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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目標：

• 針對剛接觸影視內容的4~10歲兒童，透過探查此年齡段閱
聽狀況與家長消費取向，瞭解臺灣作品的機會點。

◼ 訪問對象條件：

• 居住於臺灣本島19縣市

• 有4-10歲小孩且目前同住者

• 是主要照顧者 或 高參與度的決策影響者

◼ 調查樣本數：

• 600份有效樣本，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4%

• 為有效深入了解每一位孩子的閱聽狀況與偏好，就算家長
有多位符合調查年齡區間的孩子，每一位受訪家長只會針
對特定一位小孩的影視閱聽狀況回答。

◼ 調查執行時間：

• 2023年2月~3月進行網路問卷調查

• 考量兒童成長變化速度，題目設定為詢問「近半年」孩子
的閱聽與家長消費行為。

調查概要說明

4~10歲兒童依照臺灣人口比例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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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孩子的影視收看行為
以及家庭消費狀況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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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層的孩子有多少比率觀看影視內容？

Base：整體受訪者（n=600；4-6歲 n=246；7-8歲 n=175；9-10歲 n=179）
Source: A1. 近半年是否有觀看影視節目／動畫？包含巧虎、Disney與各類早教學習影片等。

整體4-10歲孩子近半年有75%觀看影視節目，若將孩子依照年齡層進一步分析則可以看到，隨著孩子成長，觀看影視的比率逐漸下降，其
他活動和閱聽行為（如閱讀、玩電玩遊戲等）分散孩子的日常休閒時間。

整體4-10歲孩子

75%近半年

有觀看影視

83%

73%
67%

4-6歲 7-8歲 9-10歲

各年齡層孩子近半年觀賞影視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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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擔憂和顧慮是什麼？影視內容精進的方向為…？

Base：整體受訪者（n=600）；孩子近半年沒有看影視節目/動畫者（n=150）；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節目/動畫者（n=450）；孩子有觀看影視但家長限制觀賞內容者（n=386）
Source : A2.、A2a 沒有觀看影視節目/動畫的原因？（複選）；A9. 家長限制孩子觀賞內容的狀況；A9a. 近半年家長限制來子影視觀賞內容的原因（複選）

沒有觀看影視節目／動畫的原因

避免影響視力發展

減少接觸暴力行為等不適當的內容

提升專注力

減少接觸廣告

家中沒有看影視節目／動畫的習慣

均衡腦部刺激／避免影響大腦發展

增加他們從事遊戲的機會

避免運動量不足

孩子本身對影視節目／動畫不感興趣

增加他們社交接觸的機會

避免影響認知／閱讀發展

增加他們發展語言能力的機會

避免親子關係疏離

25%
42%

27%

20%

19%

17%

17%

15%

15%

15%

13%

13%

11%

11%

孩子沒有觀看影視節目／動畫比例 家長限制孩子觀看影視節目／動畫的內容

限制孩子觀看影視節目／動畫內容原因

86%
內容不適合兒童觀賞（腥羶色等）

家中兒童出現負面模仿行為

內容正確性不足

畫面對兒童視覺太刺激

聲光效果對兒童有負擔

內容太過艱深，兒童無法理解

觀賞過多同性質內容，希望多元涉略

內容資訊／知識量不足

內容／情節無法與生活扣連

內容單調／變化性不足

71%

60%

47%

38%

30%

30%

19%

18%

17%

14%

n=386n=150

(base: 孩子有觀看影視者)(base: 整體受訪者)

家長限制或禁止收看的三大主因：視力保健（畫面呈現等）、不適當之內容、多元活動發展。

針對內容，家長尤其在意內容的適當性和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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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觀看影視的頻率？家長常陪伴觀賞嗎？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整體 n=450；4-6歲 n=203；7-8歲 n=128；9-10歲 n=119）
Source : A6. 近半年多久看一次影視節目/動畫； A5. 陪同觀看影視節目／動畫者；A5b. 近半年成人陪伴觀賞影視的頻率

每週1-2次, 10%

每週3-4次, 12%

每週5-6次, 17%

每天1次

38%

每天2次及以上

21%

整體

每天1次

41%

每天1次

38%

每天1次

34%

每天2次以上

23%

每天2次以上

20%

每天2次以上

21%

4-6歲 7-8歲 9-10歲

中
位
數

孩子近半年觀賞影視內容的頻率

4~10歲的孩子超過五成每天至少觀看一次，隨孩子年齡提高，頻率逐漸下降且偏向每週觀看數次。
4~6歲孩子雖然影視觀看的頻率較高，但也有更高的比例有家長或其他親屬長輩陪伴觀賞，從7歲開始約四成的家長偶爾才會陪同觀賞，
並逐漸開放與手足、朋友間獨自觀看。

每週1-6次

41%

每週1-6次

45%

26%
16% 11%

50%

41% 49%

13%

24%
22%

2%

3% 2%

9%
16% 16%

4-6歲 7-8歲 9-10歲

親屬長輩陪伴孩子觀賞影視的狀況

每週1-6次

36%

成人長輩不會陪同觀賞

少數時間才會有成人長輩陪伴觀賞

偶爾會有成人長輩陪伴觀賞

多數時間有成人長輩陪伴觀賞

一定有成人長輩陪伴觀賞

家
長
陪
同
觀
賞

91%

84% 84%



7

手足的陪伴對影視閱聽行為之差異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整體 n=450；4-6歲 n=203；7-8歲 n=128；9-10歲 n=119）
Source : A5a. 孩子主要觀看影視節目／動畫的陪伴者； C1.孩子觀賞影視的管道（複選） ； A3d. 家庭考量孩子或親子內容而付費使用的影視管道（複選）

孩子觀賞影視的主要陪同者

家中獨子超過八成有長輩主要陪同觀賞影視，當家中有2個以上孩子時，成人長輩陪同觀賞的比率降低，有45%左右的孩子為平輩手足或
獨自觀賞，且成人長輩陪同的頻率集中於偶爾。同時可以發現當家中孩子越多，家長考量孩子或親子內容而付費的影視管道數量提升。

86%

54% 55%

3%

41% 42%

11% 5% 3%

1人 2人 3人以上

主要小孩自己觀看

平輩手足主要陪同

長輩主要陪同

1.7 1.7 

2.2 

1.0 
1.1 

1.4 

1人 2人 3人以上

孩子平均使用個數 家長平均付費個數

孩子收看影視的平均管道個數

家中孩子數量 家中孩子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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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哪些時間觀看影視作品？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n=450）
Source : A6a. 平日觀看影視節目/動畫的時間點（複選）；A6b. 假日觀看影視節目/動畫的時間點（複選）；A7a. 平日平均觀看影視的時長；A7b. 假日平均觀看影視的時長

0-2點 2-4點 4-6點 6-8點 8-10點 10-12點 12-14點 14-16點 16-18點 18-20點 20-22點 22-24點

4-6歲 n=203 7-8歲 n=128 9-10歲 n=119

平日觀看  

0-2點 2-4點 4-6點 6-8點 8-10點 10-12點 12-14點 14-16點 16-18點 18-20點 20-22點 22-24點

假日觀看  

25%

50%

25%

50%

無論是平日或假日孩子主要觀賞影視內容的時間皆落在晚飯時間（晚上6-8點）。

4-6歲孩子平日午後會開始有觀賞行為，而開始上小學的7-10歲孩子則是集中在假日的中午和午後。

整體 64%

整體 62%

整體 26%

整體 19%

整體 41%
整體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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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觀賞影視的設備？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整體 n=450；4-6歲 n=203；7-8歲 n=128；9-10歲 n=119）
Source : C2、C2a. 孩子觀賞影視的裝置與主要裝置；C12. 孩子用個人3C設備觀看影視狀況；C13. 家長對個人3C觀賞內容了解程度

孩子近半年觀賞影視的裝置

30%

38%

52%

26%

33%

40%

4-6歲

7-8歲

9-10歲

38%32%整體

有自己的3C設備 會用自己的3C設備觀賞影視節目/動畫

孩子持有3C以及觀賞影視的狀況

81%

44%
37%

20% 17%

68%

17%

6% 6% 3%

傳統電視／

智慧聯網電視

平板電腦 手機 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整體 最常

行動裝置

整體使用 60% 最常使用 23%

電腦

整體使用 30% 最常使用 9%

有自己的3C設備 會用自己的3C設備觀賞影視節目/動畫

超過八成的孩子使用電視觀賞影視節目/動畫，也是最主要使用的裝置，其次為行動裝置，且平板的使用率高於手機。電腦則是9-10歲孩

子的使用率較高，且9-10歲孩子用自己3C設備觀賞影視內容的比率也達到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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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在哪裡看節目？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n=450）
Source : C1. 孩子觀賞影視的管道（複選）

61%

45%

32%
26%

10%

OTT影音平台 傳統第四台
／數位電視盒

親子互動平台
／APP

MOD
／數位隨選頻道

非OTT網路管道
／一般網站

4-10歲兒童收看管道？

4~10歲的孩子目前多透過OTT影音平台觀看影視內容，其次為電視和親子互動平台/APP，分別有45%、32%的孩子使用。

註：親子互動平台／APP包含我的巧虎、親子天下和Little Fox 英語動畫圖書館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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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層的孩子透過不同管道觀看影視內容？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4-6歲 n=203；7-8歲 n=128；9-10歲 n=119）
Source : C1. 孩子觀賞影視的管道（複選）；C1a. 孩子主要觀賞影的管道

傳統第四台／數位電視盒 MOD／數位隨選頻道 OTT影音平台 非OTT的網路管道

／一般網站

親子互動平台／APP

53%

32%

54%

12%

25%38%

16%

35%

3% 8%

9-10歲使用的影視管道

9-10歲主要收看管道

45%

27%

63%

9%

35%

27%

13%

40%

2%

19%

7-8歲使用的影視管道

7-8歲主要收看管道

39%

21%

65%

9%

35%

22%

9%

48%

2%

19%

4-6歲使用的影視管道

4-6歲主要收看管道

孩子年齡越長，有越高的比率透過電視、MOD/數位隨選頻道收看，且電視成為9-10歲孩子的主要收看管道，與OTT影音平台的35%主

要使用率接近，與4-8歲孩子明顯以OTT為主的狀況不同，顯示出越大年齡的孩子接觸管道與成人更接近，且傾向無限制的管道。而親

子互動平台/APP則是4~8歲孩子的使用率較高。

註：親子互動平台／APP包含我的巧虎、親子天下和Little Fox 英語動畫圖書館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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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41%

28% 26%41%

19%
26%

17%

OTT
影音平台

傳統第四台
／數位電視盒

親子互動平台
／APP

MOD／數位
隨選頻道

家庭付費使用%

考量孩子或親子內容而付費使用%

家庭都在哪裡花錢看節目？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n=450）；考量孩子或親子內容而付費影視OTT的家長（n=184）
Source: A3b. 家庭付費使用的影視管道（複選）； A3d. 家庭考量孩子或親子內容而付費使用的影視管道（複選）

超過五成的家庭有付費使用OTT影音平台，且有四成的家庭是考量孩子或親子內容而付費使用OTT。相對的，家庭付費傳統第四台的比
率雖僅次於OTT，但考量孩子而付費使用的比率卻不到兩成，低於親子互動平台/APP。

親子互動平台/APP雖孩子使用率與家庭付費率較低，且偏向4-8歲孩子，但是相較於其他平台，是最純粹為了孩子或親子內容而付費
使用的管道。

4-10歲兒童家中使用的影視管道？
75%

64%

48%

12%

10%

10%

Disney+

Netflix

YouTube / YouTube Kids

愛奇藝

LINE TV

friDay影音

考量小孩而付費／訂閱的OTT影音平台
n=考量孩子而付費使用者

9%

8%

8%

7%

CATCHPLAY+

公視+

MyVideo

KKTV

n=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

註：親子互動平台／APP包含我的巧虎、親子天下
和Little Fox 英語動畫圖書館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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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家長為了孩子的節目而花錢？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整體 n=450）；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且家長付費者（整體 n=343）
Source : B4. 平均每月付費金額

孩子觀賞影視內容的家長付費率

33%

20%

25%

22%

家長付費金額分布

中
位
數

每月500元以上

每月301-500元

每月201-300元

每月200元以下

76%
付費

n=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

n=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且家長付費者

近半年觀看影視內容的孩子中，七成以上的家長有付費。目前付費兒少影視內容的家長中53%平均每月付費300元以內，更有兩成每月
支付500元以上。隨孩子年齡變化，家長在兒少影視內容付費的比率未有明顯波動，但大齡孩子的家長消費額較高，9-10歲家長付費
金額中位數達每月301-400元。

75% 78% 76%

4-6歲 7-8歲 9-10歲

各年齡層孩子的家長付費率

201-300元/月

301-400元/月

4-6歲 7-8歲 9-10歲

各年齡層孩子的家長付費額
（中位數）



14

家長未來的消費潛力值得期待！還有可能花更多？！

87%   願意付費 79%   願意付費

孩子近半年有觀看影視者 孩子近半年沒有觀看影視者

28% 19% 23% 30% 31% 21% 24% 24%

每月200元以下 每月201-300元 每月301-500元 每月500元以上

中位數中位數 每月301-500元 每月201-300元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n=450）；孩子近半年沒有看影視節目/動畫者（n=150）
Source : B9. 未來每月最高願付金額

針對孩子有觀賞影視的家長，未來願意每月消費500元以上的比率達三成，比目前家長實際的消費額分布占比更高。就算孩子目前沒有
觀看，仍有近八成家長未來願意付費給孩子觀看影視作品，願意付費者以每月消費200元以下的占比較高。

每月200元以下 每月201-300元 每月301-500元 每月5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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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孩子收看的影視內容與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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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觀看哪些影視內容？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n=450）
Source : B2. 近半年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B3. 近半年付費提供給孩子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

音樂唱跳類

兒童體能運動類

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

結合故事／情境的生活養成類

劇情為主的卡通動畫／動畫電影類

兒童向劇集／電影類（如萌學園等）

一般成人劇集／電影類（含偶像劇）

兒童綜藝類 註1

一般成人綜藝

語言教學類

藝術手作類（含繪畫、美勞等）

知識培養類 註2

動植物／自然環境（含紀錄片）

58%

18%

54%

44%

42%

28%

10%

38%

14%

35%

34%

31%

31%

18%

19%

16%

17%

16%

21%

近半年觀看% 付費觀賞%
4-10歲的兒童觀看 Top 3：

1. 音樂唱跳類
（如YOYO點點名、兒歌律動等）

2. 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
（如Dora、米奇妙妙屋）

3. 結合故事／情境的生活養成類
（如水果冰淇淋、MOMO一家人、家事小達人等）

4-10歲的女孩比男孩有顯著更高的比率觀看

「音樂唱跳類」和「藝術手作類」

家長付費 Top 3：

1. 語言教學類（如學學ABC、Wow!English等）

2. 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

3. 音樂唱跳類

註1：兒童綜藝類包含引導閱讀的「烤箱讀書會」、大自然實境的「叫我野孩子」、遊戲競賽的「超級總動員」等影視內容。
註2：知識培養類包含科學實驗、數學邏輯、人文歷史等影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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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層孩子觀看的內容？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4-6歲 n=203；7-8歲 n=128；9-10歲 n=119）
Source : B2. 近半年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B3. 近半年付費給孩子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

音樂唱跳類

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

結合故事／情境的生活養成類

兒童綜藝類

語言教學類

藝術手作類

劇情為主的卡通動畫／動畫電影類

知識培養類

動植物／自然環境（含紀錄片）

兒童向劇集／電影類（如萌學園等）

兒童體能運動類

一般成人綜藝

一般成人劇集／電影類（含偶像劇）

65%

59%

44%

37%

36%

34%

28%

25%

24%

23%

20%

7%

5%

21%

23%

22%

孩子觀看% 家長付費%

4-6歲

66%

60%

50%

38%

34%

37%

45%

30%

33%

30%

19%

16%

9%

21%

21%

22%

孩子觀看% 家長付費%

7-8歲

39%

40%

39%

38%

33%

30%

62%

40%

42%

33%

16%

21%

21%

21%

20%

18%

孩子觀看% 家長付費%

9-10歲

★表示為觀看率或付費率 Top 3

4-8歲孩子觀賞音樂唱跳類的比率最高，當孩子年齡漸長，觀賞成人綜藝、劇集的比率也逐漸提升，且重心轉向劇情為主的卡通動畫／
動畫電影。而家長付費給孩子觀賞的影視內容也從早期學習、音樂唱跳，慢慢轉往卡通動畫與知識培養類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各年
齡層都有兩成的家長付費給孩子看「語言教學類」影視內容！此外，9-10歲觀看劇情動畫的比例雖然增加很多，但是家長的付費率卻
未等比例成長，顯示孩子會自己找管道收看相關內容與節目，相對於直接針對影視內容付費，IP周邊商品可能更具有消費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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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容感興趣

同儕／手足／平輩親戚討論

接觸角色相關周邊物品

獎勵／休閒娛樂

閱讀相關書籍

臺灣孩子選擇影視內容具有主動性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n=450）；小孩有主動提出想看特定內容 （n=359）
Source : C8. 孩子主動提出收看影視的狀況；C10. 孩子主動提出收看影視的原因（複選）；B1. 影視內容主要決策者（單選）

臺灣孩子多數會主動提出收看需求

孩子主動想看的原因 Top 5

67%

37%

28%

24%

19%

孩子會主動提出
想看特定內容

80%

n=孩子近半年有觀看影視著者 n=孩子近半年有觀看影視著者

孩子觀看影視內容的主要決策者

59%
長輩決定

41%
小孩一起決定

父母 58%

祖父母 1%

與小孩共同討論決定 23%

手足討論／小孩自己決定 18%

目前有觀看影視的孩子超過八成會主動提出想看的內容，更有四成參與影視內容決策，因此孩子本身的興趣和偏好是重要的一環！
對孩子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作品內容本身，其次為同儕、手足親友討論，角色周邊物品也是重要推力，顯示出兒少內容的IP發展和
週邊商品是值得注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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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內容類型吸引孩子的魅力點？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n=450）
Source : C4a. 前三喜歡的影視節目／動畫內容（有限複選）；C5. 孩子喜歡觀看特定內容的原因（複選）

音樂唱跳類

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

劇情為主的卡通動畫／動畫電影類

結合故事／情境的生活養成類

兒童綜藝類

藝術手作類

知識培養類

語言教學類

動植物／自然環境（含紀錄片）

兒童向劇集／電影類（如萌學園等）

兒童體能運動類

一般成人綜藝

一般成人劇集／電影類（含偶像劇）

31%

31%

29%

27%

18%

15%

13%

11%

10%

9%

5%

5%

3%

4-10歲兒童影視內容偏好

⚫ 音樂唱跳類

喜歡主持人、呈現方式有趣

各類影視內容偏好原因：

⚫ 結合故事／情境類內容＆卡通動畫／動畫電影

內容結合故事、有搭配動畫、角色的正面特質

⚫ 卡通動畫／動畫電影＆動植物／自然環境類

具有可在同學間的討論話題

⚫ 藝術手作類＆知識培養類

孩子本身對內容感興趣

⚫ 語言教學類

呈現方式有趣、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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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孩子的偏好！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n=450）；喜歡觀賞劇集/電影的孩子（n=84）；喜歡觀賞卡通/動畫的孩子（n=145）
Source : C7. 孩子偏好的影視內容呈現方式； C5a. 孩子喜歡的劇集/電影題材類型（複選）；C5b. 孩子喜歡的卡通動畫/動畫電影題材類型（複選）

純動畫／動畫為主

50%動畫和真人混合呈現

37%

以真人／主持人為主

13%

兒少影視節目/動畫偏好形式

喜歡的劇集／電影內容 喜歡的卡通／動畫內容
(n=84) (n=145)

魔法、奇幻

自然環境、動/植物

日常、生活、家庭

校園、青春、成長

幽默、喜劇

科技、科幻、未來

動作、打鬥、冒險

美食、料理

浪漫、愛情

推理、懸疑

體育

54%

48%

45%

44%

41%

32%

26%

25%

14%

14%

喜歡的劇集／電影、卡通／動畫題材 Top 10

48%

27%

37%

35%

48%

41%

44%

20%

8%

26%

14% 17%

4-10歲孩子較喜好動畫呈現的形式，無論是卡通/動畫或影劇，孩子皆喜歡魔法奇幻、生活家庭和幽默喜劇類的元素，而卡通/動畫則

特別在科幻與打鬥冒險類內容較突出，相較之下影劇則是以孩子日常能觸及的自然環境、校園青春類內容較具吸引力。



21

熱門內容其實融合孩子的多元偏好

各影音平台熱門或推薦內容

35% 24%

12%

Top 1－日常、生活、家庭

動作、打鬥、冒險

科技、科幻、未來

節目名稱 國別 內容類型

汪汪隊立大功 加拿大 劇情卡通動畫

蠟筆小新 日本 劇情卡通動畫

Hello Carbot 衝鋒戰士 韓國 劇情卡通動畫

阿奇幼幼園 英國 結合故事、音樂的生活養成類

粉紅豬小妹 英國 結合故事、音樂的生活養成類

聖堤亞哥的海洋冒險 美國 劇情卡通動畫

小兒子 系列內容 臺灣 結合故事的生活養成類

寶可夢 日本 劇情卡通動畫

藍色小腳印與你 美國 結合故事、音樂的生活養成類

平台熱門或推薦的題材

註：資料來源為臺灣七個影音平台兒少內容排行榜／推薦內容Top 10。資料整理時間為2023/4/13~4/16。



觀察最多孩子使用的OTT影音平台內容，以汪汪隊立大功最熱門，相較之下，孩子觀看與喜好Top1的音樂唱跳類則並非有單一檔唱跳

節目為熱門作品，上榜的節目多將音樂融合於內容中！兒童綜藝類除了小兒子系列有真人節目，其餘少有節目上榜OTT熱門或推薦，

這也許是兒少影視需求的破口！整體也可發現OTT熱門內容集中於日常生活、動作冒險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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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長對兒少影視內容的消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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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目前付費給孩子觀看的比率

（
各
內
容
）
孩
子
前
三
喜
歡
的
比
率

什麼樣的內容同時受到家長與孩子的青睞？

結合故事／情境的生活養成類

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

知識培養類

語言教學類

藝術手作類

兒童綜藝類

一般成人綜藝

劇情為主的卡通動畫／動畫電影類

一般成人劇集／電影類（含偶像劇）

兒童向劇集／電影類

音樂唱跳類

兒童體能運動類

動植物／自然環境

平均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 n=450）
Source : B3. 近半年付費給孩子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C4a. 孩子前三喜歡的內容（複選）

平均

目前家長付費內容以語言教學類最多，其次則是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主要仍希望透過影視讓孩子學習；而從孩子角
度出發，音樂唱跳類、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內容最受孩子喜愛。整體來看，早期學習類內容最能同時掌握家長和孩子
兩端的需求，也是目前兒少影視市場較具競爭力的內容。語言教學類單方面吸引家長，需要透過元素增強對孩子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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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合
故
事
／
情
境
的

生
活
養
成
類

結
合
故
事
／
情
境
的

早
期
學
習
類

知
識
培
養
類

語
言
教
學
類

藝
術
手
作
類

兒
童
綜
藝
類

一
般
成
人
綜
藝

劇
情
為
主
的
卡
通
動
畫

／
動
畫
電
影
類

一
般
成
人
劇
集

／
電
影
類

兒
童
向
劇
集

／
電
影
類

音
樂
唱
跳
類

兒
童
體
能
運
動
類

動
植
物
／
自
然
環
境

（
含
紀
錄
片
）

以
上
皆
無

哪些內容是家長未來感興趣提供給孩子的呢？

Base：孩子近半年有看影視者（n=450）；孩子近半年沒有看影視節目/動畫者（n=150）
Source B5. 未來家長有興趣提供給孩子的影視內容（複選）；B5a. 未來家長願意付費提供給孩子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

34% 34%

56% 59%

34% 38%

3%

20%

5%

20%
32% 28%

40%

1%

25% 25%

44% 46%

29%
39%

5%

24%

6%
19% 21% 22%

37%

5%

未來願意提供的影視節目／動畫內容

20% 20%

42%
49%

21% 21%

1%
12%

3%
11%

17% 14%
24%

13%9% 9%

33% 35%

11%
20%

1%
9% 3% 7% 8% 7%

13%
21%

未來有興趣提供

未來有意願付費／訂閱

家長未來最有意願提供的是語言教學類和知識培養類內容，也是多數家長願意付費提供的內容。除此之外，目前孩子沒有看影視的家長

中，有兩成未來願意付費提供兒童綜藝類內容，僅次於語言和知識類內容，而目前孩子有看影視的家長則選擇自然環境相關內容。

孩子有看影視者(n=450) 孩子沒有看影視者(n=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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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言
教
學
類

兒
童
綜
藝
類

藝
術
手
作
類

生
活
養
成
類

結
合
故
事
／
情
境

早
期
學
習
類

結
合
故
事
／
情
境

音
樂
唱
跳
類

知
識
培
養
類

（
含
紀
錄
片
）

動
植
物
／
自
然
環
境

卡
通
動
畫
／
動
畫
電
影

劇
情
為
主
的

54%

39%
36% 36%

43% 43%
48%

36%

59%

40%

34%
37%

32%
29%

55%

36%

29%

56%

35%
28%

59%

47%

24%

46% 22% 20% 24% 21% 35% 21%45% 23% 21% 41%46% 44% 23%

家長隨孩子年齡變與不變的消費選擇

Base：整體受訪者（整體 n=600；4-6歲 n=246；7-8歲 n=175；9-10歲 n=179）
Source B5. 未來家長有興趣給孩子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B5a. 未來家長願意付費給孩子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

*僅列出任一年齡層未來付費觀賞率達15%(含)以上之項目，並僅標示達20%(含)以上之數值。

持平 隨孩子年齡增長，比率下滑 隨孩子年齡增長，比率提升

孩子4-6歲 孩子7-8歲 孩子9-10歲有興趣給孩子看－
願付費給孩子看－ 孩子4-6歲 孩子7-8歲 孩子9-10歲4-6歲孩子 7-8歲孩子 9-10歲孩子

當孩子9-10歲時，音樂唱跳類、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和生活養成類內容已非主要觀賞的核心與偏好，同樣不再是家長考慮積極給孩

子觀賞或付費的類型，值得注意的是9-10歲孩子對於動植物/自然相關內容的偏好大幅提升，家長感興趣度也提高。不論孩子年齡都有

五成以上的家長未來有興趣給孩子看語言教學類內容，也是最願

意付費的類型，其次則是隨孩子成長需求更明顯的知識培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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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內容哪些關鍵點會打動家長？

Base：未來家長有興趣給孩子觀賞影視節目／動畫者（n=587）
Source : B6、B6a. 選擇影視的考量因素（前五考量＋排序）

內容主題多元性

價格

內容的資訊／知識量

內容正確性

能帶領兒童一起動手實作

透過具體案例／生活情境說明觀念

能引導兒童思考／探索

內容編排適合兒童閱聽消化

內容具趣味性／呈現方式有趣

與家長採行的教育方式／教養方針一致

有權威人士／專家擔任顧問或參與製作

主持人／主要角色的特質魅力

內容搭配動畫／特效呈現

畫面整體質感

專家／老師推薦

畫面排版／色彩舒適清晰

孩子本身的喜好

家
長
認
為
的
重
要
程
度

最常被家長提到的考量因素

平均

Note：家長依序排出前五重要的考量因素，依序給予10至6分，有選到重要的為2.5分，
沒有選到重要的則給予0分。分數越高表示越受到家長重視和考量。

次要：聚焦內容

最重要：引導思考與喜好

平均

家長第一順位考量「孩子的發展和興趣」、第二順位則考量「內容」，針對內容重視的層面依序為正確性、資訊量、多元性和趣味性！
專家推薦或參與製作，以及畫面呈現等細節雖不是家長優先考慮的項目，但仍是節目的基本，在行銷宣傳時應適當突出家長重視的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主持人或角色的特質魅力則是吸引孩子觀賞的要點，而非家長的考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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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期待兒少影視內容帶給孩子什麼影響？

Base：未來有意願讓孩子觀看影視之家長（n=587）
Source : B7. 希望影視具有的功能（複選）

家長希望影視節目／動畫能…

33%

37%

43%

47%

47%

60%

66%

67%

給孩子成就感

給孩子陪伴感

跟孩子說明觀念的具體例子

與孩子的共同話題／拉近親子關係

早期生活教育（常規、人際互動等）

增強孩子表達能力

教育基礎知識（語言、數學邏輯等）

挖掘孩子感興趣領域

n=未來有意願讓孩子觀看影視的家長

挖掘孩子感興趣領域

教育基礎知識（語言、數學邏輯等）

增強孩子表達能力

早期生活教育（常規、人際互動等）

與孩子的共同話題／拉近親子關係

跟孩子說明觀念的具體例子

給孩子陪伴感

給孩子成就感

⚫ 如同孩子以內容感興趣為主要喜好原

因和主動收看的推動力，多數家長也

期待透過影視可以協助挖掘出孩子感

興趣的領域。

⚫ 其次家長期望影視內容能具有教育性，

其中又以基礎知識為優先，與多數家

長給孩子觀看知識培養類、語言教學

類內容的結果相呼應。

⚫ 值得注意的是家長期待透過影視可以

增強孩子「說」的能力，目前4-10歲

孩子觀看的內容多結合故事與情境，

且家長選擇內容時最看重是否能引導

孩子反思，這也許是兒少節目在製作

時可以多加結合融入的元素和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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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未
來
想
付
費
給
孩
子
觀
看
的
比
率

目前與未來消費的交集，找出兒少節目潛力投資標的！

結合故事／情境的生活養成類 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

知識培養類
語言教學類

藝術手作類 兒童綜藝類

一般成人綜藝 劇情為主的卡通動畫／動畫電影類

一般成人劇集／電影類（含偶像劇）

兒童向劇集／電影類

音樂唱跳類兒童體能運動類

動植物／自然環境

家長目前付費給孩子觀看的比率

平均

平均

Base：所有受訪者（n=600）
Source： B3. 近半年付費給孩子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B5a. 未來家長願意付費給孩子觀賞的影視內容（複選）

未來瞄準家長的潛力項目！

目前家長付費給孩子看的影視以語言教學類最多，其次則是結合故事／情境的早期學習類和音樂唱跳類內容，但後者卻未必是未來
家長想持續付費提供給孩子觀賞的內容。對比目前和未來，家長持續想付費給孩子觀賞的內容是語言教學、知識培養和兒童綜藝，
這些內容中又以兒童綜藝最受到孩子喜愛！
未來家長想付費讓孩子觀賞的內容中，動植物／自然環境和藝術手作表現出發展潛力，特別是藝術手作同樣也是孩子喜愛的前七類
型、動植物則較集中於較大齡的孩子，9-10歲觀看率和喜好率都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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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影視內容調查的重點發現

◎ 家長重視兒少節目且未來會繼續增加消費！

◎ 孩子主動性高，積極參與決策，所以孩子的意願和喜好也必須納入考量！

◎ 純動畫對孩子的吸引度最高，喜愛的題材元素為幽默喜劇、魔法奇幻。

◎ 家長最重視引導反思和挖掘興趣，內容的扎實度也是他們所重視的。

◎ 平衡家長期待與孩子喜好，融合多種類型（如：劇情＋唱跳）以開發特定
目的（如：語言學習）兒少內容是不二法則！



臺灣兒少影視內容觀影行為調查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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