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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德國慕尼黑國際兒少影展 

Prix Jeunesse參與報告 

出國人員：舒逸琪、賴彥如 

地點：德國慕尼黑 

 

 

2024 年慕尼黑國際兒童影展，於 5 月 24 日至 29 日在慕尼黑舉行。在公視國際

部的推動下，公視兒少組參與這個影展的競賽項目，已有超過十年以上的歷史，

也曾經有多項作品入圍獲獎，在疫情結束兩年後，終於有機會參加這個歐洲最具

規模歷史悠久的兒少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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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適逢慕尼黑兒影六十週年，吸引超過 300 多位兒童媒體專家參與，台灣亦

有三十多位同業、學生慕名前往。同行的公視國際部菀玲組長，已將影展的特色

做了詳實的介紹，對於未來有心進修觀摩兒少影視創作的同業，已有完整輪廓，

本報告就將影展中，台灣較缺乏多元類型的學齡前兒童節目（不含戲劇類），做

更多的資料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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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展分類上，針對「未滿六歲」幼兒設計的學齡前節目，（以下稱學齡前節目），

今年共有 38 部作品入選，參賽者來自 29 個國家。來自世界各地的影視內容以

各種不同的說故事技巧，展現豐富的多元性，試圖吸引這批＂最年輕＂的觀眾。 

參展影片從傳統有主持人的棚內節目到強調真實生活寫真的紀實敘事；有 CGI 

動畫影集/2D動畫；以手偶或動畫人物擔任主持人的雜誌格型節目，形式樣貌多

種。評審們注意到，幾乎所有的節目，都節制讓大人出現在節目中的比例。甚至

有一部挪威作品，以布偶角色擔任主持人，錄影的來賓都是三歲幼兒，這個由挪

威公視所製作的幼兒版類綜藝競賽遊戲節目，讓所有參展者眼睛一亮，後面將整

理更多製作人在影展的更多分享，揭露製作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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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或 4-6 歲的幼兒無論在身體或心智上的發展差異大，這對製作學齡前幼兒節

目來說，始終是個挑戰，也是創作者最應該注意的事之一。歸納幾個幼兒節目表

現手法和可使用的節目形式策略： 

1.兒童生活紀實（如今年亦有參展的台灣節目 wawa 哇）。 

2.使用符合觀眾年齡的旁白，引導故事前進。 

3 安排主持人適時面鏡，與螢慕前的觀眾互動。 

4.討喜的手偶設計或大型吉祥物為主角（如皮擦或妖果大偶）。 

5.鮮豔的色彩運用和引人入勝的音樂設計，仍是幼兒最愛的經典。 

種種手法交互運用在不同的節目裡，都是為了確保為這個年段的觀眾帶來迷人的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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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題選擇上，「動物」仍對學齡前兒童具有普遍吸引力。捷克、古巴、台灣、

挪威、英國和中國的製作人們，以獨特的方式來介紹工作中的救援犬、服務犬、

動物園動物以及農場動物。節目致力於融入教育需求，讓幼兒寓教於樂。另一個

趨勢是，許多節目會在節目開始，先出一個問題，希望觀眾想一想。在節目最終，

再問問觀眾是不是在看節目中找到了答案。這種手法不約而同的出現在幾個國家

的創作裡。 

另外，和 7-11 非戲劇類節目類別一樣，學齡前節目也開始重視推動社會的多樣

性和包容性。這次影展看到的趨勢是，不再只是著重於身體，族群或文化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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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今年有幾個節目不約而同關心聽力和視力受損孩子的再現。有人使用聽障主

持人，並以手語為兒童介紹聽障成人的在社會中的勵志故事。也有以視損兒為主

角的動畫節目或紀實報導。可惜今年未見關心身障孩子處境的相關作品，這也許

可做為未來國內製作人在開發節目時，可照顧到的艱難題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一個學齡前繪本節目，大膽起用兩位跨性別或中性性別

的主持人，試圖讓幼兒了解家庭組成的多元樣貌。評審團表示，希望這種包容性

能夠在國際上變得更加主流。但也要注意，在一集節目中，不要討論多個複雜議

題，這可能不在幼兒可理解的範圍，但還是要為這樣大膽的實驗和嚐試用力拍手。 

 

身體健康教育，對學齡前兒童來說仍是重要的學習領域核心。智利節目，讓兩位

年輕主持人和一隻ＡＩ狗，在棚內教導兒童刷牙的重要性。義大利則希望兒童了

解家中浴室裡，應該注意哪些環境安全。 

 

雖然只有少數學齡前節目，涉及今年大會倡議的主題「氣侯暖化議題-我們沒有

plan B」。在面對幼兒時，解決環境和氣候變遷等主題儘管不會使用像「氣候危

機」這樣難懂的詞語，但保護樹木、減少製造塑膠垃圾、堆肥製作以及在大自然

中散步等主題，仍被視為讓學齡前兒童參與＂氣侯暖化議題＂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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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兒影為兩年一次的雙年展，以上觀察可被視為2022及2023這兩年全球的

幼兒節目趨勢，接下來要分享一場影展中很有看頭的論壇，由美國、挪威和加拿

大三位資深幼兒及兒童節目製作人導演，分享他們如何與兒童一起工作，並做出

優異的兒少節目。 

 

｜日期：2024 May 29    

｜講座題目：How didi you do that ? Directing 

｜與談人： Knut Naesheim NRK｜Norway 

作品 FANTUS MUSIKANTUS 6歲以下非劇情類第二名 

Nils Stokke SPARK｜Norway 
作品 BO BEAR SHOW 6歲以下非劇情類第三名 

JJ Johnson Apple TV+｜United States  
作品 JANE 7-10劇情類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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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ay作品 FANTUS MUSIKANTUS 每集15分鐘 

Fantus是挪威兒童電視節目《Mini Kids》中的一個動畫角色，《Fantus Show》

是NRK Super為1至2歲幼兒推出的新系列節目。在這個節目中，我們看到真實

的孩子與動畫角色Fantus一起玩耍。Fantus和孩子們一起探索一個充滿奇幻的

陸地與海洋世界，並遇見各種會透過動畫變得栩栩如生的玩具和物品。節目的目

的是透過動作和音樂來啟發和激勵觀眾。該節目的音樂是特別為此創作的，並且

視覺效果也根據年幼觀眾的需求進行了調整，營造出富有互動性和沉浸感的體

驗。 

挪威編劇和導演Knut Næsheim專注於為兒少觀眾創作已超過15年。他的代表

作品包括網絡劇《MIA》、《Sommeren med pappa》與爸爸的夏天、以及《Min 

venn Marlon》我的朋友馬龍。他還製作了艾美獎獲獎節目《All Around 

Champion》。Næsheim 擁有豐富的導演經驗，特別是在為年輕觀眾創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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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他著重於創造能夠吸引孩子們的敘事。他參與了多部兒童節目的製作，因

此他在《Fantus》中的導演方式可能結合了創意故事講述和視覺元素，以吸引年

輕觀眾的注意。 

 

 

Norway作品 Bo Bear Show 每集12分鐘 

同為挪威作品《Bo Bear Show》是一檔節奏快速的類綜藝競賽遊戲節目，所有

參賽者都是三歲的幼兒。每集節目中，兩隊各由三位 3 歲兒童所組成，一起挑戰

一系列有趣的比賽與遊戲。他們會跳進充滿氣球的泳池，嘗試正確停放玩具車到

車庫，或者正確找出十件藏有香蕉圖案的物品，甚至在黏糊糊的水池上保持平

衡。節目由知名布偶角色 Bo Bear 擔任主持人，引導參賽者、記錄比分、為小選

手們加油打氣，並宣布最終優勝隊伍。現場還有許多學齡前的小朋友作為觀眾，

為節目增添了更多活力和熱鬧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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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Bear show 製作人 Nils Stokke 

製作的兒少節目曾獲得許多國際獎項，包括Bo Bear 和 King of Gulset。 

Nils Stokke在NRK娛樂部門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2009年，他被任命為NRK兒

童內容部門的負責人(NRK Super)，並負責NRK自製節目內容。2013年離開NRK

後，他創立了位於奧斯陸的獨立製作公司Spark。 

 

 

《Jane》真人冒險兒童教育電視劇 

《Jane》是一部由J.J. Johnson創作的真人冒險兒童教育電視劇，於2023年4月14

日在Apple TV+首播。該劇由珍·古道爾研究所和加拿大的Sinking Ship 

Entertainment聯合製作。劇情以9歲的小女孩Jane Garcia為主角，她是一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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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熱情的環保主義者，致力於拯救瀕危物種。Jane透過豐富的想像力，與朋友

David和一隻黑猩猩一起展開環遊世界的冒險，努力保護野生動物。每集節目都

聚焦於某一種瀕危物種，並且在每集的尾聲，Jane會採訪不同的動物學家，藉此

幫助回答她的研究問題。該劇不僅讓孩子們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還鼓勵年輕

觀眾對保護動物和自然產生興趣。 

JJ Johnson 加拿大知名兒少內容導演及製作人 

代表作品 This is Daniel Cook。這個節目由一個名叫 Daniel Cook 的小男孩主

持（第一季為 7 至 8 歲，第二季為 9 歲），節目跟著他學習各種新事物，並與

其他孩子分享他的經歷和冒險。在講座中 JJ 將介紹他和團隊如何發展各種形式

的兒童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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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幼兒工作黃金守則】 

三位導演在論壇中，熱列討論以兒童為核心的工作方式，摘列出以下幾個與幼兒

進行拍攝工作的黃金守則。 

1. 分成小組帶孩子，能讓他們比較有安全感 

2. 在錄製前中後期都要和同一批人見面，建立安全感及信任 

3. 找來的孩子不能太熱情，要保持自己的步調及空間，不會一見到人就湊上

去，容易影響拍攝 

4. 要嘗試在各個不同的地方尋找拍攝的孩子，因為如果管道單一容易找不到

符合自己心裡所想要的 

5. 可以將孩子和父母分開，看他們能不能獨自面對，同時給他們一個遊戲，

重複讓他們玩，看看他們能不能做到。 

6. 篩選好的家長也是很重要的。家長需要信任製作組，作用是在孩子累的時

候可以推他們一把，而不是跟製作單位說我的孩子累了不行了。 

7. 在全部家長所在的房間裡留一名人員紀錄父母們的反應，觀察哪些是可以

與我們長期合作的對象。隔開的用途是因為有些孩子在外人面前會比較堅

強勇敢。 

8. 兩個小時大約是孩子們失去興趣前的極限，所以（幼兒益智節目），可以

搭兩個一模一樣的棚，可以在之間來回移動，讓他們可以感到有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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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兩個一樣的棚可以在鏡頭前使用相同的道具，不需要再做更換。（換

遊戲上道具的時間可以大量減少） 

9. 孩子們非常容易分心，就連移動的攝影師都能讓他們感到有趣，因此把攝

影機放在地上，麥克風掛在天花板，把所有的道具及人員藏在牆後可以讓

他們比較能夠專心。當然，地上偶爾還是可以看到一張紙或一顆氣球，所

以最主要的是把場內任何東西經減到最少，而他們能夠看到的道具就是指

導他們的主要工具。 

10. 如果有演員互動的話，拍攝現場的每一位團隊成員都必須要喜歡孩子。 

11. 幼兒的注意力很短暫。所以不能說「好，再試一次，這次這樣做」。讓攝

影機一直錄製，並放一些誘餌（幼兒會好奇的物品）在前面會比較能夠符

合自然拍攝的鏡頭。 

12. 幼兒對時間的概念有限，也不擅長一次進行許多步驟。這些都是製作好遊

戲型競賽節目所需要的條件。所以你必須玩遊戲，讓他們培養遊戲時間的

概念和樂趣，並且適應這個世界。 

13. 幼兒雖然變數大，但只要你能不斷適應並從中學習，他們絕對是很好的老

師。能帶給你完全意想不到的驚喜（也有可能是驚嚇），但只要能夠適應，

可以學習到很多在別處得不到的經驗。所以我們時常需要保持彈性，即興

拍攝，感受孩子們的情緒，弄清楚什麼是當下最需要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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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把自己當成一個幼兒，也必須要能夠放開去玩去想才能指導。站在他們站

的地方並處於相同高度回頭看，看到所有這些三腳架和站著的人看著他們

能夠感受到他們正在經歷什麼，並調整它，使它感覺不那麼嚇人。 



15 
 

【論壇核心觀點】 

整場論壇，聚焦於在製作兒童節目和遊戲節目時的選角、導演和製作流程。

製作團隊的主要挑戰在於如何確保孩子們在拍攝過程中的安全感與興趣，同

時讓他們的真實反應呈現在鏡頭前。核心觀點包括： 

 建立安全感：製作人和導演強調，對於幼兒來說，穩定的環境和熟悉的

人能讓他們更自在，從而更自然地參與節目。這種方法適用於幼稚園選

角和拍攝現場，讓孩子們熟悉攝影棚環境和參與遊戲。 

 靈活應對：在拍攝過程中，孩子的行為無法完全預測，導演和工作人員

必須隨時即興應變。例如，有時孩子們可能對拍攝道具或設定失去興趣，

這時就需要變換策略，將注意力轉向其他道具或活動。 

 父母的角色：許多製作人認為，父母不應干涉拍攝過程，以避免對孩子

造成壓力。然而，父母的支持在某些情況下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需要

孩子持續配合的時候。 

 自然互動：製作團隊希望捕捉孩子們最真實的互動，無論是玩遊戲還是

與主持人交流，因此他們盡可能減少對孩子的指導和干預，讓孩子們按

照自己的節奏行事，避免過度設置和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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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適合的遊戲設計：團隊會根據孩子的年齡和發展階段設計遊戲，並

持續測試哪些活動最能引起孩子的興趣。例如，一些遊戲可能會被修改

或完全廢棄，以確保不會讓孩子感到害怕或無聊。 

 對創意的開放性：節目製作人強調創意的多元來源，從日常生活、

Instagram 等平台汲取靈感，並建議對兒童觀眾保持開放態度，挑戰傳

統的節目製作規範，讓節目更具包容性。 

總結來說，幼兒節目製作的關鍵在於靈活應變，尊重孩子的個性與行為，並以他

們的視角來設計和調整節目。這樣才能讓節目既有趣又能捕捉到孩子們最真實、

最自然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