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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今資訊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人們能輕易通過智能手機，電腦等產品觀

賞各類影音作品，各種題材的電影丶電視劇及動漫作品推陳出新，人們對娛樂的

需求得以滿足。但上述作品中不乏以血腥暴力丶色情丶恐怖等少兒不宜的元素為

題材之作品。我國《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9）對

不同作品的分級有明確且嚴厲的指引，以免幼兒丶兒童接觸其年齡層不應接觸之

影音作品。但幼兒丶兒童仍有機會因家中長輩的放任態度丶朋輩口耳相傳等原因

接觸這些少兒不宜的作品並對其成長造成負面影響。 

二、流行但血腥—《魷魚遊戲》與《鬼滅之刃》 

去年《魷魚遊戲》與《鬼滅之刃》於全球流行，但隨之而來的是針對其內容

的相關爭議，即血腥暴力之內容。 

《魷魚遊戲》的故事為一群人參與以懷舊遊戲為形式的死亡遊戲，劇中包括

大量血腥暴力的鏡頭如射殺丶毆打等，該影集的播放平臺 Netflix 將其分級為

「16+」，此分級顯然證明其內容完全不適合兒童觀賞，而部份歐美國家如澳洲丶

北愛爾蘭早已要求家長確保其年幼子女不會接觸該影集或在系統中鎖定該影集，

以免幼兒觀看（The Washington Post, 2021）。但在去年，臺北某國小的萬聖節變

裝活動中卻出現家長裝扮成《魷魚遊戲》的工作人員並以道具槍作出射擊的姿勢，

甚至在與小孩合照中以槍指着他人頸部以及持道具槍於校內遊走，而上述行為的

觀賞對象則是參與活動的國小生及幼兒。此事件亦被教育局介入處理（聯合新聞

網，2021）。 

除《魷魚遊戲》外，《鬼滅之刃》亦出現類似爭議。該動畫的內容為主角群

持刀斬殺名為鬼的怪物，動畫中常出現斷肢丶斷頭等血腥畫面，其在 Netflix 上

亦被分級為「16+」，在臺灣的網絡播放平臺亦被分作「輔導十二歲級」，上述兩

項分級皆顯示該動畫不適合小孩觀看。在臺灣有關此作品爭議的一個著名例子為

小兒科醫師胡殿詮於社交平臺發文表示反對國小以下的兒童及幼兒接觸任何與

《鬼滅之刃》有關的作品包括周邊商品，並指出當時其診間已出現在觀看《鬼滅

之刃》後連續做噩夢而出現精神困擾的五歲病童（胡殿詮，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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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所當然的憂慮—模仿 

幼兒喜歡模仿且未能理解抽象概念，因此他們不會理解上述作品背後想傳達

的思想或內涵，但作品中的言行舉止卻會被模仿。尤其在現今能輕易接收大眾傳

播的時代，影視作品更能起到示範作用（游淑芬等人，2019）。可見胡醫生的帖

文提及他對孩子可能模仿斬鬼情節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而上述變裝活動的新聞

中家長用槍指向他人頸部，跟校長遊玩劇中「血腥木頭人」的遊戲丶模仿拖行裝

扮成劇中參賽者的家長（聯合新聞網，2021）等行為都會對觀看的幼兒造成不良

示範，同樣有可能讓小孩模仿。 

筆者認為即使身旁有家長輔導，只要小孩有觀賞相關情節，則可能因為接收

到這些資訊而感到好奇或恐懼，繼而引起不良後果。不論這些後果出現的機率有

多高，教師丶家長乃至年長的兄姊都不應輕視。 

四、主要因素—把關不足 

筆者認為家長及校方把關不足是造成模仿的主要原因。在上述新聞中家長的

打扮及不良動作證明他們把這些行為視作一種玩笑，忽視了他們會成為小孩的模

仿對象，同時校方對其舉動的放任行為亦顯示他們低估了不良示範的嚴重性。 

而令雙方把關不足的原因則可能是對相關概念的不清晰。我國《電視節目分

級處理辦法》發布於民國 88 年，且持續修訂至民國 108 年並沿用至今。當代家

長於童年經驗的分級制度並不適用於現代社會，加上當時資訊發展並不先進，家

長亦有可能不認識分級制度。在法規內容的落差以及科技水平落後的情況下，成

年人對相關概念的認知不足繼而導致不重視有關領域是有可能的。 

五、被動原因—周邊商品 

同時，筆者認為還有一個容易被大眾忽略的因素—周邊商品。只要作品出現

一定知名度，其商機的具現化產物—周邊商品就一定會出現。筆者曾於夜市看見

《魷魚遊戲》的工作員人偶作為多個遊戲攤位的獎品，也經常在大賣場丶文具店

等地方看到《鬼滅之刃》的文具丶玩偶商品，甚至曾於書店看到其原作漫畫被展

示在暢銷書的區域。由此可見，即使家長或教師有意阻止幼兒觀看，他們仍然能

通過商品得知其存在並因而產生好奇。而臺灣作為民主社會，人們也有自由談論

相關作品，因此上述作品以及類似的作品都是無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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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適當選擇：以流行取代流行 

那麼家長是否只能被動的接受此一現況並祈求孩子能聽話不去對這些作品

感到好奇？我並不這麼認為。 

現在也有很多「普遍級」丶「保護級」的流行作品，如近年熱播的《天竺鼠

車車》跟《間諜家家酒》。 

上述例子都是人畜無害的，某些作品的故事亦包括正向內容，例如《精靈寶

可夢》系列經常出現主角跟夥伴合作面對不同困難的情節，這些內容向觀眾傳達

了「團隊合作」與「堅定不移」等觀念，長輩在陪同小孩觀賞時可以向小孩作簡

單解釋，鼓勵孩子學習相關態度。家長，教師能在幼兒對少兒不宜的作品產生興

趣時以這類作品轉移其注意力，降低小孩被部份作品造成不良影響的可能性。 

除了娛樂類型的影音作品，也存在具教育意義且知名度高的作品，例如把人

體細胞擬人化，講述細胞於人體內工作，對抗病菌的故事的《工作細胞》。因其

豐富且正確的知識，近年亦被用作預防新冠病毒的宣傳方式（講談社，2021），

其官方網站也提供免費素材供教育機構及醫療機構使用。 

此外，面對少兒不宜的作品，家長亦可以適當選用其中較中性的元素以滿足

小孩的好奇，並避開不適合小孩觀賞的內容。例如在《魷魚遊戲》中，若完全迴

避其暴力元素，只抽取劇中出現的懷舊遊戲，即能成為親子互動的一個題材，若

運用合宜甚至能起到教學作用，例如臺南市警四分局曾於去年萬聖節模仿劇中的

「123 木頭人」遊戲，並融入交通安全宣導知識以達成教育的目的（聯合新聞網，

2021）。 

七、制度強化：對周邊商品作詳細規管及概念宣傳 

周邊商品本身的外觀丶模格等特徵並不一定能反映作品本身的所屬分級，例

如《鬼滅之刃》的迷你版的布偶丶聯名衣服及文具本身並不會對孩子造成負面影

響，只是它們有可能讓孩子產生興趣並接觸作品。因此，筆者建議政府可規定屬

於「保護級」或以上分級的作品周邊需在其包裝上標注該作品的所屬分級，以便

家長有所警覺，再自行判斷是否要購買該商品。 

此外，筆者認為政府可加強宣傳我國的分級制度，例如制作官方宣傳短片並

在兒童向頻道的廣告時段內播放，讓家長在與孩子一同觀賞電視節目時能學習分

級制度的概念，並加強其在選擇供小孩接觸的影音內容之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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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把主導權放在你手中 

相信各位也能注意到，上述新聞丶帖文的內容都是成人主導的。不論是新聞

中裝扮成《魷魚遊戲》的工作人員做出不當舉止令小孩觀看丶發文反對小孩接觸

《鬼滅之刃》，或是把《工作細胞》的內容製作成防疫內容丶利用劇中遊戲進行

教學等的都是成人。家長很難阻止小孩知道這些流行作品，但我們有能力，亦有

責任保護幼兒不受其中不良部份的影響，甚至反向利用這些文化向孩子傳達正確

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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