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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曾經有注意過台灣的外來種嗎?外來種生物入侵難道都只會帶來破

壞嗎?台灣的外來種只能是動物嗎?我利用 26 個英文字母帶你探索台

灣外來種，除了能學習英文更能對這些神秘的外來生物一探究竟，跟

著我的腳步一起踏進寶島台灣吧! 

計畫簡介 

創作動機: 

  我曾經在雲林縣文化局擔任過英文說故事志工，我發現除了對幼

童說傳統故事書，利用字母書能更加深小朋友在學習英文的動力。

當時我準備了一本海洋生物的字母書，課後小朋友居然能看到動物

圖片講出它的特色單字，因此我想透過製作台灣外來種字母書，讓

不同年齡層的人都能透過我的繪本，不只能學習英文並能加深對台

灣外來種的印象。 

創作目的: 

  這本外來種字母繪本我希望一個人買回去，全家都能共享。這本

繪本不僅能在室內閱讀，拿到戶外也能彷彿像是在找寶可夢般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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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在散步之餘或坐在飯桌前，都可以發掘這些外來種的存在，並

且能透過親眼目睹來加深他們對英文單字的印象。 

我的學習辦法 

➢ 文獻研究:利用圖書館的動物百科、台灣外來種生物調查雜誌、

各大動物研究的論文報告和各大影音平台的調查影片，先蒐集

現有的資料，彙整出一份字母 A~Z 的外來種生物表單。 

➢ 訪問收集:我利用下課時間和班上原住民同學討論以及訪問資深

的老師，得出以下資料。因為原住民較熟悉山區，我可以知道

外來物種帶給山區的極端變化。從年資較深的老師訪問，我可

以知道從過去到現在的環境生物變化差距。 

➢ 總結:我將會利用文獻探討及實地訪問將生物的完整性，一絲不

苟的全方位查證，目的是不讓閱覽者被錯誤資訊誤導，也是力

求物種的原貌真相。將收集到的生物依照習性、益處和危害性

依序列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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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 整理字母生物表格:

➢ 找尋物種資訊: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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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草稿:

中期 

➢ 校正文稿: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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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定繪畫風格:

  繪者在電繪和手繪中做猶豫，最終選定手繪。「電繪」的特點在於

—理性、方便、快速且需要手繪版、繪圖軟體、規格好的電腦，不

論是技術還是機器都超乎彼此的能力。「手繪」繪者選定色鉛筆器具

來繪畫，手繪的特點在於—直覺、感性、獨特，在材料上取得方

便，技術層面相比之下也不會太困難，因此最後選定手繪風格作為

最終繪本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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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圖著色及優化:

後期 

➢ 圖畫插入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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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訂印刷店家選擇:

我以三間在雲林科技大學附近的印刷店家為主，以「明傳影

印」-4.1 顆星(502 則評論)、「葳豐影印店」-4.2 顆星(101 則評

論)、「東格印刷」-4.5 顆星(95 則評論)，最後選定明傳影印店。 

以評論品質優質、店員有耐心、價格實惠而言，才能從這三間

中脫穎而出。 

➢ 團體分享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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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是黃惠玲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曾在美國與澳洲

研究兒童文學與多元文化繪本，著作了知名的繪本像是《五百年

後》、《A School in the Zoo — Truku's Stories》等雙語繪本，透

過聽她的解說和跟她互動，啟蒙了我對於做在地雙語繪本的契機。 

  右圖是我和同學解說繪本的現在的故事流派，右圖上這本以情感

流派走向，後續我有接著介紹自然流派以及科幻流派繪本視角，在

跟同學討論大自然流派時，我將自己的《Taiwan Exotic Species 

Alphabet Book》的理念跟著推廣出去，受到一致支持跟好評，後

續在跟應英科科主任、班導師、各應英科老師講解過後也得到不錯

的回響，紛紛訴說祈求出版後能送一本給老師們，因此也能夠留給

學弟妹觀摩學習。 

心得反思 

  完成這本繪本，總共歷經了將近四個月。我從整理資料找到一套

有效率的方式，不僅讓我在找資料時能掌握時間，也能在文章中快

速閱覽找到我要的資料並加以彙整。在繪畫方面我和同學合作，由

我監製，她來負責繪圖。由於她是土生土長的原住民，因此對於顏

色在物種的調配上、光線打在物種的光陰層次變化，都能得心應手

地做彈性變化，在繪圖方面，她是我最得意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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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被壓力喘不過氣，被讀者批評、繪者意見不合、資料過多、

資訊錯誤等等的問題纏繞，我一度對我自己很失望，很責備自己沒

有對這本繪本做好，無法向自己交代的痛苦，曾讓我一度打退堂

鼓，想放棄的慾望，不斷湧上來。尤其是我是製作英文繪本，英文

字母無法搭配到外來種的單字，遲遲讓我感到十分挫折，更或者是

單字過於艱澀，讓讀者難以吸收，我陷入低潮好一段時間，製作繪

本時，臉上失去了光彩。 

  曾有句話深深撼動了我。「你就做你想做的，不須理會他人的想

法，若你因為他們的喜愛而改變創作，我將不再會喜歡你的作

品。」我被他的話給深深感動，接著我陸續收到其他閱覽過初稿的

同學、老師地一致好評，我哭了很久，喜極而泣的感動，我逐漸在

泥濘中爬起，這次的爬起不只讓我更加奠定要將繪本做到更好的動

力，更是讓我燃起要將這本繪本推廣給全校師生閱讀的決心。 

  經過這次創作，我了解到一本書的評價，會有負面以及正面，

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都不能因此沮喪或得意忘形，保持著創作理

念前進是追尋夢想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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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問題以及處理方式 
問題 解決方式 

字母無法找到相對應物種的單字 
不要執著於找這個外來種的英文名當字母開頭，

可以用它的特色做開頭。 

資料那麼多 

該如何有效率地找到物種資訊? 

當我在找尋一個外來動、植物時，會先在全球入

侵物種資料庫(GISD)中先做整理，找到要的物種

後，用「臺灣外來入侵種資料庫」整合成一份表

格並打成Word檔。 

該如何找到正確的資訊? 

單靠維基百科是不足的，因為根據動物的習性，

會依據地域性而變動，因此我將會利用 Google

學術搜尋以及關鍵字找到論文資料，並且用台北

市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和台灣物種名錄找到正確資

料。 

如果和繪者意見不合時 

該如何找到雙方滿意的解決辦法? 

首先，雙方都一定要保持冷靜，不能帶私人情緒

進入工作場合。 

第二，先思考你有多少資料能足夠支撐你的論點 

，這將會是場激烈的辯論會議。 

第三，不強迫對方接受你的看法，換位思考一下 

，他是站在哪個角度看待這幅畫，而你又是在哪

個方位呢? 

壓力太大怎麼辦? 

我極力推薦去公園走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看

看動物、多喝水，重點是找到自己的休閒娛樂，

以及透過適當獎勵自己當作向前進步的動力。 

有負面評論是不是 

代表我做的不夠好? 

絕對不是。每個人在看待一項作品都用不同角度

觀看，有的人期待畫風可愛、有的人期待字數減

少、有的人希望資料能更豐富等等的問題，但這

些都只是讀者的建議，因為期待更大，才會有希

望產生，他們未訴說的好，隱藏在字的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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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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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的展望 

 社會的回饋: 

  首次做完的英文繪本，我想印刷發放給全校不同科別的班級閱

覽，並且請求圖書館能將我的書籍典藏，讓未來的學弟妹能學習。

我在未來會持續參與說故事志工，但下次說的不會只是別人創作的

故事，我將會對家長和小朋友們訴說自己創作的故事。 

 外來物種的曙光: 

 移除外來物種，並不是真正的對臺灣打抱不平，要用科學和地理知

識去解決現況，深根人心的觀念是透過繪本、圖文百科傳達，將自

然的真實樣貌全然呈現，讓大家不再帶有色眼光看待外來物種，生

物是值得被看見，但同時是值得被尊重。 

 自己的期許: 

  我希望能延續這本繪本，創作一些教材、玩具，輔助閱覽英文單

字的記憶印象，並且我會持續創作新的作品。這次的繪本主題偏向

生物百科的概念，而下次我會著墨在對環境議題上，而且用故事的

情節呈現出我的第二本繪本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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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全球入侵物種資料庫(GISD): https://gisd.biodiv.tw/ 

台北市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https://biodiv.gov.taipei/ 

台灣物種名錄: https://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外來入侵種移除物語: https://wuo-wuo.com/topics/widlife/invasive_alien_species 

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 

台灣貝類資料庫: https://shell.sinica.edu.tw/ 

爬行動物數據庫: http://www.reptile-database.org/ 

台灣光華雜誌: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tw/ 

上下游 News&Market: https://www.newsmarket.com.tw/ 

經典雜誌: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 

農傳媒: https://www.agriharvest.tw/ 

科學月刊: https://www.scimonth.com.tw/ 

iNaturalist : https://www.inaturalist.org/observations 

CABI Invasive Species Compendium: https://www.cabi.org/isc/ 

Taiwan News: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index 

Focus Taiwan CNA English News: https://focustaiwan.tw/ 

TAIWAN TODAY: https://taiwantoday.tw/index.php 

Euronews: https://www.euronews.com/ 

Livescience: https://www.livescience.com/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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