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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兒童線上遊戲指標報告 
 「有些遊戲當中會打來打去或是賭博，孩子會去學」 

 「線上遊戲再如何分類，仍會著迷，孩子不由自主的會一直玩下去」 

 「遊戲充滿暴力、不雅的語言及畫面，遊戲玩家素質不齊」 

炎炎夏日，孩子暑假瘋線上遊戲！卻令家長憂心忡忡⋯色情暴力、網路成癮、

玩家們喜歡互罵髒話，種種亂象都讓家長擔心孩子會在遊戲中受到不良影響。根

據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兒盟」）今年五月的調查1顯示，高達七成

的孩子平常上網最常做的事是玩線上遊戲，可見線上遊戲已成為現代孩子重要的

休閒活動。如何在五花八門的線上遊戲中挑選出優良遊戲，是現代孩子與家長必

須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目前雖有《電腦軟體分級辦法》依遊戲內容按年齡分成普、護、輔、限四級，

作為避免兒童接觸不當資訊的第一道防線，但仍缺乏正向的內容指標作為遊戲業

者代理、研發新遊戲的判准，或成為消費者分辨該遊戲是否有益兒童的依據。有

鑑於此，兒盟藉由問卷施測與舉辦焦點座談的方式彙集各界意見，制定了「優質

兒童線上遊戲指標」，在問卷調查方面，調查對象鎖定在擁有 12 歲以下孩子的家

長，調查方式則採用郵寄問卷與網路問卷的方式施測。網路問卷透過電子郵件、

網站、討論區等各種管道傳遞問卷施測的訊息，東森幼幼台、蕃薯藤網站也協助

刊登問卷訊息，吸引符合條件之家長上網填答問卷。施測時間為 2010 年 5 月 27

日至7月26日，共計回收1,010份有效問卷；焦點座談則於2010年7月1日舉

行，邀集學者、遊戲業者、國小教師、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及社福團體等代表出席

座談。  

期盼未來遊戲業者在代理與開發遊戲時能參考優質兒童線上遊戲指標，將來

台灣的線上遊戲市場能出現更多有益孩子的優質遊戲，不僅讓孩子可開心玩、家

長也能放心讓孩子玩。 

 

孩子瘋遊戲，家長憂心 

 73%的家長會擔心孩子玩線上遊戲 

 近九成(89%)家長認為適合兒童的線上遊戲不足 

線上遊戲成癮、詐騙、充斥粗話等問題層出不窮，調查指出，有高達七成的

家長會擔心孩子玩線上遊戲；而目前市面上的線上遊戲百百款，卻有89%的家長認

為適合孩子玩的遊戲並不足夠。孩子們雖然愛玩，但家長卻很難放心讓孩子玩。

業者在思考如何讓遊戲更吸引小朋友的同時，也應同時考量提供優質的線上遊戲

內容，使家長能夠安心讓孩子玩。 

                                                 
1 兒童福利聯盟，2010，《2010年台灣兒童網路交友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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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適合孩子玩的線上遊戲是否足夠   

非常多

11%

非常少

45%

完全沒有

6%

普通

38%
 

 
 

 五成四的家長對台灣現行遊戲分級制度感到不滿意 

孩子玩線上遊戲，家長為何很擔心呢？除了遊戲內容讓家長有所疑慮，現

有遊戲分級制度也讓家長難以放心。有超過半數(54%)的家長對台灣現行遊戲

分級制度感到不滿意，可見現有制度還有許多可進步的空間。 

有些遊戲雖然在分級上符合規定，但主題屬於打鬥或是賭博類的遊戲，不

僅無益兒童的身心發展，甚至可能扭曲孩子的價值觀。在鄰近國家南韓的分級

制度2中的普級遊戲，除了規範不得出現有害孩子的不當元素，更進一步要求普

級遊戲要具有教育性，或是有助孩子道德與心智發展，他國的積極做法，也可

成為我國的參考。 

另外，線上遊戲之特色在於可多人共同參與，但玩家們素質良宥不齊，有

些慣以粗鄙的言詞溝通，許多家長會擔心孩子在遊戲過程中會受到不良影響；

而現在的線上遊戲多缺乏時間管理機制，同樣令父母憂心，年紀較小的孩子很

容易因為太專注於遊戲而沉迷，根據教育部今年六月份公佈的調查數據顯示，

每5個小學學生，就有1個屬於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目前國小四年級至六年

級的學生，約有2成(20%)的學童未來有可能發展成網路成癮。 

上述問題就算是在孩子可玩的普遍級遊戲中也會出現，也難怪家長對市面

上的普級遊戲即等同於適合孩子玩的遊戲會感到疑慮。 

 

 

 

 

 

                                                 
2 Game Rating Board. http://www.grb.or.kr/english/rating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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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台灣現行遊戲制度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11%

有點滿意

35%

非常不滿

意

14%

有點不滿

意

40%
 

 兒童線上遊戲最不應出現的元素─粗話、色情與犯罪內容 

進一步探究，家長認為適合孩子的線上遊戲不應出現哪些元素，包括髒話、

角色穿著暴露、色情、涉及犯罪情節、無時間管理功能等，都有相當高比例的家

長認為不應出現在兒童線上遊戲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現行我國的分級制度中，

普級遊戲亦可包括賭博性質的遊戲，然近八成的家長認為，兒童線上遊戲不宜出

現含有賭博性質的內容。 

適合兒童的線上遊戲不應有哪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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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列193.10% 92.00% 91.80% 88.60% 84.40% 83.70% 79.60% 79.50% 79.50% 75.00% 74.70%

髒話
衣著暴

露
色情 犯罪 菸酒 恐怖 賭博 商城 沉迷 暴力 歧視

 

 優質兒童線上遊戲最應具備─益智、教育、資訊過濾與管理 

再深入了解家長們認為適合孩子的線上遊戲，應具備哪些元素？家長覺得益

智性、教育性為兒童線上遊戲應宜具備的首要元素。許多家長認為，適合孩子玩

的遊戲不僅應滿足娛樂的需求，能夠讓孩子在智識上有所收穫才是好遊戲。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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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孩子能夠玩得聰明，也有許多家長認為能過濾粗話等不當資訊、控制遊戲時

間，讓孩子玩得安全及玩得健康也是很重要的；若線上遊戲能具備不良資訊舉報

或過濾的功能，以及設有幫助孩子控管時間的機制，會讓家長覺得這是較適合孩

子玩的線上遊戲。此外，也有超過半數(57%)的家長贊成，適合孩子玩的線上遊戲，

應具備親子互動機制，讓家長也能一同參與孩子的線上世界。  

 

適合兒童的線上遊戲應具備哪些內容 

0.00%

2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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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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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列1 89.50% 78.20% 62.30% 61.10% 58% 57.20%

益智性 教育性 舉報過濾 時間控管 趣味性 親子互動

 

 僅兩成七家長非常了解孩子玩的線上遊戲 

家長是否了解孩子玩的線上遊戲 

非常了解

27%

有點了解

40%

不太了解

30%

完全不了解

3%

 
現代家長可能因為工作繁忙等因素，較無時間深入了解孩子在玩的線上遊戲

內容。調查顯示，孩子有玩線上遊戲的家長中，僅有兩成七非常了解孩子在玩的

線上遊戲。這也更顯示出可靠、明瞭的指標，供家長參考遊戲是否適合自己孩子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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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兒童線上遊戲指標 

除了暸解家長們的想法，兒盟也邀集各界代表，彙整了家長、老師、民間團

體、遊戲業者的意見，將優質兒童線上遊戲指標整理如下，認為好的遊戲要具備

「益智性」、「資訊過濾與管理」、「時間控管」、「親子互動」及「完善管理」等特

質，以讓孩子能夠玩得聰明、玩得安心、玩得健康、親子能夠玩在一起並享受完

善管理： 

 玩得聰明─「益智性」3
  

「益智性」是家長們認為優質兒童線上遊戲的首要條件，有89%的家長認為，

適合兒童的上遊戲應具備此項特質。益智性的線上遊戲並不侷限在學科方面的學

習，在遊戲中能夠讓孩子在人我關係、邏輯分析能力、智識及創意上有所認識，

可由以下五個面向評估： 

1.人格與社會發展：遊戲內容能有益孩子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感受；或孩子可

得到與其他玩家團隊合作的機會。 

2.溝通、語言能力：有助孩子了解如何與他人互動，如在有些遊戲中，若輸入不

當詞彙時，會出現不適當語言的警示，能藉此提醒孩子在遊戲中對其他玩家應保

持尊重的網路互動語言。 

3.解決問題、分析或計算能力：讓孩子在遊戲中可嘗試獨力解決問題、獨立思考

或分析判斷。 

4.認識世界：在遊戲內容中能增加孩子對歷史、文化、地理、天文等方面的認識。  

5.藝術創造力：遊戲內容能激發孩子的想像力及創造力等。 

 玩得安心─「資訊過濾與管理」 

線上遊戲的特色在於可和多人進行互動交流，但網路的匿名性讓人們容易在

遊戲中用不雅的詞語對話，將近兩成(18%)的孩子表示4，曾有在網路上被陌生人罵

髒話的經驗；即使其他角色不會主動用言語攻擊孩子，但有些玩家會透過遊戲中

的廣播系統用髒話「洗頻5」，讓不當詞語就像跑馬燈似地圍繞在四周，對孩子有

相當不良的影響；本次調查顯示有高達93%的家長表示，適合兒童的線上遊戲裡面

不應出現粗話。為減少孩子暴露在不雅字眼環境的機率，透過詞語過濾系統、內

建快捷語言、友善的舉報系統等方式，盼能減少遊戲玩家對話間出現不當用字的

情形，以降低兒童接觸不當資訊的機會。 

                                                 
3「益智性」並不等同於「教育性」，嚴謹的教育學習仍須以學習理論為基礎，並經過實驗教學前後

測分析，此處益智性只能算是提供機會讓孩子認識、了解。 
4 兒童福利聯盟，2010，《2010年台灣兒童網路交友調查報告》。 
5 用字彙或符號佔據遊戲中的對話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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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系統：設計詞語過濾程式，攔截玩家對話出現的不當或不雅語言，並定期

更新不當用詞。 

◎快捷語言系統：設置角色對話選項，讓玩家之間的溝通將只能透過遊戲預設快

捷語言進行。 

◎舉報系統：當玩家散布粗話或不當資訊時，其他玩家可向遊戲服務人員舉報，

該舉報系統的設計應簡單、明確、好用，例如：設置在明顯的遊戲專區，當玩家

遊戲中接收到不當資訊時能直接舉報。 

 玩得健康─「時間控管」 

 半數的孩子反映，曾因上網時間太長而被大人罵 

根據兒盟的調查6顯示，半數(50%)平時會上網的孩子反應，上網最困擾的事

是因「時間太長而被大人罵」；也有 16%的孩子會因玩線上遊戲玩到沒時間寫功

課，顯示許多孩子欠缺時間管理的自制能力。因此若能在遊戲中，設置時間管理

機制，就能防止兒童上網時間過長危害健康；而疲勞度系統的設立也能預防孩子

網路成癮。 

◎健康遊戲時間 

具體作法包括：遊戲僅在兒童適合上網的時間段開放，其餘時間(如深夜時

段)禁止孩子登錄，或是不宜超過孩子適當的就寢時間(如：晚上11點)；當超過

健康遊戲時間即強制孩子登出遊戲。除禁止之外，建議遊戲公司也能針對遵守健

康遊戲時間的玩家給予獎勵，例如：可對遵守健康遊戲時間的小玩家給予額外的

寶物或增加經驗值等方式等獎勵機制，讓孩子培養自我時間管理的能力。 

◎疲勞度系統 

孩子在遊戲中專注於破關、升等，往往不會察覺到自己的身體已經相當疲倦

了，藉由遊戲機制來提醒孩子該休息，也是優質兒童遊戲的重要條件。當孩子遊

戲時間超過不健康的時數時，連線速度會變慢、攻擊力或掉寶率等會下降；或是

針對兒童設計防沉迷伺服器也是可考量的做法；另外，為避免小玩家申請不同帳

號重覆登錄，業者也可考量設計同一個 IP 禁止兩個帳號登入等措施，以防止較

無時間管理能力的孩子重複登入。 

 玩在一起─「親子互動」 

優質兒童線上遊戲也可規劃增進親子互動的機制，鼓勵家長了解孩子在玩的

遊戲內容，以及孩子在遊戲中的狀況： 

                                                 
6 兒童福利聯盟，2010，《2010年台灣兒童網路交友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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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家長機制 

遊戲主動回報家長孩子的遊戲狀態相當重要，例如在時間控管上設置回報家

長的功能，當孩子於不健康的時段登入遊戲、或是孩子玩遊戲超過健康遊戲時數

時，系統可藉由發 e-mail 或手機簡訊等方式讓家長知悉，讓家長與孩子溝通、

協議適當的遊戲時間，以幫助家長教育孩子學習自我管理。此外，也可應用在當

孩子在遊戲中污辱其他玩家，或出現不雅字眼次數過多時，適時反應給家長，讓

家長可以跟孩子溝通，在虛擬世界中與人互動，亦要維持應有的禮貌與尊重。 

◎獎勵親子共玩 

在今年初的調查中，有許多孩子寫下他們的心聲：「希望爸爸媽媽能和我一

起玩線上遊戲」；焦點座談會的家長代表亦反應，其實也有不少父母願意和孩子

們一起共遊線上遊戲，但現在的遊戲活動，卻較少設置親子互動機制。遊戲業者

可思考在遊戲中設置鼓勵親子共玩的機制或活動，例如可對邀請家長一同參與遊

戲的小玩家給予獎勵或寶物等，讓遊戲有機會成為親子的共同話題。 

 完善管理 

*「遊戲秩序管理」 

線上遊戲屬於開放平台，參與遊戲的玩家形形色色，也包括居心不良想要騙

寶、盜寶或故意欺負其他玩家的人。為創造優質兒童線上遊戲環境，遊戲的監督、

管理機制非常重要，兒童線上遊戲宜強化遊戲秩序管理者(如客服人員)的角色，

監看遊戲內容與對話，以更新詞語過濾系統，且遊戲管理者應更積極解決使用者

回報的問題，並且具備回應問題的能力、速度與品質。 

*「遊戲金錢管理」 

現在有許多線上遊戲雖標榜免費，但在遊戲中卻設置了許多機制吸引玩家消

費，遊戲業者固然有其經營成本須賺取利潤的考量，但也不宜因孩子年幼較無金

錢管理概念，而以遊戲機制不斷吸引孩子花大錢消費。例如有的遊戲設計了「扭

蛋」機制，有孩子為了想獲得稀有的寶物，就不斷花錢消費，花掉數千甚至上萬

元，此種現象讓人憂心。適合孩子的遊戲，也應在金錢控管上有所考量，如可採

固定收月費的制度，將遊戲費用控制在合理的範圍。 

兒童最夯線上遊戲─「優質」還是「憂質」? 

根據過往的調查，我們選出七款目前孩子最熱門的普級線上遊戲包括：摩爾

莊園、賽爾號、楓之谷、跑跑卡丁車、爆爆王、唯舞獨尊以及艾爾之光。並由「時

間控管」、「資訊過濾與管理」、「益智性」、「親子互動家長陪同」及「完善管理」

五個面向，請學者評分這些遊戲的「優良指數」，若具備該指標細項中其中一項即



 

 8

獲得一顆星。獲得三顆星的遊戲，共有三款─摩爾莊園、賽爾號及楓之谷。 

從下表可見，目前的遊戲明顯缺乏「時間控管」、「親子陪同」、「完善管理」

等機制。業者在吸引孩子投入線上遊戲的同時，也應加強遊戲時間控管的機制，

讓孩子不成癮，才能讓他們玩得開心又健康；此外，缺乏正向的「親子互動」，導

致家長與孩子之間關係緊張，業者應思考促進家長參與的可能性；而現有的遊戲

秩序管理，業者多採用被動的網頁回報方式，遊戲應可強化 GM(Game Manager)的

功能，以增加秩序維護的積極性，並且注意避免孩子投入過多金錢。這項檢視也

顯示要打造出五星級的兒童線上遊戲，還有許多可努力的空間。 

兒童熱門線上遊戲優良指數 

 時間 

控管 

資訊過濾

與管理 

益智性 親子互動

家長陪同

完善管理 備註 

摩爾莊園 

(角色扮演/ 

益智類遊戲) 

★ ★ ★   1. 此款遊戲雖有遊戲時間限制，但最晚

開放時間到24:00，對孩子來說仍太晚

2. 時間限制僅於周四到周日，週五、週

六遊戲時間24小時開放 

3. 遊戲本身無舉報機制，但遊戲官方網

站有 

塞爾號 

(角色扮演/ 

益智類遊戲) 

★ ★ ★   同上 

楓之谷 

(角色扮演/ 

打怪類遊戲) 

 ★ ★ ★  1. 遊戲本身無舉報機制，但遊戲官網有 

2. 有設置GM，但玩家反應較缺乏積極性

3. 此款遊戲的「扭蛋」機制，易讓孩子因

希望獲得新奇道具而在金錢管理上失

去控制 

跑跑卡丁車 

(賽車競速 

類遊戲) 

 ★ ★   遊戲本身無舉報機制，但遊戲官網有 

 

爆爆王 

(炸彈格鬥 

類遊戲) 

 ★ ★   同上 

唯舞獨尊 

(音樂節奏 

類遊戲) 

 ★ ★   1. 遊戲本身無舉報機制，但遊戲官網有 

2. 資訊過濾系統僅限中文，不含英文 

 

艾爾之光 

(角色扮演/ 

打怪類遊戲) 

 ★ ★   有設置GM，但玩家反應較缺乏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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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 

1. 遊戲業者：將優良指標交由業者自律規範，遊戲業者近期將組成自律聯盟委員
會，進行優質兒童線上遊戲評選與監督業務，期許遊戲業者盡快推薦出適合

兒童的優良遊戲。 

2. 公部門： 
(1)  可參考教育部推廣優質兒童圖書的方式

(http://www.openbook.moe.edu.tw/books.php)，由教育部推薦優質線上遊

戲。 

(2)  對國內研發優質兒童線上遊戲業者予以獎勵機制。 

3. 學校：由於多數家長對於學校的信任程度較高，可考量在學校資訊教育課程或
是由電算中心推廣「優質線上遊戲指標」及推薦評選優良的遊戲。 

4. 民間團體： 
  (1)  民間團體亦可成為監督的力量，並規劃設置推薦優質遊戲的平台。 

  (2) 「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將設置線上遊戲通報、舉發單一窗口網站

(http://www.win.org.tw)，未來也考慮規劃設置推薦優質遊戲的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