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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繪本（Picture Book），顧名思義就是「畫出來的書」。早期被稱作為圖畫

書，通俗的說法是指有圖畫、主題簡單、情節內容簡短的故事書；主要是針對幼

兒、兒童所設定的出版品，多以適合幼兒、兒童閱讀的內容為取向。但也有成人

可以閱讀的繪本，目的在於教育和啟發孩童的心智成長，書中的圖畫和文字有助

於孩童們的學習力。 

    而繪本的說法，則更加有藝術意味，意指經由繪本藝術家歷經故事腳本發

想、草圖打稿、色彩粗稿、精稿描繪等階段，交由出版商出版成書，經由系列的

行銷手法包裝後，方通行於市面上的精緻書籍。而對象也從早期的幼兒（一般通

指 3-6歲）及學齡兒童（一般指 6-12歲），拓展至成人與普羅大眾。 

    圖畫書只能說是配合書本的插畫再進一步延伸，而繪本卻被視為藝術的一

種，不論在意義上或是實際運用上，繪本一詞都給人更加精緻細膩的藝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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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 

 

    現代的兒童很少吃水果，我們朝如何讓兒童喜歡上水果的方向去決定故事書

的內容，鼓勵兒童多吃水果，並會製作故事書來吸引兒童注意與興趣！ 

  現在的小孩對於桌上的食物從哪裡來普遍不知道﹝例：小表弟以為西瓜長

在樹上﹞，對於水果來源的不了解會導致飲食習慣以及健康問題，所以決定製作

故事書讓小朋友對於水果有個最基本的了解，讓小朋友開心讓家長放心。 

 

 

 

二、製作目的 

 

一、引起兒童認同、喚起注意、學習辨識水果，突顯效果。 

二、引起孩子對於水果的好奇，才能帶他們學習正確的觀念。 

三、明白水果長甚麼模樣增加小朋友對水果的功效的瞭解。 

四、讀者對繪本的認知，和故事性題材的消化層面。 



  

 

 

貳、文獻探討 

一、故事書相關文獻 

故事書的起源 

 

 

起源於十六世紀。當時的人們藉著文藝復興而對「人的意義」有了自覺，這

種自覺即顯示在對教養、禮節態度，以及人的質地之提升上。十六世紀上半期，

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出版《論兒童的斯文》小冊，

這個小冊是歷史上第一部超級暢銷書 

 

由十六至十八世紀流傳下來的日記、木版畫與油畫，可以看出「家庭閱讀」

乃是那個時代的主要閱讀形態。夫婦之間、父母及子女之間，都固定的以朗讀的

方式一起讀書.現在仍繼續存在的「睡前讀故事」傳統。 

 

第一個西方童話故事作家是法國的裴洛（Chgrles Perrault,1628-1703），

他的童話故事集出版於一六九七年，包括了〈睡美人〉、〈小紅帽〉、〈藍鬍子〉、〈靴

子裡的波斯貓〉、〈灰姑娘〉、〈姆指湯姆〉等;如今家喻戶曉的格林兄弟童話及安

徒生童話則是十九世紀的產物。 

 

十六至十八世紀形成的「家庭閱讀」，逐漸成為一種家庭生活及家庭教育的

體制，而無疑的是母親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必須經常讀故事給子女聽。

這種「體制」遂創造了龐大的童話故事市場。 

 

法國的十七和十八世紀「童話文庫」廿多位童話作家裡，超過一半都是女性，

而上流社會的識字階級，無論男女都樂於創作童話，包括哲學家盧騷、奧洛伊女

爵等皆在童話作家之列，由上流人士也會寫作童話故事。 

 

童話故事起源於「家庭閱讀」，它是一種「共讀」，這意味著童話故事不是單

純的兒童故事，而是必須老少咸宜的幻想故事。 

 

乃是童話故事的這種「家庭閱讀」及「共讀」傳統，出現一種可以不斷延續

下去的「狂想旅程」(Fantastic Journeys)的類型。父母兄長可以每天讀一段給

子女睡前聽，彷彿接力賽跑，也使子女充滿懸疑的期待。 

 

 

 

 

 

 

 

 



  

 

參、專題製作 

一、故事書.商品設計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整理表 3-1故事書.商品設計研究架構圖 

 



  

 

二、實驗法 

 

二、設備及器材 

專題製作使用器具/設備 

 

器具/設備名稱 圖片 用途說明 

 

Mac 電腦 

 

 

 

 

 

 

 

 

繪圖.排版用 

 

掃描機 

 

 

掃描圖片 

變成圖檔 

列印機 

 

列印書籤 

護貝機 

 

護貝書籤 

水彩 

 

故事書主要工具 

色鉛筆 

 

補色.增加飽和度 

 

本研究整理 

表 4-1  專題製作使用器具/設備 

 

 



  

 

三.作品欣賞 
 

 

書籤 

 
 

圖 5-1、5-2 

書籤、明信片 

 

 

 

 

 

磁鐵 

 
圖 5-3 

磁鐵 

 

 

                         

 



  

 

 
悠遊卡貼 

 
圖 6-1  悠遊卡貼 

 

 

 

 

 
 

圖 6-2 小卡 

 

 



  

 

 

 

小卡模擬圖 

 
 

 

 

 

 

 

 

※水果可自己拿下，書籤後有迴紋針，可別在文件和小卡上。



  

 

四.故事書繪製過程 

 

1.將描好的草圖，掃描後，即可上色。 

 
圖 8-1  快樂果實草稿 

 

2.上色完畢後，將被水彩蓋過的線條利用代針筆描繪。 

 
圖 8-2  快樂果實彩稿  

 

3.描完後，在用色鉛筆補色！讓顏色飽和，即可掃描，編排內文、頁碼、排版。 

 
圖 8-3   快樂果實彩稿 

 



  

 

五.書籤製作過程 
1.先將畫好的圖檔列印下來，再一個一個剪下來。 

 

 圖 9-1 書籤 1 

2.剪下來後，割下書籤上的小開口。 

 圖 9-2  書籤 2 

3.護貝後，剪下不要的部份。 

  圖 9-3  書籤 3 

 

4.完成。 

 圖 9-4  書籤 4  

 



  

 

六.作品呈現 

 

 

圖 10-1 成品 

 

 
圖-10-2成品 

 

 
圖 10-3成品 

 

 
圖 10-4成品 

 

 
圖 10-5成品 

 

 
圖 10-6成品 

表 10-1成品 

 

 

 



  

 

七.展場海報 

 

表 11-1展場海報 

 
圖 11-1 



  

 

八. 故事書主角 

 

 
圖 12-1 

表 12-1故事書人物 

 



  

 

九.草稿 

 

 
圖 13-1草稿 

 

 
圖 13-2 草稿 

 

 
圖 13-3草稿 

 

 
圖 13-4 草稿 

 

 
圖 13-5草稿 

 

 
圖 13-6 草稿 

表 13-1草稿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故事書的頁數要 40 頁，但是故事太長會使小朋友沒耐心看,於是我們用故事

內容吸引小朋友的注意！ 

圖像既然占有繪本最重要的部份，繪畫語言難免就會影響到瀏覽者或讀者對繪本

的認知，和故事性題材的消化層面。繪本中的線條和造型，不只是單純的美感呈

現，有時也被賦予多元化的意念傳達和後續發展的情節暗示。 

 

 

※組員心得： 

蕭宇玟: 

    身為本組的組長，我的責任和義務是最大的！我不能說製作專題是開心.愉

快的！而是時時要抱著學習的心和熱忱，這樣的心情不一定能傳達到組員的心，

因此，團隊精神更是重要的一環！在製作過程中，有許多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資

訊，一步一步要去學習，希望能做出讓我們自己喜歡，別人也喜歡的作品。 

我們不斷的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為了能讓我們的專題更加完整，專題就像

是我們的小孩一樣，需要我們去細心照顧、關心，總是希望能有更好的結果，我

們一直朝著這個目標邁進！就算沒有很好，但是只要我們用心，這個專題就是成

功的！ 

 

陳誼君: 

    對於懶散的我來說，要認真的從頭到尾做完一件事情很難。但這次的專題讓

我的龜毛發揮到極致，光選一個看得順眼的顏色我可以耗上好幾十分鐘。 

為了專題與設計的產品讓人看起來會有購買的慾望，我們不停的更改樣式、調顏

色、甚至組員們努力想出來的點子都還是被我的挑剔給淘汰。 

學校初審通過得到高票數讓組員們得到很多成就感，接下來會繼續努力，把剩下

未完成的專題以最完美的方式呈現！ 

 

黃玉靜: 

    經過這次專題學到很多，不只學到如何自己製作產品，還了解到團體之間默

契，故事書製作其實並不難，但在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我們都一一克服，還要

感謝許多老師指導，與整組組員配合。 

 

劉麗娟: 

   專題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項所要呈現的作品之一，讓我們的組

員團結起來準備專題的東西，我們所希望呈現出的作品是完美的，因為這樣會讓

我們更懂得珍惜和把握時間！ 

 



  

 

二、建議 

一本書,基本內容簡單、圖大字大的故事書,選擇適合的年紀，很適合小朋友 ,

不要太長,小朋友沒耐心看。繪本製作在企劃時，就要注意到「整本書的設計」

通常包括三部份：結構體的表現、故事內容的敘述，和整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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