥的就是那些單依圖畫故事書和兒童之關係來評價圖畫書的好壞的迂

腐觀點――我堅持任何嚴肅的作品並不僅只於此。」79 他鼓勵評論家應該以一

個面面俱到、審美批判的角度去欣賞圖畫故事書，而不是一味停留在泛論的層

                                                 
76 見《知識的考掘》。本文參考王德威的中譯本和 Smith 的英譯本。 
77 同註 72，頁 48-49。 
78 參考《人本教育札記》154 期，2002 年，第 8 頁。 
79 Lorraine, Walter, “An Interview with Maurice Sendak,” Only Connect: Reading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Sheila Egoff et al. (Ed.), Toronto, OUP,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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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他的話不啻反映出一個圖畫書作家對意識形態研究和教育研究當道的無奈。 

然而如何才叫做面面俱到呢？或者用一種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話語來說，意

圖、文本、語境、讀者──究竟該由哪一個來決定意義呢？光是這四個因素的論

證本身就表明意義是非常複雜的，況且還牽涉到不在這個範圍內的一些討論呢。

最好的方式也許是借用文學理論家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話來說：「意義不是

簡單的，或者可以輕易決定的東西。如果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總的原則或者公式的

話，或者可以說，意義是由語境決定的，因為語境包括語言規則、作者和讀者的

背景，以及任何其他能想像得出的東西。意義由語境決定，但語境沒有限定。」

80 言下之意也就是說，對任何可能影響一部圖畫書解讀的各種面向，我們都應

該加以研究，而非一廂情願地認為光憑某種角度就可以斷然決定一部圖畫故事書

的價值所在。 

問題是，圖畫書研究應該涉及到哪些層面才算面面俱到？又或者究竟什麼才

算是一部好的圖畫書？又該牽涉到哪些條件？關於這，恐怕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

人盡滿意的答案。在情非得已的情況下，或許我們可以用一種融通的方式：我們

可以有很多的視角，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它們並非是絕對的標準。因為有些好的

圖畫書也許會吻合其中的若干條件，而未必全然吻合（事實上有些傑出的插畫家

就是以成功地挑戰這些尺度而聞名於世）；而即使現在達不到或者違背這些標準

的圖畫書，在不久的將來也可能因為出現不同的理論而成為好的藝術作品（理論

的重要性由此可知了）。 

接下來，筆者便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結合知名圖畫書獎項的評審標準，以及

當代圖畫書研究者與創作者的觀點，總結出一些圖畫書的審美標準，以供圖畫書

研究之參考。81  

 

（一）插畫方面： 

──是否使用優秀的藝術技巧？  

──圖畫是否能巧妙完整呈現出此書的故事、主題或概念？  

──圖畫的風格是否非常適合此書的故事、主題或概念？  

──透過圖畫，是否能完整傳遞出書中的故事情節、角色、氣氛與訊息？ 

                                                 
80同註 72，頁 70。 
81 這裡指的是美國凱迪克大獎和英國格林威大獎（The CILIP Kate Greenaway Medal）的評選標
準，以及當代知名的圖畫書創作者莫里斯•桑代克評價當代圖畫書藝術家之標準，後者請參考
Doona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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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風格部分：  

──使用媒材恰當與否 ？ 

──藝術家的個人風格是否具有原創性？ 

──藝術家使用的插畫風格是否切合主題？  

──插畫品質的一致性。 

 

（三）書籍格式設計： 

──印刷（如格式、字體、大小、間距等）是否具有整體感或雜亂無章？  

──排版方式是否妨礙到讀者注意力的集中？ 

──書籍大小與形狀的恰當性。  

──封面、封底及書名頁的利用情況。 

 

（四）圖文關係方面：  

──是否重複某些視覺主題與意象增進讀者的理解？  

──排版上圖畫與文字的契合度。 

──圖文關係的運作是否得當。 

──插畫加強文字了嗎？還是只是純裝飾而已？ 

──若為知識性的繪本，那麼插畫是否正確與清晰？  

 

（五）視覺經驗：  

──作品必須提供閱讀的樂趣和令人滿意的視覺經驗。 

──是否提供讀者新的經驗或使讀者連結到過去有過的經驗？  

──對不同程度的讀者是否同時具有吸引力？  

──審美品質高低。  

──對讀者的整體影響性。  

──是否跨越傳統讀者年齡層之界限？ 

 

（六）插畫家方面： 

──獨創性的眼光。 

──選擇重要主題之能力。 

──是否坦誠展現對於主題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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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後，也是筆者個人認為十分重要的： 

──創作者的思想與當代文學、藝術、與哲學思潮所產生的交集。 

 

和當前的一些圖畫書研究一樣，某些傑出的圖畫書明顯地受到了理論的滲

透，許多學者也已開始從研究上關注到這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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