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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九年一貫課程的銜接高中職，教育部推動新課程改革，99 職業學校群科

課程綱要裡提到，美術課程目標是涵養並陶育學生美術的基本概念、增進學生審

美的能力及生活應用的思辯能力，可看出鑑賞性課程是美術課程中必要的存在。

科技改變了人類的生活，也改變了教學方式，美術鑑賞教學的教學媒體，進階到

使用網際網路，形成教學媒體科技資訊化，教師使用這些資訊科技，藉此提高學

生學習興趣，並提升教學成效。故宮的網站裡有豐富的教學資料，研究者試圖將

故宮的網路資源內容，融入中國美術教學鑑賞教學中，藉此刺激學生學習興趣，

提升學生對美術鑑賞的能力。 

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目的有三：一、深入分析故宮網路資源與資訊科技融

入美術鑑賞教學理論。二、實際運用故宮網路資源設計適合高職階段的中國美術

鑑賞課程。三、運用行動研究法實施教學，改進美術鑑賞課程的教材教法，以提

升研究者教學專業知能。 

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法，以高職一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規劃以中國美術鑑賞、

學生創作、學生作品互相鑑賞為基本模式的三個單元循環教學課程，實施教學單

元分別為美麗的紋飾、造形之美、線條之美，共歷時十二週。 

本研究結論如下：一、生活經驗引導加上鑑賞創作鑑賞為教學策略。二、運

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時面臨的困境與因應：鑑賞的圖片準備太

多要減少、班級經營要加強、必須持續在課程中提供學生練習鑑賞說明的機會、

文化創意概念提供學生創意思考、教學媒體工具要準備周全。三、教學策略獲得

學生喜歡。四、造形懸疑、局部放大、具特效與互動的圖片影像較能吸引同學注

意。五、學生對鑑賞與分享缺乏描述的能力。六、作品事先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

果較好。七、作品鑑賞有評分標準對學生鑑賞同學作品有幫助。八、班上形成集

體意識有助於學生作品評鑑進行。九、創作過程能培養學生彼此互助精神。十、

教師對於圖片與動畫的順序安排加以注意效果更好、增加班級管理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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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如下：一、故宮應鼓勵教師使用網路資源。二、學校應在財力許

可下為美術教室增添視聽設備。三、欲實施課程的教師：尋找幾位不同領域的教

師搭配協同教學、故宮的 3D 文物展示系統與故宮 e 學園對美術鑑賞最有幫助、如

果注重學生創作成果的精緻度要限定範圍增加創作指導時間、加強使用教學相關

電腦軟體的能力。四、後續研究方面：與不同創作類別整合進行課程設計、發展

整學年有系統的鑑賞教材。 

 

關鍵字：網路資源、中國美術、美術鑑賞課程、行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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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onnecting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from the nine-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started to promote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In 2010 vocational school’s group curriculum syllabus, it has mentioned that the art 
curriculum’s goal is to cultivate and educate the students in basic concepts of art, 
enhance the students’ aesthetic abilities and the speculation abilities in lifestyle 
applications. We can thus see the necessary existence of appreciative course in art 
curriculum.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lives of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teaching 
methods.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medium from art appreciation teaching to the use 
of Internet has developed into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eaching medium. Teachers 
are able to use th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results. There is a rich source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ebsite, and researchers are attempting to use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contents of the Museum to blend in Chinese Art Appreciation teaching to stimulate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nd upgrade the students’ art appreciation abilities. 

  
Based on the aforesaid background, the thre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1.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network resource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blend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theory of art appreciation teaching. 2. 
Make actual uses of the network resource designs of the Museum into appropriate 
Chinese Art Appreciation curriculum in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age. 3. Implement 
action study in teaching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Art Appreciation 
curriculum, thereby upgrading the researchers’ teach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action study was adopted by this study to take the first-year student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as the subjects. The Chinese Art Appreciation, student creations, 
inter-appreciation of student creations were chosen as the three cycle tutorials of basic 
modes to implement such teaching topics as beautiful decorations, the beauty of shapes, 
and the beauty of lines, respectively for a period of 12 week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Life experience guide and creation 

appreciation are regarded as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2. Utilize the network resource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o perform the plights and responses encountered in 
Chinese Art Appreciation curriculum, such as a need to reduce the excessive pictures 
prepared for appreciation, strengthen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a must to continue 
providing students th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appreciation interpretation during the 
course, provide cultural creative concept for students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a need to 
fully prepare the teaching medium tools. 3. The students are fond of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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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4. The pictures and images in mystery shapes, enlarged partial parts, and 
feature special effects and interaction are more likely to attract the students’ attention. 5. 
Students lack the descriptive abilities in appreciation and sharing. 6. The pre-digitizing 
creation treatment is able to generate better results on publication activities. 7. The 
creation appreciation with grading standards is able to help students in appreciating the 
schoolmates’ creations. 8.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 classes is able 
to help students to perform creation evaluation. 9. Students possess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10. The teaching outcomes will be better if teachers are able to pay more 
attention on pictures and animation sequence arrangement, and the class management 
skills will then be improved. 

 
The study has come out with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hould encourage teachers to use network resources. 2. Under financial 
feasibility, the schools should add audio-visual equipment in art classes. 3. For teachers 
who wish to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they should seek coordination with several 
teachers specializing in different domains to assist in teaching, 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 3D cultural displays and the e-academy of the Museum are able to provide optimal 
help in art appreciation,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sophistication of students’ creative 
results, it is necessary to limit the teaching scope and increase the creation guiding time, 
and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abilities on teaching-related computer software. 4. On 
followed up research prospective, it is suggested to integrate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different creative categories, and develop the appreci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entire school year systematically.   

 
Keywords: Internet resources, Chinese Art, Art Appreciation curriculum,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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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說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說明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說明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針對本研究的名詞作說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節從美術教師進行美術鑑賞教學的角度敘述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一、 研究背景 

（一）課程改革對美術鑑賞課程的重視 

為了因應國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的銜接，教育部推動一連串九十五年、九十

八年高中職新課程改革，並將高中職階段稱為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此階段的學校

類型不同，所欲達成的功能互異，因此課程目標也略有差異。但為追求教育機會

均等、平衡城鄉差距及維護學生學習權益，因此制定了共同核心課程，培養後期

中等教育階段學生的共同基本素養，使學生能兼顧達成基本學力及換軌學習的需

求。美術課程是共同課程之一，在教育部訂定的「美術」課程指引 1裡提到美術課

程目標之一，要提昇學生發展創作表現的想像、創造及「鑑賞」的基本能力，98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裡提到美術課程目標是涵養並陶育學生美術的基本概念、

增進學生審美的能力及生活應用的思辯能力，從當中可以看到鑑賞性課程是美術

課程中必要的存在。在新課程實施時，教育當局期望教師自編教材，以適應不同

能力與背景的學生，此為研究背景之一。 

（二）提升教師應用資訊科技的素養 

在資訊化的趨勢下，網際網路改變了人類的生活，也改變了教學方式，教師

與學生不再只依靠教科書來教與學，網際網路提供了擴張學習廣度的途徑。美術

鑑賞教學的教學媒體從傳統的課本、圖卡、投影片、幻燈片進階到使用電腦多媒

體促進教學成果，網際網路的發達更提供了教學媒體科技資訊化，教師必須學習

                                                 
1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網站 http://www.edu.tw/high-school/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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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這些資訊科技，才能與社會同步，並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中，藉此提高學生

學習興趣，並提升教學成效。教育部年度施政目標中強調提升教師應用資訊科技

的素養，發展充足與便於使用的數位化教材，透過教材教法革新及資源之整合，

促進教學資源共享。在李堅萍的研究中亦提到：「美術教育有必要積極且廣泛的使

用電腦科技，因為資訊科技能引發學生高度學習興趣和強化教學互動功能，且電

腦科技在操作技術上使用越趨簡易、呈現影像越千變萬化，能勝任創作媒體，且

電腦軟體能容許嘗試錯誤、立即回饋、容許修改、快速回復，已跨越現有技法限

制，網際網路提供大量資源，得以訓練學習多元的審美能力，資訊科技在視覺藝

術教學無疑是一大利器。」2因此作為一個高職美術教師，如何使用資訊科技、如

何運用網路上現成的教材資源，充實教學內容，使教材編輯更容易、更豐富，為

一相當重要的能力，此為研究背景之二。 

（三）故宮文物數位學習的提倡 

博物館是社會教育的機構，明確的以教育大眾增進學習的機會為目標，這其

中包含了在教育內容上可以輔助學校教育的不足。近年來因為網路傳播的發達，

不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觀眾可以不受限於傳統定時與定點的現場參觀活動，迅

速上網在任何地方連接到博物館的網站，欣賞到館方提供的相關資訊。 

國立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作為國家級的博物館，收藏中華文物之精

美與數量，為國內其他博物館或美術館無法比擬，自民國八十九年起，配合政府

「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陸續推動數位典藏、數位博物館及知識經濟等數位專案

計畫，目標在於將院內典藏的中華文物瑰寶數位化，以充實全球資訊網之文化內

容。在幾項數位計畫中「故宮文物數位學習」專案計畫是政府積極推動的「挑戰 

2008：數位台灣─國家型數位學習科技計畫」的一部份，是配合國家整體數位學習

的基礎建設及應用發展，藉由運用故宮豐富的文化資產，充實文物數位學習之內

容，落實國家發展數位學習之理念，進而開創數位學習的新典範。在逐年擴充的

                                                 
2李堅萍，＜美術教育教學運用電腦教學媒體之探討＞，教學科技與媒體，42 期，1998，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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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也不斷推出多樣的線上教育服務單元，包括了文物保存與製作的遠距教

學、虛擬實境的名畫及宮殿、及專為學生族群所設計規劃的兒童園地，近年來數

位博物館主題的內容規劃，都大量融入了數位學習的理念，提供更多元的線上學

習經驗，創造可隨時隨地學習的多元化數位學習環境，3並且免費，利用此一資源

進行教學，可提升學生鑑賞能力，此為研究背景之三。 

（四）政府鼓勵教師將數位典藏融入教學活動 

行政院國科會根據「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4規劃了「訓練推廣分項計畫」，

計畫目標之一是：「充實中小學教師使用數位典藏及利用該資源設計教學活動之能

力，以數位典藏豐富教學資源，促進學習資源開放與學習機會均等。」據此目標

進行的方式：如透過訓練課程、教學設計比賽、比賽作品發表、教學觀摩會及提

供如數位典藏光碟等相關資料，加強中小學教師對數位典藏的認識及應用數位典

藏資源充實其教學內容的能力，成為數位典藏推廣的種子，從目標及進行方式來

看也就是將數位典藏融入教學的計畫，自 91 年於各地舉辦「中小學教師數位典藏

教學資源研習班」、「數位典藏融入中小學教學活動設計比賽」，94 年辦理高中職教

師數位典藏教學資源推廣課程，鼓勵高中職教師將數位典藏融入教學活動中，此

為研究背景之四。 

二、 研究動機 

（一）提升學生鑑賞課程的興趣 

研究者身為一個現職高職美術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對較靜態的美

術鑑賞課程興趣缺缺，甚至當成閉目養神的好時機，問題出在哪裡？是教育部訂

定的美術課程與學生實際的需要不符，因此缺乏主動學習的意願，進而無法提升

其美術鑑賞能力？或者是在教材選擇上因為靜態的圖片對學生而言缺乏吸引力而

喜歡數位影音的生動活潑？又或者是教學者的教學方法無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還是學生還沒學會鑑賞的方法？該運用何種教學策略才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3資料來源為故宮網站 http://www.npm.gov.tw/ch/a040301.htm 
4資料來源為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訓練推廣分項計畫 http://dlm.ntu.edu.tw/01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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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提升學生對美術鑑賞的能力？ 

（二）中國美術的內容較不會有文化隔閡感 

中華文化的處處體現在生活中，中國美術亦充斥在生活週遭，小到吃飯用的

碗盤筷子、大到廟宇建築，無一不是，從小學到國中所學科目國文、歷史、地理

無一不曾與中國美術間相關聯，從這一點來看中國美術應是學生最容易進行美術

鑑賞課程的內容，接觸最多、身處其中、感受性應該最強，較不會有文化隔閡感。 

（三）故宮網路資源的教學應用 

在故宮的網站裡，除了有豐富的數位典藏資料外，還設置了以影音動畫教學

為主的有系統組織的數位學園，供學習者免費進行線上學習，如果經過課程設計，

將故宮的網路資源融入美術鑑賞教學中，應該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

對美術鑑賞的能力。 

根據前述背景與實務教學問題，研究者思考其癥結與解決方法，試圖運用國

立故宮博物院網路資源，提出有助於改善現況的具體行動策略，採用行動研究法，

發展適合高職學生的中國美術鑑賞課程。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 研究目的 

（一）深入分析故宮網路資源與資訊科技融入美術鑑賞教學理論。 

（二）實際運用故宮網路資源設計適合高職階段的中國美術鑑賞課程。 

（三）運用行動研究法實施教學，改進美術鑑賞課程的教材教法，以提升研究

者教學專業知能。 

二、 研究問題 

為達成本研究的目的，研究者提出下列問題： 

（一）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時，教學策略為何？ 

（二）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時，面臨的困境？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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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對於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時，上課反應如何？ 

（四）學生對於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學習效果如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任何研究都應先確立研究範圍與所受限制，才不致使研究方向失去焦點，因

此本節將明確界定本研究之範圍，並說明所受之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探討高職美術教師如何運用國立故宮博物院的網路資源發展中國美術

鑑賞課程、如何因應所遭遇的狀況，以及實施的成效。 

故本研究範圍是： 

（一）研究地區而言：台中縣華華高職（化名）。 

（二）研究對象而言：高職學生。 

（三）研究內容而言：以教育部頒布的高職新課程綱要為基礎，研究教師如何

運用故宮網頁資源發展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過程，及實施的成效。其他

網路資源及科技媒材的理論研究不在此研究範圍。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研究者服務的台中縣一所高職為範圍，基於學校環境的差異性與課

程安排、硬體設備之限制，其研究結果無法推論其他學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非隨機抽樣，屬於立意取樣的研究模式，有許多限制： 

（一）研究時間與經費的限制 

因為受到任課學校需求，和全學年美術課程計畫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在教學

節數上有限；研究經費也在個人財力拮据中進行使用，無法實施大規模研究，僅

以一班作為主要教學研究對象。 

（二）學生的資訊與美術鑑賞能力 

高職學生的資訊能力與美術鑑賞能力因其科別及過去學習經驗而有很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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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故本研究教學模式適用於研究對象科別，不一定適用於全校。 

（三）行動研究「質」的屬性 

本研究以行動研究法進行，屬於質性研究，其研究結果僅供參考，無法推論

到多方理論中。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 故宮網路資源  

「網路」一詞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解釋為「利用電纜線或現成的電信

通訊線路，配合網路卡或數據機，將伺服器與各單獨電腦連接起來，在軟體的運

作下，達成資訊傳輸、資料共享等功能」。5此種連接系統即稱為「網路」。「資源」

一詞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指為「可資利用的自然物質或人力。」6故本研究

所指的「網路資源」（Website Resource）是以指「利用電腦網路連結故宮設立的全

球資訊網（www）作為搜尋、下載可用作教學的影音文字資料來源。」 

二、 中國美術 

中國美術的內涵因文化歷史悠久，所以內容包羅萬象，舉凡繪畫、書法、工

藝、建築都是一項項大類別，其大類別下還可再根據時代、媒材、風格、技法、

用途、代表性、地域性、影像內容等延伸出更多類別內容，因而大家所認為的中

國美術範圍廣大，本研究所提到的中國美術，因為牽涉到研究教學時間有限，無

法將所有類別納入，因此，依據校選美術教科書 7內的工藝、繪畫類為基礎，挑選

符合研究所需的適當內容作為研究教學內容。 

三、 鑑賞課程 

「鑑賞」一詞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解釋為「鑑定欣賞」。王秀雄則認為

「鑑賞具有鑑別、品味而讚美的涵義，包括了知識、經驗、評價三個層面。在其

                                                 
5http://dict.concised.moe.edu.tw/jdict/main/cover/main.htm 
6http://dict.concised.moe.edu.tw/ 
7校選美術教科書為華興文化出版職校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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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將美術鑑賞與美術批評從語意上做連結，認為美術批評的內涵即是美術鑑

賞。」8 

郭禎祥認為「美術鑑賞的意義在於以知覺活動面對藝術品，是知識與情感的

協調，統整為個人對於藝術作品或文化的內在本質之認知，因此美術鑑賞教育範

疇應包括美術本質與審美經驗取向，教學模式應以美感經驗、藝術史、藝術批評

相連結，提供學生美感、情意、智力三方面的成長與協調。」9 

林曼麗認為「課程是系統的教材與教學活動，包含課程設計、教材的選擇與

組織、教學活動安排與學習指導，以及教學效果的評量。」10 

本研究所指的鑑賞課程（Art Appreciation Curriculum）係根據教育部頒定的

95、98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一般科目課綱之藝術領域美術科中的內容綱要為範

圍，所進行的有系統的教材與教學活動，以達到涵養並陶育學生美術的基本概念、

增進學生審美的能力及生活應用的思辯能力。 

 

                                                 
8王秀雄，《觀賞、認知、解釋與評價－美術鑑賞教育的學理與實務》，台北：國立歷史博物館，1998，

頁 87。 
9郭禎祥，《藝術教育多媒體教學研究與設計》，台北：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 28。 
10林曼麗，《台灣視覺藝術教育研究》，台北：雄獅，2000，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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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先從高職美術教育演進，了解體制規劃下的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範圍與

內容，接著就美術鑑賞教學模式、故宮網路資源及國內利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教

學研究論文等資料簡略地探討，以作為發展課程的基礎。 

第一節 高職美術教育演進下的中國美術鑑賞課程 

高職教育是我國技職體系的一環，其課程以基層的生產技能或管理方面的實

務訓練為主，著重於培養學生的一技之長，使其能迅速融入就業市場，並提供社

會對基層技術人員的需求。因此在早期的高職教育規劃下，除了美術工藝類型職

業類科具有美術相關科目的學習課程之外，其餘類科皆不設美術課程，美感教育

僅止於屬共同必修之音樂課程。11 

近十年來教改的聲浪不斷，技職體系下的高職課程亦納入中等教育階段一起

考量，民國 85 年行政院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及其後各年度重要教育會議，皆建議

政府應致力高職課程改革。12民國 87 年 9 月教育部修訂公布八十九學年度起實施

的職業學校課程標準，13美術納入一般科目下的藝術領域。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

程於九十一學年度實施後，為使 94 年度入學高職的新生，課程得以順利銜接，教

育部於 91 年規劃完成「高級職業學校課程綱要草案」，93 年修正「高級職業學校

群科課程暫行綱要」，94 年 2 月公布，定於自九十五學年度正式實施。 

因應教育改革的潮流不斷，高職的美術課程在教育當局的持續推動下繼續針

對 95 暫行課程改進，因此有了 98 新課程－「職業學校 98 群科課程綱要總綱草案」

14的誕生，97 年 10 月教育部發函 15各教育主管單位，強調為使教科書編者、教師

                                                 
11羅慧明，＜近三十年來我國高級職業學校美術教育之發展與現況＞，教育資料集刊，第 11 輯，

1986，頁 389。 
12教育部技職司，＜修訂職業學校課程暫行綱要、設備標準及配套措施報告＞，2005，頁 4。 
13教育部技職司，＜工業職業學校資訊科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台北：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編印，民 1998，2-9 頁。 
1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網站 http://tpde.tchcvs.tc.edu.tw/course/download02.asp?ID=36 
15台技(三)字第 09701892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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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各界有充裕時間瞭解新修訂的綱要內涵，將 98 群科課程綱要實施日期延後

至九十九學年度實施，因此，以下稱為 99 群科課程綱要。 

研究者將 89 年到 99 年這三次高職美術課程綱要做成附錄一，以 95 暫行課程

為中軸基礎，將 89 年舊課程與 99 群科課程內容參照排列，來呈現教育部對中國

美術鑑賞課程規劃的變化，比較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 課程內容架構的比較 

（一）科目名稱 

89 年舊課程將科目名稱定為美術Ⅰ、美術Ⅱ，分為兩個學期分別實施，95 與

99 課程則皆將名稱訂定為美術。 

（二）修課類別與學分數 

三次綱要皆將美術科的修課類別訂定為選修課。就美術科的學分數的修訂來

看，89 年舊課程將學分數定為 2-4 學分，95 與 99 課程則皆定為 2 學分，就學分數

來看沒有增加，似乎有減少的狀況。 

（三）開課時間 

89 年舊課程對開課時間並無限制或建議，但 95 與 99 課程則皆建議在第一學

年第一學期開課，因此在解讀上，有些學校採一學期 1 學分（每週一節課），上下

學期合計共 2 學分方式開課，有些學校則選擇一個學期 2 學分（每週兩節課）的

方式開課。 

（四）課程目標 

比較這三次綱要的課程目標內容，發現除了將語句修飾略作變化外，內容方

向維持不變。課程目標分為三項，分別是： 

1.涵養並陶育學生美術的基本概念，增進學生審美的能力。 

2.引導學生認識美術的各種創作媒材及技法。 

3.培養學生對美術的興趣，以提高生活品質。 

二、 關於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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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節數分配 

在關於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課程綱要規劃上，89 年舊課程和 95 暫行課程都是

規劃 4 節課的時間，內容為「傳統中國美術的發展」、「當代中國美術的現況」、「中

國美術的特質與意義」、「生活中的中國美術」等四部份。 

在 99 群科課程中則將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內容納入「美術的表現」這個單元

內，此單元的規劃時間為 8 節課，內容規劃為三部分： 

1.認識各種美術表現（含平面、立體、綜合、科技等）之相關媒材之認識。 

2.各類美術基本表現技法之運用與創作。 

3.鑑賞各主題（含臺灣、東西方）之平面、立體、綜合科技美術作品。 

就內容分析，若將「美術的表現」此單元的規劃內容分為創作與鑑賞兩部分

的話，第 1、2 項無疑的可劃入創作部分，但每種美術表現的創作（含媒材的認識、

技法的運用與創新）都非一節課可完成的，甚至要用到三到四節課才能完成—例

如版畫這項美術表現，因此這個單元的規劃光就創作的部分（各種美術表現的媒

材認識與技法運用、創新）似乎就不夠了。 

再看鑑賞部分，第 3 項為鑑賞部分，但此鑑賞部分又分為鑑賞包含台灣、東、

西方各主題之平面、立體、綜合科技美術作品，不見「中國美術」這四個字，而

以「東方」取代，也就是說亞洲各國的美術鑑賞都包含在內了，中國美術鑑賞的

部分包含在東方之中，從單元課程的節數分配來計算，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分配

節數相較於 89 年舊課程和 95 暫行課程無形中減少了。 

（二）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章節分配 

關於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課程章節規劃，89 年舊課程將中國美術鑑賞課程內

容拆開分為上下學期進行，95 暫行課程則將其合為一個完整的鑑賞單元，99 群科

課程安排中則不見其章節規劃，只能從「美術的表現」這個單元內找到關於各地

區主題美術鑑賞的規劃，從鼓勵教師自編教材的角度來看，這似乎給予了教師極

大的彈性去挑選安排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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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元主題和內容 

95 暫行課程比 89 年舊課程內容多規劃了「生活中的中國美術」，其他內容相

同，在 99 群科課程中則因為包含在「美術的表現」單元內，認識、運用各種美術

表現技法、鑑賞各主題（含臺灣、東西方）之平面、立體、綜合科技美術作品等

內容，也就是在一個單元裡課程設計上，創作與鑑賞要形成連貫，而非獨立形成

一個鑑賞單元。 

三、 實施要點的比較 

（一）教材編選 

89 年舊課程中將教材分為「知識」、「表現」、「鑑賞」等三個領域，「鑑賞」在

教學時所佔比例分配 20%，乍看之下比例不高，但從鑑賞的內容包括了知識、經

驗、評價三個層面這一點來看，知識領域可視為創作與鑑賞的基礎，實質上鑑賞

領域的比例不止 20%。95 暫行課程打破前述領域比例的概念，改為「教材編選以

生活化為中心，以學生的經驗為基礎，選取適當之教材，激發學生學習之興趣。

教材編寫應該圖文並重，注重內容之完整性、多元性及合理性，並要求彩色印刷

之品質。」16，99 群科課程在 95 暫行課程的基礎上加入了「教材內容可適度融入

社會關切議題，如：環境、性別、海洋、生涯、人權、法治及情緒管理等」、「教

材可融入以海洋為主題意涵的作品進行鑑賞及創作。」17連續兩段提到了「海洋」，

顯示了鑑賞及創作教材的選編不但要生活化，還要加強台灣海洋文化的主題意涵。 

（二）教學方法 

95 暫行課程以 89 年舊課程的「鼓勵學生上課除工具書外，多帶附有圖片的美

術書籍、期刊。」、「多運用圖片、幻燈片、LD、CD 欣賞作說明。」、「除創作的

表現外，多要求學生作思考性的說明。」為基礎，增列了「教師教學時，應以學

生既有的知識或經驗為基礎，多舉生活上的實例以引起學習的動機，並本因材教

施之原則，重視個別輔導。」、「各任課教師可視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創作教學課

                                                 
16職業學校一般科目群科中心學校 http://www.cer.ntnu.edu.tw/gcss/index.htm 
17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網站 http://tpde.tchcvs.tc.edu.tw/course/download02.asp?I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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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99 群科課程又增列了「教材綱要所列之多媒體創作係指透過各種形式及媒

材，或綜合媒材，或結合「科技媒體」創作，呈現多元樣貌，使藝術創作的空間

更加寬廣，突破媒材技法的侷限，展現多元、豐富、求新求變的特質。」，這顯示

期望高職美術教師在教材、教法、教學媒體上多元化，藉由鑑賞課程與生活經驗

的結合引導學生獨立思考、發表，並彈性地安排創作教學課程，多元的嘗試各種

媒材。 

（三）教學評量 

89 年舊課程提出「學習評量應著重美術知識、美感判斷及學習態度等。」、「學

習評量盡量多元化，除作品外，可以採用資料蒐集、書面報告或現場演示等方

法。」，95 暫行課程增加了「學生成績的評量，除規定作業成績外，教師在教學時

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和討論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力，作為重要的平時

成績。」，99 群科課程未加以增減。可以看出在鑑賞教育的評量方式除應多元化外，

學生在上鑑賞課時的表現也不應忽略。 

（四）教學資源 

89 年舊課程列出「美術鑑賞教室應強化美術相關圖書資料的購置，並指導學

生閱讀使用及資料蒐集等方法。」、「有計畫逐年添置設備，充實教室內之軟硬體

設施。」，95 暫行課程則列出教學資源應涵蓋「美術鑑賞之相關圖片、影片。」、「美

術鑑賞視聽教學設備。」、「美術鑑賞相關教學資源。」、「其他有關校園美化，校

舍建築設計之規劃，公共景觀及藝術品之設置。」，99 群科課程維持 95 暫行課程

的內容，顯示學校除應提供美術鑑賞課程所需的軟硬體設備及相關教學資源外，

學校環境教化的功能也不應忽視。 

（五）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三次課程綱要皆認為學校行政應配合美術課程實施、教材教具的準備及各項

活動的辦理；課程安排可與社團活動、學藝活動、校外教學或其他相關科目配合，

以加強教學統整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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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歸納可得知，高職美術教育的教育目標並無改變，但教材教法上延續

國中小九年一貫教育課程，從「學科本位」的教育思潮進入到統整「多元文化」

與「生活中心」的藝術教育思潮。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教學內容要兼顧多元文化

與生活經驗，創作與鑑賞要形成連貫，而非獨立形成一個鑑賞單元，教學方法多

元化，除欣賞講述外、鼓勵學生小組討論、創作、發表，引導學生獨立思考、增

進審美能力，培養學生對美術的興趣。評量方式除應多元化外，評量的內容應包

含學生在上鑑賞課時的表現。 

第二節 美術鑑賞教學模式 

一、 美術鑑賞教學的意義與目的 

孫邦正 1964 年提出：「教學是指導學生學習的一種活動，也就是運用適當的

技術，來刺激、指導、鼓勵學生自動學習，以獲得生活上必須的知識、技能、習

慣、理想。」18並指出教學有三個涵義：一、教學活動要以學生的能力和興趣做起

點。二、教學是指導學生學習，不是代替學生學習。三、教學是協助學生充實其

生活經驗，改造其生活經驗，可見教學除了教學方法，也包含了教材在內，同時

涵蓋了課程設計。課程設計是以系統編寫的教材與教學活動，所以教學一詞自當

包含課程設計、教材的選擇與組織，教學活動的安排與學習指導，以及教學效果

的評量。以此定義延伸的美術鑑賞教學，就是指導學生學習美術鑑賞的活動，包

含課程設計、教材的選擇與組織，教學活動的安排與學習指導，以及教學效果的

評量。 

Efland 認為在美術課程設計上必須注意到課程組織結構，深入了解美術可以

在美術創作、美術史、美術批評及美學之間形成許多連結，課程應著重在這四者

之間的互動，學科取向知識如同半格狀，有部份重疊元素，因此提出半格子狀課

程結構 19（如下圖）： 

                                                 
18孫邦正，《教育概論》，台北：台灣商務，1964，頁 218-220。 
19引自郭禎祥，＜廿一世紀藝術教育的展望＞，美育，106 期，1999，頁 5。Efland, A.D. The spi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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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藝術製作 1/2 藝術製作和評論 

2.藝術批評 2/3 評論和歷史 

3.藝術史 3/4 歷史和美學 

4.美學 1/3 製作和歷史 

 1/4 製作和美學 

圖 1  Efland 的半格狀圖 

（資料來源：同註釋 19 頁 7。Efland 美術教學四領域之課程半格子組織結構圖） 

呂燕卿認為：「完整的美術學習應同時包含美術創作、美術知識與美術鑑賞，

雖然實際上美術教學常偏重創作活動，然而視覺美術教學課程之最終目標，在於

提昇學生整體性的美感，使學生將來成為美術的鑑賞者與參與者。」20 

蘇振明認為「美術鑑賞教學是學校美勞課程中指導審美的一種教學活動，透

過美術評論與自然物質的觀賞、討論、撰寫等方式，幫助學生建立美術史的知識，

                                                                                                                                               
the lattice: changes in 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with implication.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36(3), 1995, 
134-153. 
20呂燕卿，＜國小美術教學上繪畫鑑賞之重要性＞，2005/9/30。http://www.aerc.nhctc.edu.tw/paper/。 

1 
2 3 4

1/2 
2/3 

3/4 

1/3 
2/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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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美感的情趣，學習美術批評的方法，進而助長美術創作的能力。」21「鑑賞就

是在創作，創作是鑑賞後的表現活動；若沒有審美眼光，創作的作品會有美感嗎？

創作與鑑賞就好比太極圖中的陰陽兩級，呈現一種互生互補的密切關係。因此鑑

賞教育徹底實施，創作成果就會明朗，好的鑑賞教育不會抹煞或阻礙創作能力，

反而會助長創作的知能。」22 

王秀雄認為「美術鑑賞教學的目的在培養：敏銳視覺美的感受力、豐富感情

與想像力、培養美術認知與其表達用的術語、對作品的思考與判斷能力。美術創

作表現與美術鑑賞間的關係是互動的。」23 

綜合以上學者的論述，可以歸納出美術鑑賞教學的意義，在藉由美術品提供

學生機會，探索生活環境中的人、事、物，經由系統的課程活動安排，增進美術

知識、培養美感、想像與創造力，充實其生活經驗，目的是作為日後審美生活或

創作的需要與基礎。 

二、 美術鑑賞教學的歷程 

瞭解了美術鑑賞教學的意義與目的後，接著了解美術鑑賞教學的實施過程，

美術鑑賞是對以美術作品的為對象，探討其形式、意義與價值，因此必須了解美

術創作的歷程與美術作品的構成層面。 

王秀雄從美術創作的角度繪製「美術創作的歷程及其一系列的環節圖」（如

下圖），剖析美術家的創作會因為現實的刺激、個人的個性、性格、人生觀、世

界觀、藝術觀之不同，反應或擷取現實的態度及層面也有所不同，進而左右了美

術家所要表達的主題、感覺、感情、思想等作品意涵，接著美術家藉著媒材與創

作形式的不同選擇，呈現出具有代表美術家的個人視覺風格作品。因此美術的鑑

賞包含潛在內涵與外顯形式兩個層面，學生在美術鑑賞的學習，必須從作品的形

                                                 
21蘇振明，＜兒童美術鑑賞的涵義與教育功能＞，國教月刊，43 卷 7 期，1997，頁 31。 
22蘇振明，未來美術教育之趨勢，迎向二十一世紀的兒童美術教育學術研討會，國立新竹師範學院

承辦，2005/6/30。http://www. aerc.nhctc.edu.tw/paper/。 
23王秀雄，《觀賞、認知、解釋與評價－美術鑑賞教育的學理與實務》，台北：國立歷史博物館，1998，

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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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風格等外顯層面開始進而深入到潛在內涵的探討。 

 

圖 2 美術創作的歷程及其一系列的環節圖 

（資料來源：王秀雄
24

） 

 

根據呂燕卿整理各家美術鑑賞教學過程（如下表），歸納出各家對於鑑賞教

學的過程大都具備描述、分析、解釋、評價等四個階段，教學時年齡越低以描述

為主，年齡越高，越增加分析、解釋、評價的比重。王秀雄亦認為依照「簡單描

述→形式分析→意義解釋→價值判斷」的次序，在每個階段利用啟發性的發問可

以刺激學生審視作品，發現美感特質，鼓勵思考判斷。但在教師引導學生鑑賞作

品的過程中，針對宗教、歷史、神話等主題的作品，宜採「簡單描述→意義解釋

→形式分析→價值判斷」的教學次序，先了解作品的內涵後，再探討形式，反而

能更適切的認知作者形式風格特色。25 

                                                 
24王秀雄，《觀賞、認知、解釋與評價－美術鑑賞教育的學理與實務》，台北：國立歷史博物館，1998，

頁 96。 
25同前註，頁 99-102。 

創作 美術

批評 
形式(顯在層面) 內涵(潛在層面) 

現實 美術家 意義 媒材 形式 觀賞者 

 自然 
 文化 
 經濟 
 政治 
 社會 

 個性 
 性格 
 世界觀 
 人生觀 
 藝術觀 

 主題 
 意向表現 
 感覺與感

情表現 
 想像或思

想表現 

 材料 
 技法 

 色彩 

 造形 
 肌里 
 構成 
 風格 
 其他 

 感情移入 
 視覺認知 
 想像與思考 
 價值判斷 

了解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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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家美術鑑賞教學過程 

學者 教學過程 

史密斯(Smith, 1967, 1973) 描述→分析→解釋→評價 

費德曼（Feldman, 1971, 1981） 描述→形式分析→解釋→評價 

巴爾肯和契魯門（Barkan & 

Chapman, 1967） 
描述→解釋→詮釋→判斷 

艾斯納（Eisner, 1972） 

描述（文字、口頭）→說明分析架構（經驗、形式、象

徵、主題、材料、環境背景）的層次→作品評價（技巧、

美感表現、創造力） 

布勞迪（Broudy） 
對作品中感覺要素的生動活潑和熱情描述→作品形式設

計組成描述→技術優點描述→美感意義 

因加登（Ingarden） 
開始將作品看成整體，直覺的把握作品特質描述→注意

部份和特殊關係的描述知識描述→強調作品完整性 

艾克（Ecker, 1979） 描述→分析→評價判斷 

喬漢生（Jahansen, 1979） 對美術作品之性質進行描述→解釋→判斷的過程 

史托尼茲（Stolnitz, 1960） 
對作品的象徵意義、形式結構、表達意義及對鑑賞者的

影響等，做解釋和澄清的工作。 

（資料來源：呂燕卿
26

） 

 

針對美術鑑賞教學方法，蘇振明提出了兩項： 

（一）專題式 

有計劃的美術鑑賞活動，專題內容可依美術史、美術家、美術創作的題材來

安排。 

（二）隨機式 

把鑑賞當作美術創作分為導入階段的鑑賞、展開階段的鑑賞、評鑑階段的鑑

賞等三大階段，是創作與鑑賞兼重的教學方式。再就其流程可細分為引發誘導、

感覺的描述（觀賞）、分析解釋（討論）、作品評價、發表應用（創作）、教學

評鑑等六大階段（如下圖）。經由啟發、創作、鑑賞一系列有計畫的展開這六大

                                                 
26呂燕卿，＜國小美術教學上規劃鑑賞之重要性＞，美育，24 期，1992，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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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就可加強感受力及創作批判能力，此種教學的目的是輔助學生透過藝術品

的鑑賞活動，讓學生可以獲致自我心靈的淨化與美術知識的成長，進而將「情感

的」與「認知的」鑑賞心得導向自我再生的創作活動。27 

 
圖 3  鑑賞導入美術創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蘇振明
28） 

 

黃壬來統整自發性理論、審美理論、創作理論，他認為每單元應包含「啟發

活動」、「創作活動」、「鑑賞與獎勵活動」，在單元教學時，運用創造性的方

法，鼓勵兒童自我表現，實施美術鑑賞教學。29也就是將美學、美術批評、美術史、

美術創作統整於一單元教學，在進行美術鑑賞及美學教學後，提供創造思考方法，

從事與先前視覺對象相關的美術創作，再鑑賞彼此完成後的作品，形成「欣賞→

創作→欣賞」的連續歷程。 

陳俞均則提出「若要美術鑑賞教學有效的展開，教師須對學生的成長階段有

所了解，施予巧妙而適當的教學法，並可考慮在教學過程中，善用Eisner所提的六

層面(經驗、形式、象徵、主題、材料、環境)與Feldman批評的四程序(描述、分析、

                                                 
27蘇振明，＜兒童美術鑑賞的涵義與教育功能＞，國教月刊，43 卷 7.8 期，1997，頁 34。 
28蘇振明，＜從鑑賞導向創作-兒童美術鑑賞教學研究（上）＞，美育，21 期，1992，頁 37。 
29黃壬來，《國小美勞科教學研究》，台北：五南圖書，1991，頁 31-41。 

（導入階段鑑賞） （展開階段鑑賞） （評鑑階段鑑賞）

動機引發 感覺描述 分析解釋 作品評價 發表應用 教學評鑑 

1.資料蒐集 

2.情境佈置 

3.觀賞說明 

1.初步瀏覽 

2.區分工作種類 

3.口述印象 

1.媒材解析

2.形式探討

3.內容探究

1.作品與作家 

2.作家與美術史 

3.作品與社會文化 

1.從鑑賞導

向創作 

2.從鑑賞導

向生活 

3.美術批評

與創作能

力成長 

1.美感判斷 

2.美術史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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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評價)相互地配合，才得以產生更加的學習效果，使學生獲得更豐富的學習

經驗。」30 

綜合以上學者說法，美術鑑賞教學的基本歷程是描述→分析→解釋→評價，

因應美術品的特色可將分析與解釋的次序調換，一個完整的美術課鑑賞課程應該

是鑑賞→創作→鑑賞的連續歷程。 

三、 美術鑑賞教學方法 

在美術鑑賞課中，使用哪些方法有助於教學的順利進行？研究者參考陳燕蓉 31

在其研究中歸納蘇振明 32、楊馥如 33、簡志雄 34、葉玲瑤 35的說法，提出以下幾種

方法： 

（一）講述法 

是教師最普遍最常採取的方法，多用在說明、教導有系統的知識時，例如：

說明美術創作的技法、材料、工具、設備的正確使用，教導美術史的常識或形式

層面的知識。常搭配幻燈片、投影機、錄影帶或複製品等教學資源來教授。 

（二）觀察法 

用在引導學生觀察作品的形式，通常搭配發問來進行，刺激學生的觀察力與

感受力。 

（三）討論法 

將學生分組討論，讓學生發展口頭論述的能力，藉由同學間交換意見，取得

一致的看法。應教導學生對「內容」、「形式」、「感情」、「技術」四項問題

進行討論，討論時，教師應隨時注意引導學習方向，提供正確的美術術語，以修

                                                 
30陳俞均，＜美術鑑賞教學的實施方法與過程--從 Lowenfeld 的教育觀點談起＞，國教之友，571
期，2004，頁 31。 
31陳燕蓉，教育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Web-Title）應用於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課程之行動研究，碩

士論文，國立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2008，頁 39。 
32蘇振明，＜從鑑賞導向創作-兒童美術鑑賞教學研究（上）＞，美育，21 期，1992，頁 36-37。＜

美術導覽的理念與策略＞，現代美術雙月刊，93 期，2000，頁 55-58。 
33楊馥如，＜鄉土美術鑑賞教學之研究＞，北縣教育，22 期，1998，頁 17-19。 
34簡志雄，＜多元、統整、創新-邁向藝術教育新紀元的藝術教師＞，美育，107 期，1999，頁 50。 
35葉玲瑤，國中美術教師鑑賞領域教學策略運作歷程之研究，碩士論文，國立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2000，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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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學生語彙作正確的表達；鼓勵沈默的組員發言；避免討論離題，確定學生能了

解他們正在學習的東西；討論的重點不宜太多，才能加深加廣鑑賞作品的層面。

討論法花費的時間雖然較講述法要長些，但如果運用得好，可以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以及解決問題的能力，並使學生對美術品有更深的瞭解。 

（四）對話法 

亦可稱問答法，依據教學目標、作品類型、學生現有能力與經驗，設計一系

列的問題策略來發問，由學生回答。是一系列由簡到繁的活動，問題的設計須注

意由易到難，由淺至深、由圖像知識導入美學理念分析等，逐步建立學生信心；

多用開放、啟發的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判斷，少用封閉性的是非題。 

P. J. Ohansen 建議可分三階段來實施： 

1.印象階段：鼓勵學生描述對作品的最初印象。 

2.表現階段：應用在美的要素與原則來描述作品部份與部份間的相關性、意

義，讓學生發現作品的更深層內涵。 

3.履行階段：注意作品的整體並思考與判斷其全部的表現過程。36 

發問的技巧須注意發問後要有足夠的時間讓學生反應；不要接受錯誤的答

題，否則學生不會用心思考；不要嘲弄不當的答案，用深入性的問題引導學生修

改答案，或澄清學生的回答；為鼓勵所有學生共同參與，同一問題可讓許多學生

回答，以證明許多問題有多重答案。如因時間因素，無法給學生充足的思考時間

時，可事先將設計好的問題印成學習單的形式，來輔助教學進行。 

（五）比較法 

比較法是將不同的美術作品同時置放於學生面前，引導學生比較其特徵、優

缺點或異同點。是一個可推動學生去觀察和思考的有效方法，經由比較其相對特

質會更易被解釋和領悟。比較方式有：同樣題材不同媒材作品的比較、同風格作

品的比較、不同風格同題材作品的比較、傳統與現代的比較、同主題不同作品比

                                                 
36轉引自呂燕卿，國小美術教學上繪畫鑑賞之重要性，2005/9/30。http://www.aerc.nhctc.edu.tw/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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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同主題不同地區的比較。應用比較法時需注意給予學生較長的觀看時間，以

及增加觀看比較的次數，如此學生的思考才能更深入，知覺也將更敏銳。 

（六）探究法 

探究法是選定美術相關的問題，由學生主動去探尋問題，並尋求解決問題的

過程。學生一般都無此方面的經驗，因此需要教師的協助，包括問題的產生及資

料的獲得的。可經由各種相關的書籍、雜誌、報紙、影片或訪問長輩、美術家等

獲得資訊，學習如何去分析、組織、詮釋這些資料，進一步以口頭或書面方式來

呈現成果。透過探究的過程，學生親自體驗找出以前不知道的資料而有成就感，

自然就會關心屬於美術的一些物品了。 

它比傳統教學法需要更多的時間，但課程時數並不足夠，因此教師可指導學

生如何於課後做研究，或藉發問的引導及提供適當的書面資料，來引導學生作正

確的思考，避免時間的浪費，增進探究學習的效果。 

（七）學習單教學法 

教師在教學前，將審美對象的相關知識、性質，設計成有趣味的鑑賞學習單，

在學習單上列出有關美感內容、美感形式、材料與技法、背景知識等問題，讓學

生逐項去進行鑑賞活動，進而學習藝術批評或藝術史的相關方法與知識。根據藝

術方法學的引用，學習單的內容可分為形式分析、自傳史料、心理分析、圖像解

釋等類別 37。 

學習單的設計方式可分引導性、比較性、階段性、重點式、遊戲性等 38，這

些學習單的教學方式可依需要適當交錯使用，提升學習興趣及效果。 

（八）活動參與法 

教師在課程中設計一些活動，來增進學生學習的興趣。如戶外教學參觀之旅、

寫生、攝影比賽、有獎徵答活動等，活動計畫可與學校其他老師或行政單位配合，

形成環境氣氛，更有助於學生的投入。參觀前，要先確定參觀的日期、時間、安

                                                 
37張淵舜，《美術館學習單的理念與實務-學習單企劃手冊》，台北：展智文化，2002，頁 74-75。 
38楊馥如，＜中學美術鑑賞教學-學習單設計＞，美育，73 期，1996，頁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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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交通、參觀路線、學習單等，最好能在參觀前放映相關的影片或幻燈片，學生

較易有概念；參觀後，要有共同討論的機會，或將心得寫成報告，如此才能收到

應有的功效。 

（九）視聽教學法 

是運用視聽教材與科技設備進行美術鑑賞教學的一種常用方法，藉由影片或

電腦多媒體的播放，在學生聽覺與視覺上刺激達到教學的一種方法。播放的內容

應選擇符合美術鑑賞教學目標，教師在播放過程中要注意學生的反應，適時加以

引導學生注意內容，播放過程或結束後應讓學生有討論發表的機會，通常搭配學

習單引導學生學習。39 

（十）發表教學法 

發表教學是指在美術鑑賞教學上學生經由語言發表（通常是學生的口頭報

告）、美術創作發表等不同途徑，以達知能情意的教學。是一種價值引導的過程，

發表教學可說是一種情意的培養或建立的過程。40 

發表教學的步驟： 

1.引起動機：在發表之前，要使學生有發表的需要和願望，才能樂於發表，勉

強學生發表會有反效果。 

2.準備發表：發表之前的準備工作相當重要，教師指導學生運用各種方法充實

發表的內容，例如：閱讀資料、設計規劃製作發表內容。 

3.布置場所：指導學生布置發表場所，能改變氣氛，提高發表效果。 

4.正式發表：語言發表時，教師應在場指導學生發表的方法和技巧，美術創作

發表有兩種，一種是展覽會的形式，一種是學生向同學分享自己的創作；就

學生若能將心中的情意生動有力的表顯出來，發表教學就有成效。 

5.評鑑結果：學生發表後，教師要提供評鑑的標準，指導學生共同批評和鑑賞

發表的結果，使學生知道如何去評鑑，一方面求的改進，一方面可以收鑑賞

                                                 
39張添洲，《教材教法-發展與革新》，台北：五南圖書，2000，頁 235。 
40同上註，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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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效。 

發表教學的效果要注意下列原則：題材要適合學生的能力、善用情境、增加

學生知識與技能促進發表能力、創造重於模仿、興趣性的培養重於發表的成果。

學生語言發表所需準備工作時間較長，宜在授課時間外進行。 

除了以上方法外，還可利用角色扮演、遊戲等方式進行，只要能引起學生學

習興趣，並達到有效的學習，就是最好的教學法。 

四、 美術鑑賞教學的評量 

「評」是針對測驗所代表的具體數字、行為給予適當的解釋、評價、分析；

「量」是測驗學生的學習成果，給予一個具體數值化的代表，評量代表學生的測

量與評價 41。教學評量是教學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學生藉以了解學習狀況，教師

藉以了解教學效果，功用是在了解學生的學習狀況，以作為改進教學的依據，所

以評量的本質是要測定教育目標與教學成果間符合的程度，從中發現課程的優缺

點。陳朝平、黃壬來提出三種評量方式： 

（一）學習者自評： 

在一項活動結束或一個單元告一段落時，舉行簡短的測驗，並且讓學習者知

道測驗的結果，以作為診斷自己學習的問題與成效的依據。 

（二）形成性評量： 

透過測驗、學習者的反應、觀察工作中的學習者、同事的建議，以瞭解學習

目標、教材、學習方式等問題，並適時修正教學設計，以便在全面執行前修正缺

點。 

（三）總結性評量： 

指單元學習後的評量，可瞭解學生是否學習到了預期應得的知識、技能和態

度。42 

教學評量需蒐集有關學生學習行為及其成就的正確資料，再依據教學目標，

                                                 
41張添洲，《教材教法-發展與革新》，台北：五南圖書，2000，頁 161。 
42陳朝平、黃壬來，《國小美勞科教材教法》，台北：五南圖書，1997，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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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生學習表現情形、予以分析、研究、和評斷。透過三種方式的評量可以清

楚瞭解學習者完成一個單元教學時，是否成功的達成單元教學目標。43 

在美術鑑賞教學評量的設計上要注意單元內容、技法、觀念的組織，是否具

有順序性、連續性、統整性；評量的方法是否具備多元性、多樣性、活潑、生動；

還要考慮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及能力上的個別差異，評量方式是否確實、具體

可行，這都是美術鑑賞教學評量的設計上要多方面思考的重點。44 

在美術鑑賞教學評量實施方法上歸納呂燕卿 45、郭禎祥 46、楊馥如 47、張淑美

48、陳婉如 49的探討，有下列方法，就類型來區分：有教師評量、學生互評、學生

自評等，在應用上有：觀察法、問答法、晤談、討論、撰寫報告、測驗、問卷調

查、自陳法、評定量表、資料蒐集整理、軼事紀錄等方式。 

除了上述針對學生的評量外，陳燕蓉 50提出教師應利用教學日誌做自我評量，

有系統的紀錄課堂中的事，包含教師對個別課程的印象、學生的表現、指導計畫

的目標是否達成；長時間累積的紀錄資料，有助改善課程及教學技巧。 

綜合以上論述，可以看出教學評量可協助教師美術鑑賞教學工作的進行與改

進教學方案，從課程設計開始，蒐集學生學習資料加以分析，提供教學參考，在

教與學的過程，運用多元的評量方式，了解學生學習情形，進而調整、改進教材

教法，課程結束後評量學生學習結果，每一教學階段評量工具、評量方法的選用

搭配需要教師多面向的考量。 

                                                 
43陳盈錞，網路學習檔案在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教學之行動研究-以「我們這藝班」為例，碩士論文，

國立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2005，頁 25。 
44陳婉如，國小教師運用數位博物館資源融入視覺藝術課程教學之行動研究-以嘉義興安國小六年級

實施駐校藝術家課程為例，碩士論文，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理研究所，2006，頁 33-34。 
45呂燕卿，＜國小美術教學上繪畫鑑賞之重要性＞，美育，24 期，1992，頁 16。 
46郭禎祥，＜中美兩國藝術鑑賞領域實施現況之比較研究＞，師大學報，37 期，1992，頁 620-622。 
47楊馥如，＜鄉土美術鑑賞教學之研究＞，北縣教育，22 期，1998，頁 19。 
48張淑美，＜探討藝術鑑賞教育＞，國教輔導，35 卷 6 期，1996，頁 13。 
49陳婉如，國小教師運用數位博物館資源融入視覺藝術課程教學之行動研究-以嘉義興安國小六年級

實施駐校藝術家課程為例，碩士論文，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理研究所，2006，頁 36。 
50陳燕蓉，教育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Web-Title）應用於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課程之行動研究，碩

士論文，國立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2008，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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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故宮的網路資源分析 
本節將探索故宮的網路資源，從其中挑出教師可用於運用發展美術鑑賞課程

的部分，因此對於故宮的行政、訓練、技術、營運、推廣等不予探究。並在這節

中對教師如何運用網路資源、網路資源運用時要注意的事項進行瞭解。 

 

圖 4 國立故宮博物院歡迎頁 

網址：http://www.npm.gov.tw 

 

一、 故宮的網路資源 

故宮指的是台北故宮，坐落於台北市外雙溪畔，典藏了政府撤退來台後，攜

帶到台灣的原國立北平故宮博院及國立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藏之歷代古文物及藝

術品，藏品其淵源可上溯自宋、元、明、清四朝宮廷，分為四大類：圖書文冊、

書畫、陶瓷、金工玉器。故宮博物院為將中華文物推廣至全世界，精心建置包含

九國語文之故宮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npm.gov.tw），提供參觀、展覽、

教育活動、典藏精選、主題網站、學習資源、電子報、藝術史討論區、電子賀卡、

多媒體下載及行政服務等博物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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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歡迎頁（如上圖）點選進入首頁後，可以看到首頁的內容（如下圖）分為

主選單、分眾選單、資訊看板、延伸服務、次選單 51等。接下來依照點選的先後

次序來描述網站資源內容，一邊判斷是否合適作教材： 

圖 5 國立故宮博物院首頁 

（一）展覽資訊 

「展覽資訊」位於「參觀故宮」主選單之下，點選「展覽資訊」之後，頁面

左邊的選單出現當期展覽、展覽預告、展覽回顧、參觀指南、虛擬實境導覽等選

項，頁面中間出現的是「當期展覽」資訊。 

1.當期展覽 

各展覽依照「開展時間」次序排列，每一項展覽都具有「展出圖像」、「展覽

名稱」、「展出類別」、「展覽日期」、「陳列地點」、「展覽說明」；以性質來區分，展

覽說明又可分為兩項，一是「展覽說明」，點選後直接將簡介呈現於頁面上，一是

                                                 
51資料來源：http://www.npm.gov.tw 故宮網頁的「網站地圖」。 

主選單 

分眾選單 
資訊看板 

次選單 

延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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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參觀網站」，連結到新的網站視窗作展覽說明，具有「參觀網站」的展覽資

訊，點選其代表圖像也會連結到該網站視窗。每一展覽專屬網站都以簡短的動畫 

做歡迎頁，點選擇使用的語言後，進入展覽說明的頁面，主要分成「展覽概

述」、「展品選件」、「展品清單」三部分；「展品選件」是館方選擇幾件具代表性的

展品做文字介紹，圖片可點選放大、局部賞析，文字和圖片都可複製儲存，有些

圖片甚至設有「Flash 賞析」；「展品清單」則是以表格樣式呈現展品的資料，如：

朝代、作者、品名、尺寸等，在「展品選件」中介紹的展品，會在「品名」上設

連結，點選就會連結到該件展品的介紹頁面。這些「參觀網站」都是大都偏重視

覺上的呈現，少部分有聽覺—音樂輔助欣賞，可選擇關閉與否；「展品選件」中資

料可以作為教材。 

2.展覽預告 

頁面格式與當期展覽相同，不同的是缺少了「參觀網站」，有些展覽甚至連「展

覽說明」都沒有，只呈現代表圖像、展覽名稱、展覽日期、陳列地點，因此「展

覽預告」這個部分內容不適合作為教材。 

3.展覽回顧 

內容是放置過期的「當期展覽」，數量龐多，所以可以作為教材，不過因為

數量實在太多，有些展品在不同展覽間有重複，所以資料尋找上要花很多時間。 

4.參觀指南 

分為「參觀指南」、「展覽名稱與展間平面圖」、「故宮導覽圖」三部分，

參觀指南是針對參觀路線的建議；「展覽名稱與展間平面圖」以表格呈現，欄位

分別是陳列室、展覽名稱、展間平面圖；點選陳列室編號，會連結到院區地圖的

內容；點選展覽名稱，會連結到「參觀網站」新視窗。在這裡可從展覽名稱中點

選想要觀看的展覽網站，不耐煩從「當期展覽」頁面一頁頁翻頁的，可從這裡直

接點選。「故宮導覽圖」是提供壓縮檔點選下載觀看。 

5.虛擬實境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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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戶外景觀、展覽館導覽等，「戶外景觀」是將院區以 3D 圖像呈現，搭配

照片及文字說明介紹故宮院區，若要做故宮校外參觀教學時，可以利用這部分做

行前介紹。「展覽館導覽」根據四條參觀路線類別：書畫參觀路線（其下又分為

常設展導覽、專題展導覽等）、圖書文獻參觀路線（其下分為常設展導覽、專題

展導覽等）、器物參觀路線（其下分為專題特展、主題常設展、歷史長河常設展

等）、兒童參觀路線（其下又分為兒童學藝中心、故宮尋寶等）做獨立於現實之

外的線上導覽說明，將線上展覽室內部以虛擬實境呈現。以滑鼠往主畫面左右邊

移動，就可以控制影像移動的方向，就像人站在展覽室中央，原地旋轉 360 度一

樣，有些虛擬實境內容未將展品做連結，純粹只是虛擬實境的效果而已，要欣賞

展品要點選「參觀網站」。 

（二）資源典藏 

「資源典藏」主選單之下分為「典藏精選」、「主題網站」、「文物 3D 賞析」

等三項。 

1.典藏精選 

頁面分列八大類別：分別是繪畫（計 49 件）、書法（計 18 件）、圖書（計

21 件）、文獻（計 10 件）、陶瓷（計 24 件）、銅器（計 29 件）、玉器（計 14

件）、珍玩（計 21 件）。在要仔細欣賞的圖面上點擊圖片，會出現大一點的圖及

文字說明，在這裡圖片文字可下載複製。再點擊圖面或「放大圖」，則會出現 Flash

的新頁面，以最大圖面格式呈現，在這頁面能看到畫面局部，滑鼠按住左鍵在圖

面上移動，可移動觀看的範圍，有滑桿可操控圖片的放大縮小。有利於欣賞畫面

的細節。 

2.主題網站 

這個部分是藉由多媒體互動科技，將故宮典藏的文物瑰寶，運用主題介紹的

方式，呈現於網站上，有數位博物館之稱。包含：（1）千華臺上－佛經文獻圖說

（2）古典文明（3）古地圖攬勝（4）汝窯傳奇（5）皇城聚珍－殿本圖書欣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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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金陵（7）米芾的書畫世界（8）追索浙派（9）鈞窯之美（10）玉之靈－曙光

中的天人對話（11）大觀－北宋書畫（12）科技之眼（13）西周金文（14）文學

名著與書畫（15）微型空間（16）時新 V.S.復古－清代時樣與仿古玉器（17）大

汗的世紀（18）宋代書畫冊頁之美（19）明清琺瑯工藝（20）書畫菁華（21）佛

經圖繪詳說。共 21 個主題；各式主題網站皆提供完整豐富的文物圖文資料與賞析

功能，館方期望藉此創造多元化的學習情境，增進教學與研究的效益，並達到數

位文化教育推廣的目的。各個主題網站設計不同，有的搭配背景音樂，有的則無，

有些圖片可下載，有些則否。 

3.文物 3D 賞析 

分為 3D 虛擬文物展示系統和 8 件汝窯瓷器 3D 賞析兩部分。8 件汝窯瓷器的

3D 賞析內容，就是可以從頁面中將不斷旋轉的瓷器作 360 度的翻轉欣賞，缺乏相

關文字的說明，也無背景音樂搭配。3D 虛擬文物展示系統則將毛公鼎、翠玉白菜、

轉心瓶、象牙球、橄欖核小舟這五件展品製成 3D 動畫，應展品的特色作不同的內

容影片搭配說明，主要可分成文物賞析、展品構造分解模擬影片、故宮廣告三大

部分，活潑音樂作搭配，視聽效果佳。作為美術鑑賞視覺吸引力佳。 

（三）學習資源 

從「學習資源」主選單內容來看，只有故宮 e 學園、兒童園地具備有線上學

習的特性，因此僅就這兩項來探究。 

1.故宮 e 學園 

課程類別多樣、內容淺顯，適合各種程度的學習者，從內容來看可分為三大

類：工藝類（青銅器數位課程、陶瓷世界歷險記、陶裡乾坤瓷中秘、中國玉器課

程）、書畫類（中國繪畫學習、中國書法圖書文獻）、文物類（文物的新認識、

文物的修護、文物的續命預防性文物保存）等九大課程。不需要預先註冊為學員，

點入即可開始進行學習活動。每項課程視覺設計略有差異，以影音多媒體樣式呈

現，課程結構以課別、章、節等階層分列，內容由淺至深建構，可以順序點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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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跳躍點選，某些小節內還有小遊戲可以測驗學習效果，每一小節觀看的時間

約三到五分鐘，有重播及暫停的功能，搭配有辭典、延伸閱讀、地圖與年表的內

容，還有如何使用多媒體的教學，可說是內容豐富，每一課上完約三十到四十分

鐘，可自行控制進度。教師進行課程設計時可以考慮選擇搭配的章節段落。但點

選時要等待下載的時間，是美中不足的一點，可以事先在上課前先點選，讓其先

播放過一次，到上課時再次點選就可順利播放。 

2.兒童園地 

是專為兒童設計的網站，與教學資源園有關的是「學習資源」部分，在這個

又分為學習資源下載、創意手作 DIY、線上課程、兒童遊戲、兒童出版品等部份，

與教學最相關的是「學習資源下載」部分。 

（1）學習資源下載： 

提供了學習單和教學資源手冊的下載，內含課程設計，老師可以直接使用，

不用自行設計課程。 

（2）線上課程： 

連結到「故宮 e 學園」網頁。 

（3）兒童遊戲： 

提供了「故宮尋寶」、「巧戲多寶格」、「故宮小幫手」、「故宮小博士」、

「故宮小畫家」、「阿達王子尋親記」、「認識五方佛」、「格格慶壽」、「文

人生活館」、「帝后生活館」、「兒童生活館」等十一種線上遊戲，可以在遊戲

中達到學習的目的，適合自己玩，教師利用這個部分當成作業，要求學生完成，

結果的呈現可以以螢幕列印的方式儲存。 

（四）國家型數位計畫 

位處於「博物館行政」主選單之下，點入後是計畫首頁，選擇使用語言後，

即可進入計畫介紹，按「成果分享」，可看到左邊有下拉式選單可選擇觀看的部分， 

所有的計畫成果都列在這裡，點選「典藏資料庫檢索」，即出現五列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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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術教學有關，可供檢索的分別是「器物典藏資料檢索系統」、「書畫典藏資料

檢索系統」，點選後出現介紹文字，點選下方的「相關網址：器物典藏資料檢索系

統」後，檢索系統的首頁就會出現，選擇使用者身分後，及進入檢索頁面，可針

對「關鍵字、品名、時代、類別、功能、典藏號」等欄位填寫，有使用說明設計，

還可選擇每頁出現筆數，填入檢索字之後，會出現檢索結果，分品名、尺寸、類

別、圖例等四項列出，點擊品名或圖例，都會出現新頁面「簡目顯示」，有藏品照

片和文字（品名、典藏號、材質、功能、尺寸、時代、說明），圖片還可按「放大」。

可用來做資料的檢索。 

研究者瀏覽故宮的網站內容後，分析較有可能成為教材資源的網頁，依照網

頁點選的位置，將其整理列表如下： 

 

表 2  故宮網路資源分類整理表 

分類 簡介 
當期展覽 
展覽回顧 
參觀指南 

提供當期及過期的展覽資訊，以小型主題網站的形式呈

現，有圖片及說明，圖片點選可放大。有些圖片搭配有

Flash 賞析。 展覽資訊 
虛擬實境

導覽 
分為戶外景觀、展覽館導覽，文物圖片可放大。  

典藏精選 

八大類別：繪畫（49 件）、書法（18 件）、圖書（21 件）、

文獻（10 件）、陶瓷（24 件）、銅器（29 件）、玉器（14
件）、珍玩（21 件）。文物圖片點選可放大並有滑桿操控大

小。利於欣賞細部。 
主題網站 
（故宮數

位博物館 
http://tech
2.npm.gov
.tw/literat
ure/） 

為多媒體互動網站。共 21 個主題；千華臺上－佛經文獻

圖說、古典文明、古地圖攬勝、汝窯傳奇、皇城聚珍－殿

本圖書欣賞、決戰金陵、米芾的書畫世界、追索浙派、鈞

窯之美、玉之靈－曙光中的天人對話、大觀－北宋書畫、

科技之眼、西周金文、文學名著與書畫、微型空間、時新

V.S.復古－清代時樣與仿古玉器、大汗的世紀、宋代書畫

冊頁之美、明清琺瑯工藝、書畫菁華、佛經圖繪詳說。 

典藏資源 

文 物 3D
賞析 

3D 虛擬文物展示系統、8 件汝窯瓷器 3D 賞析。虛擬文物

展示系統的內容較豐富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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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 
e 學園 
http://elear
ning.npm.
gov.tw/ind
ex.htm 

課程內容多樣，分別為青銅器數位課程、陶瓷世界歷險

記、陶裡乾坤瓷中秘、文物的續命預防性文物保存、中國

繪畫學習、文物的修護、文物的新認識、中國書法圖書文

獻、中國玉器課程等九大課程。不需要預先註冊為學員，

點入即可開始進行學習活動。 

學習資源 

兒童園地 學習資源下載（學習單、教學手冊）、11 種線上遊戲。 

國家型數

位計畫 

數位典藏

資料庫檢

索系統 
器物典藏資料檢索系統、書畫典藏資料檢索系統。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故宮可以提供鑑賞的教材相當豐富，有平面圖片、虛擬

實境、3D 虛擬文物、動畫、影音多媒體互動、線上課程教學、線上遊戲、線上資

料檢索等，從其性質上看，除了兒童園地的學習資源下載區、展覽資訊（不含虛

擬實境）及典藏精選之外，其餘的有關互動的部分都需在線上操作賞玩。 

二、 運用網路資源 

（一）網路資源融入教學的方式 

將博物館的網路資源融入教學的方式，姜宗模認為可以分為兩種形式：「一

種是直接讓學生上網參觀數位博物館，教師加以解說或是指定作業活動讓學生完

成；另一種是教師先根據數位博物館資源的內容加以篩選，並設計成數位教材後

再據此來上課，這個數位教材有可能是文書檔案形式、PowerPoint投影片形式或是

網頁動畫等形式。第一種融入方式，教師的負擔較輕，所需的能力要求也較低；

第二種方式所需時間與心力較多，且越後面的形式難度越高。」52 

基於教師鑑賞教學需要，編輯數位教材可以使用的方法，一是運用電腦建立

超連結連線上網直接利用網站資訊進行教學，一是將網站內容預先下載編輯成教

材。研究者上網的過程中發現網路資源運用的問題：線上觀看學習受限於下載速

度，時常要等一段時間，如果考慮在教學現場，運用網路連上故宮的網頁進行教

                                                 
52姜宗模，＜中小學教師在數位博物館資源的應用與學習＞，博物館學季刊，19:2，2005，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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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可能有連線等待的風險，影響教學活動的進行，因此將網路資源編輯成數位

教材使是較為可行的方式，但下載通常牽涉到授權問題，而線上觀看則無此問題，

因此選擇直接連線似乎是較恰當的做法。另外利用電腦教室，在教師的引導下搭

配學習單的使用，讓學生自行探索網頁內容，鑑賞學習，效果應會不錯，但在過

程中要注意到學生對電腦操作的能力及態度，而且學校的電腦教室不一定有空能

夠提供美術課程來使用。 

（二）資訊融入教學的時機 

要適當的運用網路資源發展教學活動，端賴教師對課程設計、科技資訊的認

知、教學過程中的教學決定來訂定教學計畫，徐新逸、吳佩謹將資訊科技應用於

教學的時機分為課前準備、引起動機、上課講授、教學活動、課後評量等五個階

段 53。陳燕蓉 54的研究中整合了張國恩、蔡淑燕、郭詩屏的觀點將運用網路資源發

展教學活動的選用時機分為八種： 

1.將抽象的教材以視覺化展現 

針對較抽象、不易理解的知識或口述講授較為單調的教材內容，可藉由資訊

科技視覺化、情境化，結合圖片、文字、動畫、音效等多媒體，表達出易理解效

果，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 

2.需要培養從事實物演練的經驗 

針對需要實際操作練習已獲取經驗的教材，可運用模擬軟體或電腦輔助教學

軟體，讓學生不斷練習。 

3.學校缺乏的資源與環境 

針對課程中教學資源不易取得的部分，可利用網際網路搜尋多樣化資料庫，

節省教師備課辛勞。 

4.學校欠缺專業化教師的學科 

                                                 
53徐新逸、吳佩謹，＜資訊融入教學的現代意義與具體作為＞，教學科技與媒體，59 期，2002，頁

63-73。 
54陳燕蓉，教育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Web-Title）應用於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課程之行動研究，碩

士論文，國立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2008，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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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校某些學科缺少專業化教師，可透過遠距學習，將有助於課程完整。 

5.使用多媒體教材來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針對課程中需要補充教材或口述講授較為單調的內容，可使用電腦重新編製

成多媒體教材，或引用有趣的多媒體 CAI 軟體來幫助教學，或讓學生自行學習。 

6.利用電腦自我診斷與自我評量 

利用電腦線上評量或診斷系統，可以提供對學生知識的診斷或學習評量，以

減輕老師負擔。 

7.學生學習能力發展 

利用電腦軟硬體來創作或探索，可協助學生學習能力持續發展。 

8.利用網路功能合作學習 

透過團體活動設計，讓學生利用網路功能，如電子佈告欄、電子郵件、網路

瀏覽等，進行遠距合作學習。 

（三）運用網路資源發展教學的模式 

選擇適當的網路資源作為教材後，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將其組織並進行教學，

陳燕蓉 55歸納張國恩 56、張全成 57、吳俊傑 58等所提出網路資源融入教學的模式如

下： 

1.多媒體與電腦軟體輔助教學模式 

將網路資源使用電腦簡報軟體編輯製作，並配合電視、電腦、單槍投影機、

銀幕等設備進行教學。教學者可以在教學簡報中加入影片、動畫、音樂音效等各

種動態資料，利用聲光影音動態的多媒體效果，以達到吸引學生注意力的方式。

現在的電腦輔助教學軟體幾乎都以多媒體的形式製作，將抽象化的概念以視覺化

的方式表現，有助於學生理解，或者利用軟體建立學習環境，以協助學生操作練

習。指導學生製作簡報時，則必須先指導製作簡報的要領，要求學生個人或分組

                                                 
55陳燕蓉，教育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Web-Title）應用於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課程之行動研究，碩

士論文，國立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2008，頁 60-64。 
56張國恩，＜資訊融入各科教學之內涵與實施＞，資訊與教育，72 期，1999，頁 5-7。 
57張全成，＜網路美術教學初探＞，國教世紀，193 期，1999，頁 45-50。 
58吳俊傑，＜資訊科技融入美勞教學之運用＞，現代教育論壇，國立教育資料館主辦，2002，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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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瀏覽資料與整理資料，並事先讓老師看過，避免學生將無關的資料混入或內

含資料太多太雜造成教學上的反效果。 

2.網路教學模式 

網際網路上有許多資源，可作為教師的教材庫，教師可將其擷取、整合、編

輯到教案中，並利用網路來進行教學。教師 （知識的發送者）將他的聲音、影像，

以及他希望學生看到的教材筆記等，透過網路的傳送，使其呈現在學生（知識的

接收者）端的終端設備（螢幕、喇叭）上，並進行各種教學與學習活動，創造一

個有意義的學習環境，目的在於能培養個體自動學習習慣及支持其繼續的學習活

動。59將利用網路進行教學的模式分類，可得到以下幾種： 

（1）書本網頁化 

許多單位將傳統的教科書或書籍數位化，轉成網頁形式，並具有多樣化與媒

體化的特徵，這類網站的資源最多，表現方式多樣化，供教師取材的空間亦大，

如果配合搜尋引擎，不但讓教師容易取得資料，學生也容易自行蒐集資料、整理

分析，達到自我學習。 

（2）隨選視訊教學 

配置隨選視訊系統伺服主機，建構隨選視訊系統及視訊廣播系統，讓師生利

用電腦或是裝有控制盒的電視，將所要學習的教材透過電腦或有線電視網路取

得，直接點選播放，非常方便。在網站中播放影片受限於網路傳輸的速度與流量，

常無法非常順暢，由於隨選視訊是封閉型態，較不易受傳輸速度影響，因此很適

合使用在校園區域網路中播放。 

（3）網路自編資料區教學 

教學者將自編教材或資料夾存放於指定的網頁，讓學習者到這個網頁空間去

進行閱讀，分享心得與討論，網頁中包含教材呈現、作業整理、學習檔案建置、

                                                 
59

吳民隆，＜以網路為主的教學環境（Web-Based Instruction）內涵及規劃原則＞，教育部電算中

心簡訊，8712 期，1998，頁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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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評、家庭聯絡簿、公佈欄、討論區等功能。 

（4）網路藝廊教學 

利用網際網路作為展覽創作的空間，或將學生的作品數位化，放置於學生藝

廊區提供欣賞，學生在這過程中學習到從策展、作品準備與數位化、網頁美編到

連結網站等一切相關的能力。 

（5）非同步論壇 

非同步論壇是指網路討論區、電子佈告欄、留言板，討論區中建立多種主題

讓有興趣者參與討論，具有經由討論中的腦力激盪能讓參與者澄清觀念的效果。

教師可設定某項教學主題讓學生上網討論，並觀察討論情形獲知學習情形；也可

參與或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引導或鼓勵學生深入探討，以便獲得正確知識。藉

著非同步論壇中社群之間的互動交流，共同建構新知、學習與人合作是社群建構

教學法的關注焦點。 

（6）遠距教學 

課程事先經過妥善的規劃與設計，透過電腦科技、通訊科技、光電科技等多

元科技媒體整合，突破時空的限制，教學者可與非在同一地區的學習者同步或非

同步進行互動教學，即所謂的遠距教學。60同步教學是師生同步連線，分為主播和

收播兩個端點，主播端由教師負責授課，利用錄影設備透過通訊科技將訊號送至

各收播點，多人利用視訊裝置或網路連線同時進行學習。非同步遠距教學則是利

用網頁形式進行，允許學生隨時連上網路進行學習，因上網時間不固定，適合理

論性課程或跨地區的連線學習。 

（7）學習評量 

教師利用網路快速、易於存取的特性，將評量檔案化數位化，以進行學習評

量，例如檔案評量、歷程評量、互評等，可使學習評量多元化，透過互評，同學

可互相學習，增加知識。 

                                                 
60黃嘉勝，＜新科技媒體對國小美勞科教學之影響及其應用趨勢＞，《教學科技融入領域學習》，中

國視聽教育學會主編，台北：學富文化，2002，頁 398-399。 



 
 

37

目前網路教學是無法完全取代傳統教學，因為網路教學還是有一些限制，例

如傳統教學中，老師可在教學進行中依照學生的反應給予適當的補充；然而，網

路教學是無法真確了解學生的反應，學生在虛擬的環境下對問題的質疑，在建構

知識中也會有資料內容不足的問題。61 

3.主題探索模式 

這種教學方法是教學者先擬一個適合學習者程度的主題為主軸，設計主題或

問題，讓學生蒐集各種符合主題或問題的相關資料，將資料組織整理以報告的形

式完成主題或問題的探究。這種模式需要學生具備網路瀏覽、搜尋、下載、編輯

的能力，因此在主題探索的過程中，可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探索新知、網路資訊蒐

集過濾、資料整理的能力。 

4.合作學習模式 

合作學習強調學習的過程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行，學生之間或師生之間共同

參與努力而獲得知識，教師提供學習機會與學習資源，並鼓勵學生共同合作建構

知識完成目標的學習模式。在網路系統中，教師透過網路發布討論主題，或針對

某議題進行線上討論，學生合作，透過資料的收集與傳輸，彼此交換經驗與想法，

對彼此觀點提出批判和修正，讓學生在討論的環境中或社群活動中學到在彼此團

隊合作中互信、忍讓、發揮個人效能，訓練學生對問題的解決能力。 

5.情境學習模式 

情境學習是給予學習者一個真實的情境，讓學生從不同角度親自去感受、經

歷，學生在這環境中尋找資源，瀏覽資訊，測試假設，由活動中掌握知識的內涵，

在網際網路中，將學生至於虛擬世界的活動或情境中，由學生主動依個人學習路

徑，進行觀察、探索、計畫組織和反思，因此學生能學習到解決問題的能力，也

能觀察到所學的知識和真實情境的關係。 

6.探究式學習模式 

                                                 
61鄭明堂，透過網際網路之國中視覺藝術鑑賞教學研究－融入批判性思考之教學範例，碩士論文，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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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的知識探索活動為主的教學策略，在教學過程中藉

提出問題及提供相關資料，讓學生進行假設、探索、資料蒐集、驗證、歸納、總

結與討論活動。62 

三、 運用網路資源的注意事項 

在美術教學中，老師常使用很多的圖片或影像，在早期都是使用投影片、幻

燈片為教學媒材，但連這些都不易保存並且占空間，如今科技的進步，電腦與網

路已變成美術鑑賞教學上的重要媒材。在網路資源融入美術鑑賞課程過程中，除

了要考慮教學媒材如何呈現外，其設計教案還要注意下列條件： 

（一）需求性： 

並非所有教材皆需要利用電腦來輔助教學，如確實需要，則教案設計時應用

的電腦資源也必須滿足輔助教學的需求。 

（二）可行性： 

在應用電腦融入教學時，所使用的電腦資源在學校現有環境下必須能使用。

每間學校的軟硬體皆不同，因此可使用的電腦資源也不同，在考慮網路資源融入

教學時，必須注意到資源應用時的可行性。 

（三）提高學習效能： 

網路資源融入教學的目的除了提高學生學習動機，更大的作用在增進學習效

果，所以任何網路資源融入教學的方式，必須達到提升的學習效果。 

（四）教材內容適量： 

網路資源融入教學的教材要考量其教學目的，內容不能太多，否則在實施教

學，會造成授課超過預計時間、學生吸收不良的效果，因此教案設計時，所選用

的網路資源要考慮其內涵。 

（五）資源性： 

設計教案應考慮網路資源是否容易取得的或是否具有合法性，要遵守智慧財

                                                 
62吳聲毅、林振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教學分析模式＞，國教新知，50 卷 4 期，200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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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的法令規定，63例如故宮網站上的圖像在線上觀賞都是免費的，如果要下載使

用，不管是否營利使用，都須先向故宮申請，取得授權、繳費後才能使用 64。研

究者詢問故宮關於授權的相關單位「文創行銷處」，得到的答案是所有下載使用皆

須收費，教師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教學算是合理使用，但如需下載使用還是要

經過故宮的審核同意，視情況收費。 

從上述運用網路資源進行教學的各種時機與模式、運用網路資源時的注意事

項，從中可以看出運用網路資源發展美術鑑賞教學課程不等於一定要網路教學，

而是在發展課程的過程階段中，採取適當的資訊科技輔助工具，配合設計的課程，

增加教學內容的豐富性，進行更生動、活潑、有趣、吸引學生學習的教學與評量。 

 

第四節 故宮網路資源發展美術鑑賞課程之相關論文 
研究者運用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65查詢系統，搜尋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

依照題目中的順序輸入檢索字串「故宮、網路、高職、美術鑑賞教育、行動研究」，

採不分欄位搜尋，得到單筆資料：吳秀珠的《博物館數位學習課程發展現況與策

略之探究-以「故宮e學園─青銅器課程」為例》66，從其研究內容來看，目的在解

決博物館的數位學習課程發展及營運的困境，與本研究方向、性質皆不同。因此

改變檢索字串為「故宮、網路資源、美術鑑賞教育、行動研究」，減掉「高職」，

得到紀宗寅的《網路資訊輔助國小視覺藝術鑑賞教學教師意願與態度調查研究》

67，研究重點在意願與態度調查上，同樣明顯的與本研究方向、性質皆不同。為了

想瞭解有無其他高職美術階段的研究，研究者以「高職、美術教育」檢索，結果

是零筆。再以相似字串檢索，結果出現的上百筆資料，一一看來，屬於高職美術

                                                 
63張國恩，＜資訊融入各科教學之內涵與實施＞，資訊與教育，72 期，1999，頁 7-8。 
64國立故宮博物院/常見問題/故宮網站上的圖像，可以拿來自由使用嗎？

http://www.npm.gov.tw/zh-tw/faqs_02.htm?docno=16&catno=4 
65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html 
66吳秀珠，博物館數位學習課程發展現況與策略之探究-以「故宮 e 學園─青銅器課程為例，碩士論

文，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藝術與藝術教育學系，2005。 
67紀宗寅，網路資訊輔助國小視覺藝術鑑賞教學教師意願與態度調查研究，碩士論文，國立新竹教

育大學進修部美勞教學碩士班，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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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的就只有美術工藝類科的專業研究，偏向於技術層面，作為共同科的美

術鑑賞教育研究缺乏，因此對關於高職教育階段的檢索不再考慮。 

再改變檢索字串為「行動研究、美術鑑賞教育、網路、故宮」，得到十五筆資

料，刪去無關的，剩下表 4 中的四筆： 

表 3 以行動研究、美術鑑賞教育、網路、故宮為檢索字串的相關論文 

韓志蘭 
數位典藏資源資料庫支援課程教學之內容分析探討--以明道中學國中部

「臺灣建築古蹟」藝術鑑賞教學為例 
黃景瑋 數位博物館應用於國中視覺藝術課程之教學行動研究 
呂文雅 數位美術資源及網路平台融入國小彩墨畫教學之行動研究 

陳怡珍 
博物館資源融入國小低年級藝術課程設計之行動研究－以故宮博物院

青銅器展品為例 

 

因為擔心有所遺漏，因此以數個詞意相似的字串：行動研究、網路、網路資

源、故宮、美術館、數位博物館、美術鑑賞教育、視覺藝術鑑賞教育、美術教育、

視覺藝術教育、藝術教育、鑑賞課程等十二個詞句交叉組合進行檢索，經過數百

筆資料檢視整合歸納，扣除無關的資料，留下與本研究方向相近的，得到表 5 中

的十三筆資料： 

表 4  以行動研究、美術鑑賞教育、網路、故宮相關詞句交叉組合為檢索字串的相關論文 

1 何至剛 開放式網路平台進行合作詮釋的學習—以數位藝術鑑賞教學為例 
2 呂文雅 數位美術資源及網路平台融入國小彩墨畫教學之行動研究 
3 洪瑾琪 國小「藝術與人文」領域之網頁式鑑賞課程與教學研究  

4 陳怡珍 
博物館資源融入國小低年級藝術課程設計之行動研究－以故宮博物院

青銅器展品為例 

5 陳盈錞 
網路學習檔案在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教學之行動研究-以「我們這藝班」

為例 

6 陳婉如 
國小教師運用數位博物館資源融入視覺藝術課程教學之行動研究－以

嘉義市興安國小六年級實施駐校藝術家課程為例 

7 陳燕蓉 
教育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Web-Title）應用於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課

程之行動研究 
8 黃景瑋 數位博物館應用於國中視覺藝術課程之教學行動研究 
9 鄒方淇 從審美關懷出發-資訊科技融入國中視覺藝術之教學行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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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劉政勳 資訊科技融入國小美勞教學之研究 

11 鄭明堂 
透過網際網路之國中視覺藝術鑑賞教學研究－融入批判性思考之教學

範例 
12 鍾雯琪 故宮數位典藏資源融入國小視覺藝術鑑賞教學方案之探究 

13 韓志蘭 
數位典藏資源資料庫支援課程教學之內容分析探討--以明道中學國中

部「臺灣建築古蹟」藝術鑑賞教學為例 

 

一、 十三筆相關論文內容 

這十三筆相關論文，根據其中教學內容中運用資訊科技的方式大致可分為三

類，第一類是利用資訊科技進行創作教學；第二類是利用資訊科技進行鑑賞教學；

最後一類是利用資訊科技進行鑑賞與創作，現將這十三筆相關論文依照這三類分

別略述之。 

（一）利用資訊科技進行創作教學 

這一類別是指以資訊科技來輔助創作教學，學生經由傳統創作手法創作，再

利用資訊科技進行作品保存、分享的教學方式。在這十三筆相關論文裡，只有呂

文雅的一篇屬於以創作為主體目的研究。論文題目為數位美術資源及網路平台融

入國小彩墨畫教學之行動研究。 

研究者以彩墨畫為主題進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研究，目的在於了解國小五

年級學生彩墨畫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成效，以行動研究法進行數位美術資源與網

路平台融入國小彩墨畫教學之研究。 

研究的結論是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數位美術資源與網

路平台的使用對教學具正面的成效、在網路平台發表作品可以互相欣賞有助於提

昇審美判斷的層次。 

在創作教學方面提出建議：教師教學時應注意應用數位資源實施教學時必須

搭配適當的教學策略，提升學生的注意力。在學生觀看完技法的教學影片後，教

師如能輔以親自示範，更能增進學生自信及創作能力。 

研究者從該課程教學每次上課所需教學時間來看，發現該創作技法的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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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需要較長的、連續的課堂時間，若學校的排課情形非連續，則要再調整授課的

教學方式。 

（二）利用資訊科技進行鑑賞教學 

這一類別是指研究者利用資訊科技作為鑑賞教學工具，學生經由傳統創作手

法創作，再利用資訊科技進行作品保存、分享的教學方式，是十三筆相關論文中

最多研究者採用的方式。 

1.何至剛 

論文題目：開放式網路平台進行合作詮釋的學習—以數位藝術鑑賞教學為例。 

研究者探討數位藝術鑑賞的理論基礎和課程發展策略，並在國小六年級藝術

與人文學習領域的視覺藝術課程進行數位藝術鑑賞課程教學與驗證，以開放式網

路平台進行合作詮釋的學習數位藝術鑑賞教學模式，利用開放式內容管理系統架

設教學平台，採用「兒童對藝術品的合作詮釋」教學策略，擬定教學目標和計劃，

實施數位藝術鑑賞教學，培養學生分析與判斷的能力。 

研究方法以文獻探討為理論基礎，並進行實驗教學。研究結果根據實施數位

藝術鑑賞教學的學生在學習態度量表（學習動機、學習內容、學習方法、學習評

量）的整體分數，其實施後的得分增加並顯著高於實施前的得分。學生的數位藝

術鑑賞認知能力（內容描述、形式分析、意義詮釋層），整體分數達到顯著水準，

代表數位藝術鑑賞教學確實會改變學生的認知能力，對學生的學習和發展也有相

當大的助益。只有在價值判斷上，實施數位藝術鑑賞教學後的得分雖有增加並未

顯著高於實施前的得分。 

2.洪瑾琪 

論文題目：國小「藝術與人文」領域之網頁式鑑賞課程與教學研究。 

網頁式課程具有儲存空間、容易編修、更新與擴充資料的彈性，網頁式課程

的設計，使得鑑賞教學趨於生動化與活潑化，只要加入新的鏈結，即可將相關課

程納入，供學習者參考或做更進一步的學習。研究目的即在於：探索鑑賞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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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與原理。設計適用於國小鑑賞教學的網頁式課程。建置鑑賞網頁式課程後，

評估其教學適用性。提出研究結果與建議，供國小實施鑑賞教學之參考。 

取行動研究法，先從事相關理論文獻之探討，然後透過可行性評估確立網頁

發展架構；再經由系統開發步驟發展應用模式進行網頁製作，研究者設立教學網

站，建立網路學習環境，選擇以鄉土戲劇為主題，將鑑賞課程設計成網頁式課程，

然後請專家及教師對網頁設計課程進行評鑑；最後透過反覆的教學實驗，評估網

頁式鑑賞課程的教學成效，建構完成最佳的國小藝術與人文領域網頁式鑑賞課程

與教學模式。研究發現網頁式鑑賞教學，確實能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達成「藝

術與人文」之教學目標，並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資訊，為藝術教育帶來希望與契機，

透過網頁教學使得鑑賞教學更有績效。經由行動研究，教學者除得到自我專業成

長外，藉由資源分享，並能成為其他教師鑑賞教學之參考資源。 

3.陳怡珍 

論文題目：博物館資源融入國小低年級藝術課程設計之行動研究－以故宮博

物院青銅器展品為例。 

旨在探討教師如何運用博物館資源進行國小低年級藝術課程的發展；並從課

程實施的歷程加以檢討省思，進而修正課程內容，改進教師的教學，提供學生最

佳的學習經驗。 

採行動研究的方式，以九十六學年度台北市 c 國小二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故宮博物院青銅器展品為範疇，進行藝術課程的規劃、實施與檢討。資料之搜集

以文件、教學省思日誌、教師觀察、訪談為主。 

研究結果顯示在課程發展方面：教師主動積極探求各種資源和隨時掌握新

知、與時俱進，有助於課程設計發展，教師亦在行動研究中成長。博物館資源融

入國小低年級藝術課程設計的歷程，是先形成主題，再擬定教學目標，接著發展

教學活動，再製作相關教材。初步課程設計完成之後，和專家、協同夥伴對內容

做分析討論，可作為課程改進的參考。在課程實施歷程方面：以故宮青銅器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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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的藝術課程設計，從學生的生活經驗切入，運用多樣的教學策略以及各種

遊戲和資訊融入等教學活動，適合低年級學生學習。從學生學習文件、學習的行

為、創作表現和學習心得紀錄等，顯示學生喜愛這次課程，學習成果已達到預期

目標。 

4.陳盈錞 

論文題目：網路學習檔案在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教學之行動研究-以「我們這

藝班」為例。 

以行動研究方式，運用網路資料庫系統『我們這藝班』來指導學生建立網路

學習檔案及保存、分享、鑑賞學生學習成果，並輔助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教學與

學習，以了解教師運用學習檔案在網路上進行視覺藝術教學，教學歷程所遭受到

的困難，以評估學生建立網路學習檔案在國小視覺藝術學習之成效與價值，經過

半年的行動研究，得到以下的結果： 

(1)以虛擬教室，協助學生製作學習檔案可行。 

(2)以虛擬教室指導學生建立學習檔案的教學策略，可行性高。 

(3)學生製作網路學習檔案深具價值與成就感。 

(4)以網路學習檔案作鑑賞學習耗時費力不經濟。 

(5)學生對教學內容的評鑑，大都持肯定看法。 

(6)學生對網站功能的評鑑，大都十分贊同。 

(7)教師角色的轉換，由講解者變為輔導者。 

5.陳婉如 

論文題目：國小教師運用數位博物館資源融入視覺藝術課程教學之行動研究

－以嘉義市興安國小六年級實施駐校藝術家課程為例。 

研究目的是透過數位博物館資源，設計適宜的教材融入國小視覺藝術教學，

經由學校本位課程所實施駐校藝術家的活動，讓學生直接接觸藝術家，由藝術家

創作的過程來啟發學生的潛能和興趣，將實地施行的教學模式、遭遇的問題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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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法加以記錄，使得鄉土教育的關懷、資訊教育的能力、視覺藝術的素養相結

合。 

行動研究對象是六年級的一班，選擇以參加 93 年國科會數位典藏教案設計比

賽得獎作品「石破生猴」教學活動，以數位博物館資源融入視覺藝術教學的駐校

藝術家實驗課程，在研究設計方面採協同行動研究的方式，透過循環檢證和以問

題解決為主的研究歷程，擬定行動方案，待資料分析與處理後，呈現研究結果。 

研究結論為：善用數位博物館的教學設計、慎選數位博物館的資源、掌握數

位博物館資源的教學內容；視覺藝術課程活動設計需周延、應由簡而繁且以互動

教學提高專注力；駐校藝術家的創作能開闊學生視野、有助於文化扎根和培養學

生藝術人文素養。另外，發展數位博物館資源的益智遊戲與教學內容結合，設計

更完善的教學活動，作為未來教學與後續研究的建議。 

6.陳燕蓉 

論文題目：教育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Web-Title）應用於國小高年級視覺藝

術課程之行動研究。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夠提昇學生學習的動機與成效，若自行開發輔助教材對

於研究者而言技術門檻又過高，而教育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內容多元豐富，應用

於國小高年級視覺藝術課程，並進一步評估其應用於教學的成效。 

採文獻分析法、行動研究法、訪問調查法來進行研究。主要利用「三國豫言--

臉譜眾生相」、「打開台灣美術畫匣子」、「臺灣傳統建築欣賞」、「認識台灣

傳統民居」等教育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設計「我的神奇寶貝」、「多采多姿的

臉譜」、「蓮池留步」、「作伙來起厝」四個教學單元。課程行動方案結束後，

將教學歷程檔案轉換為網頁格式，教學成果參加對外比賽得獎。研究結果發現： 

(1)課程設計需循序漸進，並適切轉化教育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運用在國小

視覺藝術教學。 

(2)終身學習網路教材在國小視覺藝術教學能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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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用終身學習網路教材實施教學時必須搭配適當的教學策略，以提升學

生的注意力與創作能力，若能適時輔以親自示範教學則效果更易彰顯。 

7.鄒方淇 

論文題目：從審美關懷出發-資訊科技融入國中視覺藝術之教學行動研究。 

探討以審美關懷為理念的資訊科技融入視覺藝術教學，採用羅美蘭「審美關

懷」之藝術教學理念，以研究者兼教學者的角色，在花蓮市一所國中實施資訊融

入視覺藝術教學的行動研究，應用質性研究之教學省思、觀察、問卷與文件來蒐

集和分析研究資料。「審美關懷」著重藝術的理解與感受，引導學生關懷人文與

生命，研究者期能以「審美關懷」的理念促使藝術與科技相輔相成，產生良性互

動，建立藝術、科技與人文之間的對話。研究者在教學行動中發展「審美關懷」

結合資訊科技的教學策略，包括： 

(1)藝術導賞法。 

(2)主題式探索策略。 

(3)獨立性學習策略。 

(4)電子化個人藝誌。 

(5)自我評量。 

(6)部落格的交流與溝通。 

研究發現，這些策略可有效提升學生藝術賞析能力、涵育審美素養、發展個

人生活美學，達致培育人文精神的教學目標。 

8.鄭明堂 

論文題目：透過網際網路之國中視覺藝術鑑賞教學研究－融入批判性思考之

教學範例。 

探討網際網路對國中視覺藝術鑑賞教學的學習成效及批判性思考在國中視覺

藝術鑑賞教學上的學習歷程及影響，採行動研究法。以實際任教七年級二個班級

的學生各 32 人來參與教學活動，並在自製的 TOM ART 網站以「美的形式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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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進行網路教學，在教學活動設計中，以台北市立美術館校外參觀教學來設

計，活動的時間分為參觀前、參觀時及參觀後三個階段來進行，在此探討教學之

問題與改進方案，成為往後教學的範例。經課程設計與實施，透過觀察、訪談、

攝影、學生作品、學習手冊，以及教師本身與協同教師的觀察與反省來蒐集與分

析資料，以資訊融入教學、批判性思考教學、視覺藝術鑑賞教學三方面作結論： 

(1)資訊融入教學方面：教師網站設計，提供了適性學習的環境，課程討論

區對學生的學習經驗來說是比較陌生的，學生還不太習慣此學習方式，

使用的情況是觀看的人多，回應的人少。 

(2)批判性思考教學方面：批判性思考教學中，學生在思考中去觀察問題，

然而這種觀察力訓練使得問題看到的面較廣，對問題的觀點也會比較客

觀，這也是藝術鑑賞中客觀的判斷的訓練，所以觀察力的訓練提高了藝

術鑑賞能力。「美的形式原理」主題式教學能加深藝術鑑賞的能力。問題

導引教學有助於藝術鑑賞的學習。 

(3)視覺藝術鑑賞教學方面：網際網路融入視覺藝術教學，對學習動機比傳

統視覺藝術教學高；協同教學建構更完整的學習。 

9.鍾雯琪 

論文題目：故宮數位典藏資源融入國小視覺藝術鑑賞教學方案之探究。 

旨在設計一個以故宮數位典藏資源融入國小視覺藝術鑑賞教學方案，配合藝

術與人文領域教科書內容，並援引批判思考教學法，分別以「漸進」和「對比」

為核心概念，實際進行兩循環教學之行動研究。第一循環教學以「形式」、「時

序」、「技術」、「風格」漸進為單元設計重心，經回饋、反省、修正教學過程

等程序，最後，實施以「空間」、「意境」、「生活」、「技巧」對比為單元設

計重心的第二循環課程。課程中融入故宮數位典藏資源，循序漸進引導學生進行

藝術鑑賞學習。以「學習單」作為形成性評量，記錄學生學習歷程，利用「藝術

鑑賞能力測驗」作為檢視學生在教學實施後鑑賞能力提昇與否的總結性評量，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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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學習感受問卷」用以了解學生對於故宮數位典藏資源與藝術鑑賞的學習感受，

研究結果分為藝術鑑賞能力與故宮數位典藏資源兩方面： 

（1）藝術鑑賞能力 

A.形成性評量來看，以問題導向為設計原則，可以刺激學生思考及辯證，

透過引導式問題、增加藝術詞彙供學生參考，能有效提升藝術鑑賞的完

整度。 

B.從總結性評量來看，教學方案的實施能有效增進學生藝術鑑賞之「內容

描述」、「形式分析」、「意義解釋」及「價值判斷」能力。 

（2）故宮數位典藏資源 

A.就第一循環的資源種類，「3D 虛擬文物展示系統」及「時新與復古教

學光碟」最能引發學生的興趣，而其中 3D 虛擬文物展示系統中的「舟

體赤壁賦原文」及「模擬舟體拆解」，時新與復古教學光碟中的「360

度賞析」等功能最能有效幫助藝術鑑賞學習。 

B.就第二循環的資源功能，學生認為「動畫人物解說」的學習感受最深刻，

既能引起較高的興趣，也能有效幫助學習，顯示在教學資源中，加入創

作者或歷史人物現身說法，有助於學生在藝術鑑賞的學習。 

10.韓志蘭 

論文題目：數位典藏資源資料庫支援課程教學之內容分析探討--以明道中學國

中部「臺灣建築古蹟」藝術鑑賞教學為例。 

因現行數位典藏資源資料庫偏重文化保存與學術研究層級，使得教師在授課

時無法直接取用內容，雖有「數位典藏融入中小學教學活動設計比賽」之替代方

案產出，但衍生出教師資訊素養不足之窘。 

故研究分析教師需求、研究之目的、構想，參考美國記憶--學習網的規劃，綜

合課程管理系統及 Web 2.0 的特質，提出滿足或解決教學所需之方案，擬定數位典

藏教學專區發展方向，為學科內容專家、教學設計專家、媒體應用專家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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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設計簡易、完善且符合教師教學需求的數位學習系統，供數位典藏資源資

料庫技術面開發參考，以解決教師使用資訊軟體不易的阻礙。並以團隊合作模式

共同或協同維護數位典藏資源資料庫的模式，使數位典藏資源資料庫除滿足學術

研究外，更重要的是普及到教育學習層面，研究結果顯示，達到教師授課時可直

接取用，學生下課後可再次複習的目標。 

（三）利用資訊科技進行鑑賞、創作 

這一類別是指研究者利用資訊科技作為鑑賞、創作教學工具，學生利用資訊

科技進行創作，再利用資訊科技進行作品保存、分享的教學方式。 

1.黃景瑋 

論文題目：數位博物館應用於國中視覺藝術課程之教學行動研究。 

採行動研究法進行數位博物館運用於國中視覺藝術課程之研發，整個行動研

究歷程分為醞釀期和正式實施期，其中醞釀期是以「課程為中心」實施，研究者

發現參與此歷程之學生雖會瀏覽數位博物館，但不了解數位博物館的典藏精神，

於是將正式實施期的課程改變為「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從典藏的概念開始思

考個人、社區與學習這三者的關連，引導學生自行建構社區的數位博物館內容，

讓學生成為學習者和建構者。 

行動歷程中發現數位博物館運用於國中視覺藝術教育可以解決學校藝術教育

資源的限制，刺激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減輕偏遠地區缺乏博物館資源的學習情境

困難。 

具體的運作結果： 

(1)運用上網機制教學策略是一種創新，能促使學生和老師在線上互動得到

立即的回饋，同儕之間的學習和互動開發多元價值觀。 

(2)運用個人學習與啟發式教學策略能提升學生的主動學習和參與，並讓學

生體驗如何解決問題。 

(3)分組教學模式的合作學習策略之應用，能激發開發同儕共同合作研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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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多元觀點的價值，並透過網路學習、分享知識、訊息、觀念和經驗。 

 

2.劉政勳 

論文題目：資訊科技融入國小美勞教學之研究。 

探討資訊科技融入國小美勞教學的實施方案，藉以研究資訊科技融入國小美

勞教學的理論依據及實施的可行性，並探討資訊科技融入國小美勞教學可行的教

學設計與模式，做為日後教學實施的參考。選定國小五年級一個班做為教學研究

的對象，進行為期 12 週每週三節課的資訊科技融入美勞科的教學行動研究。 

研究的結論：資訊科技融入國小美勞的教學設計，應注意兒童的資訊起點行

為，並妥善規劃教學時間及善用資訊資源；教師應積極提升資訊科技之能力，並

應用建構理論、鷹架理論、合作學習及融入後現代藝術教育觀點做為教學實施的

策略。學生喜愛兼具實用性、生活化及適當的困難度之資訊科技融入美勞的教學

設計，並認為研究的教學設計有助於自己的學習成長。 

上述十三篇論文，以網路資源協助鑑賞教育的主題或目的或有不同，從研究

結果來看，皆達到研究目的，因此作為研究者研究的參考，將十三篇論文依研究

者、研究題目、研究方法、研究對象、鑑賞主題、課程實施方法再加上運用資訊

科技的時機三類等整理成下表。  

 

表 5 相關論文整理表 

研究生/
出版年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

對象
鑑賞主題 課程實施方法 

利用資訊科技進行創作教學 

呂文雅 
（2005） 

數位美術資

源及網路平

台融入國小

彩墨畫教學

之行動研究 

行動研究 
國小

五年

級 

彩墨畫 
 

 運 用 彩 墨 畫 教 學

影片放置網路平

台上。 
 進行創作。 
 線上自評。 
 創 作 成 果 發 表 在

網路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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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資訊科技進行鑑賞教學 

何至剛 
（2006） 

開放式網路

平台進行合

作詮釋的學

習—以數位

藝術鑑賞教

學為例 

 文獻探討 
準 實 驗 教

學 研 究 法

（ 於 教 學

前、後各實

施 數 位 藝

術 鑑 賞 認

知 能 力 測

驗 與 學 習

態 度 問 卷

調查表） 

國小

六年

級 
數位藝術

 開放式網路平台。

 採用「兒童對藝術

品的合作詮釋」教

學策略。 

洪瑾琪 
（2002） 

國小「藝術

與人文」領

域之網頁式

鑑賞課程與

教學研究 

行動研究 
國小

六年

級 

鄉土戲劇

（ 皮 影

戲、歌仔

戲）鑑賞

 網 頁 式 鑑 賞 教 學

課程教學網站。 
 網頁學習單。 

陳怡珍 
（2008） 

博物館資源

融入國小低

年級藝術課

程設計之－

以故宮博物

院青銅器展

品為例 

行動研究 
國小

二年

級 

故宮博物

院青銅器

展品 

 收 集 各 種 故 宮 青

銅器展品資料（網

路、書籍）編製教

材。 
 到故宮參觀。 
 參觀分享。 

陳盈錞 
（2005） 

網路學習檔

案在國小高

年級視覺藝

術教學之行

動 研 究 - 以

「我們這藝

班」為例 

行動研究 
國小

六年

級 

手工書、

卡片、禮

物 

 教 師 建 立 線 上 虛

擬教室。 
 指 導 學 生 美 勞 實

做（製作美勞教學

網頁）。 
 指 導 學 生 學 習 將

作品建置電子學

習檔案。 
 分享與鑑賞：學生

對學習檔案線上

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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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如 
（2006） 

國小教師運

用數位博物

館資源融入

視覺藝術課

程教學之行

動研究－以

嘉義市興安

國小六年級

實施駐校藝

術家課程為

例 

行動研究 
國小

六年

級 

「石破生

猴」「將相

入 猴 」、

「加冠進

猴」和「猴

生眾相」

課程（數

位博物館

資源設計

教材視覺

藝 術 教

學） 
駐校藝術

家創作 

 自製教學網站。 
 直 接 運 用 數 位 博

物館網站進行教

學。 
 學生創作、說明。

 學生自評與互評。

 製 作 作 品 紀 錄 網

頁上傳班級網站。

陳燕蓉 
（2008） 

教育部終身

學習網路教

材

（Web-Title）

應用於國小

高年級視覺

藝術課程之

行動研究 

行動研究 
國小

六年

級 

「我的神

奇 寶

貝」、「多

采多姿的

臉 譜 」、

「蓮池留

步」、「作

伙 來 起

厝」四個

教 學 單

元。 

 運 用 教 育 部 終 身

學習網路教材、視

覺藝術課本建置

視覺藝術教學平

台。 
 網路教學、學生創

作。 
 將 教 學 歷 程 檔 案

轉 換 為 網 頁 格

式，教學成果。 

鄒方淇 
（2007） 

從審美關懷

出發-資訊科

技融入國中

視覺藝術之

教學行動研

究 

行動研究 國中

從「審美

關懷」角

度鑑賞教

學 

 藝術導賞法。 
 主題式探索策略。

 獨立性學習策略。

 電子化個人藝誌。

 自我評量。 
 部 落 格 的 交 流 與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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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堂 
（2003） 

透過網際網

路之國中視

覺藝術鑑賞

教學研究－

融入批判性

思考之教學

範例 

行動研究 
國中

一年

級 

美的形式

原理視覺

藝術鑑賞

教學 

 自 製 網 站 進 行 網

路教學。 
 台 北 市 立 美 術 館

校外參觀教學。 

鍾雯琪 
（2006） 

故宮數位典

藏資源融入

國小視覺藝

術鑑賞教學

方案之探究 

行動研究 國小

故宮數位

典 藏 資

源：「3D
虛擬文物

展 示 系

統」及「時

新與復古

教 學 光

碟」  

 故 宮 數 位 典 藏 光

碟搭配課本教學。

 「 藝 術 鑑 賞 能 力

測驗」。 
 「 學 習 感 受 問

卷」。 

韓志蘭 
（2009） 

數位典藏資

源資料庫支

援課程教學

之內容分析

探 討 -- 以 明

道中學國中

部「臺灣建

築古蹟」藝

術鑑賞教學

為例 

調查訪談 
文獻分析 
分析比較 
歸納 

國中

教師

臺灣建築

古蹟藝術

鑑賞 
 

 數 位 典 藏 資 源 資

料庫建置 
 使用意見調查 

利用資訊科技進行鑑賞、創作 

黃景瑋 
（2005） 

數位博物館

應用於國中

視覺藝術課

程之教學行

動研究 

行動研究 
國中

一年

級 

數位博物

館 

 數 位 博 物 館 教 學

課程網站。 
 走 進 社 區 實 地 探

訪了解社區文化。

 學生（分組合作學

習）自行建構社區

的數位博物館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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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政勳 
（2003） 

國小美勞教

學之研究 
行動研究 

國小

五年

級 

資訊科技

融入美勞

教育 

 電腦網路教學。 
 運 用 電 腦 進 行 創

作。 
 成 果 的 欣 賞 與 發

表。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 綜合評論 

從上面十三筆相關論文的整理出： 

（一）研究方法以行動研究為主 

除了韓志蘭採調查研究法、何至剛採實驗研究法外，都是採取行動研究法，

能獲得眾多教育研究者的採用，可見行動研究法確實能夠協助教師解決在教學上

遭遇的問題。 

（二）研究對象以學生為多數 

除了韓志蘭是以設計可供教師直接使用的數位典藏資源資料庫為目的，研究

對象是教師外，其他研究者都是現職教師，以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且多為國小學

生，架設網站進行教學、創作及分享、討論教學內容。在這部分雖然與研究者的

研究對象不相符，但在教學進行時學生的行為管理技巧可提供研究者參考，例如：

當在電腦教室上課時，學生可能私下使用電腦玩遊戲或作要求以外的事，因此可

以以限時完成或先完成者可自由上網來誘使學生先完成要求。 

（三）資訊融入教學模式可綜合運用 

十三位研究者大都利用網路進行搜尋資料，從資訊融入教學的角度進行課程

設計，充實教材，運用網路資源進行教案設計，依照資訊融入教學的模式，可分

為多媒體與電腦軟體輔助教學模式、網路教學模式、主題探索模式、合作學習模

式、情境學習模式。 

上述研究者都認為多媒體輔助教學能有效幫助藝術鑑賞學習，在利用課程設

計時綜合運用資訊融入教學模式，例如：呂文雅以多媒體與電腦軟體輔助教學為

基礎，結合網路教學模式。以多媒體與電腦軟體輔助教學為基礎，結合網路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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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探索、合作學習的有陳盈錞指導學生製作學習檔案，黃景瑋則指導學生建構

數位博物館，何志剛、劉政勳、鍾雯琪、陳婉如、楊清豐除了運用多媒體輔助教

學外，在課程設計上利用網路進行教學，形成各項主題探索，在學生學習上採用

合作學習模式。鄭明堂在課程設計上運用多媒體輔助教學外，利用網路教學結合

情境學習模式。鄒方淇採網路教學結合主題式探索模式。 

（四）電腦教室成為必要的教學資源 

大部分研究者進行教學時，必須借用電腦教室才能進行資訊融入教學，尤其

是安排讓學生上網搜尋資料或是利用電腦作為創作工具者，但實際教學時遭遇的

大都面臨電腦教室借用時間需要排除萬難的問題，也因此大都建議校方或教育單

位要提供足夠的電腦設備以利教學的進行，從這個角度看來，若研究者無法借到

電腦教室，則課程該如何設計是研究者必須考量的問題。 

除以上可提供研究者參考的內容外，在故宮資源運用方面，陳怡珍與鍾雯琪

皆認為「3D 文物展示系統」對藝術鑑賞學習最有幫助，而動畫人物解說，能引起

學生較高的學習興趣，可提供研究者在課程設計時參考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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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是說明研究的方法與設計，由研究者本人親自實施教學活動，採用協同

研究的方法進行研究，透過檢證和以問題解決為主的研究歷程，研究資料以上課

錄影、訪談、教學省思紀錄、同儕教師之教學觀察建議、學生表現、回饋問卷等

文字、影音、圖像質性資料，以三角檢證交叉檢視資料提高研究可信度。 

第一節  行動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 行動研究的意義與目的 

行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實務工作者在其特定領域中改善生活品質的一

種研究方法，強調實踐，而非只是實務，以行動領導研究進行 68。Elliott認為行動

研究旨在改善實務，而非產生知識 69。有別於傳統的實驗研究法，其焦點著眼於假

設的驗證或理論的建構，行動研究者更關心的議題是：如何更深入的瞭解並解決

目前實務工作中所面臨的問題與困境。故此，它是一種以行動為導向（action- 

oriented）、聚焦於問題（problem-focused），且自我反省（self-reflective）的研究方

式 70。透過「行動」與「研究」結合，企圖縮短理論與實務的差距 71。 

行動研究應用在教育方面，此活動的目標，在於促使研究專家、教師或行政

人員投入研究工作，把研究方法應用在特定學校或教室情境中的的教育問題，以

改善學校的實務，及把研究的功能與教師的工作結合，藉以提升教師素質 72，也就

是教育人員將教育場域中的遭遇的問題運用研究的方法進行改善，並提升能力。 

                                                 
68吳美枝、何禮恩 譯，行動研究：生活實踐家的研究錦囊，嘉義：石濤文化，2001，頁 10。（Jean 
McNiff, Pamela Lomax, Jack Whitehead. You and your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69引自吳美枝、何禮恩 譯，《行動研究：生活實踐家的研究錦囊》，嘉義：石濤文化，2001，頁 13。 
70李苡星，主題導讀，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系統。

2009.http://www.read.com.tw/web/hypage.cgi?HYPAGE=subject/sub_ActionResearch.asp 
71蔡清田，《教育行動研究》，台北：五南，2000，頁 5。 
72王文科，《教育研究法》，台北：五南，2002，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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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素卿認為「行動研究是教育從業者為改進其工作情境內部活動的品質，所

從事的研究，其目的不以書寫教育研究報告，或出版作品為主，而是尋求他們對

事件、情境和問題的理解，進而增加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的有效性。」73 

因此教師是一個研究者，教師在自己的教學場域中參與研究的運作過程，為

了改進工作實務和對實務上的瞭解，解釋實務上情境的合理性和公平性，「反省

探索」是重要的核心概念，具反省能力的教師能對教師專業自主作出適切反應，

針對教學所遭遇的問題主動蒐集資料，以進行行動研究，改善教育實務。 

本研究以「運用故宮網路資源發展高職中國美術鑑賞課程」進行的過程，以

及如何因應教學歷程中的挑戰及教學成效作為主題，以此蒐集客觀、具描述性的

資料，透過實施、觀察、反省與修正解決所遭遇的困境，提升教學效能。 

二、 行動研究的設計 

本研究基於研究動機與目的，採行動研究法進行，屬於質的研究，教師身兼

研究者，經文獻探討，擬定行動研究計畫，希望透過實地實施教學的歷程、在現

場環境中所察覺到的現象、發生的問題進行研究。本行動研究可深入探討教學活

動實施中學生的表現、師生互動、教師的教學模式，從教材教法上可探討故宮網

路資源與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結合的實施成效。 

（一）研究架構與流程 

行動研究之進行參酌McNiff行動研究循環模式：規劃、進行、督導、有系統

的觀察、評估、省思、規劃等行動研究螺旋（如下圖），進行研擬教學計畫、實施

教學、透過督導、教學觀察、評估、教學省思再修正 74等步驟，經過省思修正後，

將督導修正為監控教學。 

 

                                                 
73林素卿，《行動研究與課程教學革新》，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台北：揚智文化，2001，

頁 52。 
74引自吳美枝、何禮恩譯，《行動研究：生活實踐家的研究錦囊》，嘉義：石濤文化，2001，頁 34。

（Jean McNiff, Pamela Lomax, Jack Whitehead. You and your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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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McNiff 行動研究循環模式圖 

（資料來源：引自吳美枝、何禮恩 譯，《行動研究：生活實踐家的研究錦囊》，嘉義：石濤

文化，2001，頁 34。） 

 

在正式實施教學前，先透過文獻探討與指導者研擬教學計畫，取得學校行政

支援與同儕教師的同意後，實施教學活動，將每一次的教學活動以數位攝影機錄

影紀錄、邀請同儕教師共參與教學觀察，並於課後討論教學歷程，省思教學，評

估修正教學計畫，將此研究步驟轉化為研究架構流程圖。（如下圖） 

 

 

 

進行 

規劃 

督導 

有系統的觀察 

長期省思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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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研究架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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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研究設計與實施 

教學觀察  
監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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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教學計畫 

教學省思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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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美術教育

演進下的中國

美術鑑賞教育 

美術鑑賞教

學模式 
故宮網

路資源 

分析彙整研究資料 
撰寫報告報告 

發表研究論文 

學生學習成

果分享 

教學過程資料 
課堂錄影 

教師教學研究日誌 

協同教師觀察紀錄 

學生訪談紀錄 

教師教學量表 

學生成就資料 
學生學習單、意見

表、學生作品、 

學生學習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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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資源融入

美術鑑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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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時間 

研究時間進度的擬訂，在於「促使研究者估計完成研究所取得的時間，一方

面顧慮研究者本身的能力，二則督促研究者將自然拖延，減至最低程度，三則可

協助研究者設計趨向系統化，掌握完成一部分任務所需時間。」75研究時間進度的

訂定繪製常使用甘特圖法，將有待完成的活動列在表格的左欄，由上而下排列，

將時間序列於標題列，採用塊面標示活動起始製結束的時間。本研究自準備工作

起共分八階段進行，研究時程如下表： 

 

表 6 研究時間表 

 94

年 

09 

月 

94

年

12

月 

98

年 

09 

月 

98

年 

11 

月 

98

年 

12 

月 

99

年 

01 

月 

99

年 

02 

月 

99

年 

03 

月 

99

年 

04 

月 

99

年 

05 

月 

99

年 

06 

月 

1. 準備階段            

2. 文獻探討            

3. 擬定行動方案            

4. 採取行動（發展

課程與教學實施）
           

5. 蒐 集 資 料 和 評

估修正資料 
           

6. 資料分析處理            

7. 彙 整 資 料 並 撰

寫論文 
           

8. 修改完成論文            

 

                                                 
75王文科，《教育研究法》，台北：五南，2002，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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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一、 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任教的學校為研究場域，此校位於台中縣，校園環境優美，

交通方便，創校於民國四十四年，迄今五十四年，是一間同時擁有農工商業類科

的高級職業學校，學校面積約 5.9 公頃，教職員工（含實習教師）168 人，學生總

人數近 1894 人，每班學生約四十人左右，學生來源多為台中縣市，少數來自南投。

 

圖 8  校慶師生書畫展展出情形 

校方重視藝文活動，教務處前後走廊兩邊設有藝廊，展示學生平面美術作品，

每年十二月校慶時舉辦師生書畫展（如上圖），展出學生、老師、社區大學學員的

書畫作品，學生平常上美術課的創作，是展出的來源，因此學校對學生美術作品

的需求量大於供給量，近年來獲得教育部高職優質化經費，因此常舉辦各種藝文

活動。校內各行政處室都有電腦、網路設備，提供上網功能，在導師室內有六台

電腦，提供教師們資料搜尋、製編教材、計算成績、登陸成績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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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設備組為教學需要準備了教學設備，放在設備組的辦公室內，可供教

師教學上借用，經過詢問除了單槍投影機、擴音機、延長線等配備外，還有 DVD

播放器、單眼相機、數位相機、錄影機、腳架、幻燈機、電視、轉檔用電腦設備

等，另外還有一些政府出版的光碟片，經過大略看了一下，有環保議題、鄉土、

音樂、舞蹈等類別，雖然數量不多，但如果有時間，也許可以找出一些應用在教

學上。 

在校內資訊平台方面，從早期的「校內 VOD 課程隨選視訊系統/校園視訊廣

播系統」，到「線上測驗系統」、「分科線上學習專區」，到目前學校圖書館正在建

置的「數位學習平台」，都是學校行政單位試圖提供資訊科技，讓教學能更順利進

行的努力。以下列出這個場域所可以提供的美術鑑賞教學支援環境： 

（一）電腦專業教室 

除了有各科專業大樓外，有兩間電腦教室、一間美術教室。每間電腦教室內

都有單槍投影機架設在天花板上，銀幕從天花板上垂掛而下，不使用可以收起來，

使用壁面式磁性白板，教室內安裝有擴音機，五十部電腦都帶有光碟機、皆連接

網路及切換系統，電腦桌面很大。學生坐在電腦後面，老師看不到學生。 

（二）美術專科教室 

美術教室原來是專業製圖教室（如上圖），因此教室是平常教室的兩倍大，2007

年開始設立成為美術專科教室，教室兩側左右是整排的窗戶，一側是走廊，一側

圖 9 由後方往前看美術教室 圖 10 由黑板前往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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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窗戶，窗外可俯看排球場，若有體育課在排球場上，美術教室會非常吵雜；室

內光線充足，但未裝窗簾，因此使用電腦連接單槍投影機時，影像很模糊；教室

較悶熱，雖裝有六支風扇，但效果不大；教室空間空曠，一半空間擺放上課用桌

椅，桌面是大電腦桌和製圖桌組成，一桌可以四到六人圍坐，適合小組討論。 

教室前方黑板是無磁性的黑板，面向黑板左邊的矮木櫃放置石膏模型，面向

黑板右邊的牆腳有一組電源插座，教室內缺乏視聽媒體設備，也沒有安裝置放擴

音機，但教室內放有一個移動攜帶型的銀幕，上課時要先向教務處借擴音機及視

聽設備，若在這裡運用視聽設備上鑑賞課程，則所需的設備都要向教務處借（如：

較長的多孔延長線──不然插座不夠用、擴音機、單槍投影機、DVD 播放器、擴

音機…）老師要自備筆記型電腦進行教學，教室沒有網路設備；就空間環境來說，

這是一個好的創作型教室，有很足夠的空間可以放開手揮灑，還可以擺放未完成

或已完成的作品、也可以利用這個空間進行小型作品展示，但就老師上課時的效

果來說，並不很好，每次在這裡上課都要花時間面對學生嫌場地悶熱不乾淨、抱

怨連連而無心上課，甚至因場地大學生藉機聊天的問題，以及無線擴音機接收的

距離有限與室內外雜音等挑戰。 

（三）普通教室 

是屬於學生自己的教室，也是學生們平時待的時間最多的地方，教室內具有

磁性黑板、電視（連結校內 VOD 課程隨選視訊系統/校園視訊廣播系統，如下圖）、

麥克風、擴音機、下拉伸縮式投影銀幕、窗簾等與教學媒體相關的物品。研究者

曾經利用校內隨選視訊系統，在教室內利用遙控器操控連結主機房內的 DVD 光碟

機、放影機播放影片進行鑑賞教學，可惜有些教室遙控接收效果不佳，當按鍵按

了幾次沒反應之時，必須借機房鑰匙然後衝到機房按下播放鍵，一來一回之間，

耗去不少上課時間；此系統還可以將教材檔案存放在主機電腦內，由電腦預約控

制播放教室及播放時間，只要老師之間設定頻道資料、教室、時間資料時，不要

重疊，就可如期自動播放，便利老師進行教學，運用上的缺點是可能會碰上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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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的時間如果與實際教學時狀況不同，當老師還在進行引導教學時，電視已經

自動播放起來，學生的注意力被移轉了，干擾了教學的計畫；目前這系統還在校

園內當電子看板使用，各處事有事要通告或找某某人、某某班集合，只要在五分

鐘之前預先輸入資料即可，另外在早、午休時等非正式上課時間也曾播放英語會

話影片，讓學生學習。民國 98 年 9 月學校在普通教室安裝網路線及單槍投影機，

對老師的教學上來說，方便許多。 

 

圖 11 普通教室電視連結隨選視訊系統 

在一般教室裡學生座位較密集，教師可以清楚的看到每個同學，學生的視覺

與注意力容易集中在教師身上，適合上需要影音媒體輔助教學且重視與學生互動

的鑑賞課程。 

（四）圖書館 

圖書館內是學生尋找資料、充實知識的地方。近年來為朝數位化、精緻化方

向發展，館方在館內二樓設了一塊網路專區，提供學生在下課或午休時到這裡搜

尋資料，並設有教師教材製作區，提供教師製做數位教材的空間與設備。並在 2008

年 9 月正式建置 Moodle 學習資源平台（如下圖），辦理教師數位教材製作研習，

充實各項學習資源，並以長期的研習活動厚植數位教材製作教師能力；針對校內

學生學習為主，製作各項數位教材，將教師的數位教材放在平台上，配合各科教

學，讓同學能依自己的學習情形作加深加廣或補救重複的學習，真正落實個別差

異的適性學習，目前已有電機科、餐飲科、數學科等部分教師教學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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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odle主要的特點 76： 

(1)採用模式組化物件導向動態學習情境，是一套數位學習課程管理系統。 

(2)由一位名叫 Martin Dougiamas 的澳洲人所開發的，他是一位教育學者及

電腦工程師。 

圖 12 學校建置的數位學習資源平台 

(3)Moodle 是自由軟體，可以免費取得軟體，減輕使用者的負擔。 

(4)Moodle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 CMS（內容管理系統）課程管理系統。 

(5)可以批次建立使用者帳號，快速建置學生的相關資訊。 

(6)特別針對數位學習課程教育訓練而設計。 

(7)課程可以依據 SCORM 的標準匯出匯入，促進交流與分享的意願。 

(8)完整記錄學習者的學習歷程，教師端可以掌握學生的參與歷程和表現。 

(9)可以完全取代昂貴的遠距教學系統。 

(10) 讓教師從現有的資源中輕鬆建立課程。 

(11) 教師可以互相分享開課心得經驗，減少摸索受阻的時間。 

(12) Moodle 採用模組化的設計，隨時都能無限擴充新的功能。 

(13) 可以認證課程的使用者，簡單又安全。 

(14) 支援多種主要的資料庫。 

(15) Moodle 支援超過 40 個國家的語言，內鍵正體中文 BIG5 及萬國碼 UTF-8

的中文編碼方式。 

                                                 
76歐展嘉老師教學網 http://tpc.k12.edu.tw/100121648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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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oodle 可以讓教師更專心於教學的設計，而不是網路工具的學習。 

(17) 動態解決學習者分組討論的新想法。 

(18) 滿足不同的使用者開課的需要，Moodle 都深具潛力。 

2.試用後發現使用上的問題 

(1)教師上傳教學檔案有容量限制，學校系統設定校內網路上傳一個檔案容

量限制為 16MB，若在校外進行上傳，則一個檔案不得超過 10MB，美術

教學檔案常常超過容量限制，因為檔案內含有大量圖片，進行檔案壓縮

後容量縮減不多，因此常需拆解成數個檔案進行上傳，增加使用上的麻

煩。 

(2)上傳檔案檔名不接受中文，須以英文或數字命名，若以中文命名的檔案

上傳，則檔名位置為亂碼，檔案無法開啟。 

(3)學生上傳檔案繳交作業時，雖然教師已經設定讓學生可修改上傳內容，

但學生上傳發現錯誤時，若要再次上傳，往往無法再次上傳，需要老師

個別設定後，學生才可再次上傳，一來一往耗費相當多的時間。 

(4)老師點選觀看學生繳交的美術作業時，點選後需要等待下載至電腦的時

間，進行評分時又要再等待評分頁面下載時間，評完分數後必須等待分

數上傳完成後再點選下一位學生的作業，每一位學生的作業皆須作同樣

的動作，利用校內網路進行尚且覺得等待時間長，若利用校外網路進行

評分則等待的時間則會更長，因此在作業的繳交評分上，雖然具有資料

庫便於提取、統計的方便性，但使用過程需要有耐性等待下載上傳的時

間。 

從以上內容來看，學校提供的教學資源很多，如何有效的利用、搭配這些資

源，使之得到最好的教學成果，有待教學課程的編製設計。 

二、 研究對象 

現在的高職由於技職體系的發展成熟，所以大部分的學生都選擇升學作為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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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後的目標，許多同學畢業工作一段時間後，依然選擇進入科技大學繼續進修，

充實專業內涵，因此許多學生一、二年級就到補習班補習專業科目，目標是考上

國立科技大學，這點從班級牆上同學製作的海報及激勵語可以看出，依照對同學

的訪談得知，有許多同學從週一到週日都到補習班補習，這類型的同學以電子、

電機科的學生為多。根據觀察除了補習之外，下課後同學討論最多的是網路遊戲

的內容，在詢問下，甚至有同學說他對三國時期的歷史瞭解是來自三國的電玩，

在電玩裡有提供這方面的知識，讓他在玩的過程中，瞭解了三國的歷史，並認為

如果所有的課程都像電玩一樣就好了。 

在美術課的學習方面，由於在高職三年裡，美術課程時間只有一年，這一年

裡必須讓學生建立美術的知識、多元的體驗創作、培養美感及鑑賞能力，以作為

日後生活的實踐，所以需要瞭解學生在國中階段的學習，歷年的調查下來發現，

在進行九年一貫前，班上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在國中三年裡沒上過美術課，另外

的三分之二中只有三到五位是國中三年都有上美術課的，其他同學有些在二、三

年級就再也沒上過美術課了；接受九年一貫課程後的學生進來高職後，一樣的進

行調查，調查結果是大約還有 12%位同學還是三年都沒上過美術課，其他同學程

度不等的在二、三年級再也沒上過美術課的有 68%，國中三年都有上美術課的有

20%，照此看來，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沒上過美術課程的比例在降低中，中等教

育階段美術課程教學逐步邁向正常化中。 

在教學過程中，從學生對美的感覺形容描述中發現到學生的辭彙不多，例如：

「很漂亮、很好、很順眼、很喜歡、很厲害、很亮、很帥。」等，都是簡單、一

語形容的語句，很少有學生會從畫面描述分析開始說明為何覺得美，在與國文教

師討論，他也從學生的作文、週記中發現學生在描述上的能力較差，從此看來，

學生美感描述的能力似乎應該加強。此外，第一週上課時詢問學生拿到課本後是

否有主動翻閱過美術課本，全班只有一到三個有舉手，再細問之下，翻過的意思

是掃描式的看過圖片或者是拿起來〝翻〞過，都沒仔細的去看文字內容，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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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課本是放在教室櫃子裡，上課時才從櫃子裡拿出來；詢問學生希望美術課的

上課方式，大多數人都回答：最好輕鬆、沒作業，對於鑑賞與創作兩種課程類型

的喜好調查，有三分之二學生多偏向於喜歡動手做的創作課程，但從其創作的態

度發現，約有二分之一的學生對教師的指導或建議常採敷衍或不予理會的態度，

認為只要有交作業分數及格過關就好，表達喜歡鑑賞課程的同學裡，有一部分是

真的喜歡欣賞不同的藝術文化，藉此陶冶身心，但有一部分是因為鑑賞課程常以

單槍投影機或電視播放影像方式進行，在其過去的經驗裡，在燈光昏暗下教師較

不易注意到所有人，因此可以閉目補眠；另外，上課時常見學生私底下背國文、

英語、計算數學或寫週記，從此可看出高職學生除了對美感相關語彙的使用較弱

外，對美術課較缺乏主動學習的意願。 

學生國中時期來自不同的學校，所以美術學習的經驗不同，不同的科別間，

對美術的喜好度亦有科別差異，例如園藝科、餐飲科對美術課表現較熱情主動，

機械科對美術課表現較冷淡被動，因此要選擇哪一班來作為研究對象，也經過一

番考量，由於研究中需要有錄影機的架設拆卸、同儕教師位置的安排等動作要做，

討論後選擇學生的資訊素養及課表中排課時間正好在午休後的電子科進行教學研

究，該班級人數 40 人，屬於大班級，4 女 36 男，女生常自成一個小圈圈。該科學

生在學期剛開始的時候就展現了活力，對老師的問題有問必有人答；就其科系性

質，對電腦的使用不構成困難。 

三、 研究者即教學者 

在本研究案中，研究者同時擔任教學者、課程設計者、觀察者等角色，在研

究資料中以「t1」代表之。大學畢業於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兼修習中等

教育學程美術科，畢業製作是與小組夥伴在李慧芳老師的指導下進行國小三年級

書法教學教案設計，透過課程設計與實施、採實驗研究法驗證課程的設計，最後

將課程視覺化，在畢業展時公開展示。因為這段經歷，形成了日後教學時的態度：

教學內容不限於課本、擴展學生的觀察體驗、鼓勵學生分享。中等教育學程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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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後，於台中一中進行教育實習，教學實習期間從學校美術教師處學習專業的

美術教學、參與美術班的教學及師生作品展覽，並參加校外各種美術專業課程的

研習，取得中等教育美術科教師證書後，曾於台中一中兼課，並到彰化師範大學

修習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取得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課程教師證書。 

目前在任教學校擔任兼課教師，有課時才到學校進行教學，在學校的時間不

多，課程的安排，常需配合、考慮到學校的需求與情境，會藉著課與課間的空堂，

與導師辦公室內有空的其他老師互動。 

四、 同儕教師 

在任教學校裡沒有專任的美術教師，美術課是由校內音樂教師兼任，因此在

校內無法找到具美術專業的同儕教師，也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就邀請目前任教於

其他職校的美術專任施老師協助進行，施老師對設計軟體熟練，曾在廣告業界工

作，拿到各種檢定證照，對課程的設計討論，幫助很大。 

在數位學習平台的運用方面，藉由參加學校的資訊研習課程來瞭解學習平台

的設置與運用，在運用過程中有不懂的地方，就請教校內對這部分專精的圖書館

陳主任與電機科蔡老師。 

在教學觀察方面，適宜從最對學生熟悉的角度考量，考慮到邀請該班導師一

起作觀察研究，查看課表卻發現導師在美術課時自己也有課，因此打消念頭，決

定以開放的方式，邀請有空且有意願到教室協助觀察的其他老師進行，國文老師

張老師（ct）答應在有限的時間裡協助觀察。當課程實施時，約定好的人臨時有事

或無法找到能夠協助觀察的老師，就以錄影的影像作為觀察依據，提出觀察建議。 

第三節  研究工具與資料蒐集、分析 

一、 研究工具與資料的蒐集 

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法，根據行動研究時常用的方法如文獻分析法、觀察法、

訪談法、問卷研究法等，依此而來的研究工具有文獻資料、和課程設計與實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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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資料，包括學習單；各式評量：學生學習成果評量；教師教學評量；各種紀

錄：教師教學研究日誌、教師訪談紀錄、學生訪談紀錄、學生學習心得表、上課

中錄影等。 

資料可以呈現研究事實，提高研究的可信度和有效性，因此在本研究中採用

課堂錄影、觀察、訪談等多元蒐集資料方法。在蒐集學生資料方面有研究者自行

設計的學生學習單、學習問卷、學生學習自評表、學習心得、學生作品。在蒐集

教學過程中有：課時的錄影、觀察者觀察建議、訪談紀錄表、教學日誌等。 

（一）文獻分析法 

藉網路及圖書館蒐集相關資料研究背景理論。例如：蒐集高職美術教育政策，

加以分析以瞭解高職現階段的美術鑑賞教育應學習的方向。蒐集藝術教育的理

論，加以分析以便利建立美術鑑賞教學的模式及課程的設計，蒐集故宮博物院的

網路資源，加以分析以作教材的利用。蒐集行動研究的理論，加以分析以便瞭解

行動研究的意義與方法，以利研究的進行。 

（二）觀察法 

運用在同儕教師的現場以旁觀的角度進行觀察紀錄，與教師身在教學現場也

是一位觀察者，藉著教學者的角度，在課後寫下日誌，透過兩者角色的不同，對

同一事件的觀察紀錄，有助於從不同角度解釋同一件事，提高質性研究的信實度，

也能提醒教學者在教學歷程中所未注意到的盲點，作為省思意見，提升教學效能

和教師專業能力。 

（三）訪談法 

本研究分別從同儕教師和學生進行訪談，課程設計完成後、課程進行中、課

程進行後，作為調整、修正課程的依據。與學生訪談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之，從中

瞭解學生參與教學活動之感受，學習興趣與釐清教學發現，以作為調整、修正課

程的依據。與同儕教師的訪談是就同儕教師對教學歷程所提的疑問、觀察、建議

與發現，訪談教師可分為：協助課程設計教師、觀察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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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法 

以問卷調查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以作為調整、修正課程的依據。 

（五）各種紀錄 

蒐集錄影結果、同儕觀察紀錄、教師教學研究日誌，紀錄教學使用設備，遭

遇的問題與解決、教學實施歷程的省思、發現、心情，師生互動與教學修正。 

（六）學習單 

學習單是協助學生學習的工具紀錄，蒐集學生的學習單以分析瞭解學生學習

狀況。 

（七）各式評量 

教師的教學評量、學生的學習自我評量。 

二、 資料分析評估 

本課程設計從開始到結束皆有文字或錄影等研究資料，研究者先將行動研究

過程中所獲得的非文字資料轉化成書面資料，在將所有資料分類編碼，以交叉驗

證的方式，瞭解課程實施歷程和課程設計之適切性。在本研究中資料的蒐集與編

碼，如下表： 

表 7  各項資料編碼對照表 

編碼 代表的意義 內容說明 

t1 誌 981102-1 研究者教誌日期單元 研究者 98 年 11 月 02 日第一單元研究日誌 

Lt 訪 981102-1 協同教師訪談日期單元 林老師 98 年 11 月 02 日第一單元的訪問紀錄 

t1 師評 981102-1 研究者師評日期單元 研究者 98 年 11 月 02 日第一單元生學習成果評量

Lt 師評 981102-1 協同教師日期單元 林老師 98 年 11 月 02 日第一單元教學觀察評量 

s1 生訪 981102-1 學生座號訪談日期單元 1 號 98 年 11 月 02 日第一單元的訪問紀錄 

s1 單 981102-1 學生座號單日期單元 1 號 98 年 11 月 02 日第一單元的學習單 

s1 心得 981102-1 學生座號心得日期單元 1 號 98 年 11 月 02 日第一單元的學習心得 

s1 生評 981102-1 學生座號生評日期單元 1 號 98 年 11 月 02 日第一單元的自我評量 

錄 981102-1 錄影日期單元 98 年 11 月 02 日第一單元的錄影資料 

 

三、 三角測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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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研究屬於質性的研究，因為質性研究的缺點是常被認為過於主觀，因此

乃講求應用多種方式，或是多種資料來源，或是多個包括研究者的向度來增強資

料間的相互效度檢驗，以呈現研究報告的可信度。其方法包括 77： 

（一）資料的三角測定 

運用不同來源的資料，例如觀察、訪問、學習心得等。 

（二）參與者的三角測定 

不同的對象或參與人員的看法，例如：協同教師、教學者、學生等不同的觀

點。 

（三）方法的三角測定 

用多種方法去研究一個主題，例如質性資料收集、量化統計分析。 

（四）理論的三角檢測 

使用不同理論探討同一觀點，例如：不同學派，像建構主義的教學觀和行為

主義者的教學觀，即有很大的差異。 

在本研究中，除了把資料作內容分析之外，為了避免研究歷程中，發生資料

蒐集或分析時不中立，還採用觀察、訪問、學生學習心得紀錄等資料的三角測定，

和協同教師、教學者以及學生等參與者的三角測定等，交叉驗証的方式來增強本

研究的效度之維持。 

四、 研究倫理 

有關研究倫理方面，研究者採取以下作法： 

（一）事先溝通 

在研究初始即與協同教師和學生溝通，告知整個研究過程，在研究過程中如

需要錄影、攝影、訪談等，除了教學過程必須的錄影外，均事先徵求研究對象的

同意。 

（二）結束之後資料銷毀 

                                                 
77秦麗花，《教師行動研究快易通》，台南：翰林，2001，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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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個人隱私的尊重，本研究在引用研究對象的訪談紀錄資料時，均以代

號稱之，並且在研究結束之後，將所有研究的錄影資料銷毀，以避免對研究對象

造成不必要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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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實施與省思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教師如何運用故宮網路資源發展高職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

規劃與設計；再從課程的實施歷程加以省思、檢討，進而修正課程內容，希望能

改進教學，提供學生最佳學習經驗。 

以下分別介紹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方法。教學活動設計是以蘇振明的「鑑賞

導入美術創作」作為發想基礎，將故宮網路資源運用於美術鑑賞教學，研讀相關

研究、課程綱要、校選教科書、學校特色、學生的學習狀況建構而成；課程活動

計畫實施三單元的教學活動，透過研擬教學計畫、實施、觀察與省思、修正循序

推進。 

第一節  教學前學生相關背景、素養及態度之測試 

在開學的第一堂課，研究者都會發半開放式問卷讓學生填寫，內容為學生國

中的美術學習經驗、對美術課的想法、電腦的使用、美術館參觀的情形等。 

一、 問卷資料統計及說明 

本研究進行時，這筆資料成了描述研究對象這一班 40 人的工具，以下分別根

據資料統計及說明。 

問卷分為幾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學生基本資料：班級、座號、姓名、性別。

第二部分是關於國中時的美術學習內容、對高職美術課的期待、對電腦的使用、

美術館的參觀等的調查。 

（一）學生國中就讀學校。 

學生來源自四縣市，分別為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其中彰化縣、

南投縣學生各 1 人，可說是以台中縣、市為主要學生來源。 

（二）學生國中美術課的學習情形（學校美術課被借課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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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國中時期美術課被借課的程度 

從來沒上過 二年級被借 三年級被借 偶爾被借幾次 完整的上三年

0 5 16 10 9 

0 % 13 % 40 % 25 % 22 % 

從以上的統計可以看出來這一班，從來沒有上過美術課的人是 0，這是一種進

步，但從二年級開始美術課就被借用來上其他課程的就有 13%，三年級這時候美

術課被借課的數字是 40%，偶爾被借幾次的是 25 %，三年裏面都都沒被借過課佔

的 22 %。這統計可以看出在九年一貫課程實行後，仍有 53%的人因為升學的考量，

美術課被拿來上其他課程或者是考試，能夠完整的上完三年的美術教育的只有

22%。這表示學生對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的學習是不完整的，因此對美術課的

規劃不能以大家都學過鑑賞的基本理論的基點來考量。 

（三）國中美術課學了哪些內容？ 

表 9 國中美術課學習內容 

項

目 
素

描 水彩 國畫 書法 篆刻 版畫 雕塑

平

面

設

計 

立

體

設

計 

POP
手

寫

海

報 

攝影

數

量 24 29 6 4 2 16 6 6 4 10 1 

比

例 60% 72.5% 15% 10% 5% 40% 15% 15% 10% 25% 2.5%

項

目 

色

彩

學 

電腦

繪圖

中國

繪畫

賞析 

西洋

繪畫

賞析

台灣

繪畫

賞析

西方

建築

賞析

東方

建築

賞析

工

藝

品

賞

析 

美

術

館

參

觀 

其

他  

數

量 8 2 7 11 9 7 5 8 2 0  

比

例 20% 5% 17.5% 27.5% 22.5% 17.5% 12.5% 20% 5% 0%  

 

從這張表可看出國中美術課安排的內容裡，上過水彩課的人數最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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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素描居次佔 60%，版畫 40%，而上創作課的比例遠高於鑑賞課，上過中國

繪畫賞析比例約在 17.5%，上過中國書畫創作的比例約在 5%到 15%。 

（四）你在美術課程方面較喜歡哪些內容？  

表 10  美術課程方面較喜歡的內容 

項
目 

素
描 

水
彩 

國
畫 

書
法 

版
畫 

漫
畫 

畫
畫 

電
腦
繪
圖 

平
面
設
計 

立
體
設
計 

手
寫
海
報 

雕
塑 

賞
析 

沒
感
覺 

數
量 8 1 1 2 4 3 2 1 3 2 2 1 7 3 

比
例 

20 
% 

2.5 
% 

2.5 
% 

5 
% 

10
% 

7.5
% 

5 
% 

2.5
% 

7.5
% 

5 
% 

5 
% 

2.5 
% 

17.5
% 

7.5
% 

 

開放式的問題，因此將其回答統計如上表，從內容來看，75%的人回答喜歡創

作方面（國畫、書法、水彩、素描、漫畫、電腦繪圖、平面設計等繪畫方面以及

紙雕、立體設計等累計），喜歡賞析的有 17.5%，有 7.5%的人沒有感覺。學生喜歡

創作的為多，但若就其單項的排比來看，賞析課程是僅次素描的 20%，可見喜歡

賞析課程的人還是算多的。 

（五）國中時上美術課的感想？ 

表 11  國中上美術課時的感想 

分類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不記得 沒回答 

數量 25 7 6 1 1 

比例 63% 18% 15% 2% 2% 

 

這是開放式的問題，大家的形容話語都不一樣，若從詞句意涵來歸類的話，

可分為喜歡、普通、不喜歡等感覺，喜歡的有 25 人（63%）、感覺普通的有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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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不喜歡的有 6 人（15%），回答不記得的有 1 人（2%），沒回答有 1 人（2%）。 

從這裡來看，喜歡國中的美術課的人較多，採負面看法的較少。 

（六）現在對於美術課有何期待？ 

這是屬於開放式問題，因此回答的模式都不相同，將答案意義整理成歸類後，

可分為希望課程輕鬆、好玩、不要太多太難的一類，提出特定學習創作類別的一

類，提出想要教師多教些知識、欣賞、參觀課程的一類，無期待的一類，害怕的

一類，總共 5 類。 

表 12  現在對於美術課的期待 

類別 輕鬆、好玩 特定創作 知識欣賞 無期待 害怕 

數量 12 11 9 7 1 

比例 30% 27.5% 22.5% 18% 2% 

 

從表格 13 中可以看出希望課程輕鬆好玩的佔的比例最高，要求特定創作項目

教學的佔的比例第二，要知識賞欣課程的排名第三，而無期待甚至害怕的比例不

低。 

從這一個問題答案看來，若從正面解讀：學生美術課的興趣比例很高，如何

將課程上的輕鬆有趣，又兼具創作與欣賞課程，讓對美術課沒期待跟害怕的學生

也喜歡美術，是課程編製時的一項挑戰，也是該努力的方向。 

若從負面解讀：提出特定學習創作類別的與想要教師多教些知識、欣賞、參

觀課程的是有心、積極想在美術課學習的學生，這些學生共佔 50％，只想課程輕

鬆好玩、作業不要太多太難，甚至無期待、害怕等消極性的學習心態的學生亦佔

了 50％，日後課程進行時，要注意別讓這 50％的消極心理影響到上課氣氛及教學

成果。 

（七）個人是否會使用電腦上網、做作業、蒐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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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個人是否會使用電腦上網、做作業、蒐集資料 

選項 是 否 未答 

數量 33 6 1 

比例 82.5% 15% 2% 

 

這一題是選擇題，從比例上來看有 82.5%會使用電腦上網、做作業、蒐集資料，

只有 15%的人不會，未回答這問題的有 2%，這表示大部分的學生都會使用電腦，

而不會的這 15%的人，因為身為電子科學生，在其專業課程要求上，必須學會使

用電腦，所以對學生電腦的使用能力，在課程設計中不用考量這一點。 

 

（八）家裡是否有電腦使用？家裡的電腦是否可以上網？ 

表 14  家裡是否有電腦可以使用或上網 

題目 家裡有電腦可以使用 家裡電腦可以上網 

選項 是 否 是 否 未答 

數量 39 1 37 1 2 

比例 97.5% 2.5% 93% 2% 5% 

 

這是一個題組，先是問家裡是否有電腦可以使用？答「是」的佔 97.5%，表示

學生家中，絕大部分都有電腦可以使用。接著問家裡的電腦是否可以上網？答「是」

的佔 93%，表示學生家中，絕大多數都可以上網，只有 2%的人家中電腦無法上網，

比例很低，所以當需要學生上網查資料的時候，可建議家中沒電腦、沒網路的同

學在校內圖書館搜查資料。 

（九）是否曾上網瀏覽過美術博物館的網頁？什麼狀況下瀏覽？瀏覽過哪些美

術博物館館？ 



 
 

79

表 15 上網瀏覽過美術博物館館的網頁比例及情況 

題目 
是否曾上網瀏覽過美術館博物

館的網頁 
什麼狀況下瀏覽 瀏覽過哪些美術館

答案 是 否 交作業 國立台灣美術館 

數量 2 38 2 2 

比例 5% 95%   

 

這一題是想瞭解有多少學生瀏覽過美術館的網頁，又在何種狀況下瀏覽的？

瀏覽過哪些美術館？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只有 5%的人瀏覽過美術館的網頁，大

部分的學生，都沒瀏覽過美術館的網頁，而這 5%的人是在必須要交作業的情況

下，才去瀏覽美術館的網頁，而且瀏覽的美術館都是位於台中的國立台灣美術館。 

從這一點看來，學生對美術博物館的網站沒興趣，只在必須交作業的情況下，

才不得已之下瀏覽美術博物館的網站。如何利用課程安排讓學生對美術類博物館

的網站產生興趣，會主動上網瀏覽，必須好好思考。 

（十）是否實地去參觀過美術館？去參觀過哪些美術館？各去過幾次？ 

表 16 實地參觀美術館、參觀過哪些美術館及次數 

題目 是否實地去參觀過美術館 去參觀過哪些美術館 

答案 是 否 答案 
國立台灣

美術館 

高雄市立

美術館 

未

答 

數量 14 26 數量 11 1 2 

比例 79% 7% 14%

比例 35% 65% 去的

次數 
2-15 次 1 次  

 

這一題問的是學生實地去過的美術館的次數，從回答中可以看到，沒去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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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家美術館的比例佔 65%，表示一半以上的人都沒去過美術館，而去過美術館

的比例佔 35%，從這 35%中，去參觀過國立台灣美術館的比例是 79%，去參觀過

高雄市立美術館的比例是 7%，未答的比例是 14%， 

從數字可以看出來，可能因為地緣的觀係，到過國立台灣美術館的比例較高，

去過其他南部或北部的美術館的比例較低，應該安排參觀美術館的課程，讓學生

親自體驗美術館的魅力，不過，因為美術課一週只有一堂課，若要到美術館去，

就算是最近的國立台灣美術館，參觀時間加上來回車程一定都要約四小時的行

程，而高職學生，除非是整系的活動，否則不能像小學、國中一樣的把課調開來，

包遊覽車到美術館去參訪，只能要學生自己找時間到美術館參觀，所以在教案設

計中，美術館的參觀行程不需要排入考量。 

二、 統計結果整理分析 

綜合問卷調查的答案，統計整理如下： 

（一）學生來源 

我們可以知道這班學生的來源，以來自臺中縣、市為主，學生仍有 53%的人

因為升學的考量，美術課被拿來上其他課程或者是考試，因此對美術課的規劃，

不能以大家都學過鑑賞的基本理論的基點來考量。 

（二）學生國中美術課的學習經驗 

學生國中美術課安排的內容裡，上創作課的比例遠高於鑑賞課。學生喜歡創

作的為多，但若就其單項的排比來看，賞析課程是僅次素描的。學習過中國美術

鑑賞與創作的學生比例皆不高。喜歡國中的美術課的人較多，採負面看法的較少。 

（三）目前對美術課抱持的態度 

希望課程輕鬆好玩的所佔的比例最高，反映出對美術課抱持的態度是略帶消

極被動的，要求特定創作項目教學的佔的比例第二，要求知識欣賞課程的排名第

三，顯示學生對美術課的興趣比例很高，如何將課程上的輕鬆有趣，又兼具創作

與欣賞課程，讓為數不少的對美術課沒期待跟害怕的學生也喜歡美術，是課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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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時的一項挑戰，也是該努力的方向。 

（四）學生的電腦素養 

大部分的學生都會使用電腦，在課程設計中不用考量學生會不會使用電腦的

問題。學生家中，絕大部分都有電腦可以使用，大多數都可以上網，無法上網的

比例很低，課程設計需要學生運用網路的時候，可建議學生利用校內圖書館提供

的公用電腦。 

（五）瀏覽美術館網頁的經驗 

95%的學生，都沒瀏覽過美術館的網頁，瀏覽過的人都是在必須要交作業的情

況下，才去瀏覽美術館的網頁，十分被動，而且瀏覽的美術館都是國立台灣美術

館，缺乏瀏覽其他美術博物館的經驗，可在教學過程中連結故宮課程的網頁，藉

舉例的方式讓學生看到故宮網頁的學習資源，在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教案設計中，

因為現實環境不可能安排美術館的參觀行程，因而不需要將美術館的參觀行程排

入考量。 

第二節  課程發展的歷程 

課程發展是動態的歷程，由無到有的成長與演變 78。本課程發展由研究者自

行規劃與設計，之後再輔以協同教師的看法與建議，以及學生的反應做不斷的檢

討、省思、修正，以改進課程設計，作為課程實施的藍圖。以下說明研究者在課

程發展的思考過程以及初步設計。 

一、課程的規劃 

（一）資源利用的考量 

在決定運用故宮網路資源發展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之後，首先想到的是直接在

上課中連上故宮網路進行教學？還是下載可用的資源來上課？利用電腦教室來上

課的可行性？材料直接用還是再編製過？怎麼運用學校教學資源平台？不同的運

                                                 
78黃光雄、陽龍立，《課程發展與設計》，台北：師大書苑，2004，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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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式，決定了課程設計的方向。 

首先考量到研究者在學校上網的過程中發現網路運用的問題：連線上網受限

於下載速度，時常要等一段時間。如果考慮在教學現場，運用網路連上故宮的網

頁進行教學，可能有連線等待的風險，影響教學活動的進行，如果是利用電腦教

室，在教師的引導下搭配學習單的使用，讓學生自行探索網頁內容，進行鑑賞學

習，效果應會不錯，但必須要有電腦教室可以使用，研究者調查了學校電腦教室

的使用狀況，發現兩間電腦教室在預定進行教學的那一節課都有班級在上課使

用，因此利用電腦教室來進行的想法，在本學期不用考慮。在不能運用電腦教室

的情形之下，下載影像可能有授權與否的問題，還是採用多媒體與電腦軟體輔助

教學模式進行連接網路線，從網路上觀看教學，是唯一可行的方式。 

那麼要怎麼樣運用學校教學資源平台？學校設置的教學資源平台名稱為「數

位學習資源中心」，設置目的是為了針對校內學生學習，將教師的數位教材放在

資源中心裡，配合各科教學，讓同學能依自己的學習情形作加深加廣或補救重複

的學習，真正落實個別差異的適性學習。因此決定直接將上課內容上傳放置在資

源中心裡，並在中國美術鑑賞課程實施前示範如何登入資源中心、如何加入課程，

讓學生們可在課後進行課程內容的複習，提供學習單讓搞丟的學生們下載，將學

生的創作拍照做成電子相簿放到資源中心形成網路藝廊，將故宮的網路資源設連

結讓學生可以自行參考學習，設討論區讓學生可以提議間或討論，並告訴學生平

時表現的成績，會加入在「數位學習資源中心」的表現記錄，刺激學生對這個資

源平台多加利用。 

（二）課程的時間 

從新課程綱要的課程章節分配與學校對學生作品展示的需求，從時間分配來

看，一學年約 36 節課，學校的配課為一週一節課五十分鐘，扣除進行美術的基本

知識課程、西方美術與台灣美術傳統與現代鑑賞課程、各種媒材創作課程、設計

中的美術課程、多媒體藝術認識與運用課程、美術館與美術展覽課程的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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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時間約兩節，因此考慮把其他課程的內容少許的加入

到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內容中，形成以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為中心主題的課程，延

長課程分配的時間。 

（三）教學進行的模式 

根據蘇振明把鑑賞當作美術創作分為導入階段的鑑賞、展開階段的鑑賞、評

鑑階段的鑑賞等三大階段，是創作與鑑賞兼重的教學方式。再就其流程可細分為

引發誘導、感覺的描述（觀賞）、分析解釋（討論）、作品評價、發表應用（創

作）、教學評鑑等六大階段，簡言之就是進行鑑賞教學後，讓學生從事創作，將

創作發表，接著進行學生與老師的評鑑。漢寶德認為藝術教育的方法：「學生作

品的討論與比較是當代藝術教育重要方法。」79再加上學生反應不喜歡坐在教室裡

不動，喜歡動手做東西，因此結合蘇振明的流程，然後在創作發表時，讓學生對

彼此的作品進行討論與比較，再進行評鑑，是本課程設計所採取的基本模式。 

（四）教材的選擇與教學策略 

對於教材的選擇與組織，黃壬來認為「美術鑑賞的對象係指生活中所能見的

視覺的影響，舉凡自然景物、社區生活、日常用品、中外藝術品、中外兒童作品

皆是；鑑賞對象以實物為佳，也可以影片、幻燈片、圖片、照片、複製品等呈現

之。」80蘇振明也認為：「鑑賞的教材要講求多元，豐富，系統的原則，包含精緻

美術和通俗美術，鑑賞教材以純粹藝術的繪畫、雕刻、工藝、建築為主體，並包

含通俗藝術的插畫、民俗器物等內容。」81總合來說也就是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連

接，來發展中國美術鑑賞課的內容。 

參看了本學期學校選用的美術課本中有關的內容，將中國美術分為文物和繪

畫兩篇，內容是偏向美術史的知識性描述、若要照著課本內容上課，說明講解完

大約需要六週，且學生容易因為內容與生活不相關聯而不耐煩，產生厭惡感，因

此決定將課本定位在學生的參考書，學生在課程進行中，以課本的內容作為老師

                                                 
79漢寶德，《漢寶德談藝術教育》，台北：典藏藝術家庭，2006，頁 81。 
80黃壬來，《國小美勞科教學研究》，台北：五南圖書，1991，頁 30。 
81蘇振明，＜加強鑑賞教育－提升國民美感素質＞，美育，106 期，1999，頁 28。 



 
 

84

提問題或學生創作時的參考。 

在教學策略方面，決定從生活經驗作為鑑賞教學引導，先從網路上搜尋出現

代生活中的用品，如鍋、碗、壺、瓶、杯等，再從故宮的網路資源中挑選與課本

相應的圖檔與動畫，作為鑑賞的內容，如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壺、瓶，明清的瓷

器－碗、瓶，清代玉器－明晚期的白裕鰲於花插、馬上封侯、青銅器－鼎、壺等

生活中的用品，作為日常生活的器物與紋飾的對應鑑賞。在書畫方面，由於中國

書畫與學生的生活非息息相關，且學生書寫的工具不再是毛筆，所以將中國繪畫

與書法的鑑賞角度及內容重新思考，由線條的構成來作為鑑賞的引導，從這個角

度來尋找現代水墨畫與傳統水墨畫來讓學生鑑賞與討論。 

歐陽中石認為：「新技術革命的層層展開，不但為人類的物質文明創造別開

生面，使人類能有更多的物質享受，在藝術審美領域，它的影響也非常巨大。」82

故宮的 3D文物賞析、虛擬實境導覽部分－器物參觀路線，顯示出器物展品的陳列

效果，可以運用到啟發學生思考如何展示自己的作品。 

（五）教學單元規劃 

由於學生對美術的基礎知識（例如：美術的意義與範圍、美的形式原理、造

形與色彩）概念不一，又沒有使用美術語彙的概念，因此在進行中國美術鑑賞教

學前，先就美術的基礎知識進行教學與美的形式原理分析練習，讓學生有使用美

術語彙的概念，基於對學生美術學習經驗的調查發現，將中國繪畫賞析與工藝品

欣賞兩項目相加，可得到有中國美術美術鑑賞學習經驗的約佔 37.5%，這表示有超

過一半的學生未學習過中國美術美術鑑賞，因此在鑑賞教學的課程設計上，將從

最基本的引導學生練習鑑賞，從鑑賞教學的過程－觀察、分析、解釋、評價等步

驟來進行。 

初步構思課程以課本第三中華文物、第四章中國繪畫為基礎，與創作活動結

合，以鑑賞課程的內容引導創作，分為三個單元進行，每單元的架構模式皆為鑑

                                                 
82歐陽中石，主編，《藝術概論》，台北：五南圖書，1999，頁 32。 



 
 

85

賞→創作→鑑賞，每單元實施時間為四週四節課，三個單元實施約計三個月的時

間，學習內容安排由簡而繁、由易而難，根據前一單元的實施狀況調整後面單元

課程，就單元架構來看等於經歷三次的研究循環。 

考慮到鑑賞內容與學生生活的關聯性，器物與生活的關聯性較高，書畫與生

活關聯性較低，因此三個單元的內容考慮第一、第二單元以文物件鑑賞為主，第

三單元才安排中國繪畫的鑑賞。 

1.第一單元的發想 

第一單元的藝術品鑑賞內容因為考慮到學習內容要簡單一些，因此決定選擇

現代生活中的器物造形觀察鑑賞作為先期引導，引起學生的注意，而與學生過去

可能從歷史課本中瞭解的青銅器、翠玉白菜等作為古代生活的鑑賞內容，引導學

生練習「鑑賞」藝術品；從對藝術品的造形觀察開始，述說自己的觀察，直覺說

出自己的感受評判，在器物的觀察上，先讓學生觀察器物形狀，逐步引導從生活

的角度思考形狀背後的意義，乃至於器物上面的紋飾意義，藉由問答過程挑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學習到藝術品相關知識，因為在這單元最後聚焦於器物上面的紋

飾意義，因此將單元名稱定名為「美麗的紋飾」。 

在故宮的網路資源中，「典藏精品」裡圖片可以局部放大觀看，「3D 虛擬文

物展示系統」中的毛公鼎、翠玉白菜有特效可以搭配吸引學生的注意力，「故宮 e

學園」裡青銅器單元裡有器物的紋飾意義相關的動畫內容可以從中挑出來做搭配

應用。 

在創作方面，鑑賞器物的紋飾意義恰好可以跟現代的設計課程相結合，就生

活關聯性來說，標誌設計從國旗、校徽到公司的商標、產品的標誌圖騰，學生對

於這個部分的視覺印象十分熟悉，在學生國中的美術學習內容調查中也可看到有

設計課程學習經驗約佔了 50%，除了教師的教導，學生間可以彼此分享設計經驗，

從創作技法來看，學生過去繪畫的經驗就足以運用。施老師建議可以規定用學生

的姓名為範圍，將設計創作定位在文字造形設計，而我則考量到紋飾意義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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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應該讓學生多方向的思考，因此構思決定讓學生設計代表自己的標誌，

引導學生從器物上的紋飾意義與原由作為思考基礎，通過檢視自我的特色、姓名、

個性、星座、生肖等多方向想像作為標誌設計的創意內容，從創作的難易度來看，

屬於較簡單、學生較容易進行的創作項目。 

在學生作品鑑賞方面，考慮到沒有讓學生自行將作品裝裱做成畫廊展示形式

來鑑賞的時間與空間，因此考慮將學生作品數位化，發給學生評鑑表，藉由作品

影像的放大投影及學生依序對自己作品的分享發表，學生在自己的座位上評鑑同

學的作品，可以讓每位同學看得清楚、聽得明白，而且不會造成教室秩序混亂。

學生可以在自己分享發表、聆聽鑑賞同學們的創作想法、評鑑同學的作品的過程

中，學習到如何發表、評鑑作品。 

2.第二單元的發想 

第二單元的藝術品鑑賞內容因為考慮到要與第一單元的內容有所區別，且學

習內容難度要較第一單元難一些，因此就教材內容的考量上，第一單元是各種媒

材的鑑賞練習，第二單元決定選擇專精於陶瓷器物的鑑賞作為鑑賞教學的內容，

就現代生活的陶瓷與古代陶瓷造形為例，引導學生從造形、材質特性等練習鑑賞、

討論，並將「故宮 e 學園」裡陶瓷鑑賞的方法介紹給學生，增加學生對陶瓷鑑賞

的專業知識，因此將此單元名稱定名為「造形之美」。 

在創作方面，由於鑑賞的陶瓷器物是屬於立體表現的作品，在創作上考量也

讓學生試著創作立體造型的作品，從器物造型創作來考量的話，黏土類是較適合

的雕塑性媒材，由於陶瓷雕塑需要專業的器材設備及專業的教師指導，一般學校

不具備該項器材設備與師資，就研究者的觀察，紙黏土與彩色黏土是美術創作教

學黏土類媒材的兩大使用素材，紙黏土具有塑形陰乾後堅硬固定、可上色的特性，

技法好的作品呈現出接近陶瓷的效果，彩色黏土則具有直接塑形，不用上色不用

等乾燥的特性，使用上較為簡單方便，但缺點是因為柔軟而不具支撐性，作品容

易呈現軟垂現象，因此這單元應該選擇紙黏土作為創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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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生的學習經驗，國中學習過雕塑的只佔 15%，其中還包含紙雕、鐵線

雕塑、肥皂雕刻，對大部分學生來說紙黏土雕塑是新的媒材使用經驗，就創作技

法難度來說較平面繪畫高很多，因此考量對學生創作作品重點放在學生的創意發

想及美感上，不強調精緻度。 

在創作主題上，原先構想就以器物來做主題，對學生來說較為簡單易創作，

但施老師認為可以將文化創意的概念加入雕塑的主題中，器物範圍限定在筆筒創

作，學生較有創作的方向可思考，讓學生可從中國文化的角度考量筆筒的造形作

雕塑，研究者認為這個建議不錯，恰巧可以跟目前文創產業潮流結合，因此納入

創作的引導方向，但範圍考量不侷限在筆筒上，學生在造形內容的創意構想可較

多元及生活化，就文化創意的角度來看，故宮的商品網頁上具有濃厚中國風格的

鑰匙圈、公仔都很可愛，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及對文創產品意義上的瞭解。 

在學生作品鑑賞方面，可依照第一單元的操作模式進行，但考慮到立體作品

的展示形式，根據研究者的經驗，若要先將學生作品數位化，在作品繳交放置拍

照的過程中，作品是否能保持完整是一個問題，拍攝的角度能否完整呈現作品是

一個問題，遲交的作品來不及數位化導致評分同學看不清楚作品，更是一個問題，

因此參考故宮的「文物 3D 賞析」全方位的展示方式，由於在技法上研究者沒能力、

沒時間預先將全班學生作品 3D 化，所以考慮採用對作品即時攝影的方式，由學生

在分享時在錄影機前轉動作品，呈現作品的各個角度，讓學生可透過投影畫面清

楚觀看作品，而且不會造成教室秩序混亂。而立體作品呈現的方式，可以在創作

時間結束時引導學生去思考，有哪種方式較好呈現立體作品，引導學生說出採用

錄影的方式。 

3.第三單元的發想 

第三單元要進行中國繪畫鑑賞內容，因為考慮學生國中時學習中國繪畫與賞

析的比例合計只有 32.5%，等於一半以上的學生未曾學習中國繪畫相關知識，且在

學生生活中對中國繪畫很少接觸，因此對於中國繪畫的鑑賞認知較困難，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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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要將難度降低，才可引起學習興趣。 

中國繪畫的內容範圍廣大，從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繪畫到現代的抽象水墨，

中間所具有的時代背景演變、個人風格、創作類型內容豐富，要在一節課五十分

鐘內完整的鑑賞並講述完課本第四章內的知識是一件不可能的事，因此在鑑賞內

容的選擇上，思考中國繪畫是以毛筆搭配水墨與色彩來創作，鐵線描、斧劈皴、

披麻皴……等等各式的筆法呈現繪畫的豐富性，這些筆法都是線條的呈現，且中

國的文字造形源於繪畫，再加上毛筆書寫的方式呈現出書法的藝術，繪畫與書法

二者可說是皆由線條出發呈現的藝術，因此可以以「線條」為鑑賞教材選擇基礎，

尋找現代水墨作品中以線條造型為創作主體的作品，引導學生從線條造形來練習

鑑賞，引起學生的興趣後，再引導學生鑑賞古代陶器上的抽象、具象繪畫線條，

再搭配課本上的魏晉時期的繪畫作品作鑑賞，然後將「故宮 e 學園」裡有系統的

以「鵲華秋色圖」為例的繪畫鑑賞方法動畫介紹給學生，增加學生對繪畫鑑賞的

專業知識，學生在這節課裡既可以練習鑑賞又可以吸收有系統的繪畫鑑賞知識，

因為以線條為基礎，因此將此單元名稱定名為「線條之美」。 

在創作方面，學生有水墨畫學習經驗的只有 15%，等於大部分的學生都缺乏

畫水墨畫的經驗，因此構想先讓學生練習使用毛筆畫出各種線條，再練習線條與

水墨含量的搭配，呈現乾、濕、濃、淡等各種效果。 

在創作題材選擇方面，若要學生畫出山水、花鳥、人物等內容，難度太高，

大部分學生在沒有基礎下需要有範本來臨摹較容易把握進行練習，而範本的臨摹

需要較長的時間，這在本單元的時間分配限制上可能無法進行，考量抽象水墨的

表現方式對學生來說較為簡單，對技法的要求度較低，但又擔心學生因此敷衍了

事，隨便在紙張上點一點或撇兩撇就當作完成繳交，因此施老師建議可以讓學生

以自己姓名作為創意基礎，直接用姓名或將姓名圖像化，以筆法與水墨乾、濕、

濃、淡作為表現重點，原因一是書畫同源，文字具有既具象又抽象的特色，因此

在現代水墨畫與書法作品中皆可發現有將文字成畫的表現，學生姓名當中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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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圖像化的筆劃存在，好好構思可以形成一幅優美的水墨畫，另一原因是從生

活上比較書法跟繪畫，學生較熟悉的是書法，每年過年許多家庭都要貼春聯、平

常街上的許多招牌及產品包裝上都有各種書法字形，因此以線條造型作為鑑賞基

礎的話，書法字形搭配水墨乾、濕、濃、淡作為創作表現重點，在這個單元規劃

上是較可行的方向。言之有理，因此決定採納施老師的建議，在創作題材選擇上，

以線條造型搭配水墨乾、濕、濃、淡呈現美感作為創作表現重點，而線條造型可

以圖像也可以文字，學生的姓名作為學生創意發想的基礎之一，若學生要從其他

方面做創意發想亦可接受。 

在學生作品鑑賞方面，由於水墨作品是平面作品，因此可依照第一單元的操

作模式進行，將學生作品數位化，發給學生評鑑表，藉由作品影像的放大投影及

學生依序對自己作品的分享發表，學生在自己的座位上評鑑同學的作品，可以讓

每位同學看得清楚、聽得明白，而且不會造成教室秩序混亂。 

4.將單元規劃發想表格化 

依照前述每單元的架構流程從藝術品鑑賞開始進而引入學生創作活動、創作

發表、評鑑，規劃各單元主題搭配預定進行時間，整理成下表之中國美術鑑賞課

程計畫表。 

表 17 中國美術鑑賞課程計畫表 

實施週次日期 單元名稱 教學活動主題 

1. 11/2 美麗的紋飾 鑑賞器物紋飾背後的意義 

2. 11/9 美麗的紋飾 「我的標誌」設計繪製 

3. 11/16 美麗的紋飾 「我的標誌」設計繪製 

4. 11/23 

第

一

單

元 美麗的紋飾 紋飾分享與鑑賞 

5. 12/14 造形之美 鑑賞器物之美 

6. 12/21 造形之美 立體造形創作 

7. 12/28 

第

二

單 造形之美 立體造形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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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 元 造形之美 分享與鑑賞 

9. 3/1-3/5 線條之美 從線條開始的藝術 

10. 3/8-3/12 線條之美 水墨線條練習 

11. 3/15-3/19 線條之美 水墨線條創作 

12. 3/22-3/26 

第

三

單

元 線條之美 分享與鑑賞 

（資料來源：研究者設計） 

二、訂定教學目標 

（一）部訂教學目標 

根據部定 99 群科課程綱要，部定教學目標為以下三項。 

1. 涵養並陶育學生美術的基本概念，增進學生審美的能力。 

2. 引導學生認識美術的各種創作媒材及技法。 

3. 培養學生對美術的興趣，以提高生活品質。 

（二）本課程鑑賞課程教學目標 

根據部定教學目標與本課程設計期望達到的效果，訂定以下中國美術鑑賞課

程教學目標。 

1. 能透過觀察描述、分析、與討論的方式，辨認藝術品的美感特徵與視覺要素。 

2. 能比較分析藝術品的媒材、象徵。 

3. 能鑑賞藝術品，從事美感認知與判斷。 

4. 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創作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5. 能嘗試運用創作，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展現自己的特質。 

6. 能有效的使用媒材與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7. 能紀錄與表現自己所見及所接觸的事物與情感，並自我評析。 

8. 能相互鑑賞同學的作品，從事美感認知與判斷。 

三、課程的內容流程架構與設計 

（一）課程內容流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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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中國美術鑑賞課程計畫表將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內容、流程及架構

製成下圖。 

 

圖 13  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架構圖 

（二）教學設計 

1.第一單元：美麗的紋飾 

（1）鑑賞： 

從觀察描述古今器物之美進而瞭解器物紋飾背後的意義，再引入創作活動，

例如在青銅器物紋飾部分討論判斷圖案代表的特殊涵義，進而讓學生思考，如果

是自己的器物，要有怎樣的紋飾來代表自己，然後讓學生在學習單上畫下自己初

步的圖紋設計，每段鑑賞活動約為 5-10 分鐘，以維持學生注意力，83課後讓學生

填寫學習心得表。（預計時間為一節課） 

（2）創作： 

                                                 
83鄭明堂，透過網際網路之國中視覺藝術鑑賞教學研究－融入批判性思考之教學範例，慈濟大學教

育研究所，2003，頁 20。 

紋飾、造形、繪畫 
描述、分析、解釋、判斷 

今日世界 過去世界 

設計自己的紋飾/創作器物/
水墨畫創作 

創作展示發表 

評鑑 

鑑賞 

創作 

鑑賞 

課程循環省

思、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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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預先準備 8 開圖畫紙、尺、圓規、著色用具（廣告顏料為佳）、草圖、

參考資料，教師說明紋飾標誌設計的基礎概念及作業注意事項後，學生根據草圖

設計繪製完成代表自己的圖紋標誌。（預計時間為兩節課） 

（3）鑑賞： 

教師提示鑑賞重點，同學間透過自我作品發表互相鑑賞品評，最後由老師做

總結評判，讓學生寫學生學習心得表。（預計時間為一節課） 

2.第二單元：造形之美 

（1）鑑賞： 

導引學生注意觀察描述鑑賞現代陶瓷及古人用的陶瓷器，對如何鑑賞陶瓷器

進行討論，欣賞故宮「如何欣賞器物之美」動畫，接著導引學生注意到文化創意

作品，並以此構思創作品。在學習單上讓學生寫上討論內容，及製作器物要準備

的材料—例如作為塑形用的紙黏土、壓印刻畫的工具、上色用具，並引導思考是

否要鑲嵌其他材料、要不要在作品完成後噴透明噴漆保護。（預計時間為一節課） 

（2）創作： 

請學生帶材料、工具進行創作，在學生創作的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器物上

裝飾圖紋的呈現方式，由於紙黏土的特性，乾了就定型了，因此這一節一定要將

形狀完成，下週的一節課才好進行上色，在創作部分的第二節課下課前十分鐘，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展示自己的作品，以便於同學互相鑑賞品評。（預計時間為兩

節課） 

（3）鑑賞： 

教師提示鑑賞重點，請學生一人一分鐘發表個人自己的作品，同學間開始進

行評分。最後由老師做總結評判，讓學生寫學生學習心得表。（預計時間為一節

課） 

3.第三單元：線條之美 

（1）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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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以線條為表現重點的現代水墨畫作引導學生觀察描述，接著與課本內容

連結介紹中國繪畫的演變，選擇故宮具代表性的傳統水墨作品，引導同學觀察、

討論、鑑賞中國繪畫的線條之美，並構思創作的內容。（預計時間為一節課） 

（2）創作： 

請學生帶材料、工具進行創作，在學生創作的過程中，教師先引導學生回想

過去對水墨畫的學習經驗，接著在練習紙上運用毛筆及水墨含量進行各種線條練

習，最後完成一幅水墨畫的創作。（預計時間為兩節課） 

（3）鑑賞： 

教師提示鑑賞重點，同學間透過自我作品發表互相鑑賞品評，最後由老師做

總結評判，讓學生寫學生學習心得表。（預計時間為一節課） 

四、製作相關教材、表單 

（一）教學多媒體簡報編製 

教學簡報分為鑑賞教學部分與創作教學部分（附錄二）。鑑賞部分內容分為

兩部分，一是把從網路上搜尋出現代生活中的用品，例如鍋、碗、壺、瓶罐、杯、

畫等圖片下載貼入教學簡報中。二是從故宮的網路資源中挑選與課本及現代用品

相應的圖檔與動畫，下載或設連結於教學簡報中作為三個單元的鑑賞的內容，例

如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勾葉紋雙耳尖底瓶、旋紋雙耳高頸壺，瓷器－北宋汝窯青

瓷蓮花式溫碗、青瓷膽瓶、轉心瓶，玉器－明晚期的白裕鰲於花插、青銅器的鼎、

壺等藝術品、畫作等。然後利用現代與過去、新與舊等概念將圖檔、動畫依照鑑

賞的難易程度作編排，讓學生觀察、描述、鑑賞作品中的內容，並從中得到新的

知識，引導學生創作。 

創作部分則根據創作的項目，學習內容重點、創作時可以提供的思考方向、

作業要求等編寫文字與搜尋相關圖片或影片製作多媒體簡報。 

故宮的網路資源相當豐富，既有圖文又有影片、遊戲，因此在挑選教材時，

常常發生挑選合適的資料過多，若以此內容上課會超過預定時間的狀況，最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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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是否會有興趣、課程主題的連貫為考量重點決定，在編制簡報的過程中，選

擇使用簡單的技巧來進行編制，將網路上圖片以滑鼠按右鍵複製、貼上的方式貼

入簡報中，對於需要局部放大的圖片例如翠玉白菜上的兩隻昆蟲，由於無法使用

按右鍵的方式因此採用螢幕列印的方式，將所需圖片複製出來，再貼入簡報中。 

影片部份則採用連線的方式，將連結路徑設定在簡報中，上課前先將影片點

選播放，上課時播放的速度會較快速，也較不觸犯版權問題，在選擇影片的過程

是最花時間的，對於接近主題的影片要一一看過並計時，選擇最適合的影片設連

結，然後再試點看看有沒有問題。 

（二）學習單 

學習單的目的是紀錄上課學到的內容，並對創作的形式、準備的材料做構思

紀錄。（附錄三） 

（三）學生學習意見調查表 

針對鑑賞課程學習內容進行省思，將其紀錄下來。（附錄四） 

（四）訪談紀錄表 

分為訪談教師、訪談學生兩種，分別針對教學內容與設計、教師教學行為、

師生互動情形、學習評量等四方面進行訪談紀錄。（附錄五） 

（五）教師教學評量表 

讓協同教師根據教學內容與設計、教師教學行為、師生互動情形、學習評量

等分項觀察研究者上課情形並加以紀錄、評量之用。（附錄六） 

（六）學生成績量表 

同學互評的表單，引導學生依照作品的造形、色彩、美感知覺等項目評比，

進而達到鑑賞的目的。（附錄七） 

（七）學生學習心得表 

在單元最後一週，針對整個課程進行省思自評。（附錄八） 

（八）教師教學省思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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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當日教師對教學歷程的省思。（附錄九） 

第三節  單元實施歷程與成果分析 

本課程統合中國美術鑑賞、美術創作、視覺設計等內容，形成三個單元。每

單元教學活動分為四週來實施，教學對象為電子科一年級一個班的學生，實施教

學時間規劃從 98 年 11 月 2 日起到 99 年 4 月止。 

一、第一單元「美麗的紋飾」 

（一）實施歷程 

1.單元教學活動時間及內容 

本單元教學活動時間自 98 年 11 月 2 日起到 98 年 11 月 23 日止，共計四週四

節課。教學內容以現代與古代的器物造形為起點，逐步帶領學生觀察鑑賞至器物

及紋飾背後的意義，再以青銅器上的紋飾、族徽為例，進而讓學生思考設計出足

以代表自己的紋飾，最後進行同學間作品的鑑賞活動。 

2.教學場域及設備 

考慮到環境對教學效果的影響，本單元上課地點選擇在班級普通教室，運用

到的教學器材為教師自備的筆記型電腦、教室內單槍投影機、麥克風與擴音機、

網路線，發給學生學習單以輔助教學，發給學生學習意見調查表，便於課後進行

鑑賞課程學習內容省思紀錄。 

研究者利用上課前十分鐘至上課教室，放置便於同儕教師觀察的教室後方座

位，架設攝影機及筆記型電腦連接電源線與單槍投影機，請學生協助移動講桌到

一旁，拉下銀幕，啟動單槍投影機。同儕教師則在上課鐘響後進入教室後方座位

上進行觀察。 

3.學生學習態度和反應 

（1）鑑賞活動 

A.對攝影機有敏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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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與老師而言，以故宮網路資源為主進行的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是一種新

的嘗試，當故宮的精緻圖片及動畫播放時，學生的感覺是新奇、有趣的，但因為

上課架設攝影機，很明顯的可以觀察到座位在鏡頭角度附近的學生的表情顯得不

自然，身體斜向一邊或側身而坐，試圖避開攝影機，甚至整節課都試圖以課本擋

住自己的臉。84 

B.對造形無法描述 

在請學生描述所觀看的圖片中的物體造形時，學生大都不太清楚如何描述，

例如蒸鍋，學生A只答出：「這是蒸鍋。」再請他仔細描述時，學生A回答：「就是

蒸鍋啊！還要怎麼描述。」換請學生B描述：「嗯，圓的、有一個洞、一個洞的。」

教師提示從材質、形狀、色彩等角度來描述，再請學生C描述：「圓柱形、不鏽綱

的鍋子，可以蒸東西。」經過幾張圖片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描述後，學生較能描述

出圖片中物體的造形，不過描述的語詞大都是簡單的，例如：「白菜上有蟲。」、「像

是瓶子的魚」等。因為老師必須在學生回答後，再引導學生描述，因此花了很多

時間，導致老師講述時，為了趕在時間內上完預定進度，說話速度變快。85 

C.造形懸疑、有局部放大或特效的圖片較能吸引同學注意 

在進行圖片鑑賞時，只要有造形懸疑、局部放大或特殊處理的圖片，學生就

會較專注的觀察，例如：觀看現代的溫酒器時，學生從造形上猜測是茶壺，當教

師否定答案後，學生普遍的討論猜測，但都往「壺」方面猜想，直到老師公佈答

案，大家譁然，因為都沒猜到，所以有學生反應這圖片挑的不好，距離學生生活

太遙遠，學生不喝酒的怎麼知道這是溫酒器；觀看翠玉白菜圖片時，對於白菜上

的昆蟲，學生本來沒注意到，當放出螽斯和蝗蟲的局部放大圖，學生就開始討論

起來，不斷猜測是什麼品種的昆蟲，也對工匠能在長 18.7 公分寬 9.1 公分厚 5.07

公分的翠玉白菜上，刻出這麼精細的昆蟲，表示太厲害了。當運用「3D虛擬文物

展示系統」介紹毛公鼎的新與舊時，同學要求要再看一遍，不太敢相信原來青銅

                                                 
84t1 誌 981102-1。 
85錄 98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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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是這麼的光鮮亮麗，還追問是真的還是假的。86 

D.對公然回答問題反應消極 

學生回答老師的問題時，態度消極，沒有人主動舉手發言，大都與前後左右

同學議論，老師只有抽籤或點選學生回答，在同學回答的當時，旁邊的同學也常

協助提供答案，當請這些同學自己回答時，反而閉嘴不言了。87 

E.對動畫播放表現專注 

在故宮的動畫播放時，學生表現的較為專注，甚至會提醒老師「按全螢幕播

放」、「大聲一點」、「沒看清楚再播一次」，下課後小老師還和兩位同學一起過來詢

問要到故宮網頁的哪個部分點選才能找到這些動畫。88 

F.對學習單和學習意見調查表填寫表現消極 

寫學習單和學習意見調查表時，有學生沒寫完就直接交，也有學生提問「目

前想不出來，可不可以回家收集資料填寫，下週再交。」89經過隔週提醒要繳交，

有些同學才交出，但有些最後還是沒有交出。學習意見調查表繳交 34 份，繳交率

85%，學習單共計收件 23 份，繳交率為 58%，有 42%的學生未繳交，從填寫內容

來看，未能完整填寫的有 4 份（佔繳交總數的 17%），每一份都有一題未填，第三

題未填的 1 位，第五題未填的 2 位，第六題未填 1 位，這 4 份學習單上都有教師

教師以紅筆寫上的建議及對未填寫處的問號，可見是教師看過後讓學生再填寫

的，可是學生還是沒填寫就交來了，由此可見學生不想填就是不填，填寫態度消

極。 

（2）創作活動 

A.對攝影機敏感現象消除 

由於前一週課程裡，學生對攝影機有閃躲的現象，因此本週繼續觀察學生對

攝影機的反應，結果發現，學生大概是發現攝影機對個人沒有影響，因此除了剛

                                                 
86錄 981102-1。 
87t1 誌 981102-1。 
88t1 誌 981102-1。 
89t1 誌 98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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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多瞄一眼，在之後就沒人注意了，連閃躲的現象都消失了。90 

B.對商標圖像表現興趣 

「創作說明」的投影片播放時，學生對「標誌設計的重點」、「可運用的題材」

等說明較缺乏專注力，對各公司的商標圖像較有興趣，老師還沒問就主動說出是

哪家公司的標誌，有些用猜的還要求老師趕快揭曉答案。91 

C.對作品的尺寸與紙張間的比例沒概念 

在創作時，學生對於作品的尺寸、畫面構圖與紙張間的比例未加注意，在老

師一個一個查看下，糾正了許多學生尺寸過小及偏於一邊的問題。92 

 

圖 14 一邊討論一邊創作 

 

圖 15 一邊創作一邊分享 

 

D.習慣一邊創作一邊交談 

學生普遍性一邊討論一邊創作，造成教室內吵雜的氣氛，總是需要教師一再

提醒注意音量。93 

E.未帶作品及用具者增加 

第二節的創作活動時，有 25％的學生還在畫輪廓，有 10％的學生宣稱作品放

在家裡，忘了帶來學校。在上色用具的使用上，同學準備多樣化，有水彩、廣告

顏料、色鉛筆、蠟筆、彩色筆、簽字筆、麥克筆、原子筆，大多是國小國中時期

用剩的，大都認為不需要為了一、兩堂課再花錢，也有些學生根本沒帶，等著跟

                                                 
90錄 981109-1。 
91t1 誌 981109-1。 
92t1 誌 981109-1。 
93t1 誌 981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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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共用。94 

F.在創作上對教師的建議不一定接受 

約 50%學生偏好使用色鉛筆上色，認為使用及攜帶方便，當老師提出同學在

使用色鉛筆上色時，有彩度不高的問題時，學生回答塗厚一點、塗密一點就好，

也有同學認為以鉛筆色填塗就算上色，經過老師建議大都改向同學借上色用具，

但仍有從頭到尾堅持使用鉛筆的，對於老師的建議有自己的想法，不一定遵從。95 

（3）鑑賞活動 

A.未能及時繳交作業 

創作活動結束時，能夠馬上繳交作品有 10％，鑑賞活動前繳交作品的有 63％，

鑑賞活動結束後，仍未繳繳作品的有 10％。96 

B.對評量有評分標準表示新奇 

鑑賞活動時發給學生互相評量表，並說明評分標準，學生拿到表時，大都覺

得新鮮、有趣，發現原來美術的評分不是亂給的。97而且根據觀察，學生大都能根

據評分標準中的配分來評鑑學生的作品分數。 

C.作品事先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果較佳 

將在鑑賞活動前繳交的作品事先數位化，依照學生座號更名儲存，在鑑賞活

動時，老師在一旁操作筆記型電腦連接單槍投影機投影作品畫面，並請學生依照

座號順序介紹自己的作品，每人限時一分鐘，學生反應熱烈，有學生發現作品數

位化後，看起來較美觀了，有學生發現居然可以將細部放大說明時，大叫「好清

楚、太厲害了」，討論熱烈，需要老師制止，才能繼續進行分享、評分。98但未提

前繳交作品的學生，只能手拿著作品站到講台前作介紹，對較遠處的學生來說，

看不清楚作品，必須將作品傳閱，影響到後面的評分進度。99 

                                                 
94t1 誌 981116-1。 
95t1 誌 981116-1。 
96t1 誌 981116-1。 
97t1 誌 981123-1。 
98錄 981123-1。 
99c1 誌 98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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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討論熱烈 

 

圖 17 認真評分 

 

D.缺乏說明作品內涵的能力 

學生在分享自己的作品時，大都只介紹自己的名字，未描述自己的作品構想，

需經老師在一旁像記者訪問一樣詢問：「你的創作想法是？」「為什麼要畫這個造

型？」「為什麼作這樣的色彩搭配？」有問學生才回答，但也有一兩位學生回答「不

知道，就是這樣畫出來」、「沒有想法」，100能清楚說明自己創作理念、意義，不需

老師引導的有 10％。101 

4.單元學習成果和問卷分析 

（1）鑑賞活動 

為了得知學生對本單元第一節課課程學習的意見，設計了「學生學習意見調

查表」，在單元第一週的鑑賞活動結束後，讓學生填寫繳交，最後收到共計 34 份

意見調查表，學生繳交率為 85%，如下表列出學習意見調查的統計結果，並針對

各題分析瞭解學生學習狀況： 

表 18 美麗的紋飾學習意見調查統計表 

題目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8 11 14 0 1 1.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

解其意義。 24％ 32％ 41％ 0％ 3％ 

                                                 
100錄 981123-1。 
101c1 誌 98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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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 9 1 1 2.上課時舉例的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 

29％ 38％ 26％ 3％ 3％ 

3 7 15 7 2 3.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 

9％ 21％ 44％ 21％ 6％ 

5 10 13 4 2 4.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

貫起來。 15％ 29％ 38％ 12％ 6％ 

4 6 17 4 3 5.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

以再學習。 12％ 18％ 50％ 12％ 9％ 

5 12 11 4 2 6.今天所學的鑑賞內容對我很有幫助。 

15％ 35％ 32％ 12％ 6％ 

5 11 12 5 1 7.我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 

15％ 32％ 35％ 15％ 3％ 

5 11 12 3 3 8.我能鑑賞中國美術之美。 

15％ 32％ 35％ 9％ 9％ 

9.今天的課，我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為什麼？ 

 答案(數量，百分比) 喜歡原因 

1 翠玉白菜(7，21%) 
只認識這個、看起來比較熟悉、很漂亮(2)、精緻美、清白

純潔的感覺、白菜蝗蟲有象徵意味。 

2 毛公鼎(6，18%) 
鼎文很特別、古人煮食物的鍋子很特別、裡面有刻 500 個

字、刻 500 字很辛苦、可以裝東西、鍋子很有特色。 

3 毛公鼎、翠玉白菜(1，3%) 一個很像香爐、一個有蟲。 

4 鑑賞中國藝術造形美(6，

18%) 

可以瞭解中國藝術的美好、可以認識古文物的意義、可以

觀賞到中國之前的藝術觀點、古董很讚、能看見多樣的新

鮮物、雕刻精緻可以瞭解歷史。 
5 欣賞圖片(2，6%) 很有趣、很好看。 
6 創作(2，6%) 發揮自己的創意、能用自己的創意進行創作。 
7 看影片(2，6%) 好看、比較連貫看起來真實。 
8 亞醜族的特徵(2，6%) 因為它的畫法每個人都不相同十分有趣、字型特別。 
9 介紹圖紋(2，6%) 可以知道圖紋的意思、瞭解圖紋的由來。 

10 介紹青銅器(1，3%) 可以了解以前人們的生活。 
11 介紹酒器(1，3%) 讓我了解到古代所使用的酒器。 
12 蒸鍋(1，3%) 很好看。 
13 聯想(1，3%) 刺激腦力。  

其他意見： 

有填寫的分別填答 無、N0、一切完美，另 31 份未填。 

第一題「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56%，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7%，顯示課

程難度不高，學生大都能瞭解課程內容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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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上課時舉例的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7%，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3%，顯示在課程的影

音視覺效果都沒有問題，同學都能從圖片、動畫中達到很清楚的認識。 

第三題「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30%，選填「完全不同意」、「大部分不同意」的比例合計達 29%，

表示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對老師的問題覺得有回答的困難，針對這些學生需要瞭

解其困難點，是在形容造形時的口語表達有困難？還是不習慣公開回答問題？還

是相關知識不足？若是前者需要加強引導學生對造形的形容，若是後兩者，則需

要讓學生多多練習及多多充實相關知識。 

第四題「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選填「完全同意」到

「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4%，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2%，顯示這個

課程的確可以與過去的學習經驗連結。 

第五題「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30%，加計「沒意見」的比例達到 80%，顯示學生

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這個課程的比例較高，但不喜歡的比例還有 20%，如

何降低不喜歡的比例，有賴日後課程的努力。 

第六題「今天所學的鑑賞內容對我很有幫助。」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50%，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2%，顯示大部分學生

認為鑑賞課程內容有幫助，但仍有 18%的學生認為沒幫助。 

第七題「我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47%，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2%，但仍有 18%的學生認

為不能由鑑賞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 

第八題「我能鑑賞中國美術之美。」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

比例合計 47%，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2%，但仍有 18%的學生認為不能

鑑賞中國美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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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中第一題到第八題對課程內容的調查統計可以看出：選填「完全同意」

到「沒意見」的比例佔一半以上，顯示同學們對課程內容感覺持較正面的看法，

但選擇「沒意見」的比例從 26%到 50%，顯示同學對學習內容沒有想法，選填「完

全不同意」、「大部分不同意」的比例最高的題目為 21%，顯示還要略為調整教材

教法。 

第九題「今天的課，我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為什麼？」從上表十三個答案中

可以分析出： 

A.學生對於描述或說明的語句使用習慣簡潔化。 

B.從回答的答案發現：同學喜歡的部分有以課程進行階段來分的（介紹、聯想、

鑑賞、創作），有以教材屬性來分的（圖片、影片），有以教材內容來分的

（毛公鼎、翠玉白菜、亞醜族、青銅器、酒器、圖紋）。統計結果學生最喜

歡的課程部分以「器物之美—器物紋飾的意義」這階段的最多，合計佔

69%。就個別喜愛的圖片來說，翠玉白菜、毛公鼎分居最喜歡的第一、二名 

C.從過去生活經驗中去連結課程較容易讓學生很快接受學習內容。 

（2）創作活動 

由於本單元創作活動的重點是觀察學生能否 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標

誌」設計的形式，展現自己的特質，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

法。並觀察學生能否有效的使用媒材與工具，從事創作活動。因此決定不發學習

調查問卷，而從學生的創作結果中分析是否達到前述觀察。 

本次創作活動共計繳交 36 件作品，作品繳交率為 90%，從學生的創作結果（附

件十）來看，學生的靈感來源根據統計可分為：姓名綽號（共 22 件，佔 61%）、

個性興趣（共 7 件，佔 19%）、生肖星座（共 2 件，佔 5%）、自己的外形（共 2 件，

佔 5%）、愛情宣言（共 1 件，佔 3%）、模仿週邊現有標誌（共 1 件，佔 3%）等。

由以上結果來看學生確實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標誌」設計的形式，展

現自己的特質，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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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姓名綽號的作品之 1 

 
圖 19 姓名綽號的作品之 2 

 
圖 20 姓名綽號的作品之 3 

 
圖 21 個性興趣的作品 

 
圖 22 生肖星座的作品 

 

圖 23 自己的外形的作品 

 
圖 24 愛情宣言的作品 

 
圖 25 模仿週邊現有標誌的作品 

在觀察學生能否有效的使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方面，使用水彩、廣告

顏料、蠟筆、彩色筆、麥克筆、簽字筆、原子筆等搭配進行上色的有 36%，就結

果來看皆屬於能有效使用媒材工具，達到良好的視覺效果。在交出的作品中選擇

使用色鉛筆作為主要上色工具的 58%中，能綜合使用其他媒材、具有較好的上色

技巧，形成良好的視覺效果的佔 33%，佔所有作品的 19%，上色效果不佳的佔 11%，

綜合來看，能有效使用使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的比例共佔 55%，超過一半

以上，未能有效使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11%學生，有待未來更多的練習。 

（3）鑑賞活動 

本節課希望藉由學生創作互評的鑑賞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從事美感認知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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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能力。在從全數繳交的 40 份學生創作互相評量表（其後簡稱互評表）裡，全部

填寫沒有缺漏，可以發現學生參與這項學習活動的意願非常高，雖然從互評表中

可以看到學生個別的評分標準不一，不同學生之間對同一人的給分標準差異大，

但達到了學生藉此活動從造形、色彩、美感知覺等方面從事作品的美感認知與判

斷的教學目標。 

在這個單元課程進入尾聲時，請學生填寫學習自評表，希望學生能自我評析

紀錄在這個單元課程裡的學習感受，總共收到 35 份，繳交率為 88%。在自評表裡，

第一題到第六題依照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沒意見、大部分不同意、完全不同

意等五種等級選項來進行勾選，藉以表示對題目內容的認同程度，第七題則針對

課程中最受喜愛的部分進行開放式的調查。如下表列出學習意見調查的統計結

果，並針對各題分析瞭解學生學習狀況： 

表 19 美麗的紋飾學習自評統計表 

題目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7 16 11 1 0 1.我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這種先

鑑賞藝術品，然後再進行創作，然後

鑑賞同學們作品的上課方式。 20％ 46％ 31％ 3％ 0％ 

9 15 10 1 0 2.我最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中，

先鑑賞藝術品的部分。 26％ 43％ 29％ 3％ 0％ 

8 14 11 2 0 3.我最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中，

進行「我的標誌」創作的部分。 23％ 40％ 31％ 6％ 0％ 

9 15 8 2 1 4.我最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中，

進行「作品發表會」互相鑑賞同學作

品的部分。 26％ 43％ 23％ 6％ 3％ 

8 16 11 0 0 5.在這四週裡，我一直都很認真的上

課，認真的創作，認真的鑑賞同學的

作品。 23％ 46％ 31％ 0％ 0％ 

6. 我 喜 歡 以 這 種 方 式 進 行 鑑 賞 的 課 7 10 1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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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 20％ 29％ 46％ 3％ 3％ 

7.在這四週的「鑑賞藝術品」、「我的標誌」、「作品發表會」課程中，我最喜歡：     原因是： 

 答案(數量，百分比) 喜歡原因 

1 作品發表會(5，14%) 
可以看到大家的作品。可以看到大家的創意。好玩。可欣

賞到不錯的作品(2)，像是 11 號、17 號。 

2 我的標誌(3，9%) 自己創作。可以自行創作，自由。很有趣。 

3 鑑賞藝術品(2，6%) 可拓展視野。找創作方向。 

4 自己的作品(5，14%) 自己的作品(2)。相信自己。只記得自己。我很帥。 

5 30 號的作品(3，9%) 有創意(2)。真的很冏。 
6 33 號的作品(2，6%) 簡單明瞭。不止表現自己，也表現出全班。 
7 20 號的作品(2，6%) 讚，超好看。cool。 
8 11 號的作品(1，3%) 能表現自己的特色。 
9 翠玉白菜(3，9%) 雕刻精美。認識它很久了。簡單明瞭。 

10 有認真畫的人(1，3%) 太棒了。 
11 填沒有/無填答 (8，23%)  

其他意見：希望部分同學多用點心創作(2)。 

第一題「我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這種先鑑賞藝術品，然後再進行創作，然

後鑑賞同學們作品的上課方式。」是針對整個單元的進行方式進行調查，選填「完

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6%，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7%，

顯示絕大部分的學生喜歡先鑑賞藝術品，然後再進行創作，然後鑑賞同學們作品

的上課方式。 

第二題到第四題是針對鑑賞課程中的「藝術品鑑賞」、「創作」、「學生作品互

相鑑賞」等三部分課程，同學的喜好程度進行調查。 

第二題「我最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中，先鑑賞藝術品的部分。」選填「完

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9%，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8%，

顯示絕大部分的學生喜歡先鑑賞藝術品的上課方式。 

第三題「我最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中，進行我的標誌創作的部分。」選填

「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3%，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4%，顯示絕大部分的學生喜歡創作的部分。 

第四題「我最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中，進行作品發表會互相鑑賞同學作品



 
 

107

的部分。」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9%，加計「沒意見」

的比例後達到 92%，顯示大部分的學生喜歡互相鑑賞同學作品的部分。 

第二題到第四題的填答結果來看，「藝術品鑑賞」、「創作」、「學生作品互相鑑

賞」等三部分課程，每一部份都受到絕大部分學生的喜愛，顯示此種問法，無法

歸納出到底哪個部分課程較受到喜愛。 

第五題「在這四週裡，我一直都很認真的上課，認真的創作，認真的鑑賞同

學的作品。」針對學生的上課態度進行自我評斷，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

同意」的比例合計 69%，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100%，顯示全部的學生都

認為自己在這四週都很認真的上課，對照教師上課時的感受、學生作業繳交的情

況、調查問卷繳交的數量來看，學生的上課態度無法藉由學生自評來表現。 

第六題「我喜歡以這種方式進行鑑賞的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

針對運用鑑賞、創作、鑑賞模式進行後續課程的學習意願進行瞭解，選填「完全

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9%，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5%，

顯示大部分的學生對運用鑑賞、創作、鑑賞模式進行後續鑑賞課程的學習意願很

高。 

第七題「在這四週的鑑賞藝術品、我的標誌、作品發表會課程中，我最喜歡？

原因是？」是針對整個單元課程裡，學生喜歡的部分進行開放式的調查，共計 11

個答案，根據「鑑賞藝術品」、「我的標誌」、「作品發表會」這三部分直接進行回

答的分別是 6%、9%、14%，以作品發表會的比例最高，回答最喜歡自己的作品的

佔 14%，與喜愛作品發表會的比例相同，將回答最喜歡某一位同學作品的答案比

例共計 24%，回答最喜歡翠玉白菜的佔 9%，回答最喜歡有認真畫的人佔 3%，填

寫沒有或空白的比例為 23%，若針對答案性質歸納答案內容，可將回答最喜歡自

己的作品、某一位同學作品的答案及有認真畫的人的數量加入到最喜歡「作品發

表會」這部分裡，將回答最喜歡翠玉白菜的數量加入到「鑑賞藝術品」裡，將所

有答案歸納後，可得到最喜歡「鑑賞藝術品」的比例佔 14%，最喜歡「我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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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佔 9%，最喜歡「作品發表會」的佔 54%，最喜歡的沒有獲空白的佔 23%，最喜

歡「作品發表會」的比例最高，顯示高過半數的學生最喜歡互相鑑賞同學的作品。 

綜觀這一份自評表，第一題和第六題得到顯著的答案，也就是學生確實喜歡

先鑑賞藝術品，然後再進行創作活動，然後互相鑑賞同學們作品的上課方式，也

願意繼續這種模式的上課方式。第七題得到學生最喜歡互相鑑賞同學們作品的活

動。第二題到第五題的設計有缺失，無法得到確實的答案，因此後續單元的最後

學習心得自評，必須改變題目，在與施老師討論後，選擇將學習意見與心得合併，

製作新的學習意見與心得調查表（附錄八）。 

（二）教學檢討 

根據教師教學評量表參酌協同教師訪談紀錄、學生訪談紀錄、教師教學省思

日誌等內容，試就本單元的教材內容與設計、教學行為、師生關係、學習評量等

四項進行分析與檢討。在教師教學評量表裡，根據實施情形分為很好、好、尚可、

待改進、及待改進等五項，並依序分別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等分數，

在下表中列出單元裡四週的各項的評分。 

表 20 美麗的紋飾教師教學評量表 

檢核項目 
第
一
週 

第
二
週 

第
三
週 

第
四
週 

一、教材內容與設計 

1.教材內容的設計適合學生的學習。 4 4 4 4 

2.教材內容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 5 4 4 4 

3.教材內容能達成預期的學習效果。 3 4 4 3 

二、教學行為 

1.教師能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 5 4 4 4 

2.教師能使用各種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習。 5 4 4 4 

3.教師善于各種發問技巧。 4 4 4 4 

4.教師能運用良好的語文技巧和身體語言。 4 4 4 4 

三、師生關係 

1.教師能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 4 4 4 3 



 
 

109

2.教師能用心注意學生發表促進師生互動 4 4 4 4 

四、學習評量 

1.教師能公正客觀的評量 4 4 4 4 

2.教師能用多元的評量方式。 4 5 4 4 

3.教師能提高學生回饋與指導。 4 5 4 4 

1.教材內容與設計 

本單元的教材內容與設計部份，連續四週觀察者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

教材內容的設計在「適合學生的學習」、「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能達成預期

的學習效果」這三方面都獲得正面肯定，但在「能達成預期的學習效果」這部分

還需要改進。 

在訪談中，協同教師與學生皆認為電腦簡報呈現的方式很不錯 102，教師能夠

從器物、紋飾、族徽將學生逐步引入到思考創作足以代表自己的紋飾，教材內容

有助於創作，也有助於從不同角度去鑑賞藝術品，較可惜的是圖片準備似乎有些

多，導致後面的內容上起來速度有些快，103因此在未來單元課程準備的圖片數量

和時間的規劃上要再調整，至於引起學生反應距學生生活遙遠的溫酒器圖片，確

實不是一般人接觸到的，但從吸引學生注意的角度來看它很成功，也打破學生的

制式觀念，壺狀的造形可以有其他功能。學生作品經由數位化處理後，對學生間

的作品鑑賞非常有幫助，尤其是看圖軟體具有的放大功能，有助於對作品細部的

觀察。 

2.教學行為 

在本單元的教學行為部分，連續四週觀察者亦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在

「教師能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教師能使用各種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

習」、「教師善于各種發問技巧」、「教師能運用良好的語文技巧和身體語言」四方

面都獲得肯定。 

學生跟協同教師皆認為教學時的說明很清楚，包含對藝術品的鑑賞、介紹各

                                                 
102s09 與 s31 生訪 981109-1 
103ct 訪 98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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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標誌，巡視學生創作時，針對個別提示靈感的來源、加框線及上色技巧，

發現學生設計帶有負面意象時，能馬上提出來，讓學生自己思考是否要修改，104在

學生互相評分時能事先釐清評分標準、交代注意事項、同學分享自己的作品時能

加以引導說明內容並給予改進意見。105 

雖然評價不錯，但也不是沒有缺點的，例如協同教師觀察到在鑑賞教學時，

教師的解說速度會越來越快，106根據自己反省，這個現象是因為前面引導學生觀

察、描述的時間較長，導致心理上害怕趕不上預定時間進度而無意中提高說話速

度，改善方法是將時間安排的寬鬆些，減少鑑賞的品項，多給學生觀察描述與討

論的時間。107 

另外關於「教師問的問題是否都會回答」這個部分，受訪學生回答「有些問

題會回答，有些則不會。」108再追蹤問下去是哪一個問題不會回答，「例如翠玉白

菜上的蟲有何涵義？這一類的問題就不會回答。」109，這個答案剛好可以提供在

學習意見調查問卷第三題「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裡，為何選填「完

全不同意」、「大部分不同意」的比例合計達 29%，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對老師的

問題覺得有回答的困難的原因之一，類似「翠玉白菜上的蟲有何涵義？」這樣的

問題是屬於藝術品的相關知識，當學生不會回答時，教師可以藉此引導學生思考

是否有迹可循？有哪幾種可能？最後答案揭曉時，學生的學習記憶會較深刻。 

3.師生關係 

在本單元的師生關係部分，觀察者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在「能維持良

好的學習氣氛」、「能用心注意學生發表促進師生互動」兩方面獲得正面的肯定。 

就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來看，班上上課的氣氛是熱絡的，影像切換間總是引

起大部分學生私下討論，有時音量過大，總有種吵雜感，根據協同教師的觀察，

                                                 
104ct 訪 981109-1 
105ct 訪 981123-1  
106ct 訪 981102-1 
107t1 誌 981102-1 
108s31 生訪 981109-1 
109s31 生訪 981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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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兩兩交談的學生，確實在討論課程的內容，因此老師須時時注意學生的狀況，

透過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阻止這種吵雜感，同時藉由漸進式的提問引導學生

發表自己的看法，學生發表時音量不足，老師要求使用麥克風，並對正在交談的

同學予以制止，提問剛剛學生發表的內容，引導學生發表自己的意見。110 

學生喜歡教師運用提問法，認為這樣的上課方式較不呆板無聊，學生不喜歡

一直坐著聽老師講話。111在創作時，有些學生習慣透過與同學交談獲得靈感，因

此教師確認了學生確實在討論創作內容，就只要求降低交談的音量，學生也都會

就疑問詢問教師，112隔週的創作課有學生藉口未帶作品，利用這段時間做其他作

業，教師能發現並制止且要求其繼續進行創作。113 

4.學習評量 

在本單元的學習評量部分，觀察者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在「能公正客

觀的評量」、「能用多元的評量方式」、「能提高學生回饋與指導」等三方面，獲得

正面的肯定。 

同儕教師認為在本單元裡，教師能運用上課提問、寫學習單、創作作品、學

生作品發表等方式進行多元評量，並在評量前明定評分的比例，讓同學瞭解作品

評分標準，在創作活動時能將學生在創作時的表現予以注意並緊盯學生進度，列

入課堂表現成績，且在巡視學生創作時，看到好的作品，馬上拿起來向學生們展

示，立即給予學生讚美，亦給其他同學提供示範的榜樣，114請學生填寫意見調查

及心得表，有助於學生回饋及後續課程指導。115 

在學習評量方面，學生認為最好不要有學習單，因為覺得很麻煩，116雖然題

目簡單，但實在懶的寫字，117固然學生如此反應，但基於評量的完整性，學習單

                                                 
110ct 訪 981102-1 
111s09 與 s31 生訪 981109-1 
112c1 誌 981109-1 
113c1 誌 981116-1 
114ct 訪 981116-1 
115ct 訪 981123-1 
116s09 生訪 981109-1 
117s31 生訪 981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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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不可少，只有在課堂上密集注意學生填寫學習單的情況。同儕教師則認為留給

學生填寫學習單和意見調查表的時間不足，學生必須利用下課時間或回家才能完

成，常造成學生將表單弄丟，必須重新下載填寫，若經過時間較久，忘了之前的

上課內容，則常常借同學的學習單來填寫或者乾脆不交，關於填寫時間不足這一

點，可在下個單元的時間分配上，進行調整。118 

（三）省思與改進 

在本單元課程結束後，研究者省思課程實施歷程與教學檢討的內容，希望將

在課程中呈現的優點加以維持，缺點則加以改進，透過對第一單元課程省思缺點，

與同儕教師討論如何改進，期望在第二單元可以更好、更順利的進行。 

1.優點 

（1）教學策略獲得學生喜歡 

從課程實施過程中學生對教師以「生活經驗」來挑選圖片進行引導鑑賞，還

會提醒教師「溫酒器」不是學生的生活經驗來看以及對古人生活中所用到的器具

及裝飾反應熱絡來看，以「生活經驗」來進行引導鑑賞的教學策略是成功的，再

從學生的學習自評統計表第一題和第六題關於喜歡鑑賞→創作→鑑賞的教學模式

調查統計結果分別得到 97%、95%，可以看出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

課程所採取的以生活經驗引導鑑賞及採取鑑賞→創作→鑑賞的教學模式等教學策

略成功，且獲得學生喜歡。從過去生活經驗中去連結課程較容易讓學生很快接受

學習內容。 

（2）圖像的選擇能引起學生興趣 

從第一節課鑑賞課程實施學生對造形懸疑、有局部放大或特效的圖片的熱絡

反應及故宮的動畫播放的表現專注，再加上在美麗的紋飾學習意見調查統計表表

中第一題到第八題對課程內容的調查統計選填「完全同意」到「沒意見」的比例

佔一半以上，顯示同學們對課程內容感覺持較正面的看法，在創作活動裡學生對

                                                 
118ct 訪 98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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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像表現興趣以及同儕教師在教學評量表中教材內容與設計項目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綜合以上來看，圖像的選擇能引起學生興趣，翠玉白菜、毛公鼎是學

生最喜歡的兩件作品。 

（3）學生能在創作活動中能達成教育目標 

從學生創作的結果來看確實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標誌」設計的形

式，展現自己的特質，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4）教師具有好的教學行為 

在教學檢討裡，學生跟協同教師皆認為教學時的說明很清楚，包含對藝術品

的鑑賞、介紹各企業的標誌，巡視學生創作時，針對個別提示靈感的來源、加框

線及上色技巧，發現學生設計帶有負面意象時，能馬上提出來，讓學生自己思考

是否要修改，在學生互相評分時能事先釐清評分標準、交代注意事項、同學分享

自己的作品時能加以引導說明內容並給予改進意見。 

（5）教學中保持良好的師生關係 

從觀察和訪談中，同儕教師認為在教學中教師能時時注意學生的狀況，透過

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阻止交換意見過程中音量過大產生的吵雜感，同時藉由

漸進式的提問引導學生發表自己的看法，學生發表時音量不足，老師要求學生使

用麥克風，並對正在交談的同學予以制止，提問剛剛學生發表的內容，引導學生

發表自己的意見。 

學生在訪談中提到喜歡教師運用提問法，認為這樣的上課方式較不呆板無

聊，學生不喜歡一直坐著聽老師講話。在創作時，有些學生習慣透過與同學交談

獲得靈感，因此教師確認了學生確實在討論創作內容，就只要求降低交談的音量，

學生也都會就疑問詢問教師，隔週的創作課有學生藉口未帶作品，利用這段時間

做其他作業，教師能及時發現並制止要求其進行創作。 

（6）運用多元的的評量方式 

同儕教師觀察到教師能運用上課提問、寫學習單、創作作品、學生作品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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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進行多元評量，並在同學互相評量前明定評分的比例，讓同學瞭解作品評

分標準，在創作活動時能將學生在創作時的表現予以注意並緊盯學生進度，列入

課堂表現成績，且在巡視學生創作時，看到好的作品，馬上拿起來向學生們展示，

立即給予學生讚美，亦給其他同學提供示範的榜樣，請學生填寫意見調查及心得

表，有助於學生回饋及後續課程指導。 

（7）作品事先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果佳 

從美麗的紋飾學習自評統計表第七題得到學生最喜歡互相鑑賞同學們作品的

活動，在活動中如何讓學生們看清楚同學們的作品，聽明白學生的分享發表很重

要，研究者在鑑賞活動前將學生繳交的作品事先數位化，依照學生座號更名儲存，

在鑑賞活動時，學生反應熱烈，有學生發現作品數位化後，看起來較美觀了，而

且可以將細部放大說明，討論熱烈，需要老師制止，才能繼續進行分享、評分，

而未提前繳交作品的學生，只能手拿著作品站到講台前作介紹，對較遠處的學生

來說，看不清楚作品，必須將作品傳閱，影響到後面的評分進度，兩相比較下，

作品事先數位化有助於發表活動的效果。 

（8）互相評量有評分標準對學生鑑賞同學作品有幫助 

鑑賞活動時發給學生評量表，並說明評分標準，學生拿到表時，大都覺得新

鮮、有趣，發現原來美術的評分不是亂給的，而在評分時會學生大都能根據評分

標準中的配分來評鑑學生的作品分數。 

2.缺點 

（1）鑑賞的圖片太多 

同儕教師觀察到研究者準備的教材內容有助於創作，也有助於從不同角度去

鑑賞藝術品，較可惜的是圖片準備似乎有些多，而學生對鑑賞的過程需要教師加

以引導，使得預計的時間有些不足，導致後面的課程內容，教師在講解時說話速

度有些快，這點研究者也有感覺到，當感覺時間不太足夠時，為了達到預定的進

度，就會加快說話的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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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喜歡在上課中私下交換意見 

在整個單元實施的過程中，學生喜歡在私底下交換意見，有時音量過大形成

噪音，干擾了上課的秩序。 

（3）學生的說明能力有待訓練 

從學生學習態度和反應中觀察到，學生在鑑賞活動中對造形描述有困難，描

述的語詞大都是簡單的，對教師所問的問題需要指定人來回答且回答的內容需要

教師再加以引導，在對自己的作品作分享說明時，也無法清楚說明自己創作理念、

意義，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種種情況顯示學生對「說明」的能力需要多多的練

習。 

（4）對學習單和學習意見調查表填寫表現消極 

學生大都對「書寫」表現消極，舉凡需要花時間思考的書寫行為，都在教師

的規定要求下才會填寫繳交，甚至有些學生就不交。寫學習單和學習意見調查表

時，有學生沒寫完就直接交，經過隔週提醒要繳交，有些同學才交出，但有些最

後還是沒有交出。學習意見調查表繳交 34 份，繳交率 85%，學習單共計收件 23

份，繳交率為 58%，有 42%的學生未繳交，從填寫內容來看，未能完整填寫的有 4

份（佔繳交總數的 17%），每一份都有一題未填，第三題未填的 1 位，第五題未填

的 2 位，第六題未填 1 位，這 4 份學習單上都有教師教師以紅筆寫上的建議及對

未填寫處的問號，可見是教師看過後讓學生再填寫的，可是學生還是沒填寫就又

交來了，由此可見學生不想填就是不填，填寫態度消極。 

（5）學生對創作態度消極 

從創作活動裡超過 10%學生沒帶用具及自己的作品、利用創作課作其他課程

的作業；習慣一邊創作一邊交談；帶用具來的所準備的類型多樣，從水彩、廣告

顏料、色鉛筆（一枝筆中有 8 到 12 色可抽換的色鉛筆）、蠟筆、彩色筆、簽字筆、

麥克筆、原子筆，大多是國小、國中時期用剩餘的，大都認為不需要為了一、兩

堂課再花錢，也有些學生根本沒帶，等著跟同學共用；在創作過程中對於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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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建議，都在教師的督促下才進行，甚至不修改，如此種種，雖然並非全部的

學生都如此，但一粒老鼠屎打壞一鍋粥，給教師的感覺是班上呈現的氛圍是創作

的心態消極被動。 

（6）未能及時繳交創作 

創作活動結束時，能夠馬上繳交作品有 10％，觀察學生的行為，能馬上繳交

的是在課堂中認真創作的學生，雖然也有與同學交換意見的情況，可是仍能認真

的進行創作，另外 90%都以作品未完成要帶回家完成作為理由，沒有繳交，鑑賞

活動前繳交作品的有 63％，在鑑賞活動結束後，仍未繳作品的有 10％，作品繳交

率為 90%。 

3.缺點如何改進 

（1）減少鑑賞的圖片 

有鑑於在鑑賞活動中圖片準備多，而學生對鑑賞的過程需要時間較長引導，

導致後面的課程內容時間有些不足，教師因此在講解時說話速度提高，就這一點

研究者與施老師討論「到底多少張鑑賞圖片適當」，原來在鑑賞活動中準備了 11

張圖片，學生鑑賞時間大約花了約 35 分鐘，平均每張圖片鑑賞時間約 3 分鐘，這

其中包括教師引導與說明的時間，施老師認為既然包含引導與說明平均要花 3 分

鐘，在第二單元裡不如設定每張圖片大約 5 分鐘時間做鑑賞，多給學生進行鑑賞

時間，圖片張數較第一單元減少一半，預定為 5 張，視現場情況而定，若還是時

間不足，可以將鑑賞圖片按掉直接進行後面的學習活動，保持現場教學時間的彈

性，研究者覺得這意見很好，決定第二單元試著實施。 

（2）監控學生交換意見的程度 

從對學生的訪談中瞭解，學生覺得交換意見有助於對鑑賞藝術、增加創作的

靈感，在美術課這種屬於輕鬆休閒的課程裡，交換意見一件很重要的事，若教師

覺得音量過大，可以要求學生降低音量，不希望教師禁止學生交談，那會讓美術

課沒有樂趣，而根據同儕教師的觀察到學生真的是針對藝術鑑賞及創作在交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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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學生在交換意見的過程中形成一種熱絡的氛圍，若完全禁止學生交換意見，

可能會形成一種冷場的氣氛，因此提出建議「老師可以在上課過程中時時注意學

生的狀況，當發現交談過於熱鬧時，透過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讓另一位說話

的學生重述一遍同學的答案，幾次之後學生就會注意音量的問題，透過這種方面

來阻止吵雜感，可能比喊出不要講話來的有技巧。」就研究者觀察確實有學生就

上課內容進行意見交換的，但若教師不加以干預，交談的內容就會演變成非上課

相關的內容，因此在進行課程活動的同時，教師亦需要密切注意學生意見交換的

狀況，隨時對音量過大的學生採取干預的行動，同儕教師分享的技巧，可以在下

個單元中實驗看看效果如何。 

（3）多在課程中提供學生練習說明的機會 

由於在鑑賞課程中發現學生缺乏說明的能力，就這一點與同儕教師討論，由

於同儕教師是一位國文教師也是一位導師，就他從批改學生作文跟週記的經驗，

學生大多文筆不佳，使用的語彙簡單，至於說明的能力，由於國文科有趕進度的

問題，所以並沒有在課堂上給學生「說明」的練習，學生對問題的回答也都是精

簡的答案，由此可見，學生缺乏說明的能力是共通的現象，並不因為是進行美術

鑑賞缺乏專業知識而無法說明分享，只有利用美術鑑賞課程的時間，多安排時間

讓學生進行說明分享，引導學生訓練說明的能力。 

（4）對學生填寫學習單和學習意見調查表的情況密切督促 

在學習評量方面，學生認為最好不要有學習單，因為覺得很麻煩，雖然題目

簡單，但實在懶的寫字，固然學生如此反應，但基於評量的完整性，學習單仍不

可少，只有在課堂上密集注意學生填寫學習單的情況。同儕教師則認為留給學生

填寫學習單和意見調查表的時間不足，學生必須利用下課時間或回家才能完成，

常造成學生將表單弄丟，必須重新下載填寫，若經過時間較久，忘了之前的上課

內容，則常常借同學的學習單來填寫或者乾脆不交，研究者從互評表的繳交率

100%來看填寫時間不足，確實影響了學生對學習單的填寫繳交，關於填寫時間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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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這一點，可在下個單元的時間分配上，進行調整。 

（5）緊盯學生創作時的態度 

觀察學生創作時消極的態度表現，對照學生在學習自評統計表的自評有 63%

的學生喜歡創作課程，31%的學生沒意見 6%學生不喜歡，為什麼會有大部分學生

表示喜歡創作課程，可是教師卻覺得學生態度消極的狀況，學生到底是怎麼看待

創作課程，就此詢問學生，學生認為在創作課程裡，老師除了創作說明外，會逐

一指導學生進行創作，在這段時間裡，同學彼此可以就創作靈感交換意見，還可

以一邊聽音樂一邊進行創作，遇到困難除了問教師還可以問同學，或同學一起解

決，感覺很輕鬆、自由，這種情況在其他課是不可能發生的，因此喜歡創作課程。

為什麼喜歡創作課卻沒帶用具或作品？學生回答用具如果家裡沒有還要花錢買，

太麻煩，不想花錢，家裡有用具的是真的一時大意忘了帶來，不是故意的，想說

還可以跟同學借用，能完成創作就好。對於同學的創作技法不佳，學生的解釋本

來就不會畫圖所以才唸電子科，感覺作業有交有成績就好。119 

將這狀況與施老師討論，施老師提供他的經驗，對學生用具忘了攜帶的問題，

他採用自掏腰包和要學生繳交購買基金的方式，使用者付費，就可解決問題，至

於收錢問題可交給班上的股長負責，學生交換意見的問題在所難免，音量過大時

適時制止即可，但若被教師發現是在聊天則罰以勞動服務，學生的創作技法不佳

的問題，就有賴教師加強指導，畢竟電子科不是美工廣告科，大部分學生在美術

創作技法上少有練習，唯一練習就是創作課程，若學生本身心態消極敷衍那就只

有靠教師積極的鞭策。研究者思考施老師的經驗，在用具購買上，全班 40 人的數

量自掏腰包有經濟上的困難，若採取購買一部分供學生借用到是可行，可在下個

單元創作課程進行試看看效果。對於學生消極的態度，教師只有採取緊盯的方式

積極的鞭策來面對了。 

（6）密集督促學生繳交作業 

                                                 
119s1、s2、s3、s4、s33 生訪 98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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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作業未及時繳交的問題，同儕教師認為目前情況還不算嚴重，90%學

生大都在最後一刻交出，因此只要密集的督促學生創作進度，提醒學生繳交期限，

學生應能如期繳交作業。研究者覺得除了密集督促學生之外，還應訂定遲交的處

罰例如扣分等，對學生來說可能較為有用。 

二、第二單元「造形之美」 

（一）實施歷程 

1.單元教學活動時間及內容 

本單元教學活動時間自 98 年 12 月 21 日起到 99 年 1 月 11 日止，共計四節課。

教學內容為導引學生注意觀察描述古人用的玉器、青銅器、陶瓷器及現代陶瓷各

個器物之美，再透過學生討論器物欣賞重點，將討論出的欣賞重點紀錄在學習單

上，接著播放故宮關於「如何欣賞陶瓷之美」的動畫，讓學生思考比較討論出的

內容跟動畫中的欣賞重點差異性，從現代陶瓷作品及公司導引同學們注意文化創

意產品，進而引導學生創作，最後進而互相鑑賞學生作品。 

2.教學場域 

本單元上課地點選擇在班級普通教室，運用到的教學器材為教師自備的筆記

型電腦、教室內單槍投影機、麥克風與擴音機、網路線，發給學生學習單以輔助

教學，發給學生學習意見調查表，便於進行鑑賞課程學習內容省思紀錄。 

研究者利用上課前十分鐘至上課教室，架設攝影機及筆記型電腦連接電源線

與單槍投影機，請學生協助移動講桌到一旁，拉下銀幕，啟動單槍投影機。同儕

教師則在上課鐘響後進入教室後方座位上進行觀察。 

3.學生學習態度和反應 

（1）鑑賞活動 

A.單元間相隔時間較久導致遺忘 

由於距離第一單元相隔三週，中間經歷期中考、校慶展參觀活動、校慶補假，

因此在挑選鑑賞作品時，放入第一單元中最受喜愛的翠玉白菜、毛公鼎，藉此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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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複習鑑賞藝術品的步驟，經過三週的隔閡，透過提問發現確實有些學生已將

翠玉白菜的相關背景遺忘，經過提示，學生才能夠想起來。120 

B.圖片引發不明原因的發笑 

協助課程設計的施老師建議可將文化創意概念概念帶入「造形之美」課程設

計中，引導學生進行創作。121因此在挑選現代造形的例子時，選擇了台灣有名具

現代特色的「法藍瓷」公司的瓷器作為鑑賞、介紹，當播放到「蝶舞系列」時，

突然有學生哄堂大笑，經過教師詢問笑的原因，笑的學生都隱而不說，經過教師

再三詢問，學生回答要有想像力。122  

 

圖 26 突然哄堂大笑 

 

圖 27 蓮花式溫碗 3D 討論熱烈 

C.3D 影片效果佳 

播放「蓮花式溫碗」的 3D效果時，學生氣氛熱烈，紛紛指揮教師移動螢幕中

的碗，左右上下的移動觀看各角度，口裡還喊著「哎喲！3D耶。」可能學生覺得

看得還不過癮，因此在播放「如何欣賞陶瓷之美」的動畫時，學生還問「也是 3D

的影片嗎？」在動畫中有互動式的問題，學生會跟著題目回答問題，要求教師快

按下滑鼠揭曉答案，答案錯了馬上有同學換答案要求快按，在這時的學生反應熱

絡，學習態度很積極。123 

D.學習單的填寫態度消極 

在要求學生討論「要如何欣賞陶瓷器物之美」並填寫學習單時，發現有些學

                                                 
120t1 誌 981221-2。 
121Lt 訪 981202-2。 
122t1 誌 981221-2。 
123t1 誌 981221-2 與錄 981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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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不參與討論即趴下睡覺，把他們叫起來，詢問原因說是因為午休時間被罰站太

累了，所以現在想睡覺，雖然對此表示同情，但還是請他們打起精神參與討論。

在巡視中發現學生討論熱烈，但動筆的很少，需要教師不斷提醒才動筆，也有小

組不是在討論規定的內容，看到教師接近注意到才臨時轉換討論內容，因此討論

時間到就請該組先發表討論結果，該組選派的代表在缺乏學習單紀錄的情形下，

回答「要看粗細和長短。」引起學生哄堂大笑。124 

E.文化創意融入創作困難 

觀看「法藍瓷」的瓷器造形及公司的特色時，有少數學生認為這些陶瓷太高

貴了跟目前生活距離有些遙遠，引導學生從文化創意角度思考帶有中國風的立體

的器物創作時，學生覺得難度很高，不斷要求老師不要限制，125最後文化創意這

一項被學生拋之腦後，器物的概念降低為可以使用的用具，取而代之的是學生鬧

場般的提出可否做一顆球，被教師予以否決。126 

F.各自購買媒材有後患 

在引導學生思考創作活動所準備的用具時，曾建議學生可以統一訂購，但學

生說要表決後再決定，最後表決的結果是自己攜帶，因此教師提醒下週上課要檢

查攜帶的物品有沒有齊全，學生皆回答沒問題。127 

（2）創作活動 

A.用具攜帶不齊 

在剛開始上課時，首先檢查學生攜帶的用具是否齊全，檢查結果是有 40%未

攜帶用具，因此告知要從平時表現上扣分，並要罰抄美術課本的課文，腦子動的

快的學生馬上詢問教師「如果借到黏土作創作，是否可不抄美術課本？」當教師

給予肯定答案後，都四處向同學借黏土，在教室裡走動交談，影響教室秩序。128 

第二節的創作活動，沒帶紙黏土或黏土的學生增多了，高達 53%超過半數，

                                                 
124t1 誌 981221-2。 
125t1 誌 981221-2。 
126t1 誌 981228-2。 
127t1 誌 981221-2。 
128t1 誌 981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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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4%是上週未完成帶回家做本週忘了帶來，依舊以扣分及處罰抄課文處理。129 

B.範例圖片引發興趣 

「創作說明」投影片播放時，學生對用來示範說明「中國風」的圖片很有興

趣，對「清宮娃娃榨汁機」要如何使用頻頻討論，看到幾張故宮販售的「故宮時

尚公仔」更是大叫「好可愛，哪裡有賣？」，當教師說創作評定標準是要做到像範

例，學生直呼不可能。130教師還在說明進度及塑形的方法時，學生已迫不及待的

開始動手捏塑。131 

C.對創作尺寸不能掌握 

在創作時，學生對於作品的尺寸未能掌握，在老師一個一個詢問構想建議下，

糾正了許多學生尺寸過小的問題。132 

D.創作態度不佳 

學生趁著教師指導其他學生無暇它顧時交談，對於說話音量沒有節制，教師

需要提醒一再制止，被制止時都說是在討論創作靈感。有 15%學生花了兩節課的

時間揉捏紙黏土，揉出各種造型，還沒想到要創作什麼，但對於老師的建議也不

採納，其中 2%在教師建議下選擇筆筒進行創作，其餘仍在不斷的搓揉黏土。133同

學間有互助的精神，有帶上色用具的學生會跟沒帶的學生共用，黏土也可以分享

使用，還會互相分享揉捏心得。134有 8%學生在第二節課裡完成創作，5%學生作

品未完成卻開始互丟紙黏土，被教師制止，整體觀察發現從頭到尾認真埋首創作，

沒有與他人交談的佔 8%，其他或多或少都會與臨座的同學交談，整節課給老師的

感覺是許多學生並未認真用心地創作。135 

E.提議使用攝影機展示作品 

下課前十分鐘，因為大部分學生作品未完成，因此提問學生「要如何進行下

                                                 
129t1 誌 990104-2。 
130t1 誌 981228-2。 
131錄 981228-2。 
132t1 誌 981228-2。 
133t1 誌 981228-2。 
134t1 誌 990104-2。 
135t1 誌 99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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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的作品展示，沒繳交作品太多，來不及在下週上課前將作品拍照數位化，同學

拿在手上或放在講桌上介紹，離得較遠的同學看不清楚。」學生提議「請教師準

備攝影機接電腦、單槍投影機播放影像，介紹作品的同學可將作品放在攝影機前

轉動，讓所有同學都能清楚看到作品。」136 

（3）鑑賞活動 

A.分享態度影響攝影機使用 

教師架好攝影機接電腦、單槍投影機按下錄影進行測試，學生新奇的觀看錄

影效果。由於學生第一次利用這種方式進行作品介紹，因此在作品放置位置的拿

捏不佳，大都有偏移的情況，甚至有對焦不清的情形，甚至有 15%的學生將作品

放在講桌上，看到螢幕上出現有作品影像就不再調整位置，逕行介紹作品，沒有

達到良好的視覺效果，亦有 15%的學生注意到攝影機的拍攝角度，會自行調整作

品角度供攝影機拍攝，得到良好的視覺效果。137 

B.未完成作品者利用分享時間創作作品 

鑑賞活動時發給學生互評表及意見調查表，並說明評分標準和發表時應具有

的內容後，座號在前的學生提議這一次作品發表的順序依座號倒序進行，觀察發

現提議人自己的作品還未完成上色 138，約有 13%的學生在互評時的完成作品，有

5%的學生疑似拿已發表過的同學作品改裝成自己的繳交，最後有 27%（11 位）的

學生未繳交作品。139 

C.分享作品內容描述不完整 

部分學生在分享自己的作品時，只介紹作品的品項，未描述自己的作品構想，

仍需經老師在一旁像記者訪問一樣詢問：「你的創作想法是？」「為什麼作這樣的

色彩搭配？」有問學生才回答。140但比起第一單元時的狀況，教師的詢問次數已

有所降低。 
                                                 
136t1 誌 990104-2。 
137t1 誌 990111-2。 
138t1 誌 990111-2。 
139錄 990111-2。 
140t1 誌 99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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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鼓譟聲影響同學分享效果 

當學生分享的作品內容太過蒙混、簡略粗糙時，評分的同學會大聲批評、鼓

譟、嘲笑，對不錯的作品也會發出讚嘆、討論，因此過程中，同學鼓譟或討論的

聲音仍是不可避免的干擾了同學的分享，導致每隔一段時間教師就必須暫停分

享，處理同學討論過於大聲的問題。141 

 

圖 28 分享活動中同學們的表情 

 

圖 29 分享活動中同學討論評分 

4.單元學習成果和問卷分析 

（1）鑑賞活動 

為了得知學生對本單元第一節課課程學習的意見，在單元第一週的鑑賞活動

結束後，讓學生填寫「學生學習意見調查表」繳交，最後收到共計 19 份意見調查

表，學生繳交率為 48%，如下表列出學習意見調查的統計結果，並針對各題分析

瞭解學生學習狀況： 

表 21 造形之美學習意見調查統計表 

題目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2 8 8 1 0 1.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

解其意義。 11％ 42％ 42％ 5％ 0％ 

3 8 8 0 0 2.上課時舉例的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 

16％ 42％ 42％ 0％ 0％ 

3.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 0 6 9 3 1 

                                                 
141t1 誌 99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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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2％ 47％ 16％ 5％ 

3 4 11 0 1 4.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

貫起來。 16％ 21％ 58％ 0％ 5％ 

1 6 9 1 2 5.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

以再學習。 5％ 32％ 47％ 5％ 11％ 

5 3 9 0 2 6.今天所學的鑑賞內容對我很有幫助。 

26％ 16％ 47％ 0％ 11％ 

1 7 7 3 1 7.我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 

5％ 37％ 37％ 16％ 5％ 

4 5 9 1 0 8.我能鑑賞中國美術之美。 

21％ 26％ 47％ 5％ 0％ 

9.今天的課，我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為什麼？ 

 答案(數量，百分比) 喜歡原因 
1 都喜歡(1，11%) 無填答。 

2 欣賞瓷器的影片(2，11%) 能深入瞭解瓷器之美。能以不同角度來看待各項事物。 

3 很多的陶瓷器物(1，5%) 因為我們看了陶瓷器物就聯想起來，開始哄堂大笑了。 

4 欣賞各種不同器物(1，5%) 能以不同角度來觀察事物。 

5 欣賞陶瓷之美(1，5%) 因為讓我瞭解要用任何不同角度去欣賞陶瓷。 
6 器物之美(1，5%) 因為可以欣賞到古代和現代器物的差異。 
7 看動畫(1，5%) 很輕鬆簡單加愉快。 
8 欣賞影片有動畫可看(1，5%) 都很美麗漂亮。 
9 看影片(1，5%) 好有趣。 

10 翠玉白菜(5，26%) 美。很可愛。漂亮。漂亮也很有意涵。很漂亮顏色很青

翠。 
11 釉上彩(1，5%) 很漂亮。 
12 碗(1，5%) 很平常的東西加上其他東西就是藝術。 
13 無填答(2，11%)   

其他意見：無填答 

第一題「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53%，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5%，顯示課

程難度不高，學生大都能瞭解課程內容及意義。 

第二題「上課時舉例的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58%，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100%，顯示在課程的影

音視覺效果都沒有問題，同學都能從圖片、動畫中達到很清楚的認識。 

第三題「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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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比例合計 32%，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79%，選填「完全不同意」、

「大部分不同意」的比例合計達 21%，表示有約五分之一的學生對老師的問題覺

得無法輕易的回答，針對這些學生需要瞭解其無法輕易的回答的原因，是相關知

識不足無法輕易的回答？在形容造形時的口語表達有困難？還是不習慣公開回答

問題？若是前者需要學生多多充實相關知識，若是第二者需要引導學生對造形的

形容，若是後者，則需要讓學生多多練習。 

第四題「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選填「完全同意」到

「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37%，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5%，顯示這個

課程的確可以與過去的學習經驗連結。 

第五題「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37%，加計「沒意見」的比例達到 84%，顯示學生

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這個課程的比例較高，但不喜歡的比例還有 16%，如

何降低不喜歡的比例，有賴日後課程的努力。 

第六題「今天所學的鑑賞內容對我很有幫助。」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2%，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9%，顯示大部分學生

認為鑑賞課程內容有幫助，但仍有 11%的學生認為沒幫助。 

第七題「我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42%，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79%，但仍有 21%的學生認

為不能由鑑賞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需要加以瞭解與觀察。 

第八題「我能鑑賞中國美術之美。」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

比例合計 47%，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4%，表示大部分學生認為能夠鑑

賞中國美術之美。 

從上表中第一題到第八題對課程內容的調查統計可以看出：選填「完全同意」

到「沒意見」的比例佔一半以上，顯示同學們對課程內容感覺持較正面的看法，

但選擇「沒意見」的比例從 37%到 58%，顯示同學對學習內容沒有想法，選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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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不同意」、「大部分不同意」的比例最高的題目為 21%，顯示還要略為調整教材

教法。 

第九題「今天的課，我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為什麼？」從上表十三個答案中

可以分析出： 

A.對於描述或說明的語句仍有 32%學生習慣使用簡潔化的詞句。 

B.從回答的答案歸納分析：同學最喜歡的部分有以教材屬性來分的（陶瓷、器

物的圖片、影片），佔 26%，有以教材內容來分的（翠玉白菜、碗、釉上彩），

佔 37%，統整形的答案（都喜歡、欣賞器物之美、陶瓷之美、各種不同器

物），佔 26%。在喜歡原因中描述學習心得的佔 32%，描述感覺的佔 47%，

因為看到圖片產生聯想佔 5%，依據喜歡原因分析出歸屬課程階段，喜歡的

部分在引導鑑賞階段的佔 37%，喜歡的部分在鑑賞的方法階段的佔 47%，

依據統計結果最多學生喜歡的課程部分為「器物之美—鑑賞的方法」這階

段。 

（2）創作活動 

由於本單元創作活動的重點是觀察學生能否 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進行立體

「器物」的塑造，展現自己的特質，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

法。並觀察學生能否有效的使用媒材與工具，從事創作活動。因此不發學習調查

問卷，而從學生的創作結果中分析是否達到前述觀察。 

本次創作活動共計繳交 29 件作品，作品繳交率為 73%，從學生的創作結果（附

件十）來看，學生的作品可分為「器」、「物」兩個概念，「器」具有盛裝的功能性，

「物」以裝飾性為主。統計結果如下表，「器」共有 16 件，佔 55%，「物」共有 13

件，佔 45%。 

表 22 造形之美學生作品分類統計表 

分類（數量，百分比） 品項（數量，百分比） 

器（16，55%） 煙灰缸（4，14％）、杯（3，10％）、存錢筒（2，7％）、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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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子丼碗（1，3%）、名片架（1，3%）、筆筒（1，3%）、

垃圾筒（1，3%）、調色盤（1，3%）、相框（1，3%） 

物（13，45%） 
吊飾（5，17％）、裝飾石鎮（2，7％）、公仔娃娃（3，10％）、

靶（1，3%）、滑鼠（1，3%）、船（1，3%） 

從創作種類來看，97%皆是生活中的產物，表示學生的創作確實能與生活經驗

與體認相連結，創造出作品，但從教師說明創作的範例多為公仔娃娃造形，學生

作品中製作出公仔娃娃造形的佔了 17%，可見範例圖片對學生創作有影響。從學

生的作品造形呈現中可看出，除了 17%的作品太過簡陋或沒上色（如圖 14、圖 15），

對創作表現蒙混過關的態度外，其餘 83%作品皆能展現自己的特質，表達想像力

與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如圖 16 到圖 19）。 

 

圖 30 沒上色的作品 

 

圖 31 粗糙簡陋 

 

圖 32 表現自我的作品 

 

圖 33 表現低調個性的作品 

 

圖 34 表現想像與創造力的作品 

 

圖 35 表現自己感受的作品 

在觀察學生能否有效的使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方面，使用紙黏土、黏

土進行創作的共計 90%，使用紙張進行創作的有 10%，全部作品裡能將紙黏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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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其他材料（紙黏土加珠子、紙黏土跟黏土組合）創作的有 7%。從最後作品來看

使用紙張創作學生並不能有效的利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使用紙黏土卻沒

有上色或上色技巧還有待加強的有 14%，無法有效利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共

計 24%，也就是有 76%的學生能有效的使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3）鑑賞活動 

本節課希望藉由學生創作互評的鑑賞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從事美感認知與判

斷能力。從繳交的 36 份（繳交率 90%）學生互評表對照第一單元互評表的繳交率

（100%）來看，可以判斷學生在這項學習活動中參與的態度較差，在繳交來的評

分表中可以看到學生個別的評分標準不一，不同學生之間對同一人的給分標準差

異大，從表單裡發現未對發表的學生全數評分的有一位（佔 3%），連未發表的學

生也評分，給教師感覺不認真的有兩位（佔 6%），在評分表單上還寫上評語，給

教師感覺很認真填寫的有九位（佔 25%），將未認真填寫、未完整評分等情況的比

例扣除，顯示有 91%學生有認真參與，達到了藉此活動培養學生從造形、色彩、

美感知覺等方面從事作品的美感認知與判斷的教學目標。 

在這個單元課程進入尾聲時，請學生填寫學習自評表，希望學生能自我評析

紀錄在這個單元課程裡的學習感受，總共收到 31 份，繳交率為 78%。在自評表裡，

第一題到第八題依照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沒意見、大部分不同意、完全不同

意等五種等級選項來進行勾選，藉以表示對題目內容的認同程度，第九題則針對

課程中最受喜愛的部分進行開放式的調查。如下表列出學習意見調查的統計結

果，並針對各題分析瞭解學生學習狀況： 

表 23 造形之美學習自評統計表 

 

題目內容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5 14 12 0 0 
1.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

16% 45% 3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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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4 12 0 0 
2.上課時舉例的圖片都很清楚。 

16% 45% 39% 0% 0% 

3 9 15 2 2 
3.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 

10% 29% 48% 6% 6% 

6 5 15 3 1 
4.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 

19% 16% 48% 10% 3% 

5 8 13 4 1 5.我喜歡這個單元的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

再學習。 16% 26% 42% 13% 3% 

5 9 14 2 1 
6.這個單元所學的內容對我在日後很有幫助。 

16% 29% 45% 6% 3% 

5 13 9 3 1 
7.我能由上課的內容，引發創作的概念。 

16% 42% 29% 10% 3% 

8 15 6 2 0 
8.我能鑑賞他人的創意器物設計。 

26% 48% 19% 6% 0% 

9.這四週的單元課程，我最喜歡：        原因是： 

 答案(數量，百分比) 喜歡原因 
1 12/21 老師的講述(1，3%) 老師教導我們欣賞陶瓷器物 

2 
12/28 老師講述創意器物範

例(2，6%) 有趣。可以學會如何自己動手做創意的生活日常用品。 

3 互評同學創作成果(6，19%) 
可以欣賞同學的作品而加以學習(2，6%)。可以了解每

個人的創意。能欣賞對方作品。好笑。能看到不同作

品。 

4 評論(1，3%) 太有趣了。 

5 討論(1，3%) 上課開心分享作品感覺。 
6 欣賞(1，3%) 很有趣。 
7 公仔(1，3%) 不好做。 
8 我的作品(1，3%) 我做的。 
9 17 號作品(1，3%) 很有設計感。 

10 小 B 的作品(1，3%) 太可愛了。 
11 22 號(1，3%) 推銷的說法太屌。 

12 同學創作(2，6%) 因為可以自己動手做屬於自己的藝術。因為看見大家

都十分熱衷於此，都很快樂。 
13 好 Happy(1，3%) 自由。 
14 都不賴、全(2，6%) 無填答 
15 無填答或填無、沒有(9，29%) 可以欣賞不同作品。  

關於這個單元，我的學習心得與建議： 

無填答或填無、沒有的（19，61%），有填答的比例 39% 

 學習心得與建議 

1 Nice。 

2 太好了沒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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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望下次創作作品有更多時間，讓我們可做的更完美。 

4 動手做自己的藝術的感覺很好。 

5 每個器物的美感和創新。 

6 這學習創作以及觀察古今器具的造形，十分的有趣，看見許多古時的作品真的很佩

服古人，希望能夠多欣賞一些美的作品，更能大開眼界一番。 

7 在介紹器物的造形上可以再多一點補充的影片。經過了上一學期的藝術課，自己已

稍會去欣賞別人的藝術作品，而且鑑賞完自己也會有些感想。 

8 課程都是個人創作，很難決定做什麼。 

9 很高興能參與此課課程。 

10 創意無限大。 

11 很棒，學畫畫 next tme。 

12 能在這上面發揮創意。  

第一題「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1%，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100%，顯示課

程難度不高，學生能瞭解課程內容及意義。 

第二題「上課時舉例的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1%，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100%，顯示在課程的影

音視覺效果都沒有問題，同學都能從圖片、動畫中達到很清楚的認識課程內容。 

第三題「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39%，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7%，選填「完全」、「大部

分不同意」的比例合計達 12%，對照之前的調查結果，選填顯示不同意的比例降

低了。 

第四題「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選填「完全同意」到

「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35%，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3%，顯示大多

數學生認為這個課程的確可以與過去的學習經驗連結。 

第五題「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2%，加計「沒意見」的比例達到 84%，顯示學生

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這個課程的比例較高，但不喜歡的比例還有 16%，如

何降低不喜歡的比例，有賴日後課程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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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題「今天所學的鑑賞內容對我很有幫助。」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5%，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0%，顯示大部分學生

認為鑑賞課程內容有幫助，但仍有 11%的學生認為沒幫助。 

第七題「我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58%，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7%，顯示大部分學生認為

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 

第八題「我能鑑賞他人的創意器物設計。」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74%，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3%，表示大部分學生認為

能夠鑑賞他人的創意器物設計。 

從上表中第一題到第八題對課程內容的調查統計可以看出：選填「完全同意」

到「沒意見」的比例佔 80%以上，顯示大部分同學們對課程內容感覺持較正面的

看法，但選擇「沒意見」的比例從 19%到 48%，顯示同學對學習內容沒有想法，

選填「完全不同意」、「大部分不同意」的比例最高的題目為 16%，顯示還要略為

調整教材教法。 

第九題「這四週的單元課程，我最喜歡？原因是？」從上表十五個答案中可

以分析出： 

A.對於描述或說明的語句仍有 32%學生習慣使用簡潔化的詞句。 

B.從回答的答案歸納分析：將學生的答案內容根據課程類型來歸納區分，可分

為最喜歡鑑賞部分、最喜歡教師創作引導部分、最喜歡創作部分、最喜歡

學生互評鑑賞部分、都喜歡、無法歸類和無填答部分，鑑賞部分比例是 3%，

教師創作引導部分比例是 10%，創作部分比例是 10%，學生互評鑑賞部分

比例是 39%，都喜歡的比例是 3%，無法歸類和無填答部分的比例是 32%，

依據統計結果最多學生喜歡的課程部分為學生互評鑑賞部分。 

C. 

在學生學習心得及建議部分，填答的比例是 39%，無填答的比例是 61%，無



 
 

133

填答的比例高過半數，下單元填寫時要提醒學生注意填寫。分析學生心得內容，

扣除不知所云的 10%、難以決定創作的 3%內容外，其餘 87%都是對課程抱持正面

肯定的態度。在建議方面，分別提出希望創作時間更長、希望欣賞的內容更多的

建議，作為未來課程內容的參考。 

（二）教學檢討 

研究者根據教師教學評量表參酌協同教師訪談紀錄、學生訪談紀錄、教師教

學省思日誌等內容，試就本單元的教材內容與設計、教學行為、師生關係、學習

評量等四項進行分析與檢討。在教師教學評量表裡，根據實施情形分為很好、好、

尚可、待改進、及待改進等五項，並依序分別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等分數，在下表中列出單元裡四週的各項的評分。 

表 24 造形之美教師教學評量表 

檢核項目 
第
一
週 

第
二
週 

第
三
週 

第
四
週 

一、教材內容與設計 

1.教材內容的設計適合學生的學習。 4 4 4 4 

2.教材內容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 5 4 4 4 

3.教材內容能達成預期的學習效果。 3 4 4 3 

二、教學行為 

1.教師能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 5 4 4 4 

2.教師能使用各種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習。 5 4 4 4 

3.教師善于各種發問技巧。 4 4 4 4 

4.教師能運用良好的語文技巧和身體語言。 4 4 4 4 

三、師生關係 

1.教師能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 4 4 3 4 

2.教師能用心注意學生發表促進師生互動 4 4 4 4 

四、學習評量 

1.教師能公正客觀的評量 4 4 4 4 

2.教師能用多元的評量方式。 4 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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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能提高學生回饋與指導。 4 5 4 4 

1.教材內容與設計 

本單元的教材內容與設計部份，連續四週觀察者給予平均 4 分 142的評價。顯

示教材內容的設計在「適合學生的學習」、「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能達成預

期的學習效果」這三方面都獲得正面肯定，但在「能達成預期的學習效果」這部

分還需要改進。 

在訪談中，協同教師與學生皆認為電腦簡報呈現的方式很不錯，143尤其教師

能夠利用上一個單元裡學生印象最深的圖片引導學生進行鑑賞，有複習的作用

144。在鑑賞藝術品中傳達「文化創意」的概念學生雖然能夠接受，但要做出作品

對學生而言確有難度。145對於學生在蝶舞系列中，哄堂大笑的情況，從學生那裡

只得到要有想像力的暗示，跟同儕教師研究後，發現可能是系列瓷器中有一件瓶

口造形較特殊，學生因此引發想像這是當初挑選圖片時，教師沒預想到的。 

觀察學生在創作時的表現，發現創作時花費太多時間在交談而非進行創作，

因此可在下一個單元時，縮短創作時間，刺激學生專心創作。146在第四週裡教師

能準備攝影機提供學生展示作品，可惜因為學生擺放位置不熟練未能發揮最佳視

覺效果。147 

2.教學行為 

在本單元的教學行為部分，連續四週觀察者亦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在

「教師能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教師能使用各種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

習」、「教師善于各種發問技巧」、「教師能運用良好的語文技巧和身體語言」四方

面都獲得肯定。 

學生跟協同教師皆認為教學時的說明很清楚，148能掌握學習動機、要領及學

                                                 
142以四捨五入計算。 
143s01、s03、s09 生訪 981221-2。 
144ct 訪 981221-2。 
145s01、s03 生訪 981221-2。 
146t1 誌 990111-2。 
147t1 誌 990111-2。  
148s03、s01、s09 生訪 981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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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情況，引導學生思考。但整體說來仍是教師敘述的時間較多，學生說得比較少，

對於描述和形容的詞語也還不足，可再多讓學生練習。149 

學生在創作課未帶媒材用具的問題，處罰抄寫及扣分似乎對學生沒有嚇阻作

用，學生建議統一由教師準備，但考慮到會養成學生依賴性，目前已經有許多同

學缺膠帶、訂書機、剪刀都找教師借的情形發生，且第二節創作課未帶的比例較

高，若不讓學生帶回家，又恐怕無法在進度內完成作品，同儕教師建議可準備一

定數量的媒材、工具，在學生忘了帶時借學生使用，以維持良好學習氣氛。150 

在沒有實物投影機的狀況下，攝影機連接電腦、單槍投影機的確是解決展示

問題的方法，但同學的使用方式可能需要透過多多練習才能拿捏到適當的角度。151 

3.師生關係 

在本單元的師生關係部分，觀察者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在「能維持良

好的學習氣氛」、「能用心注意學生發表促進師生互動」兩方面獲得正面的肯定。 

就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來看，班上上課的氣氛是熱絡的，學生總是私下討論，

認為交換意見有助於對課程的吸收，但有時音量過大，總有種吵雜感，教師一再

請學生降低音量，總是一段時間後又開始吵雜，效果不佳，在討論課程的時候，

教師必須時時注意學生的狀況，避免學生討論離題，透過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

引導學生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對其他學生提問剛剛學生發表的內容，促使學生傾

聽同學的發表內容。 

4.學習評量 

在本單元的學習評量部分，觀察者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在「能公正客

觀的評量」、「能用多元的評量方式」、「能提高學生回饋與指導」等三方面，獲得

正面的肯定。 

同儕教師認為在本單元裡，教師能運用上課提問、平時課堂表現、寫學習單、

創作作品、學生作品發表等方式進行多元評量，並在評量前明定評分的比例，讓

                                                 
149ct 訪 981221-2。 
150ct 訪 990104-2。  
151t1 誌 99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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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瞭解作品評分標準，在創作活動時能將學生在創作時的表現予以注意並緊盯

學生進度，列入課堂表現成績，且在巡視學生創作時，看到好的作品，立即給予

學生讚美，請學生填寫意見調查及心得表，有助於學生回饋及後續課程指導。152 

對於學習表單的繳交問題跟同儕教師討論，同儕教師建議除了教師督促填

寫，並在下課就收學習單，等下一週再發還，可藉此監控學生填寫情形，並在之

後持續追蹤學生繳交狀況外，還可連同美術小老師每天提醒同學並代收表單，對

表單的填寫繳交率應有增加的作用，畢竟美術課一週一節，教師只有在當週當節

才能督促提醒，而小老師每天都在班上，對督促繳交較有積極作用。 

（三）省思與改進 

在本單元課程結束後，研究者省思課程實施歷程與教學檢討的內容，希望將

在課程中呈現的優點加以維持，缺點則加以改進，透過對第二單元課程省思缺點，

與同儕教師討論如何改進，期望在第三單元可以更好、更順利的進行。 

1.優點 

（1）第一單元的優點能繼續保持 

在第一單元裡結束後，根據省思結果提出的七個優點，分別是「教學策略獲

得學生喜歡」、「圖像的選擇能引起學生興趣」、「教師具有好的教學行為」、「教學

中保持良好的師生關係」、「運用多元的評量方式」、「互相評量有評分標準對學生

鑑賞同學作品有幫助」、「作品事先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果佳」，根據第二單元教學

實施歷程與教學檢討的內容來看，除了「作品事先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果佳」沒

做到之外，另外「教學策略獲得學生喜歡」、「圖像的選擇能引起學生興趣」、「教

師具有好的教學行為」、「教學中保持良好的師生關係」、「運用多元的評量方式」、

「互相評量有評分標準對學生鑑賞同學作品有幫助」六項優點都能繼續保持。 

（2）能對前單元內容加以複習 

由於距離第一單元相隔三週，中間經歷期中考、校慶展參觀活動、校慶補假，

                                                 
152ct 訪 981221-2、981228-2、990104-2、99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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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挑選鑑賞作品時，放入第一單元中最受喜愛的翠玉白菜、毛公鼎，藉此讓

學生複習鑑賞藝術品的步驟，經過三週的隔閡，透過提問確定有些學生已將翠玉

白菜的相關背景遺忘，經過提示，學生才能夠想起來。同儕教師認為教師能夠利

用上一個單元裡學生印象最深的圖片引導學生進行鑑賞，有複習的作用，也表示

教師具有好的教學行為。 

（3）圖像的選擇能引起學生興趣 

觀看「法藍瓷」的瓷器造形，有少數學生認為這些陶瓷太高貴精緻了跟學生

目前生活距離有些遙遠，瓷器的造形引發學生想像，播放「蓮花式溫碗」的 3D 效

果與播放「如何欣賞陶瓷之美」的動畫時，氣氛熱烈，在動畫中有互動式的問題，

學生會跟著題目回答問題，要求教師快按下滑鼠揭曉答案，答案錯了馬上有同學

換答案要求快按，學習態度很積極。在「創作說明」時，對用「清宮娃娃榨汁機」

要如何使用頻頻討論，看到「故宮時尚公仔」更是大叫「好可愛，哪裡有賣？」

顯示圖像的選擇能引起學生興趣。 

（4）創作活動裡超過半數學生能達到教學目標 

超過半數以上的學生能有效的使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作品皆能展現自

己的特質，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5）會運用科技展示作品 

第二次創作課程下課前十分鐘，因為大部分學生作品未完成，提問學生「要

如何進行下週的作品展示，沒繳交作品太多，來不及在下週上課前將作品拍照數

位化，同學拿在手上或放在講桌上介紹，離得較遠的同學看不清楚。」引導出學

生提議「請教師準備攝影機接電腦、單槍投影機播放影像，介紹作品的同學可將

作品放在攝影機前轉動，讓所有同學都能清楚看到作品。顯示研究者能善用科技

將作品數位化呈現，也能引導學生從這方面思考。 

（6）教學策略獲得學生喜歡 

從學生在「造形之美學習自評統計表」中，根據統計有 84%的學生喜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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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顯示這個課程的教學策略獲得學生喜歡。 

（7）教師具有好的教學行為 

學生跟協同教師皆認為教學時的說明很清楚，能掌握學習動機、要領及學習

情況，引導學生思考，教師能運用講述法、問答法、討論法、發表法等多元教學

方法及學習活動，能搭配使用電腦、攝影機、單槍投影機、麥克風等教學媒體引

導學生學習。 

（8）教學中保持良好的師生關係 

就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來看，班上上課的氣氛是熱絡的，學生交換意見有助

於對課程的吸收，在討論課程的時候，教師時時注意學生的狀況，避免學生討論

離題，透過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引導學生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對其他學生提

問剛剛學生發表的內容，促使學生傾聽同學的發表內容。 

（9）運用多元的的評量方式 

同儕教師認為在本單元裡，教師能運用上課提問、平時課堂表現、寫學習單、

創作作品、學生作品發表等方式進行多元評量，並在互相評量前明定評分的比例，

讓同學瞭解作品評分標準，在創作活動時能將學生在創作時的表現予以注意並緊

盯學生進度，列入課堂表現成績，且在巡視學生創作時，看到好的作品，立即給

予學生讚美、加分，對未帶用具、作品的學生予以扣分，且督促學生填寫意見調

查及心得表，有助於學生回饋及後續課程指導。 

（10）創作時學生彼此具有互助精神 

同學之間有互助的精神，有帶上色用具的學生會跟沒帶的學生共用，黏土也

可以分享使用，還會互相給建議，提供創作靈感。 

（11）互相評量有評分標準對學生鑑賞同學作品有幫助 

鑒於在第一單元裡在學生互評的的時候有評分標準對學生鑑賞同學有幫助，

因此在第二單元裡，依舊鑑賞活動時發給學生評量表，在評分表上帶有評分標準，

並說明評分標準，讓學生能根據評分標準中的配分來評鑑學生的作品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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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班上形成集體意識對學生作品評鑑 

當學生分享的作品內容太過蒙混、簡略粗糙時，評分的同學會大聲批評、鼓

譟、嘲笑，對不錯的作品也會發出讚嘆、討論，雖然影響評分進行，但從評鑑作

品的角度來看，學生隱約形成一個集體的評判標準，直接對創作不認真的學生形

成一股壓力，對認真的同學形成一種鼓舞。 

2.缺點 

（1）單元間相隔時間較久導致遺忘 

由於距離第一單元相隔三週，中間經歷期中考、校慶展參觀活動、校慶補假，

教師雖然有較充裕的課程準備時間，但考慮到學生可能會有遺忘現象，因此放入

第一單元中最受喜愛的翠玉白菜、毛公鼎，藉此讓學生複習鑑賞藝術品的步驟，

經過三週的隔閡，透過提問發現確實有些學生已將翠玉白菜的相關背景遺忘，經

過提示，學生才能夠想起來。 

（2）學生在私下交換意見甚至鼓譟 

在整個單元實施的過程中，學生依舊喜歡在私底下交換意見，在創作活動時

狀況最嚴重，常需教師適時制止，當鑑賞活動播放到「蝶舞系列」時，突然有學

生哄堂大笑，經過教師詢問笑的原因，笑的學生都隱而不說。當學生分享的作品

內容太過蒙混、簡略粗糙時，評分的同學會大聲批評、鼓譟，對不錯的作品也會

發出讚嘆、討論，因此過程中，同學鼓譟或討論的聲音仍是不可避免的干擾了同

學的分享，導致每隔一段時間教師就必須暫停分享活動，處理同學討論過於大聲

的問題。 

（3）學生的說明能力仍有待繼續練習 

從學生學習態度和反應中觀察到，學生在鑑賞活動中對造形描述有困難，描

述的語詞大都是簡單的，仍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在對自己的作品作分享說明時，

一部分同學也無法說明自己創作理念、意義，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雖然較第一

單元得分享狀況有所進步，但仍顯示學生對「說明」的能力還需要多多的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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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學習單和學習意見調查表填寫仍表現消極 

經過第一單元的狀況，認為是寫的時間不足影響生填寫，因此這次預留較充

裕的書寫時間，且配合活動內容依序填寫，但觀察發現，學生就是懶的寫，舉凡

需要花時間思考的書寫行為，都在教師的一再催促下才會填寫繳交，甚至有些學

生就不寫不交。 

（5）學生對創作態度敷衍隨便 

大部分學生趁著教師指導其他學生無暇它顧時交談，對於說話音量沒有節

制，教師需要提醒一再制止，被制止時都說是在討論創作靈感。有 15%學生花了

兩節課的時間揉捏紙黏土，揉出各種造型，還沒想到要創作什麼，但對於老師的

建議也不採納，其中 2%在教師建議下選擇筆筒進行創作，其餘仍在不斷的搓揉黏

土。在用具攜帶不齊上雖然老師有所準備，購買了一部分材料，可是仍不足以提

供學生所需，第二節的創作活動，沒帶紙黏土或黏土的學生增多了，高達 53%超

過半數，是否因此養成學生「沒帶沒關係，反正老師那裡有」的觀念。有 8%學生

在第二節課裡完成創作，5%學生作品未完成卻開始互丟紙黏土，被教師制止，整

體觀察發現從頭到尾認真埋首創作，沒有與他人交談的佔 8%，其他或多或少都會

與臨座的同學交談，創作活動的兩節課給老師的感覺是許多學生並未認真用心地

創作。 

（6）未能及時繳交創作 

創作活動結束時，8%學生完成創作，本次創作活動共計繳交 29 件作品，作品

繳交率為 73%，約有 13%的學生在互評時的完成作品，有 5%的學生疑似拿已發表

過的同學作品改裝成自己的繳交，最後有 27%的學生未繳交作品。 

（7）文化創意融入創作困難 

觀看「法藍瓷」的瓷器造形時，有少數學生認為這些陶瓷太高貴了跟目前生

活距離有些遙遠，引導學生從文化創意角度思考帶有中國風的立體器物創作時，

學生覺得難度很高，不斷要求老師不要限制，最後文化創意這一項被學生拋之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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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器物的概念降低為可以使用的用具，取而代之的是學生鬧場般的提出可否做

一顆球，被教師予以否決。 

3.缺點如何改進 

（1）注意搭配學校的行事曆來安排課程時間 

第一單元和第二單元之間相隔了三週的時間，由於原因是學校行事曆原本的

安排以及學校方面的需求，因為無法避免，只有在學期課程進度安排時，盡量注

意搭配學校行事曆。 

（2）對於學生交換意見彈性處理 

在第一單元學生有交換意見影響上課的狀況，因此討論後決定監控學生交換

意見的程度，在第二單元裡，運用同儕教師傳授的技巧，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

讓另一位說話的學生重述一遍同學的答案，發現當教師處理時，學生的確安靜了

一段時間，但當創作課程進行教師對個別學生進行指導時，吵雜的情況會慢慢發

生，需要再次進行抑制，跟施老師討論這個狀況，施老師認為創作活動進行中，

學生互相分享就創作交換意見，教室氣氛本來就會有些吵雜，若要學生在安靜的

環境中進行創作，就必須要全然禁止學生交談，而這樣的禁止可能讓本來就對創

作沒信心沒想法的學生產生更負面感受。就兩種狀況考量，一個是教室環境有些

吵，但學生喜歡創作課，一個是教室環境安靜，但學生討厭創作課，似乎讓學生

對創作課保持喜歡的態度是較好的，對學生作品表現創作技巧差，可以讓學生多

多練習修正，但若是讓學生討厭，則學生會更消極的態度面對創作課程。因此決

定面對學生互相分享就創作交換意見的行為，視吵雜情況處理，感覺太吵時再進

行抑制。 

（3）學生的說明能力繼續練習 

從學生學習態度和反應中觀察到，學生在鑑賞活動中對造形描述有困難，描

述的語詞大都是簡單的，仍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在對自己的作品作分享說明時，

一部分同學也無法清楚說明自己創作理念、意義，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雖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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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得分享狀況有所進步，但仍顯示學生對「說明」的能力還需要多多的練

習，可在第三單元裡，繼續讓學生練習鑑賞與分享。 

（4）積極督促填寫表單 

經過第一單元的狀況，認為是寫的時間不足影響生填寫，因此這次預留較充

裕的書寫時間，且配合活動內容依序填寫，但觀察發現，學生就是懶的寫，舉凡

需要花時間思考的書寫行為，都在教師的一再催促下才會填寫繳交，甚至有些學

生就不寫不交，教師除了一直督促填寫，甚至以寫的好的加分、不交沒分數、扣

分、可能會當人等言詞提醒學生，在繳交表單中發現有填上姓名就交來的學生，

連班級座號都沒填寫，發還學生讓其填寫就沒再繳交。跟同儕教師討論，同儕教

師建議除了教師督促填寫，並在下課就收學習單，等下一週再發還，可藉此監控

學生填寫情形，並在之後持續追蹤學生繳交狀況外，還可連同美術小老師每天提

醒同學並代收表單，對表單的填寫繳交率應有增加的作用，畢竟美術課一週一節，

教師只有在當週當節才能督促提醒，而小老師每天都在班上，對督促繳交較有積

極作用，同儕教師的建議很有道理，決定在第三單元以積極督促的方式處裡學生

填寫表單。 

（5）對創作活動積極督促並將創作時間限縮 

從本單元創作課程裡發現有 15%學生花了兩節課的時間揉捏紙黏土，揉出各

種造型，還沒想到要創作什麼，觀察學生在創作時的表現，發現創作時花費太多

時間在交談而非進行創作。 

學生在創作課未帶媒材用具的問題，老師的準備不足以提供學生所需，甚至

第二節課學生忘了帶用具材料的人數增加，處罰抄寫及扣分似乎對學生沒有嚇阻

作用，若不讓學生帶回家，又恐怕無法在進度內完成作品。對於沒帶用具學生人

數增多的情形，研究者覺得很懊惱，覺得自己是否因此養成學生「沒帶沒關係，

反正老師那裡有」的觀念，同儕教師安慰並建議可再增加準備媒材、工具的數量，

供學生忘了時借學生使用，以維持良好學習氣氛。是否因此養成學生「沒帶沒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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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反正老師那裡有」的觀念，需要下單元繼續觀察。 

因為創作時間安排了兩節，第二節課學生忘了帶用具材料的人向同學借用，

雖然可以不虛度這節課，但影響了學生的創作進度。施老師認為，學生可能認為

這週沒達到老師要求的進度沒關係，下週能完成就好，下週不能完成沒關係，在

作品評鑑前完成就好，給予學生充裕的創作時間，學生反而怠惰，因此與施老師

討論後，決定下一個單元時，嚐試縮短創作時間，將兩節課減少為一節課，且不

允許學生在作品帶回家創作，一律當天完成，藉由創作時間縮短刺激學生專心創

作。 

（6）密集督促學生創作繳交 

作品鑑賞活動時發現約有 13%的學生在互評時才完成作品，有 5%的學生疑似

拿已發表過的同學作品改裝成自己的繳交，最後有 27%的學生未繳交作品。對這

個狀況同儕教師認為情況嚴重，是否是因為黏土創作對學生來說難度太大，可是

回顧學生在創作時的表現，很多像是在捏著玩，在對學生逐一指導時，有些學生

眼高手低，覺得筆筒太簡單，捏了後發現捏出歪七扭八的造形，有學生只想捏最

簡單的造形－籃球，但又不願意花時間在上面上色，更有學生在創作課時是捏紙

黏土，作品評鑑時卻拿出摺紙船、垃圾筒等，顯示出少數學生對創作課程態度並

不認真，而不是紙黏土的難度太大。 

對此情形同儕教師建議不要被學生牽著鼻子走，對於態度不認真的一律嚴厲

督促，對創作材料不符的一律退件要求重做，甚至當掉處置，學生發現教師態度

認真，應會有所節制。反省研究者的創作教學，因為開放讓學生自由創作，想讓

學生發揮創意，反而讓學生無所適從，甚至創意表現在錯誤的地方，直接指定造

形範圍，對學生來說應較簡單容易，教師在跟學生指導上也較容易，在下個單元

裡，將對創作方向進行限縮，並嚴格督促學生創作，限時繳交。 

（7）文化創意概念提供學生創意思考 

在鑑賞藝術品中傳達「文化創意」的概念學生雖然能夠接受，但要做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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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而言確有難度，省思在學生對立體造型還不能掌控時，要求學生將中國文

化元素融入到創作中確實有困難，學生對示範的故宮公仔讚賞，不代表能做出一

樣的作品，從學生作品裡雖然做出公仔造形，但都是跟學生的生活經驗連結的，

有些由平時看的漫畫卡通裡得到靈感，形成具有外國文化風格的作品，就這一點

跟施老師討論，施老師認為學生不是設計師，本來就無法做出有市場水準的文化

創意作品，故宮公仔只是開啟學生的視野，學生能從生活經驗連結創作出作品，

就已經符合單元教學目的。 

三、第三單元「線條之美」 

（一）實施歷程 

1.單元教學活動時間及內容 

本單元教學時間從 99 年 3 月 22 日起到 99 年 4 月 19 日止。本單元原定鑑賞

教學活動一節，創作活動兩節，同學作品鑑賞活動一節，但因為第二單元實施結

果，決定減少創作活動時間，因此將鑑賞教學活動增加為兩節，鑑賞教學內容增

加中國文字書寫的內容。單元鑑賞教學內容以線條為主題，利用線條味濃厚的現

代水墨畫引起學生興趣，引導學生觀察代表原始時期到魏晉的繪畫演變的作品中

線條的特色、繪畫理論，然後觀看故宮「如何欣賞一幅水墨畫」的動畫，讓學生

討論發表水墨畫的類別，接著提醒學生文字也是由線條組成的，將象形文字導入

中國文字的演變，然後觀看「36 個字」這部影片，注意到象形字是畫也是文字，

刺激學生創作靈感進而創作，在時間上鑑賞活動方面設計為兩節課，創作活動減

少為一節課，創作後進行作品的分享鑑賞。 

2.教學場域 

本單元上課地點依然選擇在班級普通教室。運用到的教學器材為教師自備的

筆記型電腦、教室內單槍投影機、麥克風與擴音機、網路線，發給學生學習單以

輔助教學，發給學生學習意見調查表，便於課後進行鑑賞課程學習內容省思紀錄。 

研究者利用上課前十分鐘至上課教室，放置便於同儕教師觀察的教室後方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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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架設攝影機及筆記型電腦連接電源線與單槍投影機，請學生協助移動講桌到

一旁，拉下銀幕，啟動單槍投影機。同儕教師則在上課鐘響後進入教室後方座位

上進行觀察。 

3.學生學習態度和反應 

（1）鑑賞活動 

A.現代水墨畫能引起學生興趣 

播放蕭勤線條感十足的現代抽象水墨畫時，獨特的線條與色彩表現，引起學

生關注和討論，氣氛熱烈，對水墨毛筆線條的繪畫鑑賞有個好的開始，有助於對

後續圖片的線條特色觀察。153 

 

圖 36 學生鑑賞現代抽象水墨畫 

 

圖 37 討論活動 

 

B.師生關係互動良好 

播放動畫時，因為使用麥克風貼著筆記型電腦喇叭的方式播音，結果成年男

性配音低沉，學生反應聲音聽不清楚，要求開大聲一點，有多位同學主動提出要

幫忙到辦公室借外接喇叭，由於已經是筆記型電腦的最大音量，且教師站在筆記

型電腦前聽的很清楚，發現可能是麥克風收音的問題，馬上將麥克風換成以音訊

傳輸線接擴音機跟筆記型電腦，聲音果然變的很大聲，反而需要將音量轉小。154 

C.教師監控學生討論活動失控的狀況 

討論活動進行時，有同學不參與討論，需要教師督促，也有學生的討論內容

                                                 
153t1 誌 990322-3。 
154t1 誌 990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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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失控到變成聊天、吵鬧大會，常發生教師走到下一組，上一組的話題就已經跳

開了，需要教師密切關注各組狀況，對討論時間嚴格控制，並要求小組發表，發

表後請他組同學複述一遍，對維持班級秩序及學習氣氛較有幫助。155 

D.簡單的動畫引起熱烈的反應 

播放「36 個字」影片時，同學們態度十分專注觀看，嘴裡一邊叫著「白痴」、

「太扯了」一邊笑，眼睛還是緊盯著畫面，還很入戲的跟著影片中的主角唸出畫

面中出現的象形字圖像聲音。156 

E.對學習單的態度大都敷衍  

在發學習單時，有學生叫著「又要寫學習單了」，觀察發現有學生一拿到就開

始填寫，根本不管課程還沒開始，有的一拿到就放抽屜，直到下課都沒拿出來。

要求先交學習單，較認真的學生要求回去找資料填寫，交來的學習單裡，發現有

半數只填寫了姓名就交來。157 

第二節鑑賞課發給學生將學生交出的學習單發還，提醒學生有許多未填寫的

先填寫至上周進度，當鑑賞課結束收到的學習單共計 24 份，佔 60%，有 40%學生

未交，4%學生只填姓名就交了，13%未完全填寫，未填寫的內容大都是對創作的

構想，完整且填寫認真的有 17%。158 

（2）創作活動 

A.未攜帶用具比例太高 

上個單元創作課第一節裡有學生 40%未攜帶用具，因此在前一週即跟學生宣

布「墨汁由老師提供，紙張全班統一由小老師買，毛筆跟調色盤、水杯由同學自

己準備」，剛開始上課時，首先檢查學生攜帶的用具是否齊全，檢查結果是有全班

只有 10%學生帶了毛筆跟調色盤、水杯，其餘 90%學生都沒帶，連小老師都忘了

要準備紙張，幸好有了上次經驗，教師預先準備了 8K宣紙，以備不時之需，結果

                                                 
155t1 誌 990322-3。 
156t1 誌 990322-3。 
157t1 誌 990322-3。 
158t1 誌 990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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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派上用場，有些學生居然說應該所有用具都由教師準備。159 

B.教師的說明僅供參考 

當紙張發下去，開始播放圖片範例，說明創作重點時，學生都交頭接耳的交

談，直到教師說明「創作時間只有這一節，作品當天交，下一次上課就發表作品。」

才將注意力集中過來，開始問到底要創作什麼？都沒帶怎麼做？160 

C.發揮創意尋找替代品 

由於學生沒帶用具的比例太高，教師預先準備的用具不夠學生借用，因此提

醒學生可用手當筆，另外自己發揮創意找到可以替代調色盤跟水杯功能的物品。

結果許多同學選擇用桌面當調色盤跟水杯，也有從資源回收中找水杯替代品，也

有的去跟有帶的 10%共用。161 

D.不帶用具的目的是為了背英文 

也有 33%學生直接將紙張收起來，拿出英文課本來背單字，被教師詢問，告

訴教師要將紙帶回家畫，被教師制止，等教師走後又拿出來，反覆幾次，直到教

師說一定要當天交作品，才開始構思創作。162 

E.交談重於創作 

即使將創作時間限縮到一節課，90%學生仍將時間花在交談上，當老師詢問都

說在尋找靈感，根據觀察，當老師提醒再十分鐘收作品時，才開始動手創作，教

師一再提醒可將濃墨加上不同比例的水調出不同層次的墨色時，學生大都調出深

色調的墨色，淺色調墨色必須教師親自示範調出來，學生才直接拿來使用。163 

（3）鑑賞活動 

鑑賞活動時發給學生互評表及意見調查表，並說明評分標準和發表時應具有

的內容，並提醒學生這週課程是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最後一堂課，請同學認真參

與，學生都很配合的歡呼。 
                                                 
159t1 誌 990405-3。  
160t1 誌 990405-3。  
161t1 誌 990405-3。 
162t1 誌 990405-3。  
163t1 誌 990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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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品事先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果較佳 

在鑑賞活動前繳交的作品事先數位化，依照學生座號更名儲存，在鑑賞活動

時，老師讓學生協助操作筆記型電腦連接單槍投影機投影作品畫面，請學生依照

座號順序介紹自己的作品，每人限時一分鐘，學生認為作品數位化後，看起來比

原畫作美觀，但仍有未提前繳交作品的學生，以手拿著作品站到講台前作介紹，

對較遠處的學生來說，看不清楚作品，必須將作品傳閱，影響到後面的評分進度。

164 

 

圖 38 拿麥克風分享作品 

 

圖 39 認真評分 

B.分享作品氣氛熱烈 

經過幾次的互評活動，學生已經知道要拿麥克風發表，當學生分享的作品內

容太過蒙混、簡略粗糙時，評分的同學會大聲批評、鼓譟，對於好的作品也會與

以讚揚，但過程中同學鼓譟或討論的聲音仍是不可避免的干擾了同學的分享，導

致每隔一段時間教師就必須暫停分享，處理同學討論過於大聲的問題，且同學的

也因為專注於討論而影響評分品質在評分表內容上未詳實的表現。165 

C.分享時的口語表達普遍不佳 

仍有學生在分享自己的作品時，只介紹作品的名字，未描述自己的作品構想，

需經老師在一旁像記者訪問一樣詢問：「你的創作想法是？」有問學生才回答，且

回答的很表面，可能創作時未仔細思考創作，因此對創作理念的說明自然不足。

但仍有 25%的學生能清楚完整的說明作品的創作想法。166 

                                                 
164t1 誌 990419-3。  
165t1 誌 990419-3。 
166t1 誌 990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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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單元學習成果和問卷分析 

（1）鑑賞活動 

為了得知學生對本單元第一節課課程學習的意見，在單元第一週的鑑賞活動

結束後，讓學生填寫「學生學習意見調查表」繳交，最後收到共計 24 份意見調查

表，學生繳交率為 60%，如下表列出學習意見調查的統計結果，並針對各題分析

瞭解學生學習狀況： 

表 25 線條之美學習意見調查統計表 

題目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5 10 8 1 0 
1.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 

21% 42% 33% 4% 0% 

4 12 7 1 0 
2.上課時舉例的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 

17% 50% 29% 4% 0% 

3 6 10 4 1 
3.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 

13% 25% 42% 17% 4% 

5 5 12 2 0 
4.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 

21% 21% 50% 8% 0% 

3 7 11 2 1 
5.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 

13% 29% 46% 8% 4% 

3 7 11 2 1 
6.今天所學的鑑賞內容對我很有幫助。 

13% 29% 46% 8% 4% 

4 9 7 3 1 
7.我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 

17% 38% 29% 13% 4% 

3 11 7 2 1 
8.我能鑑賞中國美術之美。。 

13% 46% 29% 8% 4% 

9.今天的課，我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為什麼？ 

 答案(數量，百分比) 喜歡原因 

1 欣賞畫作(6，25%) 

很有想像力。很漂亮。很特別。老師講解的非常清楚，畫

作也非常的好看，令我充滿了濃厚的興趣。畫作很美很有

深度。大家的觀點和角度都不同，每個人看到的都不太相

同，而且也這樣和老師的互動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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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欣賞繪畫的部份(2，8%) 引發很多聯想，來解讀作品。 

3 混沌初開(2，8%) 顏色搭配得很好看。 

4 看影片(6，25%) 

如何欣賞一幅畫還不錯，讓我更了解中國的水墨畫。我對

美術的見解與欣賞的重點有了更新的一層認識。影片很有

趣，又看了很多的畫。影片很有趣。好看。由線條出來的

畫作很厲害很有創新，讓人能體會中國字的線條之美。 

5 彩陶(3，13%) 因為彩陶很漂亮。因為那彩陶的顏色我好喜歡。我們的祖

先真的很厲害。 
6 繪畫的演變(1，4%) 能夠瞭解古今差異。 
7 都喜歡(2，8%) 很漂亮。 
8 無填答(2，8%)   

其他意見：無填答(22，92%) 

有填寫的(2，8%)分別填答：能認識西方的美術。儘管水墨只有黑白兩色，但能從畫中體會出作

品的深淺、季節。 

第一題「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3%，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6%，顯示課

程難度不高，學生大都能瞭解課程內容及意義。 

第二題「上課時舉例的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7%，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6%，顯示在課程的影

音視覺效果都沒有問題，同學都能從圖片、動畫中達到很清楚的認識。 

第三題「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38%，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0%，選填「完全不同意」、

「大部分不同意」的比例合計達 20%，表示有約五分之一的學生對老師的問題覺

得無法輕易的回答。 

第四題「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選填「完全同意」到

「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2%，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2%，顯示學生

認為這個課程的確可以與過去的學習經驗連結。 

第五題「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2%，加計「沒意見」的比例達到 88%，顯示學生

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這個課程的比例較高。 

第六題「今天所學的鑑賞內容對我很有幫助。」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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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2%，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8%，顯示大部分學生

認為鑑賞課程內容有幫助。 

第七題「我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55%，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4%，顯示大部分學生認為

能由鑑賞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 

第八題「我能鑑賞中國美術之美。」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

比例合計 59%，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8%，表示大部分學生認為能夠鑑

賞他人的水墨畫之美。 

從上表中第一題到第八題對課程內容的調查統計可以看出：選填「完全同意」

到「沒意見」的比例佔一半以上，顯示同學們對課程內容感覺持較正面的看法，

但選擇「沒意見」的比例從 29%到 50%，顯示同學對學習內容沒有想法。選填「完

全不同意」、「大部分不同意」的比例最高的題目為「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

題。」佔 21%，顯示還要略為調整教材教法。 

第九題「今天的課，我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為什麼？」從上表八種答案中可

以分析出： 

A.對於描述或說明的語句仍有 29%學生習慣使用簡潔化的詞句。 

B.從回答的答案歸納分析：有以教材屬性來回答的（看影片），佔 25%，以教

材內容來回答的（混沌初開），佔 8%，統整性的答案（都喜歡、欣賞畫作、

欣賞繪畫的部分），佔 54%，從教學階段來分（繪畫的演變）佔 4%。在喜

歡原因中描述學習心得的佔 29%，描述感覺的佔 41%。依據答案分析出歸

屬課程階段，喜歡的部分在引導鑑賞階段的佔 58%，喜歡的部分在鑑賞的

方法階段的佔 25%，依據統計結果最多學生喜歡的課程部分為「線條之美—

繪畫的演變」這階段。 

（2）創作活動 

由於本單元創作活動的重點是觀察學生能否 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創作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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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並展現自己的特質，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並觀察

學生能否有效的使用媒材與工具，從事創作活動。因此從學生的創作結果中分析

是否達到前述觀察。 

 
圖 40 文字圖像化的作品 

 
圖 41 文字加圖形的作品 

 
圖 42 純圖像表現的作品 

 
圖 43 文字表現的作品 

 
圖 44 跟生活經驗、興趣有關的作品 

 
圖 45 跟課程放影片有關的作品 

 

本次創作活動共計繳交作品 39 件作品，作品繳交率為 98%，以學生的創作結

果（附件十）來分析，從表現來區分將文字圖像化的有 3%，使用文字加圖形的有

38%，純圖像表現的有 26%，文字表現的有 33%，從創作內容來區分跟自己名字

有關的佔 41%，跟課程放影片有關的佔 8%，跟所處環境有關的有 5%，跟生活經

驗、興趣有關的有 21%，創造、想像的有 8%，跟文字抒發有關的有 18%。顯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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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確實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創作水墨畫，並展現自己的特質，表達想像力與

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在觀察學生能否有效的使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方面，創作時 90%未帶

用具的學生運用自己的創意尋找替代工具，結合教師所給予的紙、墨汁，完成了

作品，就這一點來看，學生確實能有效的使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3）鑑賞活動 

本節課希望藉由學生創作互評的鑑賞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從事美感認知與判

斷能力。本次互評表的繳交率 100%（40 份）較第二單元互評表的繳交率（90%）

高，檢試評分表，在繳交來的評分表中可以看到學生個別的評分標準不一，個體

間差異大。將未發表的學生也予以評分，給教師感覺不認真的有 8 位（佔 20%），

在評分表單上還寫上評語，給教師感覺很認真填寫的有 10 位（佔 25%），將未認

真填寫的比例扣除，顯示有 90%學生有認真參與，達到了藉此活動培養學生從造

形、色彩、美感知覺等方面從事作品的美感認知與判斷的教學目標。 

在這個單元課程進入尾聲，請學生填寫學習自評表，希望學生能自我評析紀

錄在這個單元課程裡的學習感受，總共收到 40 份，繳交率為 100%。在自評表裡，

第一題到第八題依照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沒意見、大部分不同意、完全不同

意等五種等級選項來進行勾選，藉以表示對題目內容的認同程度，第九題則針對

課程中最受喜愛的部分進行開放式的調查。如下表列出學習意見調查的統計結

果，並針對各題分析瞭解學生學習狀況： 

表 26 線條之美學習自評統計表 

 

題目內容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7 18 14 1 0 
1.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

18% 45% 35% 3% 0% 

6 16 18 0 0 
2.上課時舉例的圖片都很清楚。 

15% 40% 4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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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23 5 1 
3.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 

8% 20% 58% 13% 3% 

4 13 19 4 0 
4.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 

10% 33% 48% 10% 0% 

4 13 17 5 1 5.我喜歡這個單元的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

再學習。 10% 33% 43% 13% 3% 

6 12 20 1 1 
6.這個單元所學的內容對我在日後很有幫助。 

15% 30% 50% 3% 3% 

6 17 13 4 0 
7.我能由上課的內容，引發創作的概念。 

15% 43% 33% 10% 0% 

5 19 14 2 0 
8.我能鑑賞他人的水墨畫之美。 

13% 48% 35% 5% 0% 

9.這四週的單元課程，我最喜歡：                    原因是： 

 答案(數量，百分比) 喜歡原因 

1 3/29 的課程(2，5%) 可以瞭解到現代與傳統繪畫線條之美。能瞭解古今差

異。 

2 影片介紹(1，3%) 可以瞭解水墨發展和從字演變的樂趣。 

3 畫水墨畫(15，38%) 

可以畫畫。可以畫畫不用再聽課了可以盡情發揮。自

由發揮。可以發揮想像力。可以實際做。可以自行創

作自由發揮。感覺比較有趣，也可以讓學生發揮想像

力。可以實際操作，然後可以畫自己喜歡的東西。跟

同學一組發揮到許多本來想不到的創意。擅長書法。

可以用毛筆。因為想寫書法字。我覺得藝術就是自由。 

4 4/19 互評(16，40%) 

可欣賞同學作品(5， %)。可以看到同學不同的創作。

可看大家好笑的作品。看到好多大家的作品(2， %)。
可以多觀看別人作品還可以討論。能互相參觀各自不

同風格的作品。大家畫的很好笑，20 號畫的最棒神乎

其技，太棒了。互相切磋。好玩(2， %)。有趣。 

5 同學互評和創作(1，3%) 能夠看全班的作品，十分有趣，創作大家都躍躍欲試

的樣子和認真的模樣。 
6 水墨線條(1，3%) 很美。 
7 線條(1，3%) 作品很細心做。 
8 都喜歡(1，3%) 很好。 
9 無填答(2，5%) 無填答  

關於這個單元，我的學習心得與建議：無填答或填答沒有、無(12，30%)，有填答 (28，70%)。 

 學習心得與建議 

1 
鑑賞他人作品，討論熱絡，能幫助我們在這項領域學習到更多，欣賞中國文化之美，

影片以有意義，文字的進化等。 

2 
我學到了前無古人後無來者之藝術精華，使我受益無窮，且藝術之意可如三月不知肉

味都不知其他事了。本人認為多畫畫從中學習，徒知也無從知其含涵意。 
3 可以藉由欣賞後創作，讓我能體會出水墨畫的美和如何欣賞水墨畫。 

4 讓我實力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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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互評很好玩。 
6 輪流向全班分享自己的作品，很有趣。 
7 能夠一一的看完大家的作品還真是不錯。 
8 大家都很努力畫，下次也要加油。 
9 希望自己能畫得更好。 

10 
可以再多介紹一點新作品(3)，讓我們能做更深入了解，在欣賞水墨畫之時，可以講線

條的美，如何能畫得更好。 
11 我覺得老師給我們看的影片很有趣，希望之後能夠再多看一些。 
12 能多點時間創作。(3) 
13 可以由老師來提供用具會更好。 
14 可以統一制定一個主題，讓大家朝一個方向發揮，可以看到不同的創意。 
15 有趣(2)，希望能再有此機會，相互討論，增加自己見識。 
16 如果要看影片的話，倒不如用一些小遊戲吸引學生的注意力。 
17 播放影片聲音有點小。 
18 希望可以有畫英文藝術字的課程。 
19 大家加油。 
20 不錯。 
21 書法，水墨畫。 
22 無，太 Nice。  

第一題「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3%，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8%，顯示課

程難度不高，學生能瞭解課程內容及意義。 

第二題「上課時舉例的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55%，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100%，顯示在課程的影

音視覺效果都沒有問題，同學都能從圖片、動畫中達到很清楚的認識課程內容。 

第三題「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28%，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86%，顯示大部分的學生認

為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 

第四題「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選填「完全同意」到

「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3%，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1%，顯示大多

數學生認為這個課程的確可以與過去的學習經驗連結。 

第五題「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選填「完全同意」

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3%，加計「沒意見」的比例達到 93%，顯示學生

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這個課程的比例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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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題「今天所學的鑑賞內容對我很有幫助。」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

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5%，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5%，顯示大部分學生

認為鑑賞課程內容有幫助。 

第七題「我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58%，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1%，顯示大部分學生認為

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 

第八題「我能鑑賞他人的創意器物設計。」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

意」的比例合計 61%，加計「沒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6%，表示大部分學生認為

能夠鑑賞他人的創意器物設計。 

從上表中第一題到第八題對課程內容的調查統計可以看出：選填「完全同意」

到「沒意見」的比例佔 80%以上，顯示大部分同學們對課程內容感覺持較正面的

看法，但選擇「沒意見」的比例從 33%到 58%，顯示同學對學習內容沒有想法，

選填「完全不同意」、「大部分不同意」的比例最高的題目為 16%，顯示還要略為

調整教材教法。 

第九題「這四週的單元課程，我最喜歡？原因是？」從上表九個答案中可以

分析出： 

A.對於描述或說明的語句仍有 33%學生習慣使用簡潔化的詞句。 

B.從回答的答案歸納分析：將學生的答案內容根據課程類型來歸納區分，可分

為最喜歡鑑賞部分、最喜歡教師創作引導部分、最喜歡創作部分、最喜歡

學生互評鑑賞部分、都喜歡、無法歸類和無填答部分，鑑賞部分比例是

10%，創作部分比例是 38%，學生互評鑑賞部分比例是 40%，同學互評和

創作都喜歡的比例是 3%，都喜歡的比例是 3%，無法歸類和無填答部分的

比例是 8%，依據統計結果最多學生喜歡的課程部分為學生互評鑑賞部分。 

在學生學習心得及建議部分，填答的比例是 70%，無填答的比例是 30%，分

析填答內容，扣除不知所云的 5%、跟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無關的內容 3%，描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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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心得有 10%，描述學習感想的有 20%，提出建議的有 30%，都是對課程抱持正

面肯定的態度。在建議方面，提出希望欣賞的內容更多的比例最高，提出希望創

作時間更長比例次之，可以作為未來設計課程內容的參考。 

（二）教學檢討 

研究者根據教師教學評量表參酌協同教師訪談紀錄、學生訪談紀錄、教師教

學省思日誌等內容，試就本單元的教材內容與設計、教學行為、師生關係、學習

評量等四項進行分析與檢討。在教師教學評量表裡，根據實施情形分為很好、好、

尚可、待改進、及待改進等五項，並依序分別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等分數，在下表中列出單元裡四週的各項的評分。 

表 27 線條之美教師教學評量表 

檢核項目 
第
一
週 

第
二
週 

第
三
週 

第
四
週 

一、教材內容與設計 

1.教材內容的設計適合學生的學習。 4 4 4 4 

2.教材內容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 4 5 4 4 

3.教材內容能達成預期的學習效果。 4 4 3 4 

二、教學行為 

1.教師能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 5 5 4 4 

2.教師能使用各種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習。 5 4 4 4 

3.教師善于各種發問技巧。 4 4 3 4 

4.教師能運用良好的語文技巧和身體語言。 4 4 4 4 

三、師生關係 

1.教師能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 4 4 3 4 

2.教師能用心注意學生發表促進師生互動 4 4 4 4 

四、學習評量 

1.教師能公正客觀的評量 4 4 4 4 

2.教師能用多元的評量方式。 4 4 4 4 

3.教師能提高學生回饋與指導。 4 4 3 4 

1.教材內容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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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的教材內容與設計部份，連續四週觀察者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

教材內容的設計在「適合學生的學習」、「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能達成預期

的學習效果」這三方面都獲得正面肯定，但在「能達成預期的學習效果」這部分

還需要改進。 

同儕教師認為圖片播放順序由現代搭古代，內容部分能引起學生思考、激起

聯想，在一節課的首尾播放動畫，學生專注度提升。167學生則覺得教師這一次挑

選的圖片與動畫都很簡單、有趣，會讓人一直想看下去。168 

而媒體的使用多樣化，有網路影片、有簡報，在工具的準備上也很充足，教

師隨身帶著音訊傳輸線，一有需要馬上可以用，較可惜的是用了傳輸線就無法使

用麥克風，若要兩者同時使用，必須將電腦外接喇叭較理想。169 

2.教學行為 

在本單元的教學行為部分，連續四週觀察者亦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在

「教師能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教師能使用各種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

習」、「教師善于各種發問技巧」、「教師能運用良好的語文技巧和身體語言」四方

面都獲得肯定。 

同儕教師建議在不至於影響投影畫面的前提下，教室後半開燈，對學生不專

心的行為較有嚇阻作用。170學生認為教師在「如何欣賞水墨畫」影片播放段落間，

就影片內容問問題，逼的同學要認真看，是很好的方法。171學生跟協同教師皆認

為教學時的說明很清楚，能掌握學習動機、要領及學習情況，引導學生思考，教

師能運用講述法、問答法、討論法、發表法等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能搭配

使用電腦、單槍投影機、麥克風等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習。172 

3.師生關係 

                                                 
167st 訪 990329-3。 
168s3 生訪 990329-3。 
169st 訪 990329-3。 
170st 訪 990419-3。 
171s3 生訪 990329-3。 
172s3 生訪 990329-3、172st 訪 990329-3、st 訪 990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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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單元的師生關係部分，觀察者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在「能維持良

好的學習氣氛」、「能用心注意學生發表促進師生互動」兩方面獲得正面的肯定。 

學生愛講話是難避免的，學生對有興趣的內容較能勾起聊下去的氣氛，適時

叫起回答問題可以遏止這種氣氛擴大。173學生則認為美術課的樂趣就是可以分享

彼此的想法，不管是公開或私底下，雖然有些吵，但同學都上的很快樂。174在創

作活動時，教師能及時發現學生在背英文，及時制止，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175 

4.學習評量 

在本單元的學習評量部分，觀察者給予平均 4 分的評價。顯示在「能公正客

觀的評量」、「能用多元的評量方式」、「能提高學生回饋與指導」等三方面，獲得

正面的肯定。 

對寫學習單的態度敷衍的問題，跟同儕教師及其他科任教師討論發現，這是

學生間的普遍現象，學生大都懶的寫字，對考卷中的問答題、作文、心得、週記

也都簡略填寫。176學生則認為最好不要寫學習單，寫學習單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對教師來說有用，對學生來說能免則免。177同儕教師建議階段性回收學習單，以

便即時驗收成效並避免學生遺失學習單，試行之後發現，雖能驗收中間填寫的成

效，但對最後繳交率沒幫助，不交的還是不交。與施老師討論作業缺交的問題，

發現學生並不怕被當，學校會開重補修的課，學生認為只要修了重補修就可以過

關，且美術課被當並不影響畢業。178 

（三）省思與改進 

在本單元課程結束後，研究者省思課程實施歷程與教學檢討的內容，希望將

在課程中呈現的優點加以維持，缺點則加以改進，透過對課程省思缺點，與同儕

教師討論如何改進，期望在未來教學中可以更好、更順利的進行。 

                                                 
173st 訪 990322-3。  
174s3 生訪 990419-3。 
175st 訪 990405-3。 
176st 訪 990419-3。  
177s3 生訪 990419-3。 
178t1 誌 990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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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點 

（1）教學策略獲得學生喜歡 

從學生在「造形之美學習自評統計表」第五題「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

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3%，加

計「沒意見」的比例達到 93%，顯示這個課程的教學策略獲得學生喜歡。 

（2）圖像的選擇能引起學生興趣 

播放蕭勤線條感十足的現代抽象水墨畫時，獨特的線條與色彩表現，引起學

生關注和討論，氣氛熱烈，對水墨毛筆線條的繪畫鑑賞有個好的開始，有助於對

後續圖片的線條特色觀察。「36 個字」簡單的動畫引起熱烈的反應，同學們態度專

注，同儕教師認為圖片播放順序由現代搭古代，內容部分能引起學生思考、激起

聯想，在一節課的首尾播放動畫，學生專注度提升，讓研究者領悟到順序安排的

不一樣，能得到更好的效果。 

（3）創作作品能達到教育目標 

顯示學生確實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創作水墨畫，並展現自己的特質，表

達想像力與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能有效的使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

活動。 

（4）教師具有好的教學行為 

學生跟協同教師皆認為教學時的說明很清楚，能掌握學習動機、要領及學習

情況，引導學生思考，教師能運用講述法、問答法、討論法、發表法等多元教學

方法及學習活動，能搭配使用電腦、單槍投影機、麥克風等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

習。 

（5）教學中保持良好的師生關係 

就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來看，班上上課的氣氛是熱絡的，學生交換意見有助

於對課程的吸收，播放動畫時，因為使用麥克風貼著筆記型電腦喇叭的方式播音，

結果成年男性配音低沉，學生反應聲音聽不清楚，要求開大聲一點，有多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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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提出要幫忙到辦公室借外接喇叭，討論課程的時候，教師能時時注意學生的

狀況，避免學生討論離題，透過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引導學生發表自己的看

法，並對其他學生提問剛剛學生發表的內容，促使學生傾聽同學的發表內容。 

（6）運用多元的的評量方式 

同儕教師認為在單元活動裡，教師能運用上課提問、平時課堂表現、寫學習

單、創作作品、學生作品發表等方式進行多元評量，並在互相評量前明定評分的

比例，讓同學瞭解作品評分標準，在創作活動時能將學生在創作時的表現予以注

意並緊盯學生進度，列入課堂表現成績，對未帶用具的學生予以扣分，且督促學

生填寫意見調查及心得表，有助於學生回饋及後續課程指導。 

（7）互相評量有評分標準對學生鑑賞同學作品有幫助 

鑒於在第一單元裡在學生互評的的時候有評分標準對學生鑑賞同學有幫助，

因此在第二單元、第三單元裡，維持鑑賞活動時發給學生評量表，在評分表上帶

有評分標準，並說明評分標準，讓學生能根據評分標準中的配分來評鑑學生的作

品分數。 

（8）作品事先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果較好 

在鑑賞活動前將繳交的作品數位化，依照學生座號更名儲存，在鑑賞活動時，

老師讓學生自行操作筆記型電腦連接單槍投影機投影作品畫面，學生依照座號順

序介紹自己的作品，每人限時一分鐘，學生認為作品數位化後，看起來比原畫作

美觀，但仍有未提前繳交作品的學生，手拿著作品站到講台前作介紹，對較遠處

的學生來說，看不清楚作品，相較之下，作品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果較好。 

（9）班上形成集體意識對學生作品評鑑 

當學生分享的作品內容太過蒙混、簡略粗糙時，評分的同學會大聲批評、鼓

譟、嘲笑，對不錯的作品也會發出讚嘆、討論，雖然影響評分進行，但從評鑑作

品的角度來看，學生已經形成一個集體的評判標準，直接對創作不認真的學生形

成一股壓力，對認真的同學形成一種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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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創作時學生彼此具有互助精神 

同學間有互助的精神，有帶用具的學生會跟沒帶的學生共用，還會互相給建

議，提供創作靈感。 

（11）能發揮創意尋找替代品 

由於學生沒帶用具的比例太高，教師預先準備的用具不夠學生借用，因此提

醒學生用手當筆或發揮創意找到可以替代調色盤跟水杯功能的物品，結果許多同

學選擇直接用桌面當調色盤跟水杯，也有從資源回收桶中找寶特瓶、鋁箔包等作

為替代品。 

（12）學生能主動使用上課中所需的科技產品 

經過兩次的互評活動，學生已經知道要拿麥克風發表才能聽得清楚，所以上

台發表的都會拿麥克風，忘了拿的也在同學提醒下拿起麥克風發表，在觀看學生

作品時學生也會主動去操作筆記型電腦，按出下一件作品或放大圖片，而不用再

由教師動手操作或指揮。 

（13）繳交創作及時 

本單元創作作品繳交 39 件，繳交率為 98%，跟第一單元的 90%相比高一點、

第二單元的作品繳交率 73%相比高出很多，顯示教師將創作時間限縮在一節課，

並規定一律在下課時交出作品的方法成功。 

2.缺點 

（1）學生的說明能力仍有待繼續練習 

從學生學習態度和反應中觀察到，學生對於現代抽象水墨的鑑賞，對造形描

述較能把握，能發揮想像力思考圖像的意義，但在古代圖片鑑賞部分描述的語詞

大都是簡單的，仍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說明，在對自己的作品作分享說明時，一

部分同學無法清楚說明自己創作理念、意義，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雖然較第二

單元分享狀況有所進步，但仍顯示學生對「說明」的能力還需要多多的練習。 

（2）對學習單和學習意見調查表填寫仍表現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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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學習單時，有學生叫著「又要寫學習單了」，觀察發現有學生一拿到就開

始填寫，根本不管課程還沒開始，有的一拿到就放抽屜，直到下課都沒拿出來。

要求先交學習單，較認真的學生要求回去找資料填寫，交來的學習單裡，發現有

半數只填寫了姓名就交來。在第二節鑑賞課將學生交出的學習單發還，提醒學生

有許多未填寫的先填寫至上周進度，當鑑賞課結束收到的學習單共計 24 份，佔

60%，仍有 40%學生未交，4%學生只填姓名就交了，13%未完全填寫，未填寫的

內容大都是對創作的構想，完整且填寫認真的有 17%。 

同儕教師於上單元結束時建議階段性回收學習單，以便即時驗收成效並避免

學生遺失學習單，試行之後發現，雖能驗收中間填寫的成效，但對最後繳交率沒

幫助，不交的還是不交。 

（3）學生對創作態度輕浮 

在前面學生學習態度和反應的觀察記述中，從教師的創作說明學生不注意聆

聽、未攜帶用具比例太高甚至希望由教師全部準備、在創作時間有限下仍然著重

於交談、不帶用具的目的是為了背英文等等情況，都可以看出學生對創作活動的

態度輕浮。 

3.缺點如何改進 

（1）學生的說明能力繼續練習 

從學生學習態度和反應中觀察到，學生對於鑑賞、描述有所進步，但仍顯示

學生對「說明」的能力還需要多多的練習，對此日後安排課程，仍應安排學生發

表、鑑賞說明，讓學生持續練習。 

（2）積極督促填寫表單 

跟施老師及學校同儕教師討論學生表單缺交的問題，發現這似乎是這一代學

生的通病，學生大都懶的寫字，覺得寫學習表單很麻煩，也不怕被扣分、被當，

因為學校會開重補修的課，學生認為只要修了重補修就可以過關，且美術課被當

並不影響畢業，所以對於學習表單的填寫乃至於所有作業，仍然只能依靠教師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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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督促，以提高繳交率。 

（3）教師確實處罰犯錯學生 

學生在創作課程中態度輕浮，表現在教師的創作說明學生不注意聆聽、未攜

帶用具比例太高甚至希望由教師全部準備、不帶用具的目的是為了背英文、在創

作時間有限下仍然著重於交談等四方面，偏偏學生的自評及訪問中都顯得自我感

覺良好，一點也不覺得需要改進修正，而學生的這種表現也讓教學者覺得有挫折

感，覺得美術鑑賞課程的研究怎麼反而在創作課程上進行不順利，學生問題多，

施老師認為因為研究者將研究重點放在鑑賞課程上，對於鑑賞課程會面臨的問題

早已預做功課及準備，只待課程實踐檢驗，自然問題少，而創作課程只是依照平

時上課的方式在進行，學生的表現也是在創作課程中都會出現的情況，對照鑑賞

課程的順利問題少，當然顯得創作課程問題多，經過施老師的安慰，心情平復許

多。 

跟施老師討論，施老師認為不帶用具這一項最好解決，用具、材料就全由教

師全部準備即可，學生只要出一部分錢即可，搭配不讓學生帶作品回家，可以讓

課程順利進行，解決因沒有用具而進度拖延的問題，也避免了學生以沒帶用具為

藉口，做其他科的作業或背英文。但研究者認為由教師準備是很簡單，但學生可

能會得寸進尺，希望費用也由教師出。 

至於教師的創作說明許多學生不注意聆聽、在創作時間有限下仍然著重於交

談等這兩項歸納下都是學生不分場合的交換意見，學生本身沒有互相約束的能

力，都是班級常規不佳的表現，只有透過教師在課堂上以切實執行處罰的手段來

解決，才有嚇阻性，例如對一直在進行靈感分享的學生，教師第一次給予口頭警

告，第二次扣分，第三次以後勞動服務，對表現良好的同學與以鼓勵，當罰則建

立，就要切實執行，不過死豬不怕滾水燙，遇到不怕處罰的學生，還是只有靠教

師盡量督促。研究者省思在創作教學過程中，把重點放在對學生指導督促與抑制

噪音上，對於處罰除了扣分，對學生的勞動服務並沒有注意到學生是否乖乖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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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可能因此讓學生覺得以輕浮的態度上創作課沒關係。 

第四節  研究省思 

本課程發展前先就研究場域及研究對象進行調查瞭解，然後與同儕教師討論

發展課程，研究者提出統合中國美術鑑賞、美術創作、視覺設計等內容，形成三

個單元，每單元教學活動分為中國美術鑑賞、美術創作、學生作品鑑賞等三部分

共計四週來實施。並就課程實際進行中遭遇的問題與同儕教師討論，提出解決辦

法，課程經過修正後在下一單元再實施，再觀察問題是否有效解決或是否有新問

題產生，在修正課程後再進行修正，經歷三次課程模式的循環，達到改進美術鑑

賞課程教材教法，提升研究者教學專業知能的目的，以下根據研究過程與課程進

行中遭遇的問題、學生喜歡的教學內容及發現進行整理。 

一、研究過程遭遇的問題與解決 

在運用故宮網路資源發展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研究過程中，由於環境與人的

因素，面臨到一些問題以及解決方法，以下分為幾項敘述之。 

（一）課程規劃方面 

1.教學活動場域選擇以效果考量 

由於教學科技受到重視，教育部歷年來逐步補助學校進行教學科技設備的更

新，因此普通教室裡配備了電視、校園視訊廣播系統、單槍投影機、投影銀幕、

擴音機、窗簾等，但美術教室缺乏這些設備，若要使用必須向設備組借用，因此

在教學場域的選擇上，曾陷入到底該在美術教室上課還是在普通教室上課的考

量，若在普通教室上課，一切視聽設備大致具全，具有方便性，且教室空間較小，

教師與學生距離近，師生互動效果好，而美術教室空間大，學生上課時容易分心，

需要事先向教務處借視聽器材，空間大秩序管理不易，因此以方便性及上課時的

互動效果考量，決定在普通教室進行美術教學活動。 

到了下學期，學校搬遷美術教室，新的美術教室前身是電腦教室，空間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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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來美術教室大，除了教室內的白板具有磁性，附有一個電動銀幕，還有一條短

短的網路線，除此之外依然缺乏視聽設備，就又面臨跟研究一開始的場域選擇一

樣，奏後還是以方便性及上課時的互動效果考量，決定繼續在普通教室進行美術

教學活動。 

2.研究輔助器材需自備 

由於到過設備組瞭解教學設備的借用，知道學校有攝影機及轉檔用的電腦可

以提供教師作教學紀錄，因此預想借學校攝影機作研究紀錄，可以節省研究經費，

但在研究開始前想先借用練習使用，卻發現攝影機已被其他教師借用，且歸還時

間不定，無法保證在研究者教學時可以借到，因此最後還是選擇自己購買一台攝

影機作為紀錄之用。 

教學用的筆記型電腦學校沒有提供，因此研究者也選擇自備，使用上較為便

利，到了第二單元進行時，發現由於筆記型電腦老舊，動畫的播放速度及程式運

作變慢，影響上課氣氛，因此重新購買一部筆記型電腦作為上課之用。 

3.課程進行時間必須順延 

原定的鑑賞課程進行時間，剛好和學校安排配合的事件碰上，例如：第一單

元時碰上參觀學校藝術中心的展覽、藝術講座、第二單元時校慶師生作品展參觀、

校慶補假、第三單元時碰上美術教室搬遷等，只好都往後順延，學生因此產生的

遺忘現象，只有利用上課時以複習的方式補救。 

（二）課程實施研究方面 

1.訪問學生的時間縮短 

原先計畫每單元進行的隔天午休時間進行對學生的訪問，以方便課程的檢討

修正，在第一單元時就發生，時間到了學生未出現的現象，到班級所在尋找，卻

沒人在，經過詢問其他老師，原來是該班級朝會時表現不佳，被教官處罰整週午

休都必須到升旗台罰站，因此學生無法受訪，這種狀況學期中常會不定期發生，

只有改約定以單元進行節次的下一節下課後的時間進行訪問。由於下課時間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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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且會因為學生要上廁所或被其他老師留下或忘記跟老師有約，影響訪問

時間，因此學生的訪問常在匆促下進行，且為分段訪問，前一節下課沒問完的問

題，下一節下課接著問，學生的回答大都是很簡潔的短句，需要研究者追著細問。 

2.學生對受訪表現沒耐心 

學生對於被研究者訪問，剛開始覺得新鮮好玩，表情嘻笑，答案簡單，後來

因為研究者追問，產生不耐或不知如何回答的表情，需要研究者將問題轉換成選

擇題，學生才較容易回答。當研究者拿著學生填的問卷詢問學生填著負面選項的

問題，要追問問題所在時，學生居然說出下次問卷全要勾選正面選項，經過觀察，

並沒有真的在下次問卷中全勾選正面選項，只是想要表現對受訪的不耐煩。對此

現象，研究者改以輪流訪問較樂於回答問題的學生的方式進行。 

3.同儕教師變動 

由於負責觀察的同儕教師是預先邀請該堂課有空的教師，因此當第二單元該

位教師有事無法參與觀察時，只能採用觀看錄影畫面來進行觀察討論，到了下學

期第三單元改由另一位有空的教師協助觀察。 

二、課程進行中遭遇的問題與解決 

此次行動教學從 98 年 11 月 2 日開始到 99 年 4 月 19 日止，一共進行三個單

元十二節課，教學時間橫跨寒假，以中國美術鑑賞活動、美術創作活動、學生作

品鑑賞活動等三部分組成為基本模式形成一個單元，每單元歷時四週，根據三次

單元課程實施歷程進行循環的檢討省思，將遭遇的問題與解決歸納如下。 

（一）鑑賞的圖片準備太多 

在第一單元裡同儕教師觀察到研究者準備的教材內容有助於創作，也有助於

從不同角度去鑑賞藝術品，可惜的是圖片準備有些多，而學生對鑑賞的過程需要

教師加以引導，使得預計的時間有些不足，導致後面的課程內容，教師在講解時

說話速度加快，這點研究者也有感覺到，當感覺時間不太足夠時，為了達到預定

的進度，就會加快說話的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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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單元裡將鑑賞圖片減少為大約 5 張，多給學生進行鑑賞與討論的時間，

連帶的也讓學生有充足的時間填寫學習單及意見調查表，就不再有趕進度的狀況

發生。 

（二）班級經營要加強 

在教學時研究者試圖營造輕鬆、愉快、安全、鼓勵及良好師生互動的上課氣

氛，但在教學活動期間，學生喜歡交換意見、學習單填寫消極、用具不帶、作業

缺交等問題困擾了研究者，影響了教學的情緒，在三個單元中，每每因為這幾個

問題與同儕教師討論如何解決。 

1.對學生交換意見彈性處理 

第一單元裡從與學生的訪談中瞭解，學生覺得交換意見有助於對鑑賞藝術、

增加創作的靈感，在美術課這種屬於輕鬆休閒的課程裡，交換意見一件很重要的

事，若教師覺得音量過大，可以要求學生降低音量，不希望教師禁止學生交談，

那會讓美術課沒有樂趣，而根據同儕教師的觀察到學生真的是針對藝術鑑賞及創

作在交換意見，學生在交換意見的過程中形成一種熱絡的氛圍，若完全禁止學生

交換意見，可能會形成一種冷場的氣氛，因此提出「老師可以在上課過程中時時

注意學生的狀況，當發現交談過於熱鬧時，透過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讓另一

位說話的學生重述一遍同學的答案，幾次之後學生就會注意音量的問題，透過這

種方面來阻止吵雜感。」 

在第二單元，吵雜到有些失控的情況發生在創作課程，當教師對個別學生進

行指導時，吵雜的情況會慢慢發生，需要再次進行抑制，跟施老師討論這個狀況，

施老師認為創作活動進行中，學生互相分享就創作交換意見，教室氣氛本來就會

有些吵雜，若要學生在安靜的環境中進行創作，就必須要全然禁止學生交談，而

這樣的禁止可能讓本來就對創作沒信心沒想法的學生產生更負面感受。就兩種狀

況考量，一個是教室環境有些吵，但學生喜歡創作課，一個是教室環境安靜，但

學生討厭創作課，似乎讓學生對創作課保持喜歡的態度是較好的，對學生作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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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創作技巧差，可以讓學生多多練習修正，但若是讓學生討厭，則學生會更消極

的態度面對創作課程。因此決定對學生就創作交換意見的行為，還是視吵雜情況

處理，感覺太吵時再進行抑制。 

在第三單元進行時，學生在創作課不分場合的交換意見影響上課，而學生自

我感覺良好，施老師建議透過教師在課堂上以切實執行處罰的手段來解決，才有

嚇阻性，例如對一直在進行靈感分享的學生，教師第一次給予口頭警告，第二次

扣分，第三次以後勞動服務，對表現良好的同學與以鼓勵，當罰則建立，就要切

實執行，不過死豬不怕滾水燙，遇到不怕處罰的學生，還是只有靠教師盡量督促。

研究者省思在創作教學過程中，把重點放在對學生指導督促與抑制噪音上，對於

處罰除了扣分，對學生的勞動服務並沒有注意到學生是否乖乖的照做，可能因此

讓學生覺得以輕浮的態度上創作課沒關係，日後對於處罰要切實執行。 

2.密切督促學生填寫學習表單 

在第一單元觀察到學生缺交填寫學習表單的狀況，學生認為最好不要有學習

單，雖然題目簡單，但實在懶的寫字，因為覺得很麻煩，固然學生如此反應，但

基於評量的完整性，學習單仍不可少，只有在課堂上密集注意學生填寫學習單的

情況。同儕教師認為留給學生填寫學習單和意見調查表的時間不足，學生必須利

用下課時間或回家才能完成，常造成學生將表單弄丟，必須重新下載填寫，若經

過時間較久，忘了之前的上課內容，則常常借同學的學習單來填寫或者乾脆不交，

研究者從互評表的繳交率 100%來看，填寫時間不足確實影響了學生對學習單的填

寫繳交，關於填寫時間不足這一點，決定在第二單元的時間分配上，進行調整。 

第二單元預留較充裕的書寫時間，且配合活動內容依序填寫，但觀察發現，

學生就是懶的寫，舉凡需要花時間思考的書寫行為，都在教師的一再催促下才會

填寫繳交，甚至有些學生就不寫不交，教師除了一直督促填寫，甚至以寫的好的

加分、不繳交沒分數、扣分、可能會當人等言詞提醒學生，在繳交表單中發現有

填上姓名就交來的學生，連班級座號都沒填寫，發還學生讓其填寫就沒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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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同儕教師討論，同儕教師建議除了教師督促填寫，並在下課就收學習單，等下

一週再發還，可藉此監控學生填寫情形，並在之後持續追蹤學生繳交狀況外，還

可連同美術小老師每天提醒同學並代收表單，對表單的填寫繳交率應有增加的作

用，畢竟美術課一週一節，教師只有在當週當節才能督促提醒，而小老師每天都

在班上，對督促繳交較有積極作用，同儕教師的建議很有道理，決定在第三單元

以積極督促的方式處裡學生填寫表單。 

在第三單元觀察發現有學生一拿到就開始填寫，根本不管課程還沒開始，有

的一拿到就放抽屜，直到下課都沒拿出來。同儕教師於上單元結束時建議階段性

回收學習單，以便即時驗收成效並避免學生遺失學習單，試行之後發現，雖能驗

收中間填寫的成效，但對最後繳交率沒幫助，不交的還是不交。跟施老師及學校

同儕教師討論學生表單缺交的問題，發現這似乎是這一代學生的通病，學生大都

懶的寫字，覺得寫學習表單很麻煩，也不怕被扣分、被當，因為學校會開重補修

的課，學生認為只要修了重補修就可以過關，且美術課被當並不影響畢業，所以

對於學習表單的填寫乃至於所有作業，仍然只能依靠教師積極的督促，以提高繳

交率。 

3.用具材料全部由教師準備 

在第一單元創作活動裡超過 10%學生沒帶用具及自己的作品，經過討論，決

定由研究者購買一部分供學生借用，第二單元創作活動出現老師的準備不足以提

供學生所需，甚至第二節課忘了帶用具材料的人數更多，研究者覺得很懊惱，覺

得自己是否因此養成學生「沒帶沒關係，反正老師那裡有」的觀念，同儕教師安

慰並建議可再增加準備媒材、工具的數量，供學生忘了時借學生使用，以維持良

好學習氣氛。 

在第三單元創作活動前一週即事先跟學生宣布「墨汁由老師提供，宣紙全班

統一由小老師買，毛筆跟調色盤、水杯由同學自己準備」，結果是有全班只有 10%

學生帶了毛筆跟調色盤、水杯，其餘 90%學生都沒帶，連小老師都忘了買紙，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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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了上次經驗，教師預先準備了全班數量的 8K 宣紙，結果派上用場，但有些學

生居然得寸進尺的說應該所有用具都由教師準備。 

施老師認為不帶用具這一項最好解決，用具、材料就乾脆全由教師準備，學

生只要出一部分錢即可，搭配不讓學生帶作品回家，可以讓課程順利進行，解決

因沒有用具而進度拖延的問題，也避免了學生以沒帶用具為藉口，做其他科的作

業或背英文。 

4.密集督促學生繳交作品 

在第一單元作品鑑賞活動中 90%學生大都在最後一刻交出作品，因此只要密

集的督促學生創作進度，提醒學生繳交期限，遲交予以扣分，學生應能如期繳交

作業。到了第二單元，作品繳交率只有 73%，根據觀察判斷，問題出在學生態度

不認真，浪費了創作時間，因此同儕教師建議在第三單元嚴格督促學生創作，作

品禁止帶回家，創作活動一結束馬上繳交，結果作品繳交率為 98%，顯示教師將

創作時間限縮在一節課，並規定一律在下課時交出作品的方法成功。 

（三）持續在課程中提供學生練習鑑賞說明的機會 

在鑑賞課程中發現學生缺乏說明的能力，就這一點與同儕教師討論，就從批

改學生作文跟週記的經驗，學生大多文筆不佳，使用的語彙簡單，至於說明的能

力，由於國文科有趕進度的問題，所以並沒有在課堂上給學生「說明」的練習，

學生對考卷問題的回答也都是精簡的答案，由此可見，學生缺乏說明的能力是共

通的現象，並不因為是進行美術鑑賞缺乏專業知識而無法說明分享，只有利用美

術鑑賞課程的時間，多安排時間讓學生進行說明分享，引導學生訓練說明的能力。 

在第二單元鑑賞活動中增加鑑賞、討論，學生仍然對造形描述有困難，描述

的語詞大都是簡單的，仍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在對自己的作品作分享說明時，

一部分同學也無法清楚說明自己創作理念、意義，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雖然較

第一單元得分享狀況有所進步，但仍顯示學生對「說明」的能力還需要多多的練

習。從第三單元鑑賞活動中觀察到，學生對於鑑賞、描述有所進步，對公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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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表現的較有自信，但仍顯示學生對「說明」的能力還需要多多的練習，對此

日後進行課程時，仍應安排學生多多發表、持續練習鑑賞說明，學生的鑑賞能力

有賴長期的培養。 

（四）文化創意概念提供學生創意思考 

在第二單元創造活動裡，引導學生從文化創意角度思考帶有中國風的立體器

物創作時，學生覺得難度很高，還沒嚐試就不斷要求老師不要限制，最後文化創

意這一項被學生拋之腦後，器物的概念降低為可以使用的用具。研究者省思，在

第二單元鑑賞藝術品中傳達「文化創意」的概念學生雖然能夠接受，但要做出作

品對學生而言確有難度，在學生對立體造型還不能掌控時，要求學生將中國文化

元素融入到創作中確實有困難，文化創意的概念只是提供學生做做時的思考方

向，從學生作品裡雖然做出公仔造形，但都是跟學生的生活經驗連結的，有些由

平時看的漫畫卡通裡得到靈感，形成具有外國文化風格的作品，就這一點跟施老

師討論，施老師認為學生不是設計師，也不是美術設計科系，本來就無法做出有

市場水準的文化創意作品，故宮公仔只是開啟學生的視野，教師只要把概念釐清，

學生能從生活經驗連結創作出作品，就已經符合單元教學目的。 

（五）教學媒體工具要準備周全 

在第三單元鑑賞活動播放動畫時，因為使用麥克風貼著筆記型電腦喇叭的方

式播音，結果成年男性配音低沉，讓學生聽不清楚，要求開大聲一點，研究者將

麥克風換成以音訊傳輸線接擴音機跟筆記型電腦，聲音變的很大聲，但在問學生

問題時，又必須將音訊傳輸線從擴音機上拔除，接上麥克風，一播影片又要再換

回音訊傳輸線，換來換去影響教學的連續性，覺得很忙。同儕教師認為研究者在

工具的準備上很充足，隨身帶著音訊傳輸線，一有需要馬上可以用，較可惜的是

用了傳輸線就無法使用麥克風，兩者間切換耗時，建議還是把電腦外接喇叭較理

想。 

三、學生喜歡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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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評鑑活動得到最多學生喜歡 

從三個單元的學習自評統計表裡，都可發現「這四週的單元課程，我最喜歡：」

調查統計結果「作品評鑑活動」得到最多學生喜歡。 

（二）造形懸疑、局部放大、具特效與互動的圖片影像較能吸引同學注意 

在第一單元裡溫酒瓶的懸疑、翠玉白菜放大圖、毛公鼎的新與舊吸引了學生

熱烈討論，在第二單元裡法藍瓷的瓷器造形引發學生想像，播放「蓮花式溫碗」

的 3D 效果與播放「如何欣賞陶瓷之美」的動畫時，情緒激動，在動畫中有互動式

的問題，學生會跟著題目回答問題，要求教師快按下滑鼠揭曉答案，答案錯了馬

上有同學換答案要求快按，學習態度很積極。在「創作說明」時，對於「清宮娃

娃榨汁機」要如何使用頻頻討論，看到「故宮時尚公仔」更是大叫「好可愛，哪

裡有賣？」顯示圖像的選擇能引起學生興趣。第三單元裡播放蕭勤線條感十足的

現代抽象水墨畫「混沌初開」時，獨特的線條與色彩表現，引起學生關注和討論，

氣氛熱烈，對水墨毛筆線條的繪畫鑑賞有個好的開始，有助於對後續圖片的線條

特色觀察，「36 個字」動畫內容簡單，卻能引起學生專注。 

四、發現學生彼此具有互助精神 

同學間有互助的精神，有帶用具的學生會跟沒帶的學生共用，還會互相給建

議，提供創作靈感，沒帶用具的學生能發揮創意尋找替代品，並和同學一起使用，

在學生作品鑑賞時，能互相提醒拿麥克風發表，在觀看作品時也會主動協助操作

筆記型電腦。 

五、學生經由生活經驗與體認完成創作 

在三次創作成果分析中發現，學生確實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創作水墨畫，

並展現自己的特質，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能有效的使

用媒材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六、發現教師的教學技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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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到第三單元裡，同儕教師在教學檢討時提供了私人的教學技巧與建

議，讓研究者在課程進行時能更順利。例如：透過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引導

學生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對其他學生提問剛剛學生發表的內容，促使學生傾聽同

學的發表內容。學習單下課就收，等下一週再發還，可藉此監控學生填寫情形，

並在之後持續追蹤學生繳交狀況外，連同美術小老師每天提醒同學並代收表單。 

對圖片與動畫順序安排一直都是先圖片後動畫，由於第三單元鑑賞活動有兩

節課因此安排第一節課是圖片鑑賞與討論，第二節課安排動畫播放、圖片鑑賞、

動畫播放，同儕教師認為圖片播放順序由現代搭古代，內容部分能引起學生思考、

激起聯想，在第二節課首尾播放動畫，學生專注度提升，讓研究者領悟圖片與動

畫順序安排的不一樣，能得到更好的效果。 



 
 

175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深入分析故宮網路資源與資訊科技融入美術教學理論、實際

運用故宮網路資源設計適合高職階段的中國美術鑑賞課程、運用行動研究法實施

教學，改進美術鑑賞課程的教材教法，以提升研究者教學專業知能。本章將分為

兩節，第一節為結論彙整歸納研究結果並根據研究目的和問題來論述本研究之結

論；第二節為建議，對於未來後續發展與實施及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目的所要探討的問題包括：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

時，教學策略為何？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時，面臨的困境？

如何因應？學生對於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時，上課反應如

何？學生對於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學習效果如何？根據上

述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歸納以下的結論： 

一、生活經驗引導加上鑑賞創作鑑賞為教學策略 

（一）高職中國美術鑑賞課程兼顧多元文化與生活經驗 

從文獻資料顯示高職美術教育教材教法上延續國中小九年一貫教育課程，從

「學科本位」的教育思潮進入到統整「多元文化」與「生活中心」的藝術教育思

潮。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教學內容要兼顧多元文化與生活經驗，創作與鑑賞要形

成連貫，而非獨立形成一個鑑賞單元，因此在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設計時，依

據以上原則，從學生的生活經驗相關聯程度思考中國美術鑑賞課程的單元內容編

排順序，而非根據創作的難易程度。教學方法採多元化，除欣賞講述外、鼓勵學

生小組討論、創作、發表，引導學生獨立思考、增進審美能力，培養學生對美術

的興趣。評量方式除了多元化外，評量的內容包含學生在上鑑賞課時的表現。 

（二）美術鑑賞課程應該是鑑賞創作鑑賞的連續歷程 

分析美術教學理論，美術鑑賞教學的意義在藉由美術品提供學生機會，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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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中的人、事、物，經由系統的課程活動安排，增進美術知識、培養美感、

想像與創造力，充實其生活經驗，目的是作為日後審美生活或創作的需要與基礎。 

一個完整的美術鑑賞課程應該是鑑賞→創作→鑑賞的連續歷程。有助於美術

鑑賞教學的方法有講述法、觀察法、討論法、對話法、比較法、探究法、學習單

教學法、活動參與法、視聽教學法、發表教學法等。 

教學評量可協助教師美術鑑賞教學工作的進行與改進教學方案，從課程設計

開始，蒐集學生學習資料加以分析，提供教學參考，在教與學的過程，運用多元

的評量方式，了解學生學習情形，進而調整、改進教材教法，課程結束後評量學

生學習結果，每一教學階段評量工具、評量方法的選用搭配需要教師多面向的考

量。本研究中美術鑑賞教學的評量實施方式，就類型來區分：有教師評量、學生

互評、學生自評等，在應用上有：觀察法、問答法、討論、學習單、問卷調查、

自陳法、評定量表、資料蒐集整理等方式。 

（三）故宮網路資源豐富選擇多要注意內容適量與版權問題 

故宮可以提供鑑賞的教材相當豐富，有平面圖片、虛擬實境、3D 虛擬文物、

動畫、影音多媒體互動、線上課程教學、線上遊戲、線上資料檢索等，在教學使

用時，要注意內容適量，否則在實施教學，會造成授課超過預計時間、學生吸收

不良的效果。 

故宮網站上的圖像在線上觀賞都是免費的，如果要下載使用，不管是否營利

使用，都須先向故宮申請，取得授權、繳費後才能使用，教師運用故宮網路資源

進行教學算是合理使用，但如需下載使用還是要經過故宮的審核同意，視情況收

費。 

（四）以多媒體與電腦軟體輔助教學 

在缺乏電腦教室可使用的狀況下，將網路資源使用電腦簡報軟體編輯製作，

並配合電視、電腦、單槍投影機、銀幕等設備進行教學。教學者可以在教學簡報

中加入影片、動畫、音樂音效等各種動態資料，利用聲光影音動態的多媒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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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吸引學生注意力的方式。現在的電腦輔助教學軟體幾乎都以多媒體的形式

製作，將抽象化的概念以視覺化的方式表現，有助於學生理解，或者利用軟體建

立學習環境，以協助學生操作練習。 

二、運用故宮網路資源進行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時面臨的困境與

因應 

（一）鑑賞的圖片準備太多要減少 

雖然經由文獻探討已經注意到教材內容要適量，但第一單元實際進行教學時

發現圖片還是準備太多了，導致時間不足趕進度，在第二單元以後將鑑賞圖片減

少就不再有趕進度的狀況發生。 

（二）班級經營要加強 

在教學活動期間，學生喜歡交換意見、學習單填寫消極、用具不帶、作業缺

交等問題困擾了研究者，討論解決方法為對學生交換意見彈性處理、密切督促學

生填寫學習表單、用具材料全部由教師準備、密集督促學生繳交作品。 

（三）必須持續在課程中提供學生練習鑑賞說明的機會 

在鑑賞課程中發現學生缺乏說明的能力，到第三單元鑑賞活動中觀察到，學

生對於鑑賞、描述有所進步，對公開分享發表表現的較有自信，日後仍應安排學

生多多發表、持續練習鑑賞說明，學生的鑑賞能力有賴長期的培養。 

（四）文化創意概念提供學生創意思考 

在第二單元鑑賞藝術品中傳達「文化創意」的概念學生雖然能夠接受，但要

做出作品對學生而言確有難度，文化創意概念重在開啟學生的視野。 

（五）教學媒體工具要準備周全 

因為麥克風對筆記型電腦喇叭收音不足，將麥克風換成以音訊傳輸線接擴音

機跟筆記型電腦，但使用麥克風上課時必須將音訊傳輸線從擴音機上拔除，接上

麥克風，一播影片又要再換回音訊傳輸線，換來換去影響教學的連續性，準備外

接喇叭連接電腦較為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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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略獲得學生喜歡 

在第一單元的學習自評統計表裡針對整個單元的進行方式進行調查「我喜歡

中國美術鑑賞課程這種先鑑賞藝術品，然後再進行創作，然後鑑賞同學們作品的

上課方式。」是，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66%，加計「沒

意見」的比例後達到 97%。針對運用鑑賞、創作、鑑賞模式進行後續課程的學習

意願進行瞭解，「我喜歡以這種方式進行鑑賞的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

習。」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9%，加計「沒意見」的

比例後達到 95%，顯示學生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這個課程的比例較高。 

在第二單元的學習自評統計表裡同一題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

的比例合計 42%，加計「沒意見」的比例達到 88%，在第三單元的學習自評統計

表裡同一題選填「完全同意」到「大部分同意」的比例合計 43%，加計「沒意見」

的比例達到 93%，顯示學生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這個課程的比例較高。 

將先鑑賞藝術品然後再進行創作然後鑑賞同學們作品的上課方式分為，中國

美術鑑賞活動、創作活動、三部分，在三個單元的調查裡學生最喜歡的是學生作

品鑑賞活動。 

四、造形懸疑、局部放大、具特效與互動的圖片影像較能吸引

同學注意 

在故宮資源運用方面的文獻探討裡，陳怡珍與鍾雯琪皆認為「3D 文物展示系

統」對藝術鑑賞學習最有幫助，而動畫人物解說，能引起學生較高的學習興趣，

研究者在課程設計時參考這兩項概念，教學實施後發現在第一單元裡溫酒瓶的懸

疑、翠玉白菜昆蟲放大圖、毛公鼎的新與舊吸引了學生熱烈討論，細部圖片的放

大有助於學生觀察欣賞，在第二單元裡法藍瓷的瓷器造形引發學生想像，播放 3D

效果的「蓮花式溫碗」與播放「如何欣賞陶瓷之美」的動畫時，情緒激動，在動

畫中有互動式的問題，學生會跟著題目回答問題，要求教師快按下滑鼠揭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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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錯了馬上有同學換答案要求快按，學習態度很積極。在「創作說明」時，對

於「清宮娃娃榨汁機」要如何使用頻頻討論，看到「故宮時尚公仔」更是大叫「好

可愛，哪裡有賣？」顯示圖像的選擇能引起學生興趣。第三單元裡播放蕭勤線條

感十足的現代抽象水墨畫「混沌初開」時，獨特的線條與色彩表現，引起學生關

注和討論，氣氛熱烈，對水墨毛筆線條的繪畫鑑賞有個好的開始，有助於對後續

圖片的線條特色觀察，「36 個字」動畫內容簡單，卻能引起學生對線條的專注。 

五、學生對鑑賞與分享缺乏描述的能力 

學生在鑑賞活動中對造形描述有困難，無法清楚描述，所使用的語詞大都是

簡單的例如：「白菜上有蟲」、「像是瓶子的魚」等，對教師所問的問題需要指定人

來回答且回答的內容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在對自己的作品作分享說明時，也無

法清楚說明自己創作理念、意義，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種種情況顯示學生對「說

明」的能力需要多多的練習；經過三個單元的練習後，學生對於現代抽象水墨的

鑑賞，對造形描述較能把握，能發揮想像力思考圖像的意義，但在古代圖片鑑賞

部分描述的語詞大都是簡單的，仍需要教師再加以引導說明，在對自己的作品作

分享說明時，一部分同學無法清楚說明自己創作理念、意義，需要教師再加以引

導，雖然較第二單元分享狀況有所進步，但仍顯示學生對「說明」的能力還需要

多多的練習。 

六、作品事先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果較好 

在鑑賞活動前將繳交的作品數位化，學生認為作品數位化後，看起來比原畫

作美觀，未提前繳交作品的學生，手拿著作品站到講台前作介紹，對較遠處的學

生來說，看不清楚作品，相較之下，作品數位化對發表活動效果較好。 

七、作品鑑賞有評分標準對學生鑑賞同學作品有幫助 

在學生互評的作品鑑賞時候，發給學生評量表，在評分表上帶有評分標準，

並說明評分標準，讓學生能根據評分標準中的配分來評鑑學生的作品分數，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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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鑑賞同學作品有幫助。 

八、班上形成集體意識有助學生作品評鑑的進行 

當學生分享的作品內容太過蒙混、簡略粗糙時，評分的同學會大聲批評、鼓

譟、嘲笑，對不錯的作品也會發出讚嘆、討論，形成熱烈的氛圍，雖然影響評分

進行，但從評鑑作品的角度來看，學生隱約形成一個集體的評判標準，直接對創

作不認真的學生形成一股壓力，對認真的同學形成一種鼓舞。 

九、創作過程能培養學生彼此互助精神 

在課程裡同學表現互助的精神，有帶用具的學生會跟沒帶的學生共用，還會

互相給建議，提供創作靈感，沒帶用具的學生能發揮創意尋找替代品，並和同學

一起使用，在學生作品鑑賞時，能互相提醒拿麥克風發表，在觀看作品時也會主

動協助操作筆記型電腦。 

十、教師教材教法得到改善 

（一）對圖片與動畫的順序安排加以注意效果更好 

三個單元裡對圖片與動畫順序安排一直都是先圖片後動畫，由於學生反應良

好，一直沒想到動畫與圖片的播放時間是否要改變，由於第三單元鑑賞活動有兩

節課，因此安排第一節課是圖片鑑賞與討論，第二節課安排動畫播放、圖片鑑賞、

動畫播放，同儕教師觀察後認為圖片播放順序由現代搭古代，內容部分能引起學

生思考、激起聯想，但在第二節課的首尾播放動畫，學生專注度較第一節提升，

讓研究者瞭解到順序安排的不一樣，能得到更好的教學效果。 

（二）增加班級管理的技巧 

在第一到第三單元裡，同儕教師在教學檢討提供了私人的教學技巧與建議，

讓研究者在課程進行時能更順利。例如：透過對正在說話的同學提問，引導學生

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對其他學生提問剛剛學生發表的內容，促使學生傾聽同學的

發表內容，不再交談。學習單下課就收，等下一週再發還，可藉此監控學生填寫



 
 

181

情形，並在之後持續追蹤學生繳交狀況外，還可連同美術小老師每天提醒同學並

代收表單。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課程發展過程，針對故宮、學校、教師、未來研究方向等四方面

提出建議。 

一、故宮應鼓勵教師使用網路資源 

故宮的網路資源豐富，其中有專為學生設計的學習網頁，立意良善，對美術

教師來說可作為很好的教學材料，可惜在網站上說明版權對下載使用有所限制，

只能線上觀看，若下載則為侵權行為 179，在這個重視版權的年代裡，這一點影響

了教師在教學時的利用意願。研究者初次以網路郵件詢問故宮有關單位，得到答

案是基於非營利用途需填妥授權申請書，不過看到故宮在回信附件裡的收費標準

－每張圖像皆收取新台幣 400 元之圖像使用費，有被價錢嚇到，更別說除了填寫

申請書要一一列舉所使用圖像，還要附上證明資料，並須一一將要使用的圖片列

印出來，再郵寄或親送到故宮，手續繁瑣，影響使用網路的方便性。再次以網路

郵件進一步詢問，終於得到答案是在研究論文中使用到圖像，需申請授權並付費，

而教師利用其網路資源作為教學之用算是合理使用，不涉及侵權，因此在此建議

故宮直接在網路上註明開放教師下載作為教學用途，直接免去教師使用其網路資

源的版權顧慮，增加教師對故宮網路資源的利用率。 

二、學校應在財力許可下為美術教室增添視聽設備 

學校為了讓學生有良好的學習環境，在所有普通教室添購了視聽設備，但美

術教室卻缺乏相關設備，要進行鑑賞教學，就必須到教務處設備組去借，但要借

的東西實在太多，電腦外接喇叭、單槍投影機、擴音機、延長線、在加上教師自

己的筆電，要拿一大堆東西實在費力，使得鑑賞教學必須選擇在普通教室，而有

                                                 
179國立故宮博物院/常見問題/故宮網站上的圖像，可以拿來自由使用嗎？

http://www.npm.gov.tw/zh-tw/faqs_02.htm?docno=16&cat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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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師為了達到良好的教學效果，必須自掏腰包購買所需的器材配備，例如筆記

型電腦、音訊連接線、錄影機。因此建議學校在財力許可下，在美術教室配備充

足的相關視聽、網路設備，以增加美術專業教室的使用性，及減輕教師的負擔。 

三、欲實施課程的教師 

（一）尋找幾位不同領域的教師搭配協同教學 

在多元化與生活化的思潮下，研究者與同領域的協同教師規劃整合中國美術

鑑賞、美術創作、視覺設計等不同類別，結合學生生活經驗進行中國美術鑑賞單

元教學，基於美術專業教師覺得簡單的教學內容，也許學生會覺得難，不同領域

的教師可以在這方面提供意見；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學生的學習態度除了影響課

程的進行，也影響了教師教學的心理，學生呈現正向積極的學習態度，教師獲得

激勵，會更認真的進行教學，若學生呈現負向消極的學習態度，除了感染到周遭

的同學，教師的教學也會受到削弱，因此教師需要在課程中從各方面去引導學生

的學習態度朝正向發展，教師本身也需要透過與同儕教師討論，一方面做情緒上

的宣洩，一方面針對上課中所遭遇到的各種狀況，互相分享個人看法及教學時運

用的方法、技巧，不同領域的教師會有不同的角度看法，例如研究者在教學中所

使用的鑑賞發表法，也讓教授國文科的同儕教師發現在其教學中很少使用到該項

方法，考慮在課程中運用，從這一點來看，尋找幾位不同領域同儕教師協同教學

有助於提升專業知能。 

（二）故宮的 3D 文物展示系統與故宮 e 學園對美術鑑賞最有幫助 

在故宮的資源運用上，3D 文物展示系統吸引了學生注目熱烈討論，故宮 e 學

園裡各個主題動畫中人物解說、互動式的問題、小遊戲等，對中國美術鑑賞的教

學有幫助，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且有不同主體分章節，方便教師視教學需要

整合使用，除此之外典藏精選裡的圖片點選放大功能有助於學生觀察欣賞。 

（三）如果注重學生創作成果的精緻度要限定範圍增加創作指導時間 

在本課程進行當中，因為注重創意發想所以對於學生的創作技巧沒有過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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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墨，如果教師很注重學生在創作品呈現的精緻度，在創作上必須對題材加以限

定，指導並要求學生的創作技法達到標準，並增加創作的時間。 

（四）加強使用教學相關電腦軟體的能力 

研究者本身對繪圖軟體、看圖軟體、影音編輯軟體、簡報軟體、網頁設計軟

體、Moodle 課程平台等等都具有基礎的使用能力，在製作教學簡報過程中，幾乎

沒感覺到困難，因此建議具備使用教學相關軟體的能力是必備的。 

四、後續研究方面 

（一）與不同創作類別整合進行課程設計 

本研究規劃整合中國美術鑑賞、美術創作、視覺設計等不同類別，結合學生

生活經驗進行中國美術鑑賞單元教學，以鑑賞為主創作為輔，因此未來可在創作

項目上加以變化，例如電腦繪圖、卡片設計、彩墨、陶藝、花燈…。 

（二）發展整學年有系統的鑑賞教材 

運用故宮網路資源，發展適合高職學生的中國美術鑑賞課程，是一個內容範

圍很大的題目，未來還可根據不同主題繼續研究，發展成整學年有系統的鑑賞教

材，例如在鑑賞內容上加入東西方美術的比較、在現代與過去加入公共藝術，另

外還有許多故宮網路資源沒有運用到，若要繼續研究，還可根據學生的科別性質

不同，以不同的主題、不同議題組織故宮的網路資源進行美術鑑賞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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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課程綱要比較 

99 群科課程、95 暫行課程、89 學年度舊課程美術課程綱要比較表 
 99 群科課程 95 暫行課程 89 學年度舊課程 

科目名稱 美術 美術 
一、美術 I 

二、美術 II 

必選修 選修 選修 選修 

學分數 2 學分 2 學分 2~4 學分 

建議開課時間 第一學年第一學期 第一學年第一學期 無 

課程目標： 

一、涵養並陶育學生美術

的基本概念，增進學生審

美的能力。 

二、引導學生認識美術的

各種創作媒材及技法。 

三、培養學生對美術的興

趣，以提高生活品質。 

一、涵養並陶育學生美術

的基本概念。 

二、引導學生認識美術的

各種創作媒材與技法。

三、培養學生對美術的興

趣，並增進學生審美的意

識，以提高生活品質。

一、涵養並陶育美術的基

本概念。 

二、認識美術的各種創作

媒材與技法。 

三、培養美術興趣，增進

審美意識，以提高生活品

質。 

二、 美術與人生 

（分配節數：4 節） 

一、 美術與人生 

（分配節數：4 節） 

（美術 I）一、美術的意

義與範圍（分配節數：1

節） 

（一）美術的意義與範疇。 （一）美術的概念與意義。同左 

 （二）美術的領域與範圍。 

（二）美術與生活(環境、社

會、文化、科技等)。 

（三）美術與生活。 （美術 I）三、美術與人生

（分配節數：3 節） 

二、 視覺藝術的原理 

（分配節數：6 節） 

三、 視覺藝術的原理 

（分配節數：4 節） 

（美術 I）二、美術的構成

原理（分配節數：3 節）

（二）視覺藝術的風格。 （一）視覺藝術的風格。 （美術 II）七、藝術的風格

（分配節數：2 節） 

（一）視覺藝術與形式原理。（二）視覺藝術與形式原

理。 

同左 

四、 美術的表現 

（分配節數：8 節） 

五、 美術平面表現 

（分配節數：4 節） 

（美術 I）四、平面繪畫

（分配節數：2 節） 

（美術 II）三、平面繪畫

（分配節數：2 節） 

（一）認識各種美術表現(含

平面、立體、綜合、科技等)

之相關媒材之認識。 

（一）各種美術平面表現相

關媒材之認識。 

同左 

課程內容比較 

（二）各類美術基本表現技法 （二）美術基本平面表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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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用與創作。 法之運用與創作。 

（三）鑑賞各主題(含臺灣、

東西方)之平面、立體、綜合

科技美術作品。 

（三）生活中的美術平面表

現。 

 

 六、 美術立體表現 

（分配節數：4 節） 

（美術 I）五、立體造形

（分配節數：2 節） 

（美術 II）四、立體造形

（分配節數：2 節） 

 （一）各種美術立體表現概

念及相關媒材之認識。 

同左 

 （二）美術基本立體表現技

法之運用與創作。 

無 

 （三）生活中的美術立體表

現。 

無 

 七、 中國美術 

（分配節數：4 節） 

（美術 I）六、中國美術

（分配節數：2 節） 

 （一）傳統中國美術的發

展。 

同左 

 （二）當代中國美術的現

況。 

（美術 II）一、當代中國美

術（分配節數：2 節） 

 （三）中國美術的特質與意

義。 

同左 

 （四）生活中的中國美術。 

 八、 西洋美術 

（分配節數：4 節） 

（美術 I）西洋美術 

（分配節數：2 節） 

 （一）西方美術的發展。 同左 

 （二）西方美術的現況。 （美術 II）二、當代西洋美

術（分配節數：2 節） 

 （三）西方美術的特質與意

義。 

同左 

 （四）生活中的西洋美術。 

四、設計中的美術應用 

（分配節數：8 節） 

九、 設計中的美術應用

（分配節數：4 節） 

（美術 I）八、應用美術

（分配節數：3 節） 

（美術 II）五、視覺傳達

設計（分配節數：2 節）

（一）設計中的美術應用

之特質與意義。 

（一）設計中的美術應用之

特質與意義。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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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中的美術與表

現範圍。 

（二）設計中的美術應用表

現範圍。 

同左 

（三）設計中科技媒體的

運用(含電腦繪圖等)。 

（三）設計中的美術應用媒

材之認識與技法運用。 

同左 

 （四）設計中科技媒體的運

用。 

同左 

五、美術與多媒體創作 

（分配節數：6 節） 

十、 美術與多媒體創作

（分配節數：4 節） 

（美術 II）六、多媒體創

作（分配節數：4 節） 

（一）多媒體創作的特質與

意義。 

（一）多媒體創作的特質與

意義。 

無 

（二）多媒體創作的表現與

應用。 

（二）多媒體創作的表現範

圍。 

無 

（三）多媒體與影像、音樂。（三）多媒體創作媒材之認

識與技法運用。 

同左 

 （四）多媒體與影像、音

樂。 

同左 

六、美術館與美術展覽 

（分配節數：4 節） 

十一、美術館與美術展覽

（分配節數：4 節） 

（美術 II）八、美術展覽

（分配節數：2 節） 

（一）美術展覽的形式。 （一）美術展覽的形式。 同左 

（二）美術館的功能。 （二）美術館的功能。 同左 

（三）如何參觀美術館。 （三）如何參觀美術館。 同左 

實施要點比較 

一、教材編選 

（一）教材編選以生活化為

中心，以學生的經驗為基

礎，選取適當之教材，激

發學生學習之興趣。 

（二）教材編寫應圖文並

重，注重內容之完整、合

理、審美及多元等特性。

（三）教材內容可適度融入

社會關切議題，如：環境、

性別、海洋、生涯、人權、

法治及情緒管理等。 

（四）教材可融入以海洋為

主題意涵的作品進行鑑賞

及創作。 

一、教材編選 

（一）教材編選以生活化

為中心，以學生的經驗為

基礎，選取適當之教材，

激發學生學習之興趣。

（二）教材編寫應圖文並

重，注重內容之完整性、

多元性及合理性，並要求

彩色印刷之品質。 

一、教材編選 

（一）教材分為「知識」、「表

現」、「鑑賞」等三個領域。

（二）三個領域在教學時所

佔比例分配：「知識」20%、

「表現」60%、「鑑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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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方法 

(一)鼓勵學生上課除工具書

外，並蒐集富有圖片的美術書

籍及期刊。 

(二)多運用圖片、幻燈片、影

片、CD、VCD 與 DVD 或其他

媒材等多媒體教材，並做說明

及欣賞。 

(三)除引導學生創作表現之

外，並以學生編組、討論作鑑

賞的說明。 

(四)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既

有的知識或經驗為基礎，多舉

生活上的實例以引起學習的

動機，並本因材施教之原則，

重視個別輔導。 

(五)各任課教師可視教學需

要，彈性安排創作教學課程。

(六)教材綱要所列之多媒體

創作係指透過各種形式及媒

材，或綜合媒材，或結合科技

媒體創作，呈現多元樣貌，使

藝術創作的空間更加寬廣，突

破媒材技法的侷限，展現多

元、豐富、求新求變的特質。

二、教學方法 

(一)鼓勵學生上課除工具書

外，多帶富有圖片的美術書

籍、期刊。 

(二)多運用圖片、幻燈片、

影片、CD、LD、VCD、DVD

與 CD-R 等多媒體教材，並

做說明和欣賞。 

(三)除引導學生創作表現之

外，多要求學生做思考性的

說明。 

(四)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

既 有 的 知 識 或 經 驗 為 基

礎，多舉生活上的實例以引

起學習的動機，並本因材教

施之原則，重視個別輔導。

(五)各任課教師可視教學需

要，彈性安排創作教學課

程。 

二、教學方法 

(一)鼓勵學生上課除工具書

外，多帶附有圖片的美術書

籍、期刊。 

(二)多運用圖片、幻燈片、

LD、CD 欣賞作說明。 

(三)除創作的表現外，多要

求學生作思考性的說明。

三、教學評量 

(一)學生成績的評量，除規定

作業成績外，教師在教學時應

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

討論等方面的表達及批判思

考的程度能力，作為重要的平

時成績。 

(二)評量應著重美術知識、美

感判斷及學生學習態度。 

(三)評量應多元化，除創作作

品之外，可採用歷程檔案、專

題報告、現場演示及展覽參觀

等方式進行教學評量。 

三、教學評量 

(一)學生成績的評量，除規

定作業成績外，教師在教學

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

辯駁和討論等方面的表達

及思考能力，作為重要的平

時成績。 

(二)評量應著重美術知識、

美感判斷及學生學習態度。

(三)評量應多元化，除創作

作品之外，可採用資料蒐

集、書面報告、現場演示及

展覽參觀等方式進行教學

三、評量方法 

(一)學習評量應著重美術知

識、美感判斷及學習態度

等。 

(二)學習評量盡量多元化，

除作品外，可以採用資料蒐

集、書面報告或現場演示等

方法。 



 
 

192

評量。 

 

四、教學資源 

(一)美術鑑賞之相關圖片及

影片。 

(二)美術鑑賞相關之視聽教

學資源及設備。 

(三)其他有關校園美化，校舍

建築設計之規劃，公共景觀、

網路與多媒體設備及藝術品

之設置。 

四、教學資源 

(一)美術鑑賞之相關圖片、

影片。 

(二)美術鑑賞視聽教學設

備。 

(三)美術鑑賞相關教學資

源。 

(四)其他有關校園美化，校

舍建築設計之規劃，公共景

觀及藝術品之設置。 

四、教學資源 

(一)美術鑑賞教室應強化美

術相關圖書資料的購置，並

指導學生閱讀使用及資料

蒐集等方法。 

(二)有計畫逐年添置設備，

充實教室內之軟硬體設施。

 

五、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 一 ) 課 程 安 排 可 與 社 團 活

動、學藝活動、校外教學或其

他相關科目配合，以加強教學

統整的功效。 

(二)學校行政應配合課程實

施、教材教具的準備及各項活

動的辦理。 

五、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一)課程安排可與社團活

動、學藝活動、校外教學或

其他相關科目配合，以加強

教學統整的功效。 

(二)學校行政應配合課程實

施、教材教具的準備及各項

活動的辦理。 

五、配合事項 

(一)課程安排可與社團活

動、學藝活動或其他相關科

目配合，以加強教學統整的

功效。 

(二)學校行政應配合課程實

施、教材教具的準備及各項

活動的辦理。 

 



 
 

193

附錄二 各單元教學教案及簡報 
第一單元 美麗的紋飾 

第一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甲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1-1 從線條開

始的藝術 教學日期：99 年 3 月 22 日 教學場地：普通教室 
教學目標 1.能透過觀察描述、分析、與討論的方式，辨認藝術品的美感特徵與

視覺要素。 
2.能比較分析藝術品的媒材、象徵。 
3.能鑑賞藝術品，從事美感認知與判斷。 
4.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創作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5.能嘗試運用創作，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展現自己的特質。 
6.能紀錄與表現自己所見及所接觸的事物與情感，並自我評析。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播放現代器具圖像，詢問學生「這是什麼？」

讓學生從家中器物的造形觀察描述開始。 
2.播放古代器具圖像，詢問學生「這是什麼？」

讓學生觀察描述古代器物的造形，用處，導引

學生注意到古今生活中的器具對應。 
3.播放古人用的玉器、陶瓷器、青銅器，請學生

觀察描述畫面中古人用的玉器、陶瓷器、青銅

器的造形之美。 
4.播放器物上的裝飾紋路（從近代到遠古），請學

生發揮想像力討論解釋、判斷圖案代表的特殊

涵義，再播放圖案代表的答案。 
5.播放青銅器上代表的族徽、紋飾，請學生發揮

想像力解釋紋飾代表的意義，再播放圖案代表

的答案。 
6.請學生思考：「要有怎樣的紋飾來代表自己？」

然後讓學生在學習單上畫下自己的器物圖紋設

計。 
5.詢問學生：「繪製紋飾要準備的材料，除了紙張

還有哪些？可參考哪些資料？」將學生的答案

寫在黑板上，加以討論，引導學生思考利用現

有的圖紋加以修改，就可成為具有個人特色的

圖紋標誌。接著請學生將繪製紋飾要準備的材

料，如：紙、參考資料、鉛筆、橡皮擦、尺、

圓規、上色用具（廣告顏料、調色盤、水杯、

水彩筆）等在學習單上紀錄下來，並回家準備

自編教材 ppt 
學習單 
意見調查表 
 
 
 
 
 
 
 
 
 
 
 
 
 
 
 
 
 
 
 
 
 
 

5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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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告知學生會將今天上課的內容放在網路

上，並與相關的網頁連結，同學可以上網複習。

6.讓學生填寫意見調查表。 

 
 

 
 
5 分鐘 

第二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班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1-2 我的標誌 
教學日期：98 年 11 月 9 日 教學場地：普通教室 

教學目標 1.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創作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2.能嘗試運用創作，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展現自己的特質。 
3.能有效的使用媒材與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 檢查學生帶的材料、工具，回顧上週的學習內

容，說明紋飾標誌設計的重點、設計的題材及

作業規格要求。本週進度為至少要將輪廓線完

成。 
2.檢查學生帶的材料、工具並讓學生進行創作。

教師於巡視學生的創作過程，適度給予創作協

助與引導。 
3.在下課前五分鐘，提醒學生下週攜帶用具。 

自編教材 ppt 
 
 
 
 
 
 
 

20 分鐘 
 
 
 
25 分鐘 
 
 
5 分鐘 

第三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班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1-2 我的標誌 
教學日期：98 年 11 月 16 日 教學場地：普通教室 

教學目標 1.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創作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2.能嘗試運用創作，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展現自己的特質。 
3.能有效的使用媒材與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檢查學生是否有帶要用的物品。 
2.提醒學生上色時應該注意的事項與把握時間。

請學生開始上色。教師於巡視學生的創作過

程，適度給予創作協助與引導。 
4.請學生在上完色，顏料乾後，記得進行作品說

明述寫。 
5.詢問學生：「作品完成後，要如何帶回家？」引

導學生思考作品該如何保持完整不受破壞。 

 2 分鐘 
38 分鐘 
 
 
 
 
10 分鐘 
 

第四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班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1-3 紋飾分享

與鑑賞 教學日期：98 年 11 月 23 日 教學場地：普通教室 
教學目標 1. 能發表自己的創作概念。 

2. 能紀錄與表現自己所見及所接觸的事物與情感，並自我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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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相互鑑賞同學的作品，從事美感認知與判斷。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請學生準備好作品介紹，並說明評分標準。（先

將學生作品數位化，透過單槍放大影像，同學

看的較清楚，來不及繳交的學生只好由學生拿

著作品介紹，看不清楚的同學課後再拿作品觀

看） 
2.開始一人一分鐘發表個人自己的作品，同學間

開始進行評分。 
3.評分完畢最後由老師針對同學的表現做結語，

讓學生填寫學生學習心得表，作品與評分表繳

交給小老師收到老師桌上。並告訴學生，會將

作品照片作成電子藝廊放在學習平台上。 

數位相機 
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 
學生互評表 
學習心得調查表 
 
 
 

5 分鐘 
 
 
 
 
40 分鐘 
 
5 分鐘 
 

 
第一單元簡報 

1-1 美麗的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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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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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造形之美 
第一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甲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2-1 造形之美 

教學日期：98 年 12 月 21 日 教學場地：普通教室 
教學目標 1.能透過觀察描述、分析、與討論的方式，辨認藝術品的美感特徵與

視覺要素。 
2.能比較分析藝術品的媒材、象徵。 
3.能鑑賞藝術品，從事美感認知與判斷。 
4.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創作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5.能嘗試運用創作，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展現自己的特質。 
6.能紀錄與表現自己所見及所接觸的事物與情感，並自我評析。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 欣賞器物造形之美：播放古代翠玉白菜、毛公

鼎的圖像讓學生複習前一單元所學到的觀察及

描述藝術品，然後播放現代陶瓷法蘭瓷及宋代

陶瓷 3D 影像，導引學生觀察及描述藝術品並

介紹有關藝術品的背景。 
2. 導引學生互相討論如何欣賞陶瓷器物之美，說

出自己的想法並紀錄在學習單上。 
3. 引導學生以組為單位派代表說出各組討論（紀

錄在學習單上的內容）出的欣賞方法。 
4. 整合學生答案並讓學生觀看故宮「如何欣賞陶

瓷器物之美」動畫，請學生觀看影片時注意與

自己的欣賞方式差別所在，紀錄在學習單上。

5. 從〝法蘭瓷〞的例子裡，引導學生思考從造形

與美感的角度出發，形成了獨特風格的文化創

意器物，學生在學習單上寫出製作器物要準備

的材料，例如：塑形紙黏土、壓印刻畫的工具、

上色用具，並引導思考如何塑形、是否要鑲嵌

其他材料、要不要在作品完成後噴透明噴漆保

護、如何將作品安全的攜帶保護。並請幾位同

學說說自己的初步構想。 
6. 請同學下週攜帶材料來製作，需統一購買的材

料派代表購買。 
7. 讓學生填寫學習調查表。 

自編教材 ppt 
學習單 
意見表 
 
 
 
 
 
 
 
 
 
 
 
 
 
 

15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第二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班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2-2 我的創意

器物 教學日期：98 年 12 月 28 日 教學場地：美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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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創作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2.能嘗試運用創作，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展現自己的特質。 
3.能有效的使用媒材與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教師檢查學生攜帶的材料、工具，並播放影片

回顧上週的學習內容，並以故宮的文化創意商

品圖像為例，引導學生思考作何種造形，器物

上面裝飾圖紋的呈現方式，是陰刻？還是陽

刻？還是兩種都運用？或是彩繪？ 
2.教師說明紙黏土的特性、塑形技巧，及本週進

度--一定要將形狀完成，下週好進行上色。 
3.讓學生進行創作。教師於巡視學生的創作過

程，適度給予創作協助與引導。 
4.在下課前五分鐘，提醒學生下週攜帶用具。 

自編教材 ppt 
 
 
 
 

5 分鐘 
 
 
 
 
5 分鐘 
 
 
35 分鐘 
5 分鐘 

第三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班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2-2 我的創意

器物 教學日期：99 年 1 月 4 日 教學場地：美術教室 
教學目標 1.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創作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2.能嘗試運用創作，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展現自己的特質。 
3.能有效的使用媒材與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檢查學生是否攜帶要用的物品。 
2.提醒學生在紙黏土造形上面上色時應該注意的

事項後，請學生開始上色。教師於巡視學生的

創作過程，適度給予創作協助與引導。 
3.檢查學生進度並引導學生思考並說出如何展示

自己的作品，以便同學互相鑑賞評鑑？（引導

學生說出用攝影機接單槍放大作品影像） 
4.詢問學生：「作品完成後，要如何帶回家？」引

導學生思考作品該如何保持完整不受破壞。 

 
 
 
 
 
 
 

2 分鐘 
33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第四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班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2-3 創作分享

與鑑賞 教學日期：99 年 1 月 11 日 教學場地：美術教室 
教學目標 1. 能發表自己的創作概念。 

2. 能紀錄與表現自己所見及所接觸的事物與情感，並自我評析。 
3. 能相互鑑賞同學的作品，從事美感認知與判斷。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 請學生準備好作品及介紹詞，並說明評分標 數位攝影機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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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先將數位攝影機連接筆記型電腦、單槍投

影機形成實物投影效果。讓學生作品透過單槍投

影放大影像，看的較清楚） 
2.開始一人一分鐘發表個人自己的作品，同學間

開始進行評分。 
3.評分完畢最後由老師針對同學的表現做結語，

讓學生填寫學生學習心得表，然後將學習心得

表與評分表繳交給小老師收到老師桌上。並告

訴學生，會將作品照片作成電子藝廊放在學習

平台上。 

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 
學生互評表 
學習心得表 
 
 

 
 
 
40 分鐘 
 
5 分鐘 

 
第二單元簡報 

2-1 鑑賞器物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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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創意器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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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線條之美  

第一、二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甲 教學時間 兩節 

單元名稱 
3-1 從線條開

始的藝術 教學日期：99 年 3 月 22/29 日 教學場地：普通教室 
教學目標 1.能透過觀察描述、分析、與討論的方式，辨認藝術品的美感特徵與

視覺要素。 
2.能比較分析藝術品的媒材、象徵。 
3.能鑑賞藝術品，從事美感認知與判斷。 
4.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創作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5.能嘗試運用創作，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展現自己的特質。 
6.能紀錄與表現自己所見及所接觸的事物與情感，並自我評析。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欣賞線條造形之美： 
（1）播放畫家蕭勤線條味濃厚的現代水墨畫，

導引學生觀察及描述作品。 
（2）引導學生觀察描述代表原始時期陶器上的

線條到戰國、漢、魏晉的繪畫作品，然後

觀察畫中的線條的演變。 
（3）以南齊謝赫的繪畫六法為例講述魏晉出現

的繪畫理論。 
2.請學生討論「如何欣賞一幅水墨畫」，並將討論

結果寫在學習單上。 
◎下課後收學習單，隔週上課時發回 

3.複習前一週的學習內容。 
4.引導學生觀看故宮「如何欣賞一幅水墨畫」的

動畫並與學習單上書寫的內容作比較。 
5.讓學生討論發表水墨畫的類別。接著提醒學生

文字也是由線條組成的，將象形文字導入中國

文字的演變。 
6.播放「36 個字」這部影片，注意到象形字是畫

也是文字，刺激學生創作靈感進而創作。 
7.引導學生預先思考下週將進行的水墨創作方

向。 
8.請同學下週攜帶材料來創作，需統一購買的材

料派代表購買，教師準備墨汁。 
9.學生填寫學習調查表。 

自編教材 ppt 
學習單 
意見表 
 
 
 
 
 
 
 
 
 
 
 
 
 
 

3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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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電子一班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3-2 水墨創作 

教學日期：99 年 4 月 12 日 教學場地：美術教室 
教學目標 1.能藉由生活經驗與體認，運用創作形式，表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2.能嘗試運用創作，表達想像力與創造力、展現自己的特質。 
3.能有效的使用媒材與工具，從事創作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檢查學生是否攜帶要用的物品。 
2.複習之前上課內容，講述創作重點並播放幾件

範例，提供學生創作方向，提醒學生把握時間。

3.教師巡視學生的創作過程，適度給予創作協助

與引導。 
4.提醒學生作品下課就須繳交。 

自編教材 ppt 
教師準備墨汁、宣

紙及一部分器具。 
 

2 分鐘 
10 分鐘 
 
30 分鐘 
 
8 分鐘 

第四週 
教學對象 電子一班 教學時間 一節 

單元名稱 
3-3 創作分享

與鑑賞 教學日期：99 年 4 月 19 日 教學場地：普通教室 
教學目標 1. 能發表自己的創作概念。 

2. 能紀錄與表現自己所見及所接觸的事物與情感，並自我評析。 
3. 能相互鑑賞同學的作品，從事美感認知與判斷。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請學生將作品介紹詞準備好，並說明評分標

準。（教師預先將學生作品數位化，透過單槍放

大影像） 
2.開始一人一分鐘發表個人自己的作品，同學間

開始進行評分。 
3.評分完畢最後由老師針對同學的表現做結語，

讓學生寫學生學習心得表，作品、心得表與評

分表繳交給小老師收到老師桌上。並告訴學

生，會將作品照片作成電子藝廊放在學習平台

上。 

數位相機 
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 
學生互評表 
學習心得調查表 
 
 

5 分鐘 
 
 
40 分鐘 
 
5 分鐘 
 

 
第三單元簡報 

3-1 從線條開始的藝術 



 
 

205

   

   

   

   

   

   

3-2 水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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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學習單 

美麗的紋飾鑑賞教學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1. 上 課 中 讓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藝 術 品 的 名 稱 是                      ， 它 的 特 色

是                                                                。 

2.上完這堂課，我能從美的形式來鑑賞藝術品？   □ 能     □不能 

3.上完這堂課，我能以色彩、造形、質感來描述、分析、解釋、評價鑑賞藝術品？  

□ 能  □不能 

4.要有怎樣的紋飾標誌來代表自己？請在下面方框內畫出自己的代表圖紋標誌設計草圖。 

 

5.作為你準備繪製專屬於你的紋飾標誌，你還需要參考哪些資料？這些資料到哪裡尋找？請把它寫

下來。 

要參考：  

到哪裡尋找： 

6.要正式繪製自己專屬的紋飾標誌，除了 8 開圖畫紙外，還需要用到哪些材料？請把它寫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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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之美 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1.看了現代與古代生活中的陶瓷器物，你覺得要如何欣賞陶瓷器物之美呢？請與同學討論並將討論

的結果寫下。 

 

 

 

 

 

 

2.看完了「如何欣賞器物之美」的影片後，核對一下跟你在上面寫下的內容，是否有相符合之處呢？

有哪些不同？還是有哪些觀看的方式是沒討論到的？將差異的地方大略紀錄下來。 

 

 

 

 

 

 

3.上過剛才的「器物之美」課程後，想一想：「你心目中的創意器物/公仔造形。」在下面空白處畫

下自己的器物/公仔造形設計及寫下設計方向。 

 

 

 

 

 

 

4-1.製作創意器物/公仔要準備的材料有哪些？寫下來。 

 

 

 

 

4-2 可參考哪些資料？ 



 
 

209

從線條開始的藝術--鑑賞教學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1. 上 課 中 讓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藝 術 品 的 名 稱 是                      ， 它 的 特 色

是                                                               。 

2.從線條開始的藝術指的是？   □ 中國繪畫     □ 中國文字 

3.你如何欣賞一幅傳統水墨畫？ 

 

 

 

 

4.若以文字作為創作一幅畫的基礎元素，你需要用到哪些文字？蒐集相關資料，將其形狀畫在下面

空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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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學習意見調查表 

學生學習意見調查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同學，在上完課後，老師想要瞭解你對課程的意見，以作為老師改進教學之依據。以下的

問題，請你表達你的看法，請在每題的右邊的五個「□」中勾選出一個答案。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內容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1.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 □ □ □ □ □ 

2.上課時舉例的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 □ □ □ □ □ 

3.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 □ □ □ □ □ 

4.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 □ □ □ □ □ 

5.我喜歡這個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 □ □ □ □ □ 

6.今天所學的今天的鑑賞內容對我很有幫助。 □ □ □ □ □ 

7.我能由圖像聯想，引發創作活動。 □ □ □ □ □ 

8.我能鑑賞中國美術之美。 □ □ □ □ □ 

9.今天的課，我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為什麼？ 

我最喜歡： 

原因是： 

其他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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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訪談紀錄表 

學生訪談紀錄表 

單元名稱 
 

日期：98 年    月    日 

訪談學生  

訪談問題 訪談內容 

教 學 內 容 與 設 計

方面 

1.今天的教學內容，你覺得如何？簡報的呈現，你覺得如何？ 

 

2.從今天的課程，你學到如何鑑賞藝術品了嗎？ 

教 師 教 學 行 為 方

面 

3.老師上課的解說，你覺得清楚嗎？ 

4.老師問的問題你會回答嗎？ 

師生互動情形 5.教室的上課氣氛，你覺得好不好？ 

6.你有認真回答問題嗎？ 

學習評量方面 7.你喜歡寫學習單嗎？ 

教師意見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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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師訪談紀錄表 

單元名稱  日期：   年    月    日 

訪談教師  

訪談問題 訪談內容 

教 學 內 容 與

設計方面 

1.今天的教學內容，你覺得如何？簡報的呈現，你覺得如何？ 

 

 

教 師 教 學 行

為方面 

2.老師上課的解說，你覺得清楚嗎？ 

 

師 生 互 動 情

形 

3.教室的上課氣氛，你覺得好不好？ 

 

學 習 評 量 方

面 

 

教 師 意 見 與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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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教師教學評量表 

教師教學評量表 

教學日期 年   月    日 教學 

單元 

 

評量者  

實施情形 

很
好 

好 尚
可 

待
改
進 

亟
待
改
進 

檢核項目 

5 4 3 2 1 

一、教材內容與設計 

1.教材內容的設計適合學生的學習。      
2.教材內容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      
3.教材內容能達成預期的學習效果。      

二、教學行為 
1.教師能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      
2.教師能使用各種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習。      
3.教師善于各種發問技巧。      
4.教師能運用良好的語文技巧和身體語言。      

三、師生關係 

1.教師能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      

2.教師能用心注意學生發表促進師生互動      

四、學習評量 

1.教師能公正客觀的評量      

2.教師能用多元的評量方式。      

3.教師能提高學生回饋與指導。      

五、對本次教學的總評  

六、對本次教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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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學生創作互相評量表 

學生        創作互相評量表 

評分者：班級            座號        姓名                   

評分說明：請各位評審依據形狀、色彩、美感知覺這三項來品評同學的創作，各項分數滿分分別

為 20、30、50，累計為「得分」。 

座號 形狀 
20％ 

色彩 
30％ 

美感

知覺 
50％ 

得分 座號 形狀 
20％ 

色彩 
30％ 

美感知

覺 
50％ 

得分 

1     21     

2     22     

3     23     

4     24     

5     25     

6     26     

7     27     

8     28     

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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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學習心得調查表 

美麗的紋飾學生學習心得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同學，在上完這四週一階段的課後，老師想要瞭解你對「中國美術鑑賞」這一課程的看法，

以作為未來老師改進教學之依據。以下的問題，請你表達你的看法，請在每題的右邊的五個「□」

中勾選出一個答案。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1.我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這種先，然後再進行創作，然後鑑

賞同學們作品的上課方式。 
□ □ □ □ □ 

2.我最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中，先鑑賞藝術品的部分。 
□ □ □ □ □ 

3.我最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中，進行「我的標誌」創作的部

分。 
□ □ □ □ □ 

4.我最喜歡「中國美術鑑賞」課程中，進行「作品發表會」互相鑑

賞同學作品的部分。 
□ □ □ □ □ 

5.在這四週裡，我一直都很認真的上課，認真的創作，認真的鑑賞

同學的作品。 
□ □ □ □ □ 

6.我喜歡以這種方式進行鑑賞的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 □ □ □ □ □ 

「鑑賞藝術品」、「我的標誌」、「作品發表會」課程中，我最喜歡： 

原因是： 

其他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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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之美單元學習意見與心得調查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同學，在上完課後，老師想要瞭解你對課程的意見，以作為老師改進教學之依據。以下的

問題，請你表達你的看法，請在每題的右邊的五個「□」中勾選出一個答案。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題目內容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1.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 □ □ □ □ □ 

2.上課時舉例的圖片都很清楚。 □ □ □ □ □ 

3.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 □ □ □ □ □ 

4.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 □ □ □ □ □ 

5.我喜歡這個單元的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 □ □ □ □ □ 

6.這個單元所學的內容對我在日後很有幫助。 □ □ □ □ □ 

7.我能由上課的內容，引發創作的概念。 □ □ □ □ □ 

8.我能鑑賞他人的創意器物設計。 □ □ □ □ □ 

9.12/21（老師講述：古今器物的造形、材質、用途賞析；同學討論：如何欣賞陶瓷器物之美；

觀看「陶瓷器物的點、線、面之美」影片；構思創意器物的造形、準備材料、參考資料來源）。 

12/28（老師講述：創意器物範例、製作題材舉例、作業要求。同學創作：設計製作創意器物）。

01/04（同學創作：創意器物製作-上色）。 

01/11（同學互評創作成果：創意器物）這四週的單元課程， 

我最喜歡： 

原因是： 

關於這個單元，我的學習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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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之美單元學習意見與心得調查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同學，在上完課後，老師想要瞭解你對課程的意見，以作為老師改進教學

之依據。以下的問題，請你表達你的看法，請在每題的右邊的五個「□」中勾選

出一個答案。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內容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沒

意

見

大

部

分

不

同

意

完

全

不

同

意

1.上課的內容，說明的很清楚，我能瞭解其意義。 □ □ □ □ □ 

2.上課時舉例的圖片都很清楚。 □ □ □ □ □ 

3.我可以輕易的回答老師的問題。 □ □ □ □ □ 

4.這課程可以和我以前學過的知識連貫起來。 □ □ □ □ □ 

5.我喜歡這個單元的課程，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學習。 □ □ □ □ □ 

6.這個單元所學的內容對我在日後很有幫助。 □ □ □ □ □ 

7.我能由上課的內容，引發創作的概念。 □ □ □ □ □ 

8.我能鑑賞他人的水墨畫之美。 □ □ □ □ □ 

9.3/22、3/29 老師講述：現代與傳統繪畫線條之美、如何欣賞水墨畫、水墨文字線條之美。 

4/12 老師講述：創作範例、作業要求。同學創作： 

4/19 同學互評創作成果：創意器物） 

這四週的單元課程，我最喜歡： 

原因是： 

關於這個單元，我的學習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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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教師教學省思表 

教師教學省思日誌表 

課程發展與省思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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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學生作品 
第一單元 美麗的紋飾學生作品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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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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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造形之美 

 
2 

 

3 
 

4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2 

 

27 
28 29 

 
30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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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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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線條之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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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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