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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開發  

「牙超人出任務」－口腔保健引導繪本之創新產品開發與評估 

連盈喬 *蔡碧藍 

長庚科技大學 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 

摘要 

口腔健康是預測老年人衰弱的重要指標，長期性口腔問題也與多重慢性疾病有關，且良好的口

腔健康衛生，可預防失智及認知功能障礙。為提升高齡者對口腔保健活動的參與，養成刷牙、使用

潔牙工具等習慣，本研究設計具「色彩鮮明、字句簡潔、生動活潑」等特色之「牙超人出任務」故

事繪本，作為引導口腔保健衛教的輔具，或進行雙向「說故事」活動設計之參考，進而提升長者口

腔健康，也利用「口腔保健說故事暨衛教活動」來實測繪本的成效，發現長者對本產品設計的接受

度高，也能提升口腔保健動機，唯因時間及經費限制，僅以 SWOT 分析發現有銷售成本較高、缺

乏長期成效檢驗等限制，期許未來與廠商合作，量產為平價產品，必能提升口腔照護正確觀念，減

少整體醫療成本支出。 

關鍵詞：高齡者、老年口腔保健、社區活動、繪本 

1. 背景說明與目的 

根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19 年十大耗費疾病醫療費用中，位列第三與第四名次均是

口腔疾病，分別為齒齦炎與牙周疾病、齲齒（蛀牙）問題，花費各約 180 億、164 億元。就醫人數

也破百萬人，齒齦炎及牙周疾病約 906.1 萬人、齲齒 577.9 萬人（閻芝霖，2020），可見提升口腔保

健工作十分重要。對高齡者而言，口腔問題會影響老人的咀嚼能力、味覺、吞嚥能力，進而導致營

養不良(Vaa Laacken et al., 2012)，所以口腔健康是預測老年人衰弱之重要指標（郭雅雯等人，2022）。

研究也發現長期口腔疾病與慢性病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具有共病現象，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失智、肺炎、中風等，也影響疾病進展、營養攝取和社交功能等，所以口腔保健是世界各國關

注的公共衛生議題之一（黃純德，2017）。 

繪本是由圖像、少許或無文字組成，主要是以視覺圖像方式來傳達訊息，閱讀和理解難度低，

具有吸引讀者閱讀與專注力、快速傳播與牢記訊息等特性，可作為傳遞知識與文化、敘說故事與活

動的文本，對知識的養成具一定的影響力，進而滿足生理或精神層面需求（唐玉萱等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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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設計「牙超人出任務」繪本，符合本土性、生動活潑，可廣泛性應用的特點，可讓長照機構

人員做為引導口腔保健的教具，運用於說故事、閱讀、圖像刺激等活動場域中，以提升高齡者刷牙、

使用牙線、牙間刷等潔牙工具的動機，進而降低營養不良、衰弱與慢性病風險。 

2. 文獻探討 

2.1 推廣高齡者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牙齒是咀嚼食物必要的器官，口腔健康是整體健康的重要指標(Jta et al., 2022; S.amkuman et al., 

2022)，研究發現身體質量指數(Bod. mass iadex, BMI)、口腔衛生(Onal t.gieae, OHI)與齲齒(Deatal 

canies, DC)呈現顯著相關，營養狀況影響口腔健康，齲齒也會造成營養不良，而不良口腔衛生使口

腔積蓄大量細菌，衍生牙痛、齲齒、牙周病與咀嚼障礙等困擾（黃純德，2017；郭文傑，2022）。

研究發現，近數十年來口腔健康理念和預防措施已漸不盛行，但口腔疾病的醫療費用支出卻反而增

加(S.amkuman et al., 2022)。根據 2021 年就醫疾病資訊的統計，發現國人因口腔及唾液腺疾病就醫

達 11,082,000 人，醫療費用支出占 5.47%，位居第二位（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2023）。近

期更發現口腔疾病是慢性病的幫兇，會增加心血管疾病、中風、吸入性肺炎、糖尿病等罹病風險（黃

純德，2017；陳少卿等人，2018；陳彥均等人，2022）。 

高齡者本身因口腔組織老化、牙齒磨耗、牙周病惡化、齲齒增加、唾液分泌減少等問題，常伴

隨吞嚥障礙，易嗆咳、吸入物進入肺部的情況，進而造成吸入性肺炎，嚴重影響全身健康（黃純德，

2017），所以齲齒、牙周病是長者最常見的口腔疾病（晉愛長照，2017），也是公共衛生議題

(S.amkuman et al., 2022)。在全球流行病學研究中，發現牙周病極爲常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窮

人和少數民族的發病率居高(Devi et al., 2022)。牙周病是因口腔衛生不良及知識缺乏造成，使得牙

菌斑、牙結石、食屑堆積，殘留的細菌破壞牙齦組織，引發流血、腫脹、發炎，甚至破壞齒槽骨（陳

彥均等人，2022；Devi et al., 2022）。牙周病也是心血管疾病、體重過輕早產兒、呼吸系統疾病、糖

尿病，腦梗塞等多種全身性疾病的危險因素(Devi et al., 2022)。牙周病患者前期並無疼痛症狀，易

錯過治療時機（許志源、張彩秀，2009），當齲齒和牙周病嚴重時，會造成缺牙（陳彥均等人，2022），

使容貌、語言能力改變，影響營養攝取、身體心像和社交生活（葉雅詩，2016）。WHO 於 1982 年

建議，要維持健康的基本牙齒需有 20 顆，日本於 1989 年提出 80 歲最少要有 20 顆有功能牙齒，

即「8020」目標，國人因牙周病嚴重，所以現階段目標訂為 70 歲至少擁有 20 顆（陳翊綾，2012；

陳彥均等人，2022）。根據國民健康調查，台灣 65 歲以上平均缺牙 13.4 顆，全口缺牙比例達 25.8%，

保有 24 顆以上牙齒的長者僅有 42.1%，因牙齒問題而限制進食的人數達 63.2%，且隨著年齡增加

其影響亦會隨之加劇（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當牙齒損耗持續增加，假牙及缺牙數愈多、

剩餘牙齒數愈少時，口腔功能及生活品質就會下降（許志源、張彩秀，2009）。 

在回溯各項研究時，發現罹患牙周病長者的失智症風險，高於正常者約1.16倍(Lee et al., 2017)；

口腔牙齒數少於 9 顆者，罹患失智症的風險，比牙齒數多於 25 顆者又高出 2-3 倍(Stewant et al., 

2015)，所以維持口腔衛生與咀嚼功能，有助於預防失智及延緩認知功能障礙（林慧青、李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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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也可減少慢性病發生率及醫療支出(S.amkuman et al., 2022)。要擁有強健的牙齒，除了需要

有正確口腔保健觀念外，還需搭配合適的牙間刷、牙線等潔牙工具（葉雅詩，2016；郭文傑，2022；

許志源等人，2009），因為牙刷僅能去除約 60%的牙菌斑，若常搭配使用牙間刷、牙線就能降低 52%

的牙齦炎、牙周病發生率(Poklepovic et al., 2013)。根據調查也發現 65 歲以上長者的清潔口腔習慣

不佳，在起床後與睡覺前刷牙比例低於其他年齡層，沒有使用牙線清潔口腔者又高達 75.2%（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因此協助長者養成良好的口腔保健習慣，加強使用牙間刷、牙線等潔

牙工具是當務之急(Devi et al., 2022)。 

2.2 口腔保健繪本對高齡者的意義 

閱讀療法可促進和培養知識和技能，藉由書籍可理解不同觀點和文化，達到影響行爲。因此透

過精心挑選的故事，可展開書中信息或主題對話，進而導致行爲和情緒改變(Lemke et al., 2022)。

繪本更屬於閱讀療法中，一種不可抗拒的媒介，屬於超速傳播訊息者，是讓藝術和文本無縫接軌傳

達整體意義的工具，也可作為探索與引導知識的開端(Vaugta et al., 2022)。繪本包括有內文、插圖

兩個部分，繪本內文題材，需考量閱讀者的年齡、社會文化、性別及經濟狀況來傳達，以配合各年

齡層的閱讀需求；繪本插圖的視覺圖像形狀、風格和組成，更是美學愉悅的來源，傳送視覺空間感

與想像力的媒介(Tennile, 2022)。對高齡視力退化的長者來說，繪本若採取少量文字設計，可容易理

解及閱讀，也能快速吸引注意力；插圖的視覺圖像選擇本土化，則較能讓長者沉澱於思考與想像空

間，增進感官愉悅及生活樂趣（唐玉萱等人，2017）。 

繪本具備的功能，包括：(1)提供認知、想像的素材；(2)認識圖畫、形象等藝術；(3)熟悉與享

受語言互動；(4)培養美感、閱讀興趣；(5)促進視覺知覺、思考能力等（郭麗玲，1991；蔡幸怡，

2005）。另外，學者 Yasuaaga 等人(2016)也表示繪本對長者具有跨世代傳遞知識、智慧與情感及延

緩心智與記憶退化，預防失能與失智等好處（盧怡方，2021）；學者 Suzuki 等人(2014)對 58 位 65

歲以上的長者實施繪本閱讀研究，發現在回溯事情能力的延遲記憶(dela. memon.)、執行力測驗

(executive fuactioa)的表現均較佳。若將繪本運用於教學活動上，不僅方便攜帶，也是多元彈性運用

的靜態閱讀文物，可結合說故事、身體律動、手作和歌唱等活動。因此，繪本能成為有效教導口腔

保健行為、態度與知識的工具（陳慧玲、黃煒翔，2017），從預防醫學角度來看，更可運用於社區

民眾初級預防的口腔保健活動中（李貞儀等人，2018）。 

且從「110 年台灣閱讀風貌及全民閱讀力年度調查」中發現，35 至 44 歲者為閱讀主力，45 至

54 歲者閱讀力有上升，而 65 歲以上長者仍較少，僅占 5.98%比例，故應推動長者閱讀活動或習慣

（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組，2022）。從全國公共圖書館借閱排行調查中也發現，繪本僅為多

數嬰幼兒的熱門圖書，臺灣目前口腔保健繪本市場仍以推動蛀牙、刷牙的重要性，適合嬰幼兒閱讀

的作品數量居多，而適合高齡者閱讀的書籍也不多，更少有說故事或結合口腔衛教之引導繪本。因

此本研究設計的創新繪本產品，以加強社區民眾刷牙，使用牙間刷、牙線等口腔保健習慣為主，除

作為陪伴社區熟齡或高齡者讀物外，亦可做為實務工作者執行說故事、口腔衛教活動之引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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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概念 

3.1 比較市售常見的口腔繪本產品 

本研究成員經文獻查證及確立繪本主題後，分析市售常見的口腔繪本產品內容，以「色彩繽紛、

文字簡潔、段落分明、視覺空間感佳、充滿想像力」的生動故事內容及標題為主；但同時也具有不

利長者閱讀的缺點，如：「字體偏小、尺寸較小、材質反光、缺乏使用潔牙工具的說明」（如表 1）。

在考量長者視力退化，吸引閱讀及樂趣等原因下，盡量避免兒童繪本的過度圖畫及電腦繪圖的視覺

壓迫感，採用簡潔扼要、本土立體手繪漫畫風格，也以擬人化的「牙齒」來編撰故事情節及圖像，

繪製簡圖後與插畫專家共同編修圖像，製作後再選擇合適材質印刷產出。 

表 1. 市售口腔繪本之優缺點分析 

書

名 

Peppa Pig: Dentist Trip/ 

《粉紅豬小妹：看牙記》 
《蛀牙王子》 《蛀牙蟲家族大搬家》 

치카치카 이 닦기/ 

《一起來刷牙》 

作

者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 
張蓬潔 西本康子 

李露美（作者） 

布拉喏（繪者） 

圖

片 

 

 

 

 

網

址 

http://www.cite.com.tw/boo

k?id=58721 

https://book.tpml.edu.t

w/bookDetail/66638 

https://book.tpml.edu.tw/

bookDetail/510485 

https://book.tpml.edu.t

w/bookDetail/653421 

優

點 

(1) 圖多文字少 

(2) 顏色繽紛 

(3) 文字段落分明 

(4) 視覺空間感佳 

(5) 引發看牙醫恐懼，注重

刷牙 

(1) 圖多文字少 

(2) 圖色飽滿 

(3) 文字簡潔有力 

(4) 強調刷牙重要性結

合刷牙兒歌、說故

事方式 

(1) 圖多文字少 

(2) 圖案豐富、多樣 

(3) 強調刷牙重要性 

(1) 圖多文字少 

(2) 圖案清楚、明顯

搭配模仿牙刷抽

拉道具之遊戲操

作書 

缺

點 

(1) 繪本尺寸較小 

(2) 字體偏小 

(3) 材質易反光 

(4) 無介紹潔牙工具 

(5) 淺顯明白的話語多（適

合兒童） 

(6) 非對高齡長者口腔問題

設計 

(1) 繪本尺寸較小 

(2) 字體偏小 

(3) 無介紹潔牙工具 

(4) 淺顯明白的話語多

（適合兒童） 

(5) 非對高齡長者口腔

問題設計 

(1) 繪本尺寸較小 

(2) 圖文排版複雜 

(3) 字體很小 

(4) 無介紹潔牙工具 

(5) 淺顯明白的話語多

（適合兒童） 

(6) 非對高齡長者口腔

問題設計 

(1) 字體偏小 

(2) 無介紹潔牙工具 

(3) 淺顯明白的話語

多（適合兒童） 

(4) 非對高齡長者口

腔問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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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設計產品介紹 

4.1 「牙超人出任務」繪本介紹 

本創新產品，整體分為封面與封底、內文等兩個部分，說明如下。 

(1) 封面與封底部分：是長約 29.7 公分、寬 21 公分及高 0.8 公分的彩色精裝版本，封面為不

反光的硬殼霧面材質，呈現作者、主軸含意的「牙齒及潔牙工具組合之『牙』字創意圖案、

超人出任務等字體」等內容；封底則為版權及提醒長者的標語：「健康幸福從『齒』好；每

日潔牙不可少；清潔保健要做好，健康因『齒』到終老！」，是有利長者抓握及翻閱的左翻

書（如圖 1）。 

繪本封面 繪本內頁 繪本內頁 繪本封底 

 

   

圖 1. 繪本的封面、內頁與封底部分 

(2) 內文部分：材質為加厚銅西紙，共有 28 頁，字體是 24 號標楷體，是以口腔保健、使用潔

牙工具為基礎，且考量長者自尊及自我價值，採用映襯技巧，將故事架構於夢境中發生的

情境，投射於現實生活裡的困境，以達到警惕作用。繪本內文中，先強調口腔醫療花費、

口腔疾病的嚴重性，再以擬人化手法，描述牙仙境中的國王，在夢境中為拯救口腔被細菌

侵蝕的牙公主，化身轉成為牙超人，經歷使用潔牙武器（牙刷、牙線、牙間刷）過程，最

後順利拯救牙公主，國王夢醒後也開始認真潔牙的故事，繪本內文中部分的圖像及構思（如

表 2），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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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繪本內文的部份文字、圖像、構思主軸之說明 

頁

碼 
文字內容 圖像 圖像構思的緣由 

序

頁 

根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2021 年）公布，前二十大

疾病費用排行榜中，口腔疾病

位居第二名。 

 

因許多人常忽略口腔疾病嚴

重性，故藉由健保署口腔醫

療數據，強化對口腔保健的

關注。 

8 

牙超人：「別怕！公主～我來

救妳了！」 

（牙國王轉身一變成了牙超

人） 

 

利用牙超人──擁有克服牙

齒困擾的勇氣和力量的正面

形象，透過此象徵寓意，讓

人們願意在保有自尊心下，

探討和解決口腔問題。 

11 

潔牙神器～牙線棒，牙縫間前

後前後、上下上下清除了食物

的殘渣。 

 

強調飯後使用潔牙工具是非

常重要的習慣，才能徹底清

除齒縫間殘留的食物殘渣和

細菌，減少口腔疾病的發生

風險。 

13 

牙兄弟：「我們想跟隨您一起

出任務！」 

三兄弟覺得牙線棒太厲害了！

也想拿著它和牙超人一起去拯

救公主。 

 

鋪陳單一的刷牙是不足的，

需使用多樣不同的潔牙工

具，如牙線、牙間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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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牙超人：「石牙伯，你身上這

些是牙結石！忍耐點我來幫你

清除它，這可是大工程，需要

花點時間！」 

噢噢噢有種痠軟的感覺。 

 

強調長期堆積的牙結石，這

會影響牙齒美觀及造成口腔

疾病，需要靠良好的潔牙習

慣、定期看牙醫來處理。 

17 

石牙伯：「牙超人這麼厲害！

我也要跟隨你們一起去拯救牙

公主。」 

 

鋪陳各個角色須團結一致處

理口腔困擾，讓人人領悟到

牙刷、牙線棒、牙間刷等潔

牙工具，對於口腔健康的重

要性。 

19 

牙超人：「公主，別哭，我們

來救妳了！看我們怎麼清除這

些可惡的細菌人！」 

大家都學習牙超人，紛紛拿起

了牙線、牙刷、牙間刷幫公主

的牙齒做了大掃除。 

 

強化潔牙器具的印象，讓大

眾清楚地了解不同潔牙器具

的重要性，養成使用潔牙器

具的習慣。 

4.2 初步測試本繪本的成效 

為檢測長者對本繪本創新產品的看法，本研究成員邀請 30 位桃園某社區關懷據點的長者，參

與「好嘴齒，甲百二」口腔保健說故事暨衛教活動，活動配合中午用餐後進行，先以「刷牙歌」的

線上影音，帶動長者唱唱動動暖身，進入潔牙的情境時，再進行繪本說故事活動，再實務操作潔牙

衛教（如表 3），最後以自編「高齡繪本賞析暨口腔衛教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測量成效，包含基本

資料、口腔保健習慣、對繪本喜愛與改進等看法，共有 11 個題項，量表經由專家內容與表面效度

鑑定後實施，並選取問卷中的第六、七與九項等 11 題之長者對繪本的意見，執行量表的信度檢測，

發現內在一致性高（Cnoabact's α 為 0.74）。而問卷整體結果發現社區長者平均年齡為 70.2 歲；女

性居多，有 22 人（占 73.3%）；教育程度以小學居多，有 11 人（占 36.7%），但也有 5 位不識字（占

16.7%）。在潔牙習慣上，使用牙線僅 13 人（占 43.3%），牙間刷僅 5 人（占 16.7%）；有口腔困擾

問題者，缺牙 13 人（占 43.3%），牙周病 5 人（占 16.7%），蛀牙 3 人（占 10%）等，由此可見對

社區長者實施口腔保健有其必要性。對繪本設計的圖像、文字、色彩等，有約 90%以上長者皆喜歡

繪本的設計（如圖 2），有 26 位(86.7%)長者認為繪本不需要再修改，願意再次閱讀這本繪本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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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 83.3%），有 29 人（占 96.7%）願意花費 200-300 元購買繪本。而對繪本傳達的含意，表示

能清楚理解口腔保健重要性有 26 人（占 87%），願意執行口腔保健有 25 人（占 83%），願意使用

潔牙器工具有 24 人（占 80%），可見本研究設計的口腔保健繪本，是適合長者閱讀及具吸引力的

手冊，亦可作為口腔衛教活動之引導手冊（如圖 2-4），達到加強刷牙，使用牙間刷、牙線等習慣等

成效。 

表 3. 「好嘴齒，甲百二」口腔保健故事暨衛教活動方案流程表 

時間 內容 

13：00～13：05 暖身活動：開場介紹、「刷牙歌」帶動唱 

13：05～13：40 主活動：繪本說故事 

13：40～14：00 衛教活動：口腔衛教 

14：00～14：20 示教潔牙工具：刷牙、牙線、牙間刷 

14：20～14：40 回示教：牙刷、牙線、牙間刷 

14：40～14：50 有獎徵答時間 

14：50～15：00 
高齡繪本賞析暨口腔衛教活動滿意度調查 

給予刷牙組禮品 

 

圖 2. 對繪本設計的喜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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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繪本主軸的傳達含意 

 

圖 4. 繪本須修改的意見 

4.3 本創新產品優缺點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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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潔牙的標語」等優勢，且因繪本內容淺顯易懂，也適合全齡層閱讀，是提升長者潔牙的動機，

或實務工作者便利執行說故事口腔衛教活動的引導工具（如表 4）。而利用 SWOT 分析本產品可知

將會面對市場競爭者多、知名度不高、價格偏高及產量受限等威脅（如表 5），這是未來須更進一

步努力的地方。 

表 4. 市售繪本與本創新產品之優缺點分析 

書名 
《蛀牙王子》 

作者：張蓬潔 
《牙超人出任務》 

圖片 

 

 

網址 https://book.tpml.edu.tw/bookDetail/66638  

優點 

(1) 圖多文字少 

(2) 圖色飽滿 

(3) 文字簡潔有力 

(4) 強調刷牙重要性 

(5) 結合刷牙兒歌、說故事方式 

(1) 針對高齡長者口腔問題設計圖片 

(2) 主題鮮明、本土手繪風格 

(3) 顏色飽滿、段落分明、字體放大 

(4) 視覺空間舒適 

(5) 設計牙齒保健順口溜，加深記憶 

(6) 適合長者的話語多 

缺點 

(1) 繪本尺寸較小 

(2) 字體偏小 

(3) 無介紹潔牙工具 

(4) 淺顯明白的話語多（適合兒童） 

(5) 非對高齡長者口腔問題設計。 

(1) 內容淺顯 

(2) 價格偏高 

(3) 產量受限 

(4) 需安排帶動唱、說故事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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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創新產品之 SWOT 分析 

S 優勢 W 劣勢 

(1) 全齡適用 

(2) 可隨時快速運用 

(3) 溫暖吸引人的手工繪製 

(4) 色彩繽紛，主題鮮明 

(5) 文字簡潔扼要，快速吸收 

(6) 版面與字體大，視覺舒適 

(1) 單品銷售，成本高 

(2) 手工繪製，過程耗時 

(3) 缺乏長期成效檢測 

(4) 需安排帶動唱、說故事的人員 

O 機會 T 威脅 

(1) 高齡者適用口腔繪本稀少 

(2) 適用全年齡與機構，對象廣泛 

(3) 與廠商合作，降低成本 

(4) 促進高齡者健康，減少社會醫

療成本 

(1) 市場競爭者多 

(2) 知名度不高 

(3) 資金不足，產量受限 

(4) 非必需品，影響消費 

(5) 網路盜版猖獗 

4.4 對高齡實用價值性及未來展望 

本創新產品具有結合「說故事、肢體運動和歌唱」等多元運用之優勢，可作為長照工作人員帶

領說故事、引導口腔保健之參考。目前雖只運用於社區據點長者，未來若能普及擴展於全年齡、全

區域、學校、家庭、長照機構等地點，相信必能透過繪本閱讀活動，提升正確刷牙方式、使用牙線、

牙間刷等潔牙工具之動機，改善口腔問題困擾。唯因時間及經費限制，僅初步完成少量成品，期許

未來與廠商合作，量產為價格普遍的產品，必能提升口腔保健正確觀念之宣導，促進高齡者口腔衛

生品質，減少整體醫療的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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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繪本賞析暨口腔衛教活動滿意度調查表 

繪本賞析暨口腔衛教活動滿意度調查表 

您好： 

我們是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二年級學生，非常感謝您前來參與高齡繪本賞析暨口腔衛教

活動。為了提升長者閱讀興趣及重視口腔清潔保健的重要性，本組精心設計了「口腔保健引導繪本」及活動。

煩請您就問卷內容給予回饋，以成為我們修改繪本之參考。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寫，問卷內容僅供學術參

考，不會影響您任何權益，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 

一、年齡：____________歲 

二、性別：□1 男性 □2 女性 

三、教育程度： 

□1 不識字 □2 小學 □3 國中 □4 高中 □5 大學 □6 大專 □7 碩士 □8 博士 

四、您目前使用的潔牙器具，包括：（可複選） 

□1 牙刷（或電動牙刷） □2 牙間刷 □3 牙線 □4 牙膏(或牙粉) □5 漱口水 □6 洗(沖)牙機 

五、您目前有的口腔困擾問題，包括：(可複選) 

□1 牙周病 □2 齒齦炎 □3 蛀牙 □4 缺牙 □5 口臭 □6 牙齦萎縮 

六、請問你對這本繪本傳達內容的意見： 

(1)清楚理解口腔保健的重要：□1 清楚 □2 尚可 □3 不清楚 

(2)增加執行口腔保健的意願：□1 願意 □2 尚可 □3 不願意 

(3)增加使用潔牙器具的動機：□1 願意 □2 尚可 □3 不願意 

七、請問你對這本繪本的喜歡程度： 

(1)字形的感受：□1 喜歡 □2 尚可 □3 不喜歡 

(2)字體的大小：□1 喜歡 □2 尚可 □3 不喜歡 

(3)書本的大小：□1 喜歡 □2 尚可 □3 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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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圖樣的感受：□1 喜歡 □2 尚可 □3 不喜歡 

(5)故事的脈絡：□1 喜歡 □2 尚可 □3 不喜歡 

(6)色彩豐富度：□1 喜歡 □2 尚可 □3 不喜歡 

(7)繪本的材質：□1 喜歡 □2 尚可 □3 不喜歡 

(8)繪本的命名：□1 喜歡 □2 尚可 □3 不喜歡 

八、請問你認為這本繪本可再修改的部分：（可複選） 

□1 無 □2 字形 □3 字體 □4 圖樣 □5 書本大小 □6 故事脈絡 □7 色彩豐富度 □8 繪本材質□9 繪本命名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您願意再次閱讀這本繪本的程度：□1 願意 □2 尚可 □3 不願意 

十、你願意花費多少金額來購買這本繪本：□1. 200~300 元 □2. 300~400 元 □3. 400~500 元 

十一、請問你對閱讀繪本後，潔牙實際操作活動的喜歡程度：□1 喜歡 □2 尚可 □3 不喜歡 

 

問卷到此結束！ 

感謝您撥空完成此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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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al Superman on a Mission” – Innov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n Oral Health Guide Picture Book 

Lien, Y.-C., *Tsai, P.-L 

Depantmeat of Genoatolog. aad Healtt Cane aad Maaagemeat, Ctaag Guag Uaivensit. of Scieace aad 

Tectaolog. 

Abstract 

Onal t.gieae is aa impontaat iadicaton of fnailt. amoag olden adults, aad loag-tenm onal pnoblems ane 

associated witt maa. ctnoaic diseases. Moneoven, good onal t.gieae caa pneveat demeatia aad cogaitive 

impainmeat. To iacnease olden adults’ panticipatioa ia onal t.gieae activities aad eacounage ttem to build 

tabits of bnustiag ttein toott witt toottbnustes, oun gnoup desigaed a pictune ston. book titled “Deatal 

Supenmaa oa a Missioa” ttat “tas colonful illustnatioas aad simple seateaces, aad is livel. aad eagagiag” 

to be used as aa aid fon onal t.gieae tealtt educatioa on as a nefeneace fon bidinectioaal “ston.-telliag” 

activit. desiga fon impnoviag onal tealtt amoag olden adults. We also used aa “onal t.gieae ston.-telliag 

tealtt educatioa activit.” to measune tte effectiveaess of tte pictune book. Higt acceptaace of ttis pnoduct 

was fouad amoag olden adults, aad ttis pnoduct also iacneased onal t.gieae motivatioa. Howeven, due to 

time aad cost limitatioas, oal. SWOT aaal.sis ideatified limitatioas suct as tigt sales cost aad lack of 

loag-tenm effectiveaess testiag. We tope to collabonate witt maaufactunens ia tte futune to mass-pnoduce 

pnoduct witt a neasoaabl. pnice to pnomote onal cane coacepts aad decnease ovenall medical expeaditunes. 

Ke.wonds: olden adults, olden adults’ onal t.gieae, commuait. activities, pictune 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