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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第一階段根據相關文獻做整理與討論，第二階段進行各版本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植物圖像類別

形式做比較研究與歸納，蒐集各版本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為研究樣本，第三階段探討比較不同版本中

年級自然教科書之功能及特色，後分析教科書插圖類別形式與插圖之表現樣式內容。本研究擬針對中年

級自然教科書插圖之效能，採比較分析法及內容分析法，研究結果如下：1.中年級自然教科書南一版本的

圖片多數以照片攝影方式呈現，宜多增加手繪方式並搭配單元主體，提升美感。康軒版本以照片攝影為

主，圖畫為輔，少數單元中的科學閱讀採漫畫方式呈現，宜多增加此類插圖，易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翰

林版本運用大幅度的照片攝影、手繪方式搭配主題呈現，內容則多以圖與照片攝影以情境方式呈現，易

連結學生之舊經驗，貼近學生生活。2.中年級自然教科書部分單元頁首插圖宜多運用豐富的插圖形式營造

情境，使學生了解單元架構，以利學習。3.中年級自然教科書部分單元之學生操作欄內均配合圖與文方式

呈現，此部分之插圖勿過度營造情境，強調視覺效果，應採適宜之配置方式呈現。4.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

圖表現樣式宜色彩鮮明、畫面富有美感、插圖情境有趣味，但仍應避免裝飾插圖，方能符合學生之認知

範圍。 5.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之指引符號須配合操作活動設計，適時配合組織圖繪製，更易強化學生

學習，期望能透過本研究提供教科書之相關設計者、教師選用教材之參考。 

 

關鍵詞：自然，教科書，插圖，中年級，視覺圖像，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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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compared and organized types of plant images in all versions of grades 3-4 science textbooks as well 

as collected illustrations in all versions of grades 3-4 science textbooks as subjects of study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third stage of this study involved exploring and comparing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grades 3-4 science textbooks as well as analyzing types, styles, and contents of textbook illustration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were reached after adopt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des 3-4 science textbook illustrations: 1. As illustrations in Nan-Yi version 

textbooks are mostly photos of real objects, hand-drawn illustrations according to each unit’s theme are 

recommended in order to enhance textbooks’ aesthetic value. Illustrations in Kang-Hsuan version texts are 

primarily photos of real objects and accompanied by hand-drawn images whereas the scientific reading section 

in some units are presented with comic illustrations, more of which can be added in order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Han-Lin version textbooks employ a large amount of photos of real objects and hand-drawn 

illustrations according to each unit’s theme as well as scenarios accompanied by photos of real objects and 

images to be connected with students’ old experiences and close to students’ life.  2.In terms of illustr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some units in grades 3-4 science textbooks, various illustration styles may be added to create 

scenarios which facilit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unit structure and students’ learning.3.The students’ DIY 

section at some units in grades 3-4 science textbooks are presented with texts and illustrations together. 

Illustrations in this section should not put excessive effort into creating scenarios and overemphasizing visual 

effects whereas appropriate layouts for presentation should be adopted.  4.Whereas grades 3-4 science textbook 

illustrations should be aesthetic with distinctive colors and interesting scenarios, excessive ornamentation should 

be avoided in order to suit students’ cognition.5.Guiding signs in grades 3-4 science textbook illustrations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DIY activities in order to reinforce students’ learning.  The finding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extbook designers and teachers for choosing teaching materials.  

 

Keywords: Nature, Science textbook, Illustration, Grades 3-4 textbook,Vision, Preferences 

 

一、緒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陳子聖(2008)指出，民國 64 年起，國小自然科學課程開始於小學一至六年級直接單獨設立的「自

然科學」科目，教科書由一年級至六年級皆以一貫精神編製，使得自然科學的能力指標與教材內容設計

得以六年一貫。至民國九十年才推行九年一貫新課程，讓學校在實施課程時有更大自主性。而教科書開

放的主要目的，是為希望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發揮教育自主，以促進教學的熱忱，進而啟發學生學習熱情，

並培養學生多元能力與智慧，故此「教科書的改革」亦視為重要的革新指標。「教科書的改革」似乎讓為

數不少的國小自然科教師以及學生甚或是家長，造成諸多困擾，究其原因是在於施行所謂教科書的一綱

多本的政策。本研究將針對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年級教科書進行深入探究，尤其在植物圖案、設

計方面，期望對國小自然科教師以及學生甚或是家長在使用教科書時能有所助益。 

為了因應急遽轉變的社會，各國教育勢必掀起一波波教育改革浪潮，培養各領域專職人才來增進國

家的競爭力，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台灣的經濟發展、社會建設及文化創造方面，教育扮演了極為重要



 
 
 
 
 
 
 
 
 
 
 
 
 
 
 
 
 
 
 
 
 
 
 
 
 
 
 
 
 
 
 
 
 
 
 
 
 
 
 
 
 

 

美學與視覺藝術學刊第七期 

 

 
143 

 

的角色。國內教育環境中，教科書一直是課堂中主要的學習材料，諸多研究結果也顯示教師進行教學時

多以教科書為主要傳授內容，課本亦是學生接受知識的主要來源（葉珊吟，2006），任何了解教育制度如

何運作的人，都不可能低估教科書的重要性。 

現今各家出版社紛紛投入教科書市場，令其教科書型式、呈現的圖表方式與樣貌擁有多樣化，而教

科書只是眾多教學素材中的其中之一，但教科書的地位在現今的教學活動中仍不可小覷。然而，教科書

自從開放給各家出版社編輯，教育部確實也有專責機構針對各領域各版本教科書予以審查，經過專家學

者研究比較教科書品質中認為「教科書評鑑是當前教科書改革的重要環節，卻未受到足夠重視。教科書

評鑑目前在編輯、審定及選用時均必須實施。」（轉引自黃政傑，2002，p.6）。 

綜觀國內現有關於國小自然科教科書方面的研究，大多都從研究者角度或學習者與使用用者角度依

文本結構與邏輯探討做比對研究，甚少是從教科書視覺角度探討圖表照片、版式與印刷等設計做研究探

討。有鑒於此，本研究先進行各版本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植物圖像類別形式做比較研究與歸納，再針對各

版本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為研究樣本，探討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教材內容類別形式、插圖之設計形式與

表現特色，期望能提供教科書之相關設計者、教師選用教材之參考。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背景，本研究先就「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家版本所出版之國民小學三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與國民小學四年

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審定本教科書的內容為比較研究主題，進而分析探討國小三、四年級自然與生活

科技教科書圖像的呈現形式，本研究具有以下目的： 

比較各版本國小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功能與特色。 

探討各版本國小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插圖設計形式。 

探討各版本國小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插圖表現樣式內容。 

探討教科書插圖與其他市售書刊中的植物圖像的插圖表現樣式差異。 

 

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研究以 102 學年度教育部公佈上下冊的國小中年級教科書審定版課本為主，共計十二本，研究範

圍與限制如下： 

本研究為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科書之文獻探討與比較分析，故選定教育部審定合格之三家出

版社教科書為主要教材，分別為「南一」、「翰林」、「康軒」所出版的 102 學年度所適用的「國小自然與

生活科技三年級」及 102 學年度所適用的「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四年級」之課本為深入探究，採集之研

究樣本共計十二本，其他版本及其他年級的「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並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本研究要探究國小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插圖表現形式，將只針對課本部分中之各單元

插圖編排作為研究樣本分析，課本之外的習作或教學指引皆不在研究範圍內。 

由於人力及物力上之限制，本研究只針對「南一」、「翰林」、「康軒」三家出版社之教科書插圖做研

究。 

本研究亦加入其他市售書刊中的植物圖像及植物插圖，在喜好因素綜合分析中作一全部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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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插圖: 在國內，illustration 一般皆被譯為插圖或插畫，兩者名詞內涵相似，均指插附在書籍與報章雜

誌的圖畫，對文章內容起了藝術欣賞和補充說明之作用。插圖或插畫源自於拉丁文 illustradio，有照亮文

字的意思。插圖或插畫在使用媒材上有不同之處，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插圖在廣義的範圍裡，指除了

出現在印刷物的繪畫型態外，凡有描述思想感受成分的藝術品，包含電腦繪圖、攝影製作、無字圖畫、

抽象符號皆稱之。目前教科書插圖配合數位時代來臨，媒材使用上更趨多元，故本研究對象將自然科學

教科書中的表現形式有電腦繪圖、圖表、手繪型式等，均定義為名詞範圍較廣的「插圖」一詞。 

教科書: 教科書在學校教育中佔有不可抹滅之地位，在傳承文化知識上佔有舉足輕重之角色。一般將

之定義為廣義與狹義兩層面，在廣義層面是指不以學校教育形式所出版的書籍，而在教學現場所採用之

教學媒介；狹義層面上是指依照教育部發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各領域教學內容作系

統性編排，供學校師生教學使用之書籍，包含課本、習作、教學手冊等，故本研究所稱之教科書將之定

義為狹義，專指課本而言。 

 

二、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關心教科書插圖對中年級學童在文章插圖學習時的喜好情形，並想與一般成人之觀點做

一比較。因此本章將就教科書在臺灣之發展現況、插圖關乎符號學傳遞之功能、認知色彩等方面的主要

理論和研究法展現狀況進行探討，做為本研究之理論依據。 

 

關於教科書之探討 

教科書之於教育，有其存在的價值、源起與歷史，它為知識提供了簡潔的說明，讓學生在學習上有

文字的指引（陳子聖，2008）。教科書也可視為編輯設計人員為學生設計的學習書面材料，進而引導學生

學習各科目的內容（黃光雄，2004）。縱使專家學者對教科書的定義和性質眾說紛紜，不過任何了解教育

制度如何運作的人，都不可低估教科書之重要性（黃光雄，1995）。本節將就教科書在國內之發展現況、

國小自然教科書教材之出版編輯、自然教科書的特色與功能、自然教科書在教學上之應用等部分分述如

下。 

依據教育部編製國於語辭典所示「教科書」一詞，是謂為教學活動中，在一定範圍內，專門編寫給

學生上課用的課本。1911 年始，政府對教科書的編撰審定訂出相關標準和規定，強調需政府審查通過後

才能使用。然而國家面臨整體政治、文化、戰爭及經濟等因素之干擾，使教科書的發展進程受到阻礙。

直到 1952 年光復後的臺灣小學教科書除延續前述標準化的作業外（簡愷立，2003）。1989 年教科書的改

革幅度更大，使教科書的相關圖片逐漸變多。另在 1995 年頒布「國民小學教科書、教學指引、學生習作

印製標準規格」，供各民間編輯單位參考。目前國內教科書發展，已不侷限於教科用書與課本型式，而是

教師在教學期間，助於學生在學習上之題材，皆適用於教科書內容。特別是除了在課堂的教學外，更有

協助課後作業的相關內容（林易增，2012）。因而當前之教科書通常包含課本、習作、教師手冊、教學指

引、教具、掛圖、光碟與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教科書等內容，並強調隨時更新。  

對小學教育而言，科學教育在於培養科學素養。學生在科學學習的活動中，藉由科學的探究活動可

獲得相關知識與技能，進而探索與觀察再經由驗證過程應用所學，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基

本知能。而我國自然教科書選編，即是依照課程設計目標，探討自然現象為主。本研究針對中年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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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插圖內容主題，分類為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地球科學與科技等三種領域，並選擇此三種領域在

中年級三種版本之設計課程，相同主題之相關單元，作插圖分類與比較。 

關於插圖之探討 

傳統的插圖意指安插於文章之中，作為輔助文章的敘述，或是把文章所不能表達的東西給予視覺化

的一種圖畫型式（詹寶菁、葉韋伶、陳麗華，2011），另外，「插圖」也是ㄧ種視覺傳達的圖像語言，在

辭典中「插圖」的定義為書籍或報刊雜誌中插印的圖畫、照片，並且對內容起補充說明或藝術欣賞作用，

亦可稱為「插畫」（葉珊吟，2007）。插圖具有增強表現主題內容以及輔助文字傳達的功能性，兼具視覺

傳達之效果。插圖通常是圖和文之間的關係，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圖畫中陳述其內容，為閱讀能力不足

之讀者而製作，另一類是輔助正文的說明。以下就插圖的特質，概分五大項：兒童性、藝術性、教育性、

傳達性、趣味性（林敏宜，2000）。經由上述特質分類可以得知，學生不但能夠藉由插圖設計，強化視覺

特質、提升美感經驗，也能傳達文字表現不足的特性，藉以提升教育性、趣味性，培養審美觀，產生持

續閱讀之意願。 

本研究之自然教科書插圖使用對象為中年級學生，故在插圖繪製上必須依照中年級學童的認知程度

與發展特徵上，先作相關論述。另外於後續階段整理，無論在教學、學習裡，均需要視覺圖像輔佐文字

敘述，而人們在處理記憶圖像上是如何幫助學習，於是本研究便在後續階段探討視覺圖像背後的相關理

論與研究。中年級學童生理發展，在注意力部分有加長趨勢，並能從經驗中加強學習能力，但處於三年

級階段的部分學童仍有著低年級學童好動、注意力短暫、興趣無法持久等特徵，須以有意義的教學活動，

輔佐印刷字體輕晰、色彩鮮明與圖象易辨的教科書讀物，吸引學童注意(謝宛凌，2010)。正處於學齡中的

發展階段，具有不同認知基礎，在學習過程初階，必須有著良好的視知覺統合，以便將訊息做更複雜的

運作，也將是一種視知覺歷程，而學習過程中，涵蓋了細微分類、決策和選擇，進而對圖片有明暗、對

比及色彩的解釋作用。 

皮亞傑(Piaget)認知發展論 (張春興，2007)7-11 歲(學生年齡處於三-五年級階段)以實物具體的接觸經

驗而了解事物間關係，做邏輯思考。綜合上述統合學童的認知程度與發展特徵比較來看，學童處於每階

段皆有著不同的學習感知與使命，發展完成，才能夠進階到下一個層次，尤其在教育學習上格外重要，

本研究是針對中年級學童所學習的自然教科書，歸納發現中年級學童屬於「具體運思期」與「形象表徵

期」，這階段兒童剛發展邏輯思維能力，仍以具體化的發展形式思考，因此教科書插圖應具體、清晰、色

彩鮮明而易理解，過於抽象的表現形式無法使兒童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葉珊吟(2006)彙整各專家學者提出教科書插圖具有以下四項功能性分析：注意功能、情意功能、認知

功能、補償功能。裝飾性的插圖具有美化教材之功效，但過多裝飾性圖案，反而會影響學習。插圖能夠

豐富人類的視覺感受，對日常生活也有著深刻影響力，也就是為了「傳達」視覺的圖畫－具有目的性。

陳俊宏，楊東民(2007，p118-119)也於《視覺傳達設計概論》一書提到插圖機能：給予知識、傳達感情、

促進理解、引起動機。詹寶菁、葉韋伶與陳麗華(2010)指出教科書設計觸發教學藝術內涵的途徑，有以下

五種：善用藝術作品深化學生感知能力、善用各種符號系統發展多元智能、善用美感距離開展想像力及

創造力、善用操作性設計以觸發學習驚喜及樂趣。本研究欲了解教科書插圖在位置上呈現關係，整理分

類細項，參見下表 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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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科書插圖分類細項 

分類細項 分類項目說明 

插圖呈現 
真實性 
(具體到抽象) 

1.實物圖：現實的真實寫照如照片。 

2.描繪圖：對現實景象的概括，省略了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細節。 

3.漫畫圖：對現實生活的高度異化(康樹林等，2005) 

插圖位置 封面插圖：配合該冊教科書單元學習相關的插圖。 
章首圖：指每一章前面都有一幅設計精美、內涵豐富。 
目錄插圖：依章節單元的科學知識內容設計。 
引導插圖：教科書中引導性插圖指向等作用。 
學生活動插圖：科學教科書首先作為引導學習科學學科知識。 
圖表數據插圖：在插圖調查統計過程中，以表格形式列出。 
實驗流程圖：為了學生能夠有清晰可見的現場實驗流程感受。 
組織結構圖：只描繪事務的組成部分及其位置關係(許雯，20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賴文心(2005)在《插畫－圖文•圖畫•書》進一步指出插圖中的圖和文關係大致可分為四種:創

作方向、創作模式、配置比例多寡、呈現效果。張明傑(2008)在《視覺圖像與教學設計》一書中指出教學

圖像設計的重要性。在圖像中，視覺圖像的動作效果會重複，在動作效果中包括對齊、對比、遠近、重

複等四項重要觀念：對齊、對比、遠近、重複。故本研究便針對上述文獻統整出，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

圖之設計形式作為本研究目的，希冀藉由探討中年級自然科教科書插圖中的插圖位置、圖文關係、視覺

圖像之動作效果，以了解在視覺圖像傳達的過程中得知插圖效能模式，幫助學生學習與教師在教學上之

應用。 

本研究將針對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的應用，進行分析、探討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設計形式與插

圖表現樣式內容。1. 插圖媒材技法：媒材不同，將可表現不同的樣式內容特色，依媒材分類，可分為手

繪、紙雕、拼貼、照片畫、電腦繪圖等五項技法等。2. 插圖表現要素：自然科學教材首重單元主題式教

學，插圖在教材中呈現視覺表現要素，以達成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有效目的，包括線條、顏色、形狀、

質感、組合等五項基本要素。3.插圖運用技巧：自然科學教材首重單元主題式教學，插圖在教材中呈現視

覺技巧，以達成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有效目的，包括寫實性、組織性、剖面式、漫畫式、圖鑑式等五

項技巧。綜合以上文獻之分析項目，本研究架構自然教科書不同版本插圖主要目的分為插圖設計形式與

插圖表現樣式內容兩類，在其研究分析中，建構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之基本要素，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插圖設計形式與插圖表現樣式內容之架構表 

主要目的 基本要素 內容說明 

插圖設計形
式 

插圖位置 單元、引導、學生操作、組織、圖表、表徵 

圖文關係 圖文合一、圖文配置、圖文效果 

動作效果 相近、重複、對齊、對比 

插圖表現樣
式內容 

運用技巧 實物寫實、細緻描繪、剖面、圖鑑、漫畫 

媒材技法 手繪、紙雕、拼貼、照片畫、電腦繪圖 

工
具
組
合 

線條 簡單或複雜。 

質感 僵硬或柔和。 

組成 組成要素為焦點、比例、秩序、平衡、協調度。 

顏色 色調、飽和度、明亮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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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統合前面的文獻資料，瞭解到構成教科書文章插圖效能，其中除了包含插圖呈現的要素與功

能外，尚包含了文字在字形及版面編排的架構、教科書應具備在教材內容、內容組織及圖表呈現、文字

可讀性及型態、教學實施各方面之安排也須清楚，如此，方能提升教科書之易讀性，使中年級學童喜愛

閱讀，並能削減在面對教科書時產生的排斥感。所以劉光夏（2012）在書評中也認為文字與影像是現代

視覺傳達構成的要素，唯有相輔相成才能達到最佳設計效果。未來可以結合視覺設計來改善此現況，不

但增加視覺的生動性、吸引學生的興趣，亦可提升教科書設計品質，達到學習目的。 

而在 2004 年我國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教科圖書印製標準規格」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教科圖書印製標準規格」（簡愷立，2003），除再次標示以學生為主的教科書編撰原則，也強調教科書應

依據生活、應用、系統、統整、多元、興趣之原則，營造有利學習情境，協助學生個別差異之學習。故

教科書於技術上之設計，應著重在圖表的運用，另外，教科書插圖也應該要有一致性的格調，輔以編號，

以供翻閱參照（陳黎枚，2003）。 

 

參、研究方法 

 

本章探討國小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形式與效能，透過文獻分析建立插圖要素、教科書版本之比較

分析以及針對教科書插圖之情形作內容研究。 

 

研究方法與內容 

本研究將針對國民小學三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與國民小學四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審定本教

科書進行深入探究，並以三年級、四年級自然教科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運用教科書內文插圖做分類與

探討，進行文獻蒐集、比較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問卷調查之研究，首先進行文獻資料探討，從期刊、

論文、書籍專刊、網路著手蒐集並分析，瞭解國小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科書插圖之理論探究，

比較各版本教科書的功能與特色討論如何運用視覺符號學加以轉化，並以插圖相關之理論分析中年級自

然教科書插圖分別為哪類形式，再針對教科書內含的插圖分析視覺表現要素，最後根據問卷調查表之分

類結果作分析與討論。用與美之間的標準，因受試者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標準，本研究則以受試者的「視

覺圖像偏好」作為衡量基準，以排除「美」的個人主觀意識。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康

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這三家出版社所出版之 102 學年度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三年級及國小自然與

生活科技四年級之教科書課本為本研究對象，總計有十二本。根據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有關「內容標準」的能力指標，中年級教材包括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地球科學、生活科技。於其中

挑選出「植物」教學主題進行探討，主要分析教科書不同版本間之課程架構、編輯特色、圖與照片之重

點呈現方式，並於後續分析教科書插圖形式與表現樣式內容。 

 

研究圖像樣本 

本研究先挑選植物圖像為分析樣本，進行教科書植物圖像做內容分析研究。主要先進行蒐集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三家出版社所出版之 102 學年度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三年級及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四年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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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植物圖像與市售書刊中的植物插圖作為樣本測試，共三十張。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植物圖像樣本 

樣本 1 樣本 2 樣本 3 樣本 4 樣本 5 樣本 6 

      

樣本 7 樣本 8 樣本 9 樣本 10 樣本 11 樣本 12 

 
 

 
 

  

樣本 13 樣本 14 樣本 15 樣本 16 樣本 17 樣本 18 

      

樣本 19 樣本 20 樣本 21 樣本 22 樣本 23 樣本 24 

 
  

  
 

樣本 25 樣本 26 樣本 27 樣本 28 樣本 29 樣本 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研究調查與分析 

教科書功能與特色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年級自然教科書的功能與特色比較分析，係以教育部審定合格之三家出版社所出

版之 102 學年度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三年級及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四年級之教科書課本為分析對象，共

四冊，總計有十二本，主要分析教科書不同版本間之圖與照片重點呈現方式。 

南一書局版本教科書插圖分析 

表 4 為南一書局版本教科書插圖與照片重點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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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插圖與照片重點呈現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南一自然教科書插圖表現樣式內容有以下特點： 

插圖皆以實物寫實手法呈現，可多使用其他技巧呈現真實性，提升視覺感受度。插圖表現樣式採鮮

明色調，易引起學生共鳴，增進學習興趣。 

每章節單元圖，皆以實景照片畫的手法呈現，較無差異化；引導圖以主圖放大指引的手法呈現學習

重點，可有效了解植物部位。 

介紹水生植物的插圖以細緻描繪的手法，傳達真實性方式居多，色調柔和，增加畫面精緻度，呈現

植物細部變化，維妙維肖。水生植物的引導圖採用細膩寫實畫風搭配涼爽色調，象徵水中世界的色調基

底，使學生能夠輕易明確的認識水生植物。 

植物生長過程與變化，以實物照片、圖鑑配合轉換箭頭方式，強調植物生長的程序，幫助學生了解

植物生長過程具有階段性。 

植物插圖在教科書中的整體安排強調焦點、比例的和諧度，插圖與內文的構成秩序可再加強。整體

色彩特色明顯，色調鮮明，適時採用手繪技巧，整體構圖之細膩感。 

植物運用剖視的形式表現，可將原本現實中無法看見的細節，一一描寫，一覽無遺的呈現在眼前，

具有強烈而深刻的說明性。 

 

康軒出版社版本教科書插圖分析 

表 5 為康軒書局版本教科書圖與照片重點呈現方式: 

 
表 5 康軒版插圖與照片呈現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康軒自然教科書依插圖表現樣式內容綜合整理如下： 

觀察植物的根，圖式以細部放大效果，具體說明植物部位的差異現象，有助於學生了解真實情境。 

部分植物觀察，運用實物寫實兼採重點標示方式，配合文字說明，可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效率，與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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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注意。 

介紹水生植物的插圖以細緻描繪的手法，採圖鑑跨頁方式處理，呈現植物重點特色說明，傳達真實

性方式居多，色調柔和，強調植物圖片溫和氛圍，具清楚層次感，增加畫面精緻度。 

部分照片畫，採冷色調，植物本身高明度，但無關植物本身的插圖應盡量避免呈現；另外呈現色彩

鮮豔具真實性，宜採重點呈現，不易混淆。 

插圖組成具協調、平衡，重點呈現植物部位特色，具有強調植物的重點，提高植物插圖的真實感受，

彩色插圖配合圖框造型組合與顏色。 

手繪圖照，色調明亮溫和，彩度高，表現層次佳；而電腦繪圖的表現形式，色彩較鮮艷，故手繪圖

照相較於電腦繪圖，線條自然，色彩柔和，擁有自然筆觸。 

 

翰林出版社版本教科書插圖分析 

翰林自然教科書課本圖片以大幅度的彩色圖與照片呈現主題單元，實驗步驟的圖照與流程內容文字

各半 (表 6) 。 

 
表 6 翰林版插圖與照片呈現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翰林自然教科書依插圖表現樣式內容綜合整理如下： 

翰林版教科書靈活運用手繪、照片畫、電腦繪圖等媒材技法，將科學知識、科學實驗操作透過技法，

圖文整合，表現於教科書中，除了讓學生方便理解、記憶，可提升學生感知能力與美感經驗。 

觀察植物的根，圖式以細部放大的效果，具體說明植物部位的差異現象，有助於學生了解真實情境。

並藉此分析差異，以示意圖搭配實物寫實圖照，容易讓學生分辨植物構造上的差異。 

目錄圖邊框運用電腦繪圖方式呈現設計精美的裝飾性圖案，目的在於吸引學生注意。 

單元圖以漫畫分格分鏡的方式呈現，帶入教學主題，易引發學生學習共鳴，增加學習興致。 

表現植物的說明性運用剖視的表現技巧，可將現實無法看到的細節，細緻描寫。 

水生植物插圖以手繪寫實搭配圖鑑式解說傳達真實性，增加畫面精緻度。 

植物特徵圖照，以細緻手繪方式，清晰完整，比例一致，強調植物圖片寫實程度，營造溫和氛圍，

具清楚層次感。 

手繪圖照，色調明亮溫和，彩度高，表現層次佳。部分照片畫，呈現色彩鮮豔具真實性，重點呈現

植物本身，不易混淆，部分運用混合方式呈現，具有多樣的視覺感受，別具趣味性。 

教科書版式內容，圖照過多，易產生混淆，可適時留白，產生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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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圖示符號具有傳達的效果，能夠令人明瞭圖式中的意涵，但仍有圖式如小視窗、科學閱讀

兩種圖式，較不具體可設計成令人一眼就明瞭的圖示說明，加深學習者的印象。南一版本的圖片多數以

照片攝影方式呈現，宜多增加手繪方式並搭配單元主體，提升美感。首頁編輯小圖示，內含觀察、操作、

討論、相關知識等特殊視覺符號，配合插圖形式位置引導學童進行自然教科書學習。康軒版本於每一單

元的學習內容，以文字闡述外，還配有生動活潑的插圖、實物照片以及豐富多元的圖片，呈現方式以照

片攝影為主，圖畫為輔，少數單元中的科學閱讀採漫畫方式呈現，宜多增加此類插圖，藉以符合兒童經

驗與認知發展，易引起學生學習興趣，快樂探索。翰林版本單元圖結合知名卡通漫畫及時勢呈現，單元

後增加科普知識結合情境繪圖，運用大幅度的照片攝影、手繪方式搭配主題呈現，內容則多以圖與照片

攝影以情境方式呈現，易連結學生之舊經驗，貼近學生生活，強調圖解科學，掌握觀察重點。以上分析

比較各版本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各版本皆有其特色與功能，教學者須視教學主題的內容，依據學校

的資源特色，並考量其學生興趣與能力、學習活動程度，適時採用符合的教科書教材。 

 

插圖設計形式與表現樣式內容 

本章將檢視植物插圖不同形式的表現形式異同，本研究將著重插圖表現樣式內容分析結果，比較不

同型式之植物插圖在表現技巧與表現形式之異同，並針對中年級學生在自然植物插圖的喜好程度作調查

與分析，依序分節討論之。 

 

不同形式之植物插圖在表現技巧之異同 

本研究經過文獻綜合整理探討，插圖表現樣式內容在表現技巧上，其基本要素內容有實物寫實、細

緻描繪、剖面式、圖鑑式、漫畫式，不同教科書版本與市售書刊的植物插圖各有不同的表現方式與特色，

以下依序分類探討如下： 

自然教科書在實物寫實與細緻描繪的技巧上，偏重植物的局部放大效果，可使學生能夠藉由插圖瞭

解真實的植物型態，有效增進學習效能。 

抽樣植物插圖在表現分析上多數運用漫畫式技巧為主，線條簡單，圖像呈現趣味，童趣生動的繪圖

技巧可以引發學生對畫面的趣味性，其次是實物寫實技巧。 

教科書版本的植物插圖大多運用細緻描繪技巧，其次則是運用實物寫實技巧，自然教科書插圖重視

視覺呈現真實性，使用上偏重精細眼光描繪插圖，發揮細膩的畫風。 

最少運用剖視圖示，在自然教科書中重視呈現真實性，若也能細緻描繪出連肉眼也無法看到的真實

景象，將能夠帶給學生獨一無二真實感受，增進學習興趣。 

分析結果得知，自然教科書偏重植物的局部圖像放大效果，須以寫實解說呈現真實的植物型態，較

常使用實物寫實、細緻描繪、圖鑑式的表現技巧。市售書刊的植物插圖多數運用漫畫式技巧，主要插圖

常搭配書刊內文，畫風隨性自然，以裝飾性質居多。 

 

不同形式之植物插圖在媒材技法之異同 

本研究經過文獻綜合整理探討，插圖表現樣式內容在媒材技法上，其基本要素內容有手繪(指以手工

傳統繪製插畫的表現手法)、紙雕(指以紙材為主的插畫表現)、拼貼(指以多張插圖拼貼而成的表現手法)、

照片畫(指以寫實攝影呈現為主的表現手法)、電腦繪圖(指透過各種電腦軟體繪製而成的插圖)，不同教科

書版本與市售書刊的植物插圖各有不同的表現方式與特色，以下依序分類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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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植物插圖在媒材技法上多數運用手繪為主，線條自然。使用色鉛筆、粉彩，植物插圖色澤柔美，

具有層次感。使用粉蠟筆畫，可使畫面色彩飽滿鮮明，呈現細膩質感。使用水彩畫,能運用渲染效果製造

濃淡層次，達成視覺感官的和諧之美。 

教科書版本的植物插圖大多運用手繪技巧為主，其次則是運用照片畫，自然教科書插圖重視視覺呈

現真實性，使用上偏重精細眼光描繪插圖，發揮細膩的畫風。另外白描線畫技巧屬於手繪環節未羅列於

技巧分類上，在中年級自然單元中呈現植物構造的葉緣、葉片紋路等，並配合真實葉片，展現差異性，

具有讓學生觀察、分辨細節之功能。 

市售書刊的植物插圖多數運用手繪技巧，其次是電腦繪圖，再者是紙雕技巧，市售書刊如繪本、故

事等為呈現活潑生動情境，並配合讀者年齡，大部分採用手繪方式，製造線條流暢感，畫風隨性自然，

具有隱喻或暗喻之效果。 

使用電腦繪圖的市售書刊則是雜誌居多，相對於手繪技巧，層次較不自然，但造型豐富，型態多樣。

紙雕技巧呈現立體感，使畫面豐富具層次，明暗色澤也能自然呈現。 

植物種類繁多，自然教科書插圖雖首重呈現真實性，故有些版本大多使用照片畫呈現，但比較發現，

多數照片畫呈現的並非單指一種植物，容易誤導學生學習，不可不慎，若能發揮手繪技巧，色彩柔美，

普遍特色為原則，不但能吸引學生學習興趣，還能提升視覺美感之成效。 

在畫面呈現上，以手繪技巧為佳，依次是照片畫、電腦繪圖與其他媒材技法，其中，手繪技巧偏向

色彩柔美、自然肌理的表現風格，電腦繪圖在線條表現上呈現不自然的樣式，相形見絀下，手繪技巧在

筆觸運用上較自然。 

本研究所收集的教科書版本與市售書籍的植物插圖並無拼貼技法，建議插畫者可使用各式媒材呈現

美感。 

 

中年級自然植物插圖學生喜好態度研究 

本研究以自行製作之問卷調查施予測驗，以中年級學生為主要施測對象，想了解自然植物插圖喜好

態度評量問卷，透過問卷可得知中年級學生對自然植物插圖的喜好態度做統計與分析。本研究挑選植物

圖像為分析樣本，主要進行蒐集教育部審定合格之三家出版社所出版之 102 學年度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

三年級及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四年級之課本植物插圖與本研究另外收集(市售書刊)繪本、故事書、探索科

學書籍、期刊雜誌...等的植物圖片，從其中挑選 30 張圖片，中年級課本植物插圖與市售書刊插圖分別是

15 張： 

 

中年級自然植物插圖喜好態度問卷統計與分析 

實際施測問卷人數有 50 人，有效問卷為 50 份，有效百分比達 100%。三年級實際施測問卷人數有 23

人，有效問卷共 23 份；四年級實際施測問卷人數有 27 人，有效問卷共 2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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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三年級自然植物插圖喜好問卷綜合分析 (非常喜歡之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8  三年級自然植物插圖喜好問卷綜合分析 (非常不喜歡之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由表 7 和表 8 得知： 

自然植物教科書共有 15 張插圖(樣本 1 至樣本 15)，其教科書插圖樣本中「非常喜歡」的人數最多的

是樣本 3，有 19 人非常喜歡，「非常不喜歡」的人數最多的是樣本 14，有 6 人非常不喜歡；市售書刊共

有 15 張插圖(樣本 16 至樣本 20)，市售書刊插圖樣本中「非常喜歡」的人數最多的是樣本 22，有 16 人非

常喜歡「非常不喜歡」的人數最多的是樣本 24。 

整體而言，自然教科書植物插圖非常喜歡的人數比市售書刊植物插圖非常喜歡的人數還要多，表示對自

然教科書植物插圖滿意率很高。 

整理出「非常喜歡」的自然植物插圖有前三名，分別是樣本 3、樣本 7、樣本 22、樣本 10 和樣本 13(得票

數相同並列第三名)；而「非常不喜歡」的自然植物插圖有前三名，分別是樣本 24、樣本 16、樣本 14。 



 
 
 
 
 
 
 
 
 
 
 
 
 
 
 
 
 
 
 
 
 
 
 
 
 
 
 
 
 
 
 
 
 
 
 
 
 
 
 
 
 

 

國小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插圖之視覺圖像偏好研究 

 
154 

 

表 9 四年級自然植物插圖喜好問卷綜合分析 (非常喜歡之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0 四年級自然植物插圖喜好問卷綜合分析 (非常不喜歡之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由表 9 和表 10 得知： 

自然植物教科書共有 15 張插圖(樣本 1 至樣本 15)，其中教科書插圖樣本「非常喜歡」的人數最多的

是樣本 7，有 17 人非常喜歡，「非常不喜歡」的人數最多的是樣本 11，有 3 人非常不喜歡。；市售書刊

共有 15 張插圖(樣本 16 至樣本 20)，市售書刊插圖樣本中「非常喜歡」的人數最多的是樣本 22，有 18 人

非常喜歡，「非常不喜歡」的人數最多的是樣本 20。 

整體而言，市售書刊植物插圖非常喜歡的人數比自然教科書植物插圖非常喜歡的人數還要多，表示

對自然教科書植物插圖不太滿意。 

依據表 8，整理出「非常喜歡」的自然植物插圖有前三名，分別是樣本 22、樣本 7、樣本 3；而「非

常不喜歡」的自然植物插圖有前三名，分別是樣本 20、樣本 30、樣本 24 。 

 

綜合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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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不同形式的圖像呈現，可經由各種不同「看」的方式去接收資訊，因此觀看者對不同的圖像會

產生不同的偏好，而觀看者本身的風格及個別差異，也會影響觀看者對圖像有不同的觀感。圖像透過眼

睛進行資訊傳達，從固定的距離觀看圖像，以「簡單扼要」的呈現圖像最佳，太複雜的圖像會使觀看者

無法正確地處理資訊，因簡單的線條沒有冗餘的視覺元素，也沒多餘的細節，所以不會分散觀看者的注

意力(王藍亭，2013)。以下為本研究針對中年級學生對插圖偏好的綜合分析與討論: 

依據問卷施測結果得知三年級與四年級學生對植物插圖樣本的偏好程度大部分呈現相同的喜好，並

無顯著差異性，從表 7 和表 9 顯示，具有喜好程度顯著不同的插圖是樣本 13 與樣本 23，亦即三年級的學

生非常喜歡圖 13，四年級的學生並不偏好圖 13; 而三年級的學生並不喜歡圖 23，四年級的學生非常喜歡

圖 23，因此樣本 13 與樣本 23 這兩個插圖是三四年級學生偏好差異最大的圖像。 

三年級「非常喜歡」的自然植物插圖分別有樣本 3、樣本 7、樣本 10、樣本 13、樣本 22，則四年級

「非常喜歡」的自然植物插圖分別樣本 22、樣本 7、樣本 3(參照表 11)。 

樣本 3 插圖屬於照片畫，色彩鮮艷繽紛，活力有朝氣，整體色彩對比強烈，構成活潑、明朗的特質；

樣本 7，屬於混合風插圖，整體色彩搭配均衡適宜，效果強烈、炫目，最受中年級學生喜愛；樣本 10，

屬於細緻描繪之手繪風，有類似的明度配色，近似色的色調，配色效果予人柔和、唯美、浪漫之感，是

教科書插圖中少見的繪畫技巧；樣本 13，屬於電腦插圖，高明度之配色技巧，具有清雅、愉快之感，搶

眼奪目的效果呈現，受到三年級的學生喜愛。 

樣本 7，屬於混合風插圖，整體色彩搭配均衡適宜，效果強烈、炫目，最受中年級學生喜愛；樣本

18，是市售書刊中的照片畫，依據實體的攝影效果，清楚呈現花朵的美麗綻放，受到四年級學生喜愛；

樣本 22，屬於市售書刊-故事書中的手繪插圖，搶眼奪目的藍色調，搭配一些對比色黃色調，呈現孤寂中

帶有單純、輕快之感，引人注目。 

三年級「非常不喜歡」的自然植物插圖分別有樣本 14、樣本 16、樣本 24，則四年級「非常不喜歡」

的自然植物插圖分別有樣本 20、樣本 30、樣本 24(參照表 11)。 

樣本 14 的插圖，是教科書中的裝飾性照片畫插圖，以純綠色調搭配陰影的部分呈現，整體感覺色彩

單調、無活力，無法吸引三年級學生之目光；樣本 16 的插圖，是市售書刊中以白描畫風呈現植物整體造

型與特色，運用鉛筆描繪外框線條，呈現單調，與現實生活的植物差距甚遠，不符合三年級學生的舊經

驗；樣本 24 的插圖，是市售書刊中以鉛筆手繪的方式，繪製植物整體外觀與輪廓線，配合陰影呈現較不

自然的植物手繪，色彩單調，不吸引三年級與四年級的學生目光。 

樣本 20，是市售書刊故事書手繪的植物插圖，運用粉蠟筆之媒材工具呈現植物的整體色調與外觀，

不自然的植物型態，讓人一眼無法辨識出植物的態樣，不符合學生的舊經驗；樣本 30，是市售書刊故事

書手繪的植物插圖，運用水彩渲染之媒材工具，呈現夜晚陰暗的植物型態，整體色調陰暗、不活潑、沒

有朝氣，是不受四年級學生喜愛的原因。 

 

表 11 影響中年級學生自然植物插圖喜好綜合分析 

分類 樣本編號 植物樣本插圖 喜好因素綜合分析 

非
常
喜
歡 

樣本 3 

 

屬於教科書中之照片畫，色彩鮮艷繽紛，
活力有朝氣，整體色彩對比強烈，構成活
潑、明朗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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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7 

 

屬於教科書中之混合風插圖，整體色彩搭
配均衡適宜，效果強烈、炫目，最受中年
級學生喜愛。 

樣本 10 

 

屬於 教 科 書中 細 緻描 繪 之手 繪 風 格插
圖，有類似的明度配色，近似色的色調，
配色效果予人柔和、唯美、浪漫之感，是
教科書插圖中少見的繪畫技巧。 

樣本 13 

 

屬於電腦插圖，高明度之配色技巧，具有
清雅、愉快之感，搶眼奪目的效果呈現，
受到三年級的學生喜愛。 

樣本 22 

 

屬於市售書刊故事書中的手繪插圖，搶眼
奪目的藍色調，搭配一些對比色黃色調，
呈現孤寂中帶有單純、輕快之感。 

非 
常
不
喜
歡 

樣本 14 

 

教科書中的裝飾性照片畫插圖，以純綠色調
搭配陰影的部分呈現，整體感覺色彩單調、
無活力，無法吸引三年級學生之目光。 

樣本 16 

 

市售書刊中以白描畫風呈現植物整體造型與
特色，運用鉛筆描繪外框線條，呈現單調，
與現實生活的植物差距甚遠，不符合三年級
學生的舊經驗 

樣本 20 

 

市售書刊故事書手繪的植物插圖，運用粉蠟
筆之媒材工具呈現植物的整體色調與外觀，
不自然的植物型態。 

樣本 24 

 

市售書刊故事書手繪的植物插圖，是運用鉛
筆素描，以線條來表現畫面的空間感和立體
感，展現樹木態樣。 

樣本 30 

 

市售書刊故事書手繪的植物插圖，運用水彩
渲染之媒材工具，呈現夜晚陰暗的植物型
態，整體色調陰暗，不受四年級學生喜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經過文獻綜合整理探討市售書刊之植物圖像插圖表現樣式內容及表現技巧，綜合歸納其基本

要素內容有實物寫實、細緻描繪、剖面式、圖鑑式、漫畫式，不同教科書版本與市售書刊的植物插圖各

有不同的表現方式與特色，實物寫實的技巧在本研究的內容分類表現上，有實地拍攝的攝影照片與運用

其他素材來傳達真實性的插圖；細緻描繪的技巧在本研究的內容表現上，細分為細緻與描繪，細緻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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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運用細膩的畫風與精細眼光所描繪的插圖，描繪則是將現實的事物與景象，用以省略細節的方式，表

現出來；剖面式的技巧在本研究的內容分類表現上，是運用「透視法」的表現方式展現在插圖中；圖鑑

式技巧在本研究的內容分類表現上，通常運用在生態的精細插圖上；漫畫式的技巧在本研究的內容分類

表現上，採用植物寫實或是將植物運用於幽默有趣的卡通造型意味的表現形式。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形式與效能，透過文獻分析建立插圖要素、教科書版本

之比較分析以及針對教科書插圖之情形作內容研究，最後輔以問卷調查受到中年級學生喜愛的植物插圖

分別為何種類形式，歸納討論。 

 

結論 

中年級自然教科書審訂版本有南一、康軒、翰林，各版本教科書插圖編排，均有其功能與特色，南

一版本的圖片多數以照片攝影方式呈現，宜多增加手繪方式並搭配單元主體，提升美感。康軒版本以照

片攝影為主，圖畫為輔，少數單元中的科學閱讀採漫畫方式呈現，宜多增加此類插圖，易引起學生學習

興趣。翰林版本運用大幅度的照片攝影、手繪方式搭配主題呈現，內容則多以圖與照片攝影以情境方式

呈現，易連結學生之舊經驗，貼近學生生活。教學者須視教學主題的內容，考量其學生學習活動程度，

適時採用符合的教科書教材。 

中年級自然教科書插圖表現樣式宜色彩鮮明、畫面富有美感、插圖情境有趣味，但仍應避免裝飾性

插圖，方能符合學生之認知範圍。 

教科書版本的植物插圖大多運用細緻描繪技巧，其次則是運用實物寫實技巧，自然教科書插圖重視

視覺呈現真實性，使用上偏重精細眼光描繪插圖，發揮細膩的畫風；市售書刊的植物插圖多數運用漫畫

式技巧，主要插圖常搭配書刊內文，畫風隨性自然，以裝飾性質居多。 

市售書刊的植物插圖多數運用手繪技巧，其次是電腦繪圖，再者是紙雕技巧，市售書刊如繪本、故

事等為呈現活潑生動情境，並配合讀者年齡，大部分採用手繪方式，製造線條流暢感，畫風隨性自然，

具有隱喻或暗喻之效果。使用電腦繪圖的市售書刊則是雜誌居多，相對於手繪技巧，層次較不自然，但

造型豐富，型態多樣。紙雕技巧呈現立體感，使畫面豐富具層次，明暗色澤也能自然呈現。 

植物種類繁多，自然教科書插圖雖首重呈現真實性，故有些版本大多使用照片畫呈現，但比較發現，

多數照片畫呈現的並非單指一種植物，容易誤導學生學習，不可不慎，若能發揮手繪技巧，色彩柔美，

普遍特色為原則，不但能吸引學生學習興趣，還能提升視覺美感之成效。 

本研究所收集的教科書版本與市售書籍的植物插圖並無拼貼技法，建議插畫者可使用各式媒材呈現

美感。期望能透過本研究，提供教科書之相關設計者、教師選用教材之參考。 

 

建議 

教科書插圖的圖文配合程度占有極大的相關性，在台灣的教科書研究大部分皆以此角度分析插圖配

置的妥適性，但本研究以視覺表現的樣式之角度討論表現形式與整體美感呈現，關乎中年級學生之學習

興趣，引發學生之注目性，藉由插圖之呈現不但能整合學生對於教科書所呈現的內容概念，也能藉此提

升美感經驗。本研究僅針對國小常使用之中年級自然教科書之三種版本進行研究，建議未來可擴充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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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版本與其他年級的教科書插圖比較研究各式版本的插圖表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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