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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生活在資訊與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人們的價值觀也會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就

拿卡通漫畫為例，小孩都喜歡看《蠟筆小新》，但看到小孩模仿其情節而出現不

適當的舉動，不禁令人反思，這樣的卡通適合在電視上公開地播出嗎？此一問題

確實有探討、衡量之必要。本論文即在以《蠟筆小新》這一作品為例，討論漫畫、

卡通等對小孩的行為有何影響，重新評價卡通、漫畫的價值與定位，並對於父母

與兒童間因為觀看節目而引起的緊張關係提供些許的解答。 

 

第二節 研究目的、問題與架構 

 

一．研究目的 

 

本文希望透過文獻分析與問卷研究，來達成以下兩個目的：１、讓父母瞭解到某

些卡通是不適合小孩看的，因而必須進一步對節目進行篩選。２、提出欣賞卡通

漫畫之相關建議，以提供父母父母教育下一代的另一種觀點及選擇。 

 

針對上述研究目的，必須探討的問題如下： 

１、卡通漫畫對兒童產生哪些影響？ 

２、對於父母放縱自己的小孩流連與漫畫小說店，是否影響課業與其身心狀況？ 

３、針對上述問題，父母又該如何防範？ 

 

二．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論文將參酌國內書籍之相關資料，同時參考個人經驗，以實地問卷調查作為參

考依據。 

 

確立研究目標        文獻分析      擬定相關研究計畫      確立問卷內容 
 
 

分功進行研究活動       統合並整理分析資料      發表研究結果 
 
 

結論並提出相關建議 
 
圖 1-1 架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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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漫畫的起源與定義 

 

漫畫是一種表現藝術，藉由運用一些誇大文字和符號表現出作者想表達的意涵；

但隨著個人認知不同，相同的漫畫環節都可能產生不同看法，這就是漫畫有趣的

地方。而漫畫之所以深受孩童喜愛，不只是美麗的多樣圖案，更因搭配簡單明瞭

的對話，因此對於不愛看文字敘述的孩童，當然是愛不釋手了！但其人物的長相

和劇情的流暢度等諸項原因，都是影響一本漫畫好壞的重要差別。以下即由漫畫

之起源討論起，並進一步歸納出漫畫的特質。 

 

「漫畫」這個詞最早出於１８１４，浮世繪大師葛飾北齋所著的《北齋漫畫》一

書，以隨筆式散文方式配上圖畫，充滿文學氣息，並非使讀者為之一笑作品（李

依雲，１９９９）人們對於漫畫的定義尚未有一套完整的定論，但就漫畫基本形

式而言，多半以誇張、簡略之圖畫繪製而成，漫畫史學家洪德麟（１９９４：９

０）說明：「漫畫由線條組成，以誇張、變形、簡單的形貌，散發趣味性的內涵

和風采。」漫畫定義如此廣泛；因此，漫畫史學家李闡認為，「想要給漫畫下一

個內含和外延十分周延的定義相當困難。」但簡單的說來，大概可以這麼說，「漫

畫是注重內容，不太在意形式，用一種簡略的筆劃描寫出意義深刻動人的一種現

實藝術。」（張有為，１９５４）也因這不藉著繁多文字贅述的特質，而深受孩

童喜愛。 

 

分析漫畫的特質，將有助於本文釐清孩童為何如此受漫畫之吸引，亦利於探討下

一節如何針對孩童的沈迷提出對策之議題。漫畫形式有很多種，我們就以常見的

形式來區分漫畫。如格式上分：單格漫畫、雙格漫畫、四格漫畫、多格漫畫等，

而國家風格則可區分為：「美式漫畫、日式漫畫、歐洲漫畫、台灣漫畫。」（林

家容）本文所要探討的《蠟筆小新》，則是屬於日式風格的多格漫畫。 

 

而關於漫畫吸引孩童的原因，李闡（１９９１）則認為：「漫畫以幽默的親和力

舒暢人們的心胸，增加生活的娛樂效果，使人保持一種持種正義無私的高貴情

操，以致人與人的關係更加和諧，使人類社會進入一個充滿歡笑幸福的境界，這

便是漫畫如此吸引人的地方。」綜合以上結論得知，漫畫一直深受小學生與青少

年的歡迎，便是因為漫畫融合圖像與文字特色，沒有艱深的文字，且取得方便容

易，並具有娛樂性，使漫畫因此受到如此大的歡迎。 

 

第二章 閱讀動機和卡通漫畫對學童的影響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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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cks1995 從（Wicks）的研究結果發現，青少年喜愛閱讀的個別差異極大，並

沒有特別喜愛哪一類讀物，而調查中又以幽默笑話佔的比例最高，由此亦可推出

少年的閱讀動機裡，休閒娛樂乃大於學習新知。（林寶琳，民８９）而他的研究

結果更清楚地指出了，高年級學童接觸最頻繁的讀物是漫畫，最喜愛的則是偵探

類，再次則是搞笑類的書籍。 

 

第一節 閱讀動機 

 

馮秋萍（民８６） 以小學五、六年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學童最常閱

讀課外讀物的原因是因為無聊、沒事用來打發時間。蘇蘅（民８３）研究青少年

閱讀漫畫的原因，發現以「內容有趣」為最多；其次是「畫面美觀動人」及「打

發時間」。由此可知，看漫畫是為了輕鬆、賞心悅目且屬於非目的性的，課外讀

物主要強調娛樂功能。 

 

由以上文獻研究可歸納出學童閱讀動機有以下幾種：１、休閒娛樂２、學習與求

知３、心靈啟迪，就由動機而產生閱讀行為，當然！有閱讀動機未必能產生閱讀

趣，但若沒有閱讀動機，興趣是無法產生的，所以閱讀動機的產生是非常重要的。 

 

表 2-1 漫畫閱讀的動機（註一） 

 

選項 國中普通班４４人 高中普通班３９人 總計８３人（票） 

可以學到東西 ９（２０％） １１（２８％） ２０（２４％） 

無聊打發時間 ２９（６５％） ２３（５８％） ５２（６２％） 

週遭朋友都在看 ９（２０％） ４（１０％） １３（１５％） 

受到家人影響 ３（６％） ３（８％） ６（７％） 

放鬆心情、紓解壓力 ２８（６３％） ２５（６４％） ５３（６３％） 

個人生活習慣 ７（１５％） ７（１７％） １４（１６％） 

 

第二節 漫畫的負面影響 

 

卡通漫畫本身並無價值高低的問題，但其所衍生出來的行為模仿，卻是令人頭痛

的。特別是孩子模仿卡通人物的攻擊性行為，不僅對孩子的身心造成不利，此外

也會掩蓋住讀物本身的好處。但從另一面來看，兒童對於卡通人物的模仿，只是

複製電視劇本的一種行為，不用過於在意，況且模仿卡通人物的行為，也會因為

收看者的年齡性別而有所差異。但為了讓發展中的孩子有更健全的身心，仍有需

要將眾多的卡通進行分類，讓不同年齡的孩子可以收看到適合其心智的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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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政儀（民８８）研究漫畫暴力內容與國中生暴力態度之關連性，經由統計後分

析發現，三年級且智育成績低的學生喜好有高度暴力內容的漫畫。加上國中階段

適逢反叛期學童受到閱讀含有暴力內容漫畫產生的行為影響相對提高。 

 

最早對漫畫做系統研究的學者 Wertham（１９５４）提出研究報告指出閱讀漫畫

可能使青少年產生下列影響：１、增加青少年犯罪２、扭曲對危險的生活型態認

知３、發生閱讀困難。１９５４年對於漫畫效果的研究，注重在漫畫內容是什麼

以及對於學童態度與行為造成哪些效果，研究以內容分析居多，且注重漫畫塑造

出來的一些「聰明」行為，對學童產生的示範作用，如：偷竊、翹課等。研究中

指出犯罪漫畫對超我或良心的發展產生干擾作用，導致青紹對社會適應不良或對

社會正義缺乏信心（Lowery and Defleur，１９８８）除此之外還有相關研究顯示

閱讀漫畫有負面影響，例如：閱讀漫畫對識字習慣產生的影響，發現漫畫刺激不

健康的幻想減少學童識字的興趣。（蘇蘅，８３） 

 

《蠟筆小新》內容常出現猥褻舉動(例：露下體、看寫真集等)加上其主角小新的

行為如：口無遮攔、不太積極、老是不專心聽人講話，加上行事風格總是顛覆一

般人的邏輯，所以如果以小孩的角度而言，其內容有許多不適合孩童觀賞的部分。 

 

第三節 漫畫的正面價值 

 

譚光鼎（２０００）指出，除了心靈撫慰的功能外，漫畫也被定位是一種具有多

元功能的教育工具。林政華（１９９２）認為漫畫對兒童與青少年的教育作用包

括：引起閱讀興趣、滿足每的需求、醞釀生活情趣、增進各種能力、交流彼此感

情。藝術家林文昌（１９９７）認為漫畫具有四種教育功能：１、傳達知識２、

提升生活情趣３、培養創造力４、陶冶藝術。更重要的是，漫畫經常能引發孩子

的興趣和好奇心，使孩子產生信心，並孕育出未來的夢想（岸本裕史，１９９５） 

 

國中教師林淑貞（１９９６）認為漫畫書對青少年而言具有多項的正面價值： 

１、豐富時空之想像力 

２、舒解壓力，追幕自由與解脫 

３、消遣模式，取代不良嗜好 

４、擴展思考面與生活面 

 

葉乃靜（１９９９）的研究裡，大學生透過自省的方式，反應閱讀漫畫具有以下

的功能： 

１、促進人際關係 

２、無聊打發時間 

３、休閒娛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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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啟發和學習 

５、正面意義 

 

漫畫也是一種藝術，而所謂的「透過藝術的教育」，則強調啟發個人潛能和自我

的展現。而美術教育應採取下列８點原則： 

１、多元開放 

２、通俗與精緻並重 

３、審美與創造並重 

４、觀念與技法並重 

５、藝術與科技結合 

６、自然與人文並重 

７、鑑賞與創作並重 

８、純粹與應用藝術並重 

在這樣的原則下，漫畫藝術自然能發揮其美學價值與放鬆人心的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有一些研究提出了新的看法，不但不認為電視會對兒童產

生負面影響，反而運用電視來增進兒童的遊戲能力，這些研究所持的理由是：「電

視與想像虛構遊戲有一些共同要素。」（吳幸玲、郭靜晃，２０００）這樣的要

素能增進兒童的想像力，提升其腦力發展，並使手腦在遊戲中，發展得更為協調。 

 

看《海綿寶寶》能使孩童認識海底世界有何不同，認識海中生物亦可使孩童增加

其想像力，而其中有些也是值得孩童去學習的，如：海綿寶寶個性積極樂觀、認

真努力、非常善良，如果能有家長在旁督導，在看電視或漫畫的同時教導孩童明

辨是非對錯的能力；如此一來孩童將不受到劇情影響，而學了一些不該學習的事

情，反而能增加其應變能力作出正確判斷事物的能力！ 

 

 

表 2-2 (註二、註三) 

本研究者論文出版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林志展(2000) 兒童如何

閱讀、使用漫畫的研究 

以文獻抭討及問卷訪談

進行研究 

研究結果指出人們時常

批評漫畫對於兒童的影

響和害處，但是卻鮮少深

入研究漫畫書所呈現的

樣貌，以及日常生活中兒

童閱讀、使用漫畫的反應

與感想；並企圖研究漫畫

書的內容，以及兒童讀者

對漫畫的閱讀和接收。 

李寶琳(2000) 台北市國 以問卷調查及訪談方式。 研究結果發現漫畫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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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學高年級學童閱讀

文化調查研究 

國小高年級學童最常接

觸的讀物，但兒童主動閱

讀的讀物尚包括各類報

紙、雜誌、暢銷書、工具

書、外文書等，包羅萬

象，已不只限於兒童文學

與兒童讀物類。 

李宗琪(1992) 電視廣告

對兒童行為的影響 

探討電視廣告對兒童的

意圖行為及實際行為的

影響，以集體施測之方

式，訪問北市三所國民小

學十二班，共 419 位的

三、六年級學生。結果：

1. 在「零食」與「玩具」

類產品上，三年級兒

童的購買意圖則明

顯高於六年級兒童。

2. 在購買要求方面，三

年級兒童對「零

食」、「飲料」及玩

具等三類產品的購

買要求，明顯地高於

六年級兒童。 

3. 收視時間愈長的兒

童所表現的購買意

圖愈高。 

4. 父母的順從情形愈

高，兒童的購買意圖

與行為也就愈高。 

 

李怡慧(2004) 台灣本士

幼教電視頻道節目內容

及時段編排對幼兒收視

與模仿行為之研究 

本研究卻以東森幼幼台

為例來抭討國內唯一的

幼教頻道之節目時段編

排及節目內容對於幼兒

收視及模仿行為之影

響。透過各種文獻及相關

理論分析後，配合幼教學

者之「深度訪談」、幼兒

及幼教工作者之「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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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及「節目表分析法」

結果：大多數的幼兒階會

受到節目內容的影響而

產生模仿的行為，幼兒性

別及各年齡階層之模仿

行為比例差異不大，且幼

兒收視時間愈長者愈容

易有模仿的行為，此外，

幼兒對於本身愈喜愛的

節目也愈容易引發幼兒

的模仿行為。除了部份節

目需考慮到幼兒的身心

及認知發展情況外，大多

給予正面的評價，並且強

調將眾多的兒童節目做

區分，讓不同年齡層的孩

子能收視到適合其身心

發展的節目。 

 

 

 

第三章 《蠟筆小新》與《海綿寶寶》的比較 

 

第一節 角色介紹 

 

１野原新之助 

為《蠟筆小新》的主角，五歲的幼稚園的學生，暱稱小新。個性熱情、口無遮攔、

早熟、不太積極、容易吃醋，老是不專心聽人說話，做事常搞不清楚狀況，加上

行事風格總是顛覆一般人的邏輯，使得他的所做所為成了眾人的笑點。此外，小

新尚有著不同於清純兒童的好色性格，看到美麗的姐姐就會跑去搭訕，平時喜歡

睡覺、吃零食(巧克力脆片)、畫漫畫、看《動感超人》、唱歌、不愛整理房間，

玩一些令人摸不著頭腦的遊戲。 

 

２海綿寶寶 

為《海綿寶寶》的主角，於蟹堡王餐廳擔任廚師，今年 10 歲。個性積極樂觀，

認真努力，非常善良，卻常常惹是生非。儘管都是出於好意，但總是避免不了給

自己甚至身邊的每一個人帶來麻煩。而且他總是努力過頭，以至於會把局面變得

更糟，最後往往變成災難，與他的寵物蝸牛「小蝸」住在海底下的鳳梨屋，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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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師工作。此外，他最好的朋友是派大星，喜歡聚在一起玩抓水母遊戲。 

 

第二節 兩部卡通的分級 

 

蠟筆小新屬於藍色保護級。保護級的分類乃指６歲~12 歲涉及爭議性之主題或有

混淆道德秩序觀之虞的節目，需父母、師長或成年親友陪同予以輔導觀賞，以免

對兒童心理或行為產生不良影響者，需家長陪同。而《海綿寶寶》則屬綠色普遍

級，一般大眾皆可觀賞。 

 

追究兩部卡通的不同分級，即在於兩者鎖定的市場不同，故其風格自相異。蠟筆

小新設定的年齡層級以成人為市場，內容搞笑及貼近日本社會現實，贏得不少成

年讀者的心，像是小新的媽媽喜歡收集名牌，又貪小便宜；爸爸根本就是好色之

徒。而故事內容對黑社會、墮胎潮及敗金描述，也讓這部包裝在童稚眼光中的世

界，更顯真實。 

 

《蠟筆小新》在臺灣雖然大受歡迎，但不少家長認為內容不雅，且對學童造成不

良影響。如卡通中文版主角小新的配音，低沉、慵懶而且模糊不清，稚齡孩童會

模仿這種語調，令師長們頭痛不已。附帶一提的是，台灣醫界發現近年語言障礙

幼童的求診案例中，有十分之一就是受電視卡通影響，講話容易「大舌頭」，其

中尤以「蠟筆小新」、「櫻桃小丸子」對孩童的影響最大。此外，蠟筆小新的造型

濃眉大眼、嘟小嘴的不討喜外表，劇中人物也經常擠眉弄眼、張牙舞爪，極盡醜

化人物之能事又常常做出一些猥褻的舉動（例：露下體、追求身材火辣的女孩子、

看寫真集，常常玩弄媽媽的內衣褲等 )，言行舉止都是不好示範，怕小孩子看了

會學到不該學的，必須在父母的陪同下一起欣賞，因此就列為保護級。 

 

《海綿寶寶》裡面的各個角色有著鮮明的個性，正反映出社會上的各種人，如：

愛錢又現實的蟹老闆、自以為是又無趣的章魚哥、呆頭呆腦的派大星、聰明且夠

義氣的珊迪、狡猾又愚蠢的皮老闆。至於海綿寶寶，其實是個善良單純又盡責的

好孩子，他待人誠懇又親切、熱愛自己的工作、總是保持著開朗的心情，在他不

起眼的外貌下，卻能讓許多人感覺到他可愛。不過他有點笨，而且聒噪又煩人，

整部卡通藉由這些角色，以輕鬆、詼諧的方式來敘述他們在海底世界裡發生的種

種事。雖然是低齡動畫，他的樂觀盡責的態度也值得我們學習，不像蠟筆小新會

做出一些暴力、色情、不雅的動作，因此列為普遍級。 

 

第四章 結論 

 

就研究結果：陳美秀（２０００）發現學童從大眾文化擷取視覺表達資源，並從

大眾文化圖像的描摹，漫畫術語的拷貝、簡化、修飾、記憶與轉換，並能自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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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描摹問題與困難，經過長期的練習與學習的持續，而達到圖像表達的精鍊。陳

育淳（１９９９）發現兒童因受大眾文化影響，而產生模仿行為，其對兒童而言

並非有害，兒童在模仿中得到成就感，反而有鼓勵孩童繪畫的功用。 

 

從研究中發現漫畫仍是兒童最常接觸的課外讀物，家長及學校應重視學生閱讀漫

畫的行為，兒童從漫畫中所學習到的內容包羅萬象，若能瞭解兒童讀者對漫畫的

閱讀和接收，加以導正其行為，以防止漫畫所帶來得負面影響。 

 

對於現代人來說，卡通和漫畫是不可或缺的，它既可以得到樂趣紓解壓力也可以

拿來打發時間，而卡通是現代很多兒童生活中的一部份，相較於以前的小孩，許

多家庭買不起電視的年代，現代家家有電視的孩子在電視節目的選擇就要更加注

意。孩童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家長也不可以輕易忽略。 

蠟筆小新這本漫畫在筆者的童年中佔了不少的份量，看到小新的無厘頭，總是能

帶給大家許多歡笑，在壓力大時其實也能讓我們放鬆心情、舒緩壓力，有著很高

的娛樂性。但有趣歸有趣，其教育意義並不高，對於小新的那些猥褻行為，許多

言行舉止都是不好的示範，孩童看了可能就會模仿這些不好的行為，對人格的教

育也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所以在娛樂與教育方面，應該尋求一個平衡點，家長也

可以藉由這些不好的行為給自己的小孩機會教育，指導他正確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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