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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童話？

 「童話」一詞的造語，源於日本。

 「童話」一詞原涵義有「給兒童看
的半真半假的故事」之意，因此有
些人把兒童故事、兒童文學作品皆
統稱童話。

 專為兒童編寫，以趣味為主的幻想
故事。



童話有什麼特質？

趣味性

幻想性

象徵性



創意的幾個來源

 多讀童話

 生活聯想

 萬物擬人

 追溯原因

 正反誇張

 特徵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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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的玫瑰—張道軒

撒哈拉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
有一天，一粒種子落在他身上

撒哈拉很好奇他會長成什麼，
但種子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討論種子希望長成什麼，
撒哈拉建議了大湖

只是大湖只能一直在同個地方
仰望天空

那長成鳥呢？
鳥沒有固定的家
那長成樹呢？
樹一直站著，還要遮風擋雨
結果種子還是不知道要長成什

麼，撒哈拉也還是很想知道
種子常常感到口渴，撒哈拉把

所有的水給他喝
種子總是吃不飽，撒哈拉把所

有營養給他
有一天種子醒來，發現自己變成
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而撒哈拉變成了沙漠



一開始，除了上帝之外，世界上什麼都
沒有。

有一天，上帝得到了一個裝滿了豌豆的
蔬菜箱。

祂問自己，這個蔬菜箱是從哪裡來，畢
竟祂除了自己之外，根本不認識其他人。

祂不全然相信這件事，於是隨手把蔬菜
箱擱置一旁，或讓箱子隨意飄盪空中。



七天後，豆莢爆裂開來，豌豆仁以極
大的力量衝向虛空。

同一個豆莢裡的豌豆仁，通常聚集在
一起，繞著彼此運行。

它們開始成長，開始發光，於是虛空
中便產生了宇宙。

日後，某顆豌豆仁發展出所有可能的
生物，其中包括了上帝所知的人類。人類
認為上帝是宇宙的創物主，且為此而崇拜
祂。
相反的，上帝並未像人類崇拜祂一樣

的崇拜自己，直到今天為止，祂還在苦苦
思索，可能是哪一個見鬼的人，寄了一箱
豌豆給祂。

——《一本大書‧創世紀》



1.鯀身體不爛（誇張）

2.夸父逐日、飲水（誇張）

3.沈香的受苦（誇張）



高大的矮人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小矮

人，他的身高有一百八十九
公分。 ——《一本大書》



















童話創作的注意事項

故事設定
世界觀的設定
人物設定
主題設定
符號設定



1.現實可能情節。

2.現實不可能之變化情節。



有一個王子，生性多愁善感，最聽不得悲慘的故事。每當左右向他稟報
天災人禍的消息，他就流著淚歎息到：「天哪，太可怕了！這事落到我頭
上我可受不了！」

可是，厄運終於落到了他的頭上，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中他的父王被
殺，母后受辱自盡，他自己也被敵人擄去當了奴隸，受盡非人的折磨。當
他終於逃出虎口時他已經成了殘廢，從此流落異國他鄉，靠行乞度日。

我是在他行乞時遇到他的，見他相貌不凡，便向他打聽身世。聽他說罷
我早已淚流滿面，發出了他曾經有過的同樣的歎息：

「天哪，太可怕了！這事落到我頭上我可受不了！」

誰知他正色道——

「先生，請別說這話。凡是人間的災難，無論落到誰頭上，誰都得受著，
而且都承受得了——只要他不死。至於死，那更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落難的王子撐著拐杖遠去了。有一天，厄運也落到了我的頭上，而我的
耳邊也響起了那熟悉的歎息：

「天哪，太可怕了……」

-周國平-

http://itunes.apple.com/tw/app//id431610586?mt=8



 安排適當結構

★開頭部分

1.向讀者介紹本篇故事所要認識的一切初步事實。

2.喚起讀者的好奇心。

3.形式簡短、敘述明快、問題富懸疑、主要人物上場且開始活動。



 ★中段部分

1.反覆法：〈小拇指〉

2.對比法：〈捲髮里克〉、〈仙女〉

3.循環法：〈老鼠選女婿〉

4.現實與幻想結合法：〈小拇指〉、〈仙女〉

5.包孕法：《一千零一夜》

6.巧合法：〈藍鬍子〉、〈睡美人〉、〈穿長靴的貓〉

7.誇張法：〈睡美人〉、〈灰姑娘〉



 ★結尾部分

1.結局驚奇而圓滿：〈穿長靴的貓〉、〈灰姑娘〉

2.交代清楚：〈小拇指〉、〈小紅帽〉

3.形式簡潔。

4.餘味盎然。



1.現實環境。
2.變化環境。
3.現實、變化的和諧統一。



 性格宏偉的人物形象

（超越前人的膽識和理念、堅毅不拔的鮮明性格）

1.夸父逐日的描寫

2.鯀的描寫



 平凡的自我



 平凡的母親





 自我的追尋歷程-我想要什麼？



 自我的追尋歷程-我想要什麼？



 自我的追尋歷程-長大之後……



 自我的追尋歷程-長大之後……



 自我的追尋歷程-長大之後……



 自我的追尋歷程-長大之後……



 自我的追尋歷程-長大之後……



 自我的追尋歷程-長大之後……



 現實真相





選擇正確而有趣的主題

1.正確主題：樂觀、進取、服務創造、
正義奮鬥。

2.有趣主題：滑稽、冒險、驚奇。





1.鏡子

2.夢

安東尼布朗



人物變形

安東尼布朗





服飾

安東尼布朗



出版童話集



















什麼是圖畫書？
 圖畫書就是Picture Book，也就

是繪本。

 郝廣才認為：繪本大概是一本書，
運用一組圖畫，去表達一個故事，
或一個像故事的主題。（《好繪
本，如何好》）

 林真美認為：它（繪本）是透過
文字和圖象的相互依存，再加上
翻頁的效果，被完整設計出來的
「書」。（《繪本之眼》）



圖片出處：《好繪本，如何好》















繪本的發展歷史過程

 手抄本→插圖書
 十九世紀後期：艾德曼‧伊凡斯與沃

爾特‧克萊恩 、凱特‧格林威、藍道
夫‧凱迪克合作出版五本藝術性繪本，
開啟繪本新里程碑。

 二十世紀初期：碧雅翠絲‧波特。



凱迪克”Baby Bunting”(1882)，引自《繪本之眼》



凱迪克”Baby Bunting”(1882)，引自《繪本之眼》



凱迪克”Baby Bunting”(1882)，引自《繪本之眼》



繪本的閱讀

 閱讀的過程是種遊戲，以獲
得快樂、感動、新奇的感受。

 翻閱的過程是在尋找與發現。



文/約翰席斯卡、圖/藍史密斯：
《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



文/約翰席斯卡、圖/藍史密斯：
《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



文/圖李瑾倫：

《子兒吐吐》



文/圖李瑾倫：

《子兒吐吐》



文/圖李瑾倫：

《子兒吐吐》



文/圖李瑾倫：

《子兒吐吐》



文/圖李瑾倫：

《子兒吐吐》



文/圖李瑾倫：

《子兒吐吐》



文/圖李瑾倫：

《子兒吐吐》



繪本的創作

 繪出一個故事。

 提供新奇。

 喚起思考能力。

 荒謬與合理的協調。

 主題集中、單一。

 畫面設計：細節、連續。



文/約翰席斯卡、圖/藍史密斯：
《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



文/約翰席斯卡、圖/藍史密斯：
《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



文/約翰席斯卡、圖/藍史密斯：
《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



文/約翰席斯卡、圖/藍史密斯：
《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



文/約翰席斯卡、圖/藍史密斯：
《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



文/郝廣才、圖/朱里安諾：《一片披薩一塊錢》



文/郝廣才、圖/朱里安諾：《一片披薩一塊錢》



文/瑪格麗特‧懷茲‧布朗、圖/克雷門‧赫德：《逃家小兔》



文/瑪格麗特‧懷茲‧布朗、圖/克雷門‧赫德：《逃家小兔》



文/瑪格麗特‧懷茲‧布朗、圖/克雷門‧赫德：《逃家小兔》



文、圖/巴蓓蒂‧柯爾：

《我的媽媽真麻煩》



文、圖/巴蓓蒂‧柯爾：

《我的媽媽真麻煩》



文、圖/巴蓓蒂‧柯爾：

《我的媽媽真麻煩》



文、圖/巴蓓蒂‧柯爾：

《我的媽媽真麻煩》



文/林世仁、圖/章毓倩：《愛挖土與抬頭看》



文/林世仁、圖/章毓倩：《愛挖土與抬頭看》







創作編輯



編排出版完成



寄送圖書



海外贈書



桃園療養院贈書



淡水興仁國小贈書



花蓮大進國小贈書



參加動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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