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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階段教科書封面風格研究 

鄭素靜 

 

大量視覺訊息每天從我們睜開眼起床到入睡前不斷地輸入我們的視

覺受器，不論重不重要皆收入眼底。檢視過往的發展歷史，人類所遭逢

的視覺刺激於今日到達前所未有的巔峰，也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加倚賴視

覺去認知外在世界(台灣藝術教育網，2006)。那些進入我們視覺範圍的所

有事物、訊息都與我們的生活緊密連結，成為一種大量視覺訊息輸入的

生活文化。Mirzoeff（1998）認為視覺文化就是我們每天的生活文化。  

視覺文化定義眾多，國內學者引用 Barnard（1988）對視覺文化範疇

所提供之細項有：街道及室內家具、街道招牌、時尚流行、各式商品、

陶瓷、汽車、建築、庭園設計、廣告、個人、公眾、法人及大眾形象、

電影、電視、資訊環境、電腦遊戲、網路網頁、新聞及雜誌設計、文字

排版、產品包裝等(台灣藝術教育網，2006)。單就以平面紙本類切入思考:

國小學童除了在校時間接觸教科書外，回家習寫作業、複習功課也與教

科書形影不離，一天當中接觸教科書的時間不算短、次數也不少，教科

書提供的視覺內容，很值得花時間探究其風格形式，在透過授課教師的

說明後，讓學童在拿到課本當下，不至於套入教科書是生硬難消化的刻

板印象，轉而認為教科書是如繪本一般，有著豐富多樣的插圖及有趣的

內容。 

民國元年學制承襲清朝規制，分初等小學與高等小學。高等小學校

修業改為三年，初等小學校修業四年，始確定為國民教育，尚無國民教

育之名，但已為義務教育(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實施國民教育以來，

民初課本封面僅以文字呈現(如圖 1)，到了日治時期，公學校課本封面有

部分插圖點綴版面，但仍以文字為主要呈現重點(如圖 2)，民國五十七年

(1968)元月頒布〔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將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

六年稱為「國民小學」，後三年稱為「國民中學」；國民小學之名，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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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民國 57年小學課本封面排版上，圖像與

文字的面積比例與色彩也與以往大不相同。 

 

  
圖 1: 1912 年小學教科書 圖 2:日治時期公學校課本 

資料來源:圖 1 國立編譯館  圖 2 新北市客家數位館 

 

民國 57年以後，教科書封面不僅有手繪，尚有剪紙及部分電腦繪圖。

要如何定義封面圖畫名稱是「插畫」還是「插圖」? 蘇茂生(1972)認為「插

畫」是將文章內容，故事的情節或產品重點以繪畫的形式加以表現，其

目的在於圖解內文，強調原稿，且具有完整獨立的視覺化造型符號；「插

圖」是不拘泥繪畫形式，而改以攝影、文字造型，剪貼集或圖表說明等

它種技巧的表現形式者。而，「插圖」是廣義的 illustration 且所包含的

創作媒材範圍大於「插畫」(葉珊吟，2007)，故本文皆以「插圖」說明之。

葉珊吟引用沈曉麗(2003):插圖是將文章內容，故事的情節或產品重點以

不同媒材技法的形式加以表現的圖畫，它能以形象的方式瞬間接受和評

價，用文字難以傳達的思想借助圖形就可以達到瞬間溝通的效果。國語

教科書封面若放上數字、儀器、工具、樂器等插圖，則難與語文屬性連

結，創作者自會以能表現教材內容為構圖原則。 

參考葉珊吟(2007)將插圖類型分為為學插圖、科技插圖、商業插圖三

類，國語教科書封面必須呈現文學作品思想，自是屬於文學插圖。葉珊

吟引用張廣才(2004)解釋文學插圖為畫家忠實於文學作品思想內容的基

礎上，以繪畫的視覺形象，再現文學作品的精神，並以畫面自身的要求

進行再創造的藝術；葉引用馬芳華(1995)說插圖是表現文學作品的媒介，

但非「翻譯」文字，表現整個書籍內容的全部細節，而是集中、概括的

手法，綜合性的反應文學作品某些篇章的重點 。選定教課書封面為研究

母體後，以立意抽樣方式，從國民教育發展史中選定幾個具有時代意義

的重要紀年之國小階段前六個學期作抽樣對象做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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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乃是針對被記錄的人類溝通事物所進行

之研究。合適的研究對象，包括書籍、雜誌、網頁、報紙、歌曲、繪畫、

演說、信件、電子郵件、網路上的看法、法律，以及規制等等(邱泯科、 

陳佳穎、蔡毓智、江馨彥 譯，2006)。將選定的各年代教科書封面，本研

究參考林慧雅（2005)將封面插圖做「類國畫」、「類西畫」、「抒情寫

實」、「溫馨甜美」、「童話卡通特質」、「裝飾圖案化特質」、「設

計概念式繪畫」、「民俗特質類版畫剪紙等」、「漫畫氣質」、「童趣」、

「怪趣」11 種風格，加上整體直觀、表現技法呈現的特徵差異作為分析

單位、以年代冊別來編碼，將封面插圖進行定量分析。 

  中央政府遷臺初期，義務教育僅限於國小階段的 6 年。為消除升學

壓力及有感於教育對國家建設之重要，自 57年起，推動九年國民教育(國

家教育研究院，2019)。參考劉俊庚、邱美虹(2012)之我國國民小學課程

修訂歷程圖，選定民國 57年公布「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民國 64年

修訂公布「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民國 82 年修訂公布「國民小學暫

行課程標準」、民國 92 年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正式綱要」這

幾年之國小教育階段前六學期國語教科書封面為研究樣本。茲以 57年、

64年、82年、92年共 24張封面風格做以下整理。 

 

封面特色整理如下: 

一、整體呈現方式： 

  57 年級 64 年為我國實施九年國教初期，57 年國語教科書由馮鍾睿

一人手繪，64 年則有多位台灣本土插畫家共同創作，82 年教科書開放

後，教科書插圖創作呈現百花齊放的姿態，提供讀者多元又豐富的視覺

享受。 

 

表 2:封面分析-1 

 57年 64年 82 年 92年 

單獨成圖     

獨立某課文插圖     

組合多課插圖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_t2A3/search?q=auc=%22%E6%9E%97%E6%85%A7%E9%9B%85%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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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民國 57年、64年、82年、92年國小 1-6冊封面 

實
施
九
年
國
教
初
期 

國
民
小
學
暫
行
課
程
標
準 

(

民5
7

年)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出版商：國立編譯館 

修
訂
公
布
國
民
小
學
課
程
標
準 

(

民6
4

年)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出版商：國立編譯館 

       (接下表) 

  



62 
 

(承上表) 

教
科
書
開
放
時
期 

修
訂
公
布
國
民
小
學 

課
程
標
準 

(

民8
2

年)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出版商：國立編譯館 

公
布
國
民
中
小
學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正
式
綱
要(

民9
2

年)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出版商：翰林出版社 

參考資料來源: 文/江湘玲(民 90)，劉俊庚、邱美虹(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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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現技法： 

  畫家使用筆墨勾勒線條，水性或油性顏料上色，或加上電腦繪圖作

圖層重疊、裝飾圖案，或成為背景。 

 

表 3:封面分析-2 

 57年 64年 82 年 92年 

純手繪     

多種表現技法 

(手繪、剪貼、電繪) 
    

 

三、多向度分析： 

  參考林慧雅（2005)之 11中分類及本研究者看法，對 24張封面插圖

進行比較與整理。類國畫以線條表現、無透視及光線明暗、寫意等方向

為判斷依據；類西畫以寫實、透視、光線明暗為依據；抒情寫實則以氣

氛營造為主；童話卡通以人物造型為主要考量；裝飾圖案化視其圖案是

否具在文學作品中具有意涵，是否只做單純造型；民俗特質類版畫剪紙

則從其內容觀察是否有民俗特色；漫畫氣質則觀察其是否具有幽默、諷

刺、對話框等；童趣則以其是否符合兒童繪畫班質樸、有趣的特質；怪

趣則以其是否讓人感覺怪異又有趣為判斷依據。 

 

表 4:封面分析-3 

 57年 64年 82 年 92年 

類國畫     

類西畫     

抒情寫實     

溫馨甜美     

童話卡通特質     

裝飾圖案化特質     

設計概念式繪畫     

民俗特質類版畫剪

紙等 
    

漫畫氣質     

童趣     

怪趣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_t2A3/search?q=auc=%22%E6%9E%97%E6%85%A7%E9%9B%85%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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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述分析可發現民國 64年後多位插畫家加入創作行列後，封面風

格呈現多元又豐富的樣貌，而隨著科技的進步，電腦繪圖也成為插圖的

一部分元素，讓學童有了更不一樣的視覺經驗，而在上述分析過程中，

不同年代的創作也出現部分共同特色： 

1. 學童是教科書主要使用者，創作風格都符合童趣的特質。 

2. 有類西畫略帶出遠近透視、以及強調動作肢體表現。 

3. 具體事物能讓學童更快掌握畫面訊息，畫面皆以寫實方式呈現，

從色調、人物表情中營造柔和的氣氛，故皆符合抒情寫實的風格。 

4. 推測漫畫屬於非主流藝術，故出版商並未將其納入封面創作方向。 

5. 由於學童是主要使用者，為故其心靈健全，皆不採用怪趣類風格

創作。 

6. 57年、64年、82年封面以純手繪表現，畫家使用筆墨勾勒線條，

水性或油性顏料上色，92 年加入部分電腦繪圖，人物造型都表現

溫馨甜美的氣質。 

7. 57 年封面單獨成圖，且一圖多冊使用；64 年、82 年、92 年封面

則擷取課文插圖成為封面，每冊各有不同插圖。 

8. 82年及 92年在封面設計上有多項共同特色: 

（1） 做了拼排多課插圖，畫面主題不再單一。 

（2） 都有似童話卡通、擬人化、稚氣的造型。（64年封面只有 1、

2冊出現） 

（3） 充滿設計感的構圖，82 年以拼排多種主題表現， 92 年電

腦繪圖與手繪一同呈現。 

    縱觀這四個時期的封面設計可發現： 

1. 隨著創作者人數增加，創作表現越多元。 

2. 隨者科技進步，融入封面創作的元素越多。 

3. 為了符合學童心智發展，創作風格都趨向寫實、溫馨甜美富童趣 。 

4. 雖有其他創作方式如:摺紙翻拍，但僅是少數，大多仍是手繪創作。 

    教科書伴隨學子多年時光，不失為美感經驗的重要對象，在政府與

民間出版社努力多年後，值得一提的是，近來有一批年輕設計師群擬定

了教科書改造計畫並積極募資，將教科書圖文編排置入更多設計概念，

除了提升學童美的涵養，也讓學童、第一線教師對教科書有更不同以往

的感受。以圖 3 為例，一改以往由插畫家表現的封面，在芭蕉扇的圖像

背景上，學童可藉由筆畫貼紙進行封面創作，課本的擁有者就是創作者，

在構圖、配色過程中，提升了學童的設計能力，同時增加其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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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美感教科書小一下國語課本封面:利用個別筆畫貼紙讓學生進行封面設計。 

資料來源:前-美感教科書團隊(2017)、後-美感細胞(2017) 

 

    教科書是視覺文化的一部份，是學童在學階段中必然存在之物，也

是產生美感經驗的對象之一，在回溯封面演變的過程中，不難看到政府

在國民教育中逐漸重視學童對美的事物的感知能力。交大建築所教授兼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曾成德表示，十幾年前台灣知名建築教育學者漢寶德

就提出「美感救國論」，科學教育固然重要，但美感教育才是讓國家變強

的根本之道(羅梅英，2016)。 

美之於國家、企業到個人係屬看不見的競爭力，而美育更是一切教

育的核心(教育部，2003)。美感教育是否僅限於學院或特定場所? 杜威在

1934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藝術即經驗》（Art as Experience），這本著

作後來成為美學的一本經典。在這本書中一個很重要的論旨是，藝術作

品的美感面向與日常生活並不是斷裂的，而是連續的，換句話說，我們

在藝術作品中所尋得的美感，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得到(林斯諺，

2019)。 

美感經驗不必然存在於畫廊、美術館、博物館。學童在校園裡、課

室間，美的事物在生活中俯拾即是，當學童接觸課本封面時能感受初創

作風格與內容的不同時，其觀察力、審美觀正在改變和提升。若要每位

學童都能對封面有所感受，就必須借助老師們在課堂上的引導和說明，

透過本研究整理，希望能提供教師些許參考，讓學童對教科書的感受更

不同以往，不再認為那是一本死板板毫無吸引力的生硬書籍，除了能汲

取知識之外，也能如繪本一般欣賞、從畫面營造的氣氛中陶冶性情。期

盼透過對作品觀察提升學童美的感知能力與素養，為學童儲備更多未來

所需的美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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