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繪本領域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趙家民1、楊璧璟2、蘇展帄3
 

摘要 

圖文書在台灣流行約有四、五年的時間，而「繪本」這個名詞卻不是新世代的產

物，在過去繪本給予讀者的聯想是兒童的出版品，是給兒童觀看學習的圖畫書，真正

讓讀者熟悉「繪本」這個概念，來自於「幾米旋風」。近幾年繪本市場從兒童到成人

繪本市場的蓬勃，也讓繪本的讀者範圍更為廣泛。內文一部份根據 2018 年 6 月博客

來網路書店前 TOP30的排行榜，分析繪本出版產業出版社以及翻譯書籍的比例。另一

部份本研究設定標準分析臺灣 2017年至 2008年近十年的相關學位論文進行統計及歸

納，藉此了解臺灣繪本學術界各領域研究，在不同時間之發展情況與研究成果。本文

將文獻資料分為研究方法使用以及研究對象這兩部分進行探討，總樣本文獻為 1105

篇，收錄在台灣碩博士論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利用文獻探討，彙整出繪本文獻的分析，

更進一步去統計與歸納繪本趨勢的發展，以期呈現國內論文有關繪本領域文獻的完整

樣貌。 

關鍵字：繪本領域研究、文獻回顧、主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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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隨著世代的演變，少子化的現象也日益遽增，在少子化的情形之下，家長對

於孩童的教育也逐漸重視，不僅在課業上的課本注重，在課餘後的課外書也十分

需要把關。 繪本，意義上是一本有圖畫的書籍，而繪本內容不侷限在只有圖畫，

也有圖文並茂的風格，不同的樣貌在於書籍作家的繪畫風格來作呈現。繪本讀者

年齡分布越來越廣泛，從小到大人都有涉獵，按照各階段年齡開發適合閱讀的書

籍。兒童在閱讀的過程中，如果能夠透過父母有效的引導跟示範，能夠提升兒童

對閱讀的興趣、提升其認知學習，對於親子互動、家庭關係，也皆有正向的影響

力。兒童是透過與成人的對話與其互動學習語言，而親子共讀，則是一個成人透

過書本閱讀與兒童對化互動，促進兒童語言發展的閱讀模式，不僅產生有形的語

言教育功能，亦促進了家庭關係的和諧，因此，親子共讀對於提升兒童閱讀興趣

的影響，不容忽視。 

閱讀可增進思考，培養理解能力以及主動學習的能力，並藉以增進判斷思考，

與終身學習的能力(曾淑賢，2004)。父母對於兒童的陪伴與引導對於兒童閱讀習

慣的建立，相當重要。多數父母親能體會閱讀對於兒童身心發展之助益，只是一

般人可能礙於忙碌，無法確實提供所需的引導。Goyetche(2003)指出，父母對於

兒童閱讀引導之助益包含下面幾點： 

1.增加父母和小朋友相處的時間。 

2.培養閱讀藝術，長期培養閱讀技巧也越成熟。 

3.閱讀的過程中，兒童由故事中學習思考或觀念的建立。 

4.兒童藉由成人引導可學到新字彙。以學習語言而言，兒童可以在過程中得 

到正確的發音。 

5.故事圖片可增加兒童的想像力。 

6.幫助兒童字彙的建立。 

7.培養兒童閱讀的習慣。 

8.讓閱讀成為兒童終身必備的技能。 

兒童從小接觸閱讀，逐步建立學習及閱讀能力，未來才能藉由更廣泛的閱讀

接觸世界的知識，並面對世界充滿多樣化的知識。閱讀能力必須自帅培養，兒童

愛好讀書、主動閱讀，才能建立對於閱讀內容探索的期待與好奇，學習方面才能

具備競爭力。隨著親子共讀的趨勢逐漸開發，繪本市場也日益成熟，把繪本的消

費理念、教育理念等信息給這一群體，從而培育繪本的閱讀市場，帶動繪本圖書

出版取得更大的發展。 

 



 
 
 
 
 
 
 
 
 
 
 
 
 
 
 
 
 
 
 
 
 
 
 
 
 
 
 
 
 
 
 
 
 
 
 
 
 
 
 
 
 

 

繪本分為兒童繪本和成人繪本兩種類型，兒童繪本利用圖畫講故事的方式，

讓孩子能夠看圖畫，理解其中的意涵道理。在說故事當中，發現繪本能快速帶領

兒童進入不同的故事情境中，從中理解故事的寓意，是教學的良好媒介，繪本中

故事能夠連結兒童的生活經驗，藉由他們對於故事情節與書中角色的理解，經過

與同儕、教師共同團體討論，學習到繪本中的寓意及教師希望傳達的知識。而成

人繪本也同樣的透過圖畫，也許搭配著文字，來讓讀者們閱讀，但不同的是，成

人繪本裡的內容大都會帶著另一面的寓意，來引人省思，且圖文背後中所蘊藏的

涵義是兒童心態無法體會的，孩子看到的世界是具象的，他們不長到一定歲數就

無法理解抽象的東西，成人繪本的內容，需要有一些經歷、經驗才有辦法明白其

中之寓含。 

根據 2017 年圖書趨勢報告出，歷經多年低迷，出版產業止跌回升，新書出

版量、出版產業圖書銷售統計和電子書較 2016 年皆成長。不過，2017 年一年出

書的出版機構，逾半數一年只出一本書，小型出版社成為台灣出版主力。一本好

的繪本能帶給人們愉悅和幸福感，在工作忙碌的帄時，在內心累積的壓力，都能

夠藉由繪本逐漸被療癒。 

繪本是臺灣最重要的出版類型的圖書之一，由於繪本年齡層廣且影響深遠，

也適合發展周邊商品，因此本研究深入分析繪本之文本，希望藉由分析近十年的

臺灣繪本相關文獻，進一步統整出臺灣繪本出版的現況與趨勢。 

二、台灣出版產業輪廓 

出版產業是國家文化實力的象徵，也是國民閱讀力的指標，近十年來因應數

位閱讀風潮，民眾閱讀習慣改變，閱讀需求更為多樣化，讓出版產業的發展面臨

嚴峻挑戰，政府及業者莫不積極的尋求突破的契機。統計分析出版產業，以呈現

臺灣最新圖書出版現象及其趨勢。依據國圖書號中心統計分析顯示，2017 年 1 

至 12 月，總計有 4,987 家（單位）出版社出版 40,401 種新書，新書出版總（種）

數及申請 ISBN 之出版社（單位）有止跌回升趨勢。與前一年度（2016 年）比

較，申請 ISBN 出版機構多了 8 家（單位）；出版新書總（種）數比 2016 年增

加 1,594 種，分別如表 1 與圖 1 所示。 

表 1 申請 ISBN 之新書種數與出版機構 

年度 ISBN 量(筆) 圖書種數 申請 ISBN 之出版者(家) 

2013 47,191 42,118 5,117 

2014 46,398 41,598 5,087 

2015 44,363 39,717 5,030 



 
 
 
 
 
 
 
 
 
 
 
 
 
 
 
 
 
 
 
 
 
 
 
 
 
 
 
 
 
 
 
 
 
 
 
 
 
 
 
 
 

 

表 1 申請 ISBN 之新書種數與出版機構(續) 

2016 43,489 38,807 4,979 

2017 45,411 40,401 4,987 

 

圖 1 近 5 年圖書出版種類 

從出版機構類型分析，「一般出版社」（單位）出版  36,052 種新書（占 

89.24%%）；其次為「政府機關」3,376 種（占 8.36%）， 「個人」占 973 種（占 

2.41%）。「一般出版社」出版新書總（種） 數較 2013 年雖減少了 893 種，但

其所占比例則為近 5 年的高點，「政府機關」及「個人」的出版種數及比例則微

幅下跌 (如表 2) 。 

表 2 各類型出版機構與出版圖書種類 

機構類型 2013年 2014年 2015年 2016年 2017年 

一般出版社 
36,945 

(87.72%) 

36,818 

(88.50%) 

35,134 

(88.46%) 

34,134 

(87.96%) 

36,052 

(89.24%) 

政府機構 
4,229 

(10%) 

3,843 

(9.24%) 

3,629 

(9.14%) 

3,644 

(9.39%) 

3,376 

(8.36%) 

個人 
944 

(2.24%) 

937 

(2.25%) 

954 

(2.41%) 

1,029 

(2.65%) 

973 

(2.41%) 

總計 42,118 41,598 39,717 38,807 40,401 



 
 
 
 
 
 
 
 
 
 
 
 
 
 
 
 
 
 
 
 
 
 
 
 
 
 
 
 
 
 
 
 
 
 
 
 
 
 
 
 
 

 

又依據出版業界常用的 18 種「主題類型」進一步分析顯示，2017 年仍以

「小說（含輕小說）」圖書最多（計 4,459 種，占全部新書總 種數 11.04%）；

其次為「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史地、傳記、考古等）」（4,156 種，占 10.29%）、

「兒童讀物（含繪本、故事書等）」 （3,487 種，占 8.63%）、「社會科學（含統

計、教育、禮俗、社會、 財經、法政、軍事等）」（3,362 種，占 8.32%%）及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塑、書畫、攝影、美工、技藝、戲劇等）」（2,923 種，

占 7.23%）等主題（詳如表 3）。 

表 3 出版新書主題類型統計分析 

序號 
              年度 

圖書主題類型 

圖書總數 

2015 年 2016 年 2017 年 

1 
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

論、散文、詵、劇本等) 
2,341(5.9%) 2,300(5.93%) 2,781(6.88%) 

2 小說(含輕小說) 4,705(11.85%) 4,471(11.52%) 4,459(11.04%) 

3 
語言(含語言學及世界各

國語言學習讀本) 
1,747(4.40%) 1,931(4.98%) 1,408(3.49%) 

4 
字典工具書(字典等參考

等工具書) 
205(0.52%) 171(0.44%) 271(0.67%) 

5 
教科書(含各學程、領域教

科用書) 
2,082(5.25%) 1,801(4.64%) 1,647(4.08%) 

6 

考詴用書(含升學、國家考

詴、就業、自修等參考用

書) 

2,134(5.38%) 2,247(5.79%) 2,391(5.92%) 

7 漫畫書 2,407(6.06%) 2,325(5.99%) 2,419(5.99%) 

8 心理勵志 1,981(4.99%) 1,660(4.28%) 2,070(5.12%) 

9 

科學與技術(含自然學、電

腦通訊、農業、工程、製

造科等) 

1,985(5.00%) 1,831(4.72%) 2,320(5.74%) 

10 
醫學家政(含醫學、保健、

家事、食品營養、食譜等) 
2,398(6.04%) 2,187(5.64%) 2,584(6.40%) 

11 
商業與管理(含工商企管

會計廣告等相關用書) 
1,588(4.00%) 1,592(4.10%) 2,166(5.36%) 



 
 
 
 
 
 
 
 
 
 
 
 
 
 
 
 
 
 
 
 
 
 
 
 
 
 
 
 
 
 
 
 
 
 
 
 
 
 
 
 
 

 

表 3 出版新書主題類型統計分析(續) 

根據出版業界常用的 18 種「主題類型」分析顯示，2017 年出版新書源自

翻譯最多的為「漫畫書」2,168 種，占 22.31%，較 105 年增加 74 種；其次依

序為「兒童讀物（含繪本、故事書等）」（1,346 種，占 13.85%）、「小說（含輕

小說）」（1,295 種，占 13.33%）、「醫學家政（含醫學、保健、家事、食品營養、

食譜等）」（904 種，占 9.30%）、 「人文史地」（621 種，占 6.39%）「心理勵

志」（603 種，占 6.21%），參見表 4。 

表 4 2017 年翻譯新書主題類型統計分析  

序

號 

圖書主題類型 2017

年新

書種

數 

翻譯書種數 占翻譯

書百分

比 

占該類

新書百

分比 
日本 美國 英國 韓國 其他 合計 

1 
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

論、散文、詵、劇本等) 
2,781 102 78 38 4 82 304 3.13% 10.93% 

2 小說(含輕小說) 4,459 834 218 116 20 107 1,295 13.33% 29.04% 

 

序號 
              年度 

圖書主題類型 

圖書總數 

2015 年 2016 年 2017 年 

12 

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

禮俗、社會、財經、法政、

軍事等) 

2,536(6.39%) 2,346(6.05%) 3,362(8.32%) 

13 
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

史地、傳記、考古等) 
3,008(7.58%) 3,025(7.79%) 4,156(10.29%) 

14 
兒童讀物(含繪本、故事書

等) 
2,863(7.21%) 3,336(8.60%) 3,487(8.63%) 

15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

塑、書畫、攝影、美工、

技藝、戲劇等) 

3,039(7.66%) 2,931(7.55%) 2,923(7.23%) 

16 休閒旅遊 1,253(3.16%) 1,071(2.76%) 938(2.32) 

17 政府出版品 1,179(2.97%) 2,089(5.38%) 340(0.84%) 

18 其他 2,266(5.71%) 1,493(3.85%) 679(1.68%) 

總計  39,717 38,807 40,401 



 
 
 
 
 
 
 
 
 
 
 
 
 
 
 
 
 
 
 
 
 
 
 
 
 
 
 
 
 
 
 
 
 
 
 
 
 
 
 
 
 

 

表 4 2017 年翻譯新書主題類型統計分析(續) 

序

號 

圖書主題類型 2017

年新

書種

數 

翻譯書種數 占翻譯

書百分

比 

占該類

新書百

分比 
日本 美國 英國 韓國 其他 合計 

3 語言 (含語言學及世界

各國語言學習讀本) 
1,408 26 9 7 61 8 111 1.14% 7.88% 

4 字典工具書 (字典等參

考等工具書) 
271 6 2 3 2  13 0.13% 4.80% 

5 教科書(含各學程、領域

教科用書) 
1,647 3 86 7  3 99 1.02% 6.01% 

6 考詴用書(含升學、國家

考詴、就業、自修等參

考用書) 

2,391 11 28  3  42 0.43% 1.76% 

7 漫畫書 2,419 2,120 14 4 20 10 2,168 22.31% 89.62% 

8 心理勵志 2,070 195 254 35 25 94 603 6.21% 29.13% 

9 

科學與技術 (含自然

學、電腦通訊、農業、

工程、製造科等) 

2,320 122 210 54 15 23 424 4.36% 18.28% 

1

10 

醫學家政(含醫學、保

健、家事、食品營養、

食譜等) 

2,584 561 178 30 77 58 904 9.30% 34.98% 

1

11 

商業與管理(含工商企

管會計廣告等相關用

書) 

2,166 267 186 18 17 52 540 5.56% 24.93% 

12 社會科學 (含統計、教

育、禮俗、社會、財經、

法政、軍事等) 

3,362 107 205 62 16 60 450 4.63% 13.38% 

13 人文史地 (含哲學、宗

教、史地、傳記、考古

等) 

4,156 141 250 78 22 130 621 6.39% 14.94% 

  



 
 
 
 
 
 
 
 
 
 
 
 
 
 
 
 
 
 
 
 
 
 
 
 
 
 
 
 
 
 
 
 
 
 
 
 
 
 
 
 
 

 

表 4 2017 年翻譯新書主題類型統計分析(續) 

14 兒童讀物(含繪本、故事

書等) 
3,487 291 233 194 225 403 1,346 13.85% 38.60% 

15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

塑、書畫、攝影、美工、

技藝、戲劇等) 

2,923 222 72 42 27 56 419 4.31% 14.33% 

16 休閒旅遊 938 139 18 9 27 16 209 2.15% 22.28% 

17 政府出版品 340  1    1 0.01% 0.29% 

18 其他 679 79 34 6 30 18 167 1.72% 24.59% 

總

計 

總計 40,40

1 
5,226 

2,07

6 
703 591 

1,12

0 
9,716   

三、近十年繪本文獻分析趨勢 

臺灣的國家圖書館收錄每年臺灣各大學所出版之碩博士論文，因此本研究以

台灣碩博士論文網站所收錄的碩博士論文資料庫為分析樣本，這個資料庫是臺灣

最齊全的碩博士論文收錄的地方。經由相關研究繪本支碩博士論文來分析近十年

(2008~2017 年)來繪本相關研究的發展趨勢，相關資料整理詳如圖 2 所示。 

根據圖 2 可以知道碩博士論文研究之年度總數 (2008~2017 年的年度論文總

數)，臺灣有關繪本的研究每年都超過 90 篇，近十年累積超過一千篇的文章，且

繪本相關研究在 2013 年度達到了論文數量最高峰，該年度共有 140 篇的相關研

究，而近五年繪本的相關研究則每年都有超過 100 篇。 



 
 
 
 
 
 
 
 
 
 
 
 
 
 
 
 
 
 
 
 
 
 
 
 
 
 
 
 
 
 
 
 
 
 
 
 
 
 
 
 
 

 

 

圖 2 近十年碩博士論文繪本相關研究總數 

本研究文獻分析分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兩部分，研究方法區分為質性研

究、量化研究以及質性與量化兩者相互應用，本文分別用代號 A、代號 B、代號

C 來表示質性研究、量化研究以及質性與量化兩者相互應用的研究，相關資料整

理如圖 3 所示。 

由圖 3 可知，不管是那個年度質性研究方法的使用頻率均比其他兩種方法來

的高，且質性方法的繪本相關數量每年均超過 50 篇，這三種方法在每年的高低

起伏落差也非常帄均。而在量化方法的部分，則是在 2013 年度創下了 10 年以來

使用此方法最多的一年，2013 年是電子書開始崛起的年度，有可能造成大量的

研究者開始分析使用電子繪本的相關使用者行為分析，因此該年度使用量化研究

繪本的論文便大幅提升。 

 

圖 3 繪本研究相關方法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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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根據繪本分析的對象分為兒童、文獻以及相關人員，並分別用代

號 X、代號 Y、代號 Z 來表示，分析結果詳如圖 4。在此的相關人員指的是與論

文有所關聯的研究對象，以「國小教師使用新北市多元文化繪本意願之研究」此

篇論文為例，那麼所見的研究對象為「國小老師」，此類型的研究對象並列入相

關人員的項目裡。根據資料分析的結果顯示 2008~2017 年研究對象均以兒童居多，

以文獻為主的文本分析次之。顯示具有豐富插圖及故事性的繪本對兒童讀者較能

產生強烈吸引力，因此經常被研究者用來做為分析兒童學習識字及練習閱讀的素

材的研究對象。 

 

圖 4 繪本研究對象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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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 2013 年時，論文總數是近十年來最高峰，而當年確實是電子書開始興起

的年度，電子繪本以電腦與網路為媒介的出版品，藉由書本編排的型式呈現，結

合音效與動畫，並透過網際網路以便在線上立即閱讀與瀏覽(莊夏萍，2004)。而

電子繪本除了具備紙本繪本的特性外，多媒體的呈現方式更能吸引學習者的注意

力並增加學習動機(李新民，2010）。擁有不同媒體特質的電子書能夠讓讀者有不

同於紙本繪本的額外感受和知識之體驗(Korat & Shamir, 2007)。電子繪本透過電

子載體儲存與傳播，其內容型態涵蓋改編自傳統的圖畫書或數位內容的製作，以

數位化方式呈現（張明存，2007；魏曉婷，2011）。由繪本畫家幾米《向左走〃

向右走》的繪本，改編成了互動式電子書，隨著電子書的趨勢，也在 2013 年研

究繪本的議題達到一個高度。 

由本研究歸納出的結果可得知，在第一部分的研究方法，從統計圖表中發現，

論文以質性研究作為文獻中的研究方法為最多，再者是量化研究方法，最後是質

性與量化的研究方法，在分析過程裡，質性文獻大都以行動研究法來作為研究中

的方法，以實務經驗來深入探討研究對象的過程。第二部分歸納分析的是研究對

象，在研究對象統計分析圖裡，近十年中比例高度依序為兒童、文獻、相關人員，

在相關人員的部分指的是，與研究相關的研究對象，來做研究內容的相關探討。

透過本研究的歸納分析，呈現出國內繪本文獻在近十年的成長軌跡，若能掌握這

些教育價值，適時的引導兒童，能使兒童的發展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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