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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distortion figure contents in picture books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learn drawing. The

subjects were students from third grade and the researcher used 3 picture books as an instruction. The teaching process was then

reviewed and improved through sound recording , the observation records , interviews and reflections. In respect of the course

design ,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the picture book instruction course must fir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childern’s interests and their

prior experiences.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points , the researcher must arrange the creative drawing activities and

understand the children’s study performance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The effects of distortion figure contents in

picture books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learn drawing as follows：1.Picture books help students’drawing performance.2.Picture

books help students’figural creativity.3.Picture books increase students’confidence and observation ability. Finally ,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set forth above are provided for improving the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nd for futur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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