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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的學習不能侷限於精緻藝術的象牙塔內，應發展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在二十一

世紀藝術教育的新課題中，藝術教育的內容應提供學生探索生活中事物的機會，了解社

會脈動與藝術間的連結，而目前教育政策推動的「藝術家駐校活動」就是最好的實踐方

式，藝術家走出束之高閣的畫框邁向通俗的平民化教育，由生活藝術切入，帶領學生領

略生活之美。 

    藝術家的進駐可以活化藝術課程的教學，也能補足無專任藝文教師的缺憾，學校教

師也會因為藝術家的進駐彼此教學相長。研究者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一員，樂見藝術家對

於駐校活動的參與，然而當大家將提升學童藝術涵養的重責大任寄託在藝術家的身上，

卻對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的心態鮮少觸及，而多直接從學校及行政角度去進行探討。鑑

此，本研究的目的有四：（一）、從藝術家觀點理解駐校動機。（二）、探討駐校藝術家駐

校活動的涉入程度以及影響涉入的因素。（三）、從藝術家觀點了解駐校的體驗以及影響

體驗的因素。（四）、探討駐校藝術家涉入程度及體驗間的關聯。 

    研究者從藝術家的觀點，以質性研究法，透過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

式，對於駐校課程涉入的程度與體驗過程的感知，所得到的結論如下：（一）藝術家駐

校動機來自人情之考量與個人理想之實現。（二）藝術家對於課程的涉入與體驗受駐校

形式、駐校時間、本身的興趣、學校的氣氛所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對於藝術家以及學校提出以下具體建議：（一）藝術家本身

應：1、將駐校視為社會參與的責任，積極主動。2、了解學生的個性與發展程度，提高

學習成效。3、發揮專長，豐富課程內涵。4、與社區場域建立連結，善用在地生活記憶。

5、結合地方產業與特色設計課程，提高藝術課程生活化及實用性。（二）學校方面應：

1、以社區內的藝術家為邀請首選，共同發展地方特色。2、善用藝術家專長行銷學校。

3、提供藝術家良好的創作及工作環境。4、與藝術家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以積極、熱

忱的態度對待。5、規劃完善的課程計畫，配合藝術家專業技能。 

關鍵字：駐校藝術家，涉入，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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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learning the art is not to be confined withi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potential value of different alternatives should also be recognized. An emerging agenda for 

art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refore is to facilitat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many linkages between art and social context in their daily life.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Artist in Campus program highlights a possibility to bring artists out of their studios and by 

personally contribute to art education in the primary schools through living art. 

    The Artist in Campus program enriches arts curriculum and makes up for the absence of 

professionally trained teachers. It also facilitates peer learning between residential artists and 

school teachers. However extant research has largely approached this subject matter from 

school administration perspective and seldom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artists. As artist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program and carry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improve children’ artistic skills 

and expression,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toward their personal involvement and experience in 

the program is very critical. Therefore there are four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 (1)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toward the background of the artists in the residential programs; (2) the extent 

of their involvement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involvement; (3) their experience with the 

program and (4) as related to the extent of their involvement. 

    This research utilize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o build knowledge toward the 

subject, several data collection instruments including archival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observation are used.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find the two followings:  

    1. Artists engagement with campus program are motivated by their personal needs for 

self-actualization and driven by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s.  

    2. The degree of their involvement, as related to experience depends on the type and 

duration of the program. Their personal interest and school support are also very critical. In 

terms of real world implications, the research provides reference to both the artists who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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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olve in artist in campus programs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On campus residential artists, involvement, experience 

 

 

 

 

 

 

 

 

 

 

 

 

 

 

 

 

 

 

 

 

 

 

 

 V



 

摘  要 ..................................................................Ⅲ
 表目錄 ..................................................................Ⅷ 

圖目錄 ..................................................................Ⅸ 

第一章 緒論......................................................................................................................................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一、藝術與生活 ..............................................................................................................1 
二、藝術家駐校擴辦......................................................................................................2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3 
一、研究目的 ..................................................................................................................3 
二、研究問題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4 
一、研究範圍 ..................................................................................................................4 
二、研究限制 ..................................................................................................................5 

第四節 名詞釋義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駐校藝術家的起源與發展 .................................................................................7 
一、駐校藝術家的沿革 .................................................................................................7 
二、駐校藝術家的發展 .................................................................................................8 

第二節 涉入與體驗 .......................................................................................................10 
一、涉入.........................................................................................................................10 
二、體驗.........................................................................................................................13 
三、涉入與體驗 ............................................................................................................17 

第三節  社區取向藝術教育 .........................................................................................18 
一、社區本位的教育目標 ...........................................................................................19 
二、社區本位在藝術教育的運用 ..............................................................................20 

第四節  駐校藝術家的意義與效用 .............................................................................20 
一、駐校藝術家的意義 ...............................................................................................20 
二、駐校藝術家的功用 ...............................................................................................24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26 

第一節 研究方法 ...........................................................................................................28
一、研究概念 ................................................................................................................28 
二、採用個案研究法....................................................................................................29 

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選擇 ...............................................................................................29 
一、前導研究 ................................................................................................................29 
二、正式研究 ................................................................................................................31 

第三節 研究資料蒐集與分析 .......................................................................................32 
一、研究資料的搜集方式 ...........................................................................................32 
二、研究資料的處理與分析.......................................................................................36 

 VI



 

第四章   研究分析.......................................................................................................................37 

第一節  駐校藝術家背景敘述分析 .............................................................................38 
第二節  駐校藝術家駐校動機分析 .............................................................................54 
第三節  駐校藝術家駐校活動的涉入程度及影響涉入的因素分析 .........................62 

一、駐校藝術家駐校活動涉入程度分析..................................................................64 
二、影響駐校藝術家涉入程度的因素......................................................................71 

第四節  影響藝術家駐校活動的體驗分析 .................................................................75 
一、駐校形式 ................................................................................................................75 
二、駐校時間 ................................................................................................................82 

第五節  駐校藝術家涉入程度與體驗間的關聯 .........................................................84 
一、駐校藝術家涉入與體驗間的關聯分析 .............................................................84 
二、駐校藝術家涉入動機與體驗的轉變..................................................................89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93 

第一節  結論 .................................................................................................................93 
一、藝術家駐校動機來自人情之考量與個人理想之實現....................................93 
二、藝術家對於課程的涉入與體驗受駐校形式、駐校時間、本身的興趣、學校

的氣氛所影響 ................................................................................................................95 
第二節  建議 .................................................................................................................97 

一、藝術家本身 ............................................................................................................97 
二、學校方面 ................................................................................................................99 
三、未來研究建議......................................................................................................101 

參考文獻 ...............................................................................................................................102 
    一、中文部分.......................................................................................................................102 
    二、西文部份.......................................................................................................................105 

 

 

 

 

 

 

 

 VII



 

表目錄 

表 1-1   駐校藝術家一覽表..........................................................................................................5 

表 2-1   配合公部門駐校藝術家的發展歷程 ............................................................................9 

表 2-2   涉入定義彙總表 ............................................................................................................11 

表 2-3   五種體驗形式內容........................................................................................................14 

表 2-4   駐校藝術家的功能........................................................................................................24 

表 3-1   藝術家藝術背景一覽表 ...............................................................................................32 

表 3-2   研究者現場參與觀察一覽表.......................................................................................33 

表 3-3   訪談時間整理一覽表....................................................................................................34 

表 3-4   六種證據來源的優缺點 ...............................................................................................35 

表 4-1   藝術家駐校背景一覽表 ...............................................................................................60 

表 4-2   藝術家駐校動機一覽表 ...............................................................................................61 

表 4-3   藝術家駐校活動涉入程度一覽表 ..............................................................................63 

表 4-4   藝術家目前（九十八學年度）進駐學校特色一覽表 ............................................64 

表 4-5   影響藝術家駐校活動涉入程度因素分析一覽表.....................................................71 

 

 

 

 

 

 

 

 

 

 

 

 VIII



 

 IX

圖目錄 

圖 2-1  體驗媒介...........................................................................................................................16 

圖 3-1  研究架構圖-----------------------------------------------------------------------------------------27 
圖 3-2  研究概念圖 .....................................................................................................................28 

圖 4-1  陳老師的黏土作品（1）................................................................................................39 

圖 4-2  陳老師的黏土作品（2）................................................................................................39 

圖 4-3  許老師的陶壺作品（1）................................................................................................41 

圖 4-4  許老師的陶壺作品（2）................................................................................................41 

圖 4-5  王老師的黏土作品（1）................................................................................................42 

圖 4-6  王老師的黏土作品（2）................................................................................................42 

圖 4-7  曾老師的畫作－油畫......................................................................................................45 

圖 4-8  曾老師的駐校工作室---------------------------------------------------------------------------- 45 

圖 4-9  邱老師的油畫作品（1）................................................................................................47 

圖 4-10 邱老師的油畫作品（2）................................................................................................47 

圖 4-11 陶老師的陶偶作品（1）................................................................................................49 

圖 4-12 陶老師的陶偶作品（2）................................................................................................49 

圖 4-13 蔡老師的水彩畫作（1）................................................................................................51 

圖 4-14 蔡老師的水彩畫作（2）  ---------------------------------------------------------------------51 

圖 4-15 宗老師搶救古蹟現場寫生 .............................................................................................53 

圖 4-16 宗老師油畫作品  --------------------------------------------------------------------------------53  

圖 4-17 學生同社區居民一同彩繪圍牆.....................................................................................55 

圖 4-18 學生作品展示...................................................................................................................67 

圖 4-19 邱老師自製簡易框 ----------------------------------------------------------------------------- 67 

圖 4-20 王老師上課情形（1）....................................................................................................68 

圖 4-21 王老師上課情形（2）....................................................................................................68 

圖 4-22  I校樓梯轉角學生作品展示..........................................................................................69 

圖 4-23 宗老師上課情形 ..............................................................................................................69 

圖 4-24 學生彩繪圍牆...................................................................................................................70 

圖 4-25 曾老師準備色料的情形..................................................................................................70 

圖 4-26 指導木頭拼貼課程 ..........................................................................................................73 

圖 4-27 在D校的駐校工作室 .......................................................................................................73 

圖 4-28 學生自製感謝牌 ..............................................................................................................90 

圖 4-29 學生自製班級牌 ..............................................................................................................90 



 

第一章 緒論 

    教育部近年來對於推行藝術家駐校活動不遺餘力，期望為中小學師生深耕藝術與人

文素養，拓展孩子們的藝術視野。藝術家進駐校園，活化了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程內容，

學生有機會近距離欣賞藝術家創作的過程，讓藝文課程的體驗更深刻；而藝術家本身也

可以藉著擔任駐校藝術家的活動讓自己的生活更多元，駐校活動不僅可以豐富創作的內

容，更可藉由此機會認識更多的人將自己的創作品推廣出去。但是藝術家本身對於駐校

活動的參與程度，課程的涉入程度與駐校活動的體驗感知是如何？都是本研究探究的重

點。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第二節敘述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說明本

研究的範圍與限制，第四節針對本研究重要的名詞與辭彙進行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藝術與生活 

    藝術的學習更不能自絕於環境之外與生活脫節。人類文化的發展源自於生活的累

積，打破狹隘的技術取向與精緻藝術的象牙塔，藝術教育的內容應涵括人類生活全領

域，而在如此浩瀚的元素中如何擷取與統整課程的內容，如何發展多元文化價值觀的藝

術教育，更是二十一世紀藝術教育的重要課題。（林曼麗，2003：101）在藝術與人文學

習領域的理念中即指出「藝術源於生活，也融入生活，生活是一切文化滋長的泉源」，

故藝術教育應該提供給學生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包含環境中各類藝術品、人工物

以及自然物，並進一步了解時代、文化、社會、生活與藝術的關係（教育部，2001）。 

    當藝術教育進入後現代主義1思潮後，開始強調藝術的表現形式不應再侷限於精緻

藝術，需將原本封閉性、概念化的藝術教育內容，釋放於廣大的生活環境中，而學生的

生活經驗即是藝術寓於生活的核心。在藝術與人文領域中，藝術的學習應融入生活與文

化，課程精神以藝術的學習為手段，由生活藝術切入，觸發人文體驗，以培養 [文化] 素

                                                 
1 、（Leslie Fiedler Arthur ，1965）：是一種反精英意識的新感覺，是一種傾向通俗藝術，是一種填平經

營文化和大眾文化鴻溝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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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呂燕卿，2001：263）。藝術教育不能躲在真空無菌的教室，僅僅介紹美術館中的

藝術品，而要以這些生活中的材料做為教學議題，站在學生的觀點，藉由討論與互動，

使他們深入地瞭解圖像背後的文化意義。（王士樵，2002：3） 

    藝術家的進駐校園就是將藝術融入生活的一種模式，駐校藝術家將精緻藝術帶入生

活，以專業的觀點藉由鑑賞的方式，引領孩子認識自己的創作背景，分析創作圖像背後

所代表的意義，進而了解作品的內容，所要傳達的意境與象徵的意義。在經濟掛帥的社

會中，駐校藝術家的挹注期待能從藝術家與學生的對話當中，帶領孩子從生活週遭認識

美，在生活中尋找美的因子，體驗生活，進而喜歡藝術，親近藝術，將藝術貼近生活，

在生活中找尋創作的題材。藝術家也可以藉著進駐校園的機會，，增加與其他藝術家交

流的機會，交換創作心得；也讓自己在創作之餘，有機會對自己的專業知識作再一次的

回顧與複習。教學現場在生活中發生，駐校藝術家經由這樣的機會，讓一成不變的創作

生涯產生漣漪，為創作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豐富畫作，帶給人們不同的視覺享受。 

 

二、藝術家駐校擴辦 

    教育部「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97 學年度起補助學校邀請藝術家駐校，帶

領學童學習、表演，成效不錯，98 學年度起擴大辦理。藝術與人文教育該如何深耕呢？

教育部以「欣賞」為主軸，讓學生學會欣賞各類藝文活動，進一步嘗試創作，由學校邀

請各領域藝術家駐校，分享藝術創作之路，進而培訓校內教師成為種子教師，增進教學

技能，融入於各領域，將美的種子散播於校園各處。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除了藝術教育智能與技能的傳達之外，藝術欣賞的部分較為缺

乏，教育部的美意：讓藝術家走出課本，進入課堂，貼近師生，對師生而言是一大福音。

藉著藝術家進駐校園的期間，師生可以親身體驗藝術家創作的歷程，分享藝術家創作的

構思與心得，潛移默化之下孩子對於的美感的感受必定更加敏銳。 

    高雄市教育局規畫「藝術到我家」與「藝術家駐校」兩項計畫，讓學生和教師有機

會與駐校藝術家和表演團體對話，欣賞藝術家創作過程，接受藝術協同教學。「文化與

教育結合推動方案補助作業要點」中也提及：『「美感巡迴工坊」：由地方政府邀請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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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師、建築師、景觀師、園藝師、工匠師、工藝家、藝術家、表演者等生活美感專

家，搭配藝術教師，與學生互動交流，分享美感觀念及教導美感創作，促進小朋友瞭解

及認識其創作過程，建立對生活美感的喜愛與重視』。無論是「藝術到我家」、「藝術家

駐校」或是「美感巡迴工坊」的活動都是駐校藝術家帶領孩子親近藝術，了解藝術，對

藝術有更深的體驗。普羅大眾對藝術教育的看法是學習唱歌、跳舞、繪畫等等，其實技

能的學習只是藝術教育其中的一環，藝術教育更重要的是美感的啟發，俗云「心中有佛，

則觀看萬物皆是佛」，讓孩子置身在一個美的情境中，身心靈必然沉浸其中，透過藝術

家專業的引導，讓孩子對於美的感受更加敏銳，期望能深化人心、陶冶性情，種下一顆

善的種子。 

 目前教育部與縣市教育局（處）正積極推動，「駐校藝術家」也成為大家談論的焦

點，但是搜尋國內學術論文發現針對「駐校藝術家」為主題的相關研究卻不多，目前研

究者搜尋到的期刊論文有：1、胡慧君（2004）駐校藝術家對藝術教育的作用與意義－ 以

新竹師範學院駐校藝術家陳建中為例 ；2、陳又慈（2005）藝術家駐校夥伴關係建構的

研究；3、陳婉如（2006）探討以駐校藝術家課程為例，運用數位博物館資源融入視覺

藝術課程教學；4、林佳霈（2008）學校實施藝術家駐校活動之課程發展研究；等四篇。

論文期刊的內容大多論述駐校藝術家與學校、與課程、與學生的關係，對於駐校藝術家

本身與駐校活動關連性的論述微乎其微。駐校藝術家是學校與社區藝術教育的橋樑，也

是學校藝術與人文課程人力資源資料庫與專業知識的補給站，所以了解駐校藝術家本身

對於駐校活動的看法與駐校的參與程度是有其必要性的，本研究將以涉入與體驗觀點分

析探究駐校藝術家對於參與駐校活動整個歷程的感知與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自從97學年度起教育部（處）對「駐校藝術家」積極推動，藝文課出現一線曙光，

駐校藝術家走進校園以本身的專業領域融入藝術與人文課程當中，帶動師生在藝文領域

方面有了正面積極的效用，也暫時解決了專業師資的問題，但是駐校藝術家不等同於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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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師。駐校藝術家和藝術教師在身份角色、教育領域的責任、和學生（學習者）之間

的互動模式上都有差異（2004，胡惠君：7）。駐校藝術家對於課程的安排可依自己的

專業專長設計，較一般藝術教師彈性大，可發揮的空間較大，但是駐校藝術家本身未受

教育心理學的專業課程培養，對於學生的認知發展與心理發展不熟悉，又各校駐校藝術

家的素質涵養不一，所以本研究藉由訪談、文件分析、參與觀察等方式，探討藝術家駐

校的動機，對駐校課程的規劃與設計，瞭解學校目前駐校藝術家所推動教授的課程為

何？進駐校園又會遇到哪些問題？本研究試圖歸納整理出藝術家進駐校園的動機與誘

因，進駐校園活動的過程需面對與克服的問題，針對問題提出建議，以作為對將來有此

計劃施行的學校或藝術家參考，為本篇之研究目的。 

  

二、研究問題 

    為了瞭解藝術家駐校的動機，及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與體驗後的感知，根據研

究目的發展成研究問題 

（一）、從藝術家觀點理解駐校動機。 

（二）、探討駐校藝術家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以及影響涉入的因素。 

（三）、從藝術家觀點了解駐校的體驗以及影響體驗的因素。  

（四）、探討駐校藝術家涉入程度及體驗間的關聯。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乃就於國小校園之駐校藝術家駐校涉入程度與體驗做分析探討，但因時間、

資源的限制，所以在研究範圍上會有所侷限。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為個案研究法，資料蒐集的方式為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研

究對象為九十八學年度進駐在國民小學的藝術家為主，駐校藝術家與學校場域內容整理

表列如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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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駐校藝術家一覽表 

編號 藝術家 進駐時間 教授內容 經費來源 
進駐

學校

所在縣市 班級數 

1 陳老師2 90學年度 捏塑 攜手扶幼3 A4 彰化縣 17班 

2 許老師 91學年度 陶藝 攜手扶幼 B 彰化縣 6班 

3 王老師 91學年度 摺紙、捏塑 社團5  C 南投縣 64班 

D 9班 
4 曾老師 91學年度 

平面繪畫、 

立體造型 
26886 

E 
雲林縣 

15班 

5 邱老師 95學年度 平面繪畫 2688 F 彰化縣 12班 

6 陶老師 96學年度 陶藝 攜手扶幼 G 彰化縣 6班 

7 蔡老師 97學年度 
平面繪畫、 

立體造型 
2688 H 彰化市 64班 

8 宗老師 98學年度 平面繪畫 社團 I 彰化縣 6班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只限定九十八學年度進駐在雲、彰、投地區國小的藝術家，加上

便利取樣之故，樣本的選擇未臻完善。為了克服此一限制，樣本的選擇會挑選專長領域

項目不同的駐校藝術家：有平面繪畫、立體造型、陶藝、紙黏土---等，希望藉著領域的

不同做出一些區隔，增加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2 藝術家陳老師等 8 位老師，皆為化名，不用真實姓名出現。 
3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辦理兒童課後照顧。 
4 國民小學 A 至 H 皆為化名，不用真實校名出現。 
5 學校規劃辦理之社團，經費來源自籌，學生上課須付費。 
6 全名為「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縣政府增置國小教師員額專案」，簡稱「2688」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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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藝術家駐校」 

    指藝術家或團體到學校參與教學的活動（陳又慈，2005：8），教育部補助「國中小

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從九十七學年度起推動，初期以補助偏遠學校為主，讓

學校引進專家駐校進行創作教學，期望讓偏遠學校也能享有專業的藝文指導教師。 

本研究所指之「駐校藝術家」為視覺藝術領域的藝術家，進駐國民小學指導學校師生藝

文活動。進駐的時間需持續一個月以上，課程呈現的方式以實際參與藝術課程教學或配

合校園公共藝術駐校創作為主。 

 

二、課程 

    廣義的課程：查維斯（ Jarvis, P.） 認為「課程」指的是由教育機構所提供的任何

學習歷程及活動方案、自我導向或團體導向的學習，以及有意或無意的學習。（引自周

靖宜，2003：28）   

本研究所指之課程是駐校藝術家進駐校園所帶領之活動規劃內容。 

 

三、涉入 

    張魁峯、林靈宏（2009）對涉入的定義為：「涉入就是指個人在特定的情境之下， 由

特定的刺激所引起的興趣。」本研究所指之涉入是「涉入」是指藝術家對駐校活動產生

興趣，投入駐校活動得到的回饋加深對駐校的意願。 

 

四、體驗 

    Kelly(1987)指出體驗是指個體經歷了一段時間或活動後所產生的感知（引自1995，

林映秀：20）。本研究所指之體驗是：藝術家在駐校活動期間發生的一切行為產生的感

覺，稱之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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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目前國內有關駐校藝術家的相關研究相當有限，而現有文獻之探討面向大都以學

校、學生、課程為主，對於駐校藝術家本身鮮少有相關研究。為了理解藝術家駐校在觀

念上的鋪陳，以及駐校藝術家參與駐校計畫的動機與歷程，乃至於藝術家進駐校園對校

園藝術教育的功能性，本章試圖透過文獻分析的方式建立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及分析面

向。本章共分為四小節，第一節主要針對駐校藝術家沿革與發展。藝術家駐校發展的起

源，駐校藝術家的發展狀況，以及實施的方式與種類等進行觀念回顧。第二節則對本研

究所採用之理論進行觀念性的建構，除了回顧文獻中涉入與體驗觀點的內涵，並嘗試將

觀念運用在本研究探討的問題，歸納出駐校藝術家駐校活動涉入成因的面向，以及體驗

觀點下如何檢視藝術家駐校活動後的感知。第三節與第四節則著眼在藝術家進駐校園所

可能代表的意義與功用，以及在社區取向藝術教育的觀點下，駐校藝術家與藝術教育之

間的相關性。 

 

第一節 駐校藝術家的起源與發展 

一、駐校藝術家的沿革 

遠在古代的中國就有駐校藝術家的概念，在古代畫藝傳習的方式中可以印證：畫藝

傳習的方式有四個管道：1、家族化的門風派別，2、民間師徒傳承，3、宮廷繪畫機構

培訓，4、觀摩自學等四種方式。家族化門風派別式將家中的獨門絕技視為家傳之祕，

不外傳，父傳子，兄傳弟，技藝傳習模式因之而成。民間的師徒傳承的方式有較多的彈

性，且具普遍性和沿續性。宮廷將畫家請進宮廷教授有關繪畫之藝術，提升繪畫藝術之 

地位。畫家請進宮廷教授書畫藝術，就如藝術家進駐校園一樣，將本身的專長教授

給師生，與師生一分享藝術之美。觀摩自學則是因個人的興趣而學習。（黃冬富，

2002：15-26） 

    宮廷繪畫機構培訓與駐校藝術家的理念、精神相近。大內御府是天下書畫名蹟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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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之地，宮廷內學畫不僅習得技能還有定期的名畫臨賞（黃冬富，2002：24）。藝術

家進駐校園就如一座小小行動藝術館開進校園，藝術家帶領孩子認識自己的畫作，以

藝術家觀點帶領師生學會「欣賞」，讓欣賞不再只是「專家」的專利。當學校師生對

於藝術領域有任何疑問時，駐校藝術家就是最好的人力資料庫，藉由藝術家的啟發拉

近與藝術的距離。 

    目前收集的文獻中，國內最早出現「駐校藝術家」是在民國78年「國立藝術學院」

根據『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補助辦理之『延聘國外文化藝術專業人士』辦法，聘

請專業藝術家進駐校園指導學生藝術教育領域課程，其目的在於提昇藝術教育中『跨國

藝術』和『多元文化』。將『藝術紮根校園』是藝術教育的理想，近年來因為網路科技

的發達和終身學習概念的結合，藝術教育不再是少數專業人士的教育而是全民化的藝術

教育（胡惠君，2004：1）。   

 

二、駐校藝術家的發展        

    從1998年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施行開始，各級學校公共藝術案須送交教育部審議，教

育部再行編列預算補助學校公共藝術品的設置，期望透過藝術家進駐校園創作藝術品的

機會，讓藝術家有一個展現作品的舞台，學校的師生與社區的民眾也能透過此機會更親

近藝術。各級學校配合教育部政策的推行，駐校藝術家的進駐活動如雨後春筍般相繼推

廣辦理，以下依政府公部門推行駐校藝術家的相關政策，以國小學童為對象之駐校藝術

家相關計劃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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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配合公部門駐校藝術家的發展歷程 

時間 單位 法規/案例名稱 主要目的 

2000 文建會 921 藝術家到校服務計畫  協助災區學童心理復建 

2001 文基會 補助延聘國外文化藝術專業人士辦法 
補助公立文化機構及公私立大專

院校延聘國外藝術專業人士來華

參加文化藝術推展工作。 

2002 教育部 藝術與人文學習列車活動 結合社教文化機構與學校資 
源，促進雙方互動交流 

2002 台北市教育局 駐校藝術家實施計劃 
透過藝術家體驗教學與風範引

導，增進學生藝術鑑賞與創作能力

2002 教育部 挑戰2008：六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一

校一藝團 
鼓勵各級學校發展學校人文特色

與學校本身的藝術團隊 

2003 國藝會 「藝教於樂—藝術與人文 
專案」 

鼓勵中小學教師自由研究之意願

及風氣，結合相關領域學者專家或

專業藝文團體組成研究團隊 

2003 教育部 補助國內公私立各級學校從事國際藝術

教育交流活動處理要點 

推動國內公私立各級學校進行國

際藝術教育交流，擴展學生國際視

野，深化藝術教育基礎 

2003 經濟部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草案 
為培育文化創意事業人才，政府應

整合各種教學資源，促進產學合作

研究及培訓計畫。 

2004 教育部 校園公共藝術示範計畫 設置校園公共藝術藝術家與學校

師生共同參與 

2005 
 教育部 補助社會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增進全民參與藝術教育活動機會 

2005 
 教育部 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快藝學習——補

助專業藝術團體或藝術家駐校輔助教學

發展優質藝術學習環境，提升 
藝術教育品質 

2006 文化建設委員

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推動「學生美術館」實施計畫  
軟體經費補助聘請駐校藝術家、藝

術教育顧問 

2008 文化建設委員

會 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補助作業要點
藝術家，搭配藝術教師，與學生分

享美感教育活動（美感巡迴工坊）

2008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

深耕實施要點 

結合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之專

長及學校藝文師資共同推展，以提

升藝文教學品質。（資源整合原則）

2008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

小教師員額實施要點 
多元聘用師資來源，提升教學專業

成效 

2009 教育部 台灣有品運動 藝術扎根計畫：藝術家駐校提升學

校藝文水平。 

2009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弱勢學

生實施要點 
結合藝術家發展學校特色（推動教

育優先區計畫）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又慈，2005：29），教育部（2006；2008a；2008b；2009） 

根據表 2-1 公部門駐校藝術家的發展歷程可以得知：藝術家進駐國小校園，最早是

出現在「921 藝術家到校服務計畫」，針對中、投縣市國民小學教師及志工辦理藝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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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營的方式，由藝術家帶領學校的教師與志工做有關指導災區學童藝術創作研習，試圖

以藝術創作的方式輔導災區學童修護心理創傷、走出傷痛。因應教育改革，九年一貫課

程的實施強調課程與生活結合，教育單位積極推動藝術與人文學習列車，期望透過藝術

參觀與展演活動拓展學生的藝術視野，借助各領域藝術工作者到校創作分享或專業技術

指導的機會，讓學生見習專業的藝術領域。2002 年台北市教育局的駐校藝術家實施計

畫就明訂藝術家進駐校園期間須實施藝術教學活動，分享其創作歷程，協助學校策劃藝

術推廣活動，培訓校內藝術種子教師，營造校園的藝術環境等，確立藝術家進駐學校的

目的，期望透過藝術家的帶領，讓學校教師對於藝文領域有更深的認識，在藝文教學上

挹注新活水，此後各縣市陸續推動藝術家駐校活動，其宗旨與目的皆參照台北市教育局

的規章。  

藝術進駐學校的方式會因經費來源的不同而改變，「921 藝術家到校服務」與「駐

校藝術家實施計畫」都是以活動坊的方式或實際參與課程教授學生，而 2004 年「校園

公共藝術示範計畫」是讓藝術家進駐校園和師生一同設計規劃學校的公共藝術品，代作

品完成後便退出校園，兩者方式有些不同。但是對於學生而言，藝術家走進生活是不可

多得的事，是新鮮與驚奇，是一種從來未有的體驗，尤其是對偏鄉地區的學生而言，體

驗更是深刻。教育部在 2008 年「補助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實施要點」中更

針對文化不利、偏遠地區的學校鼓勵學校辦理藝術家進駐活動，讓平日對於藝術文化接

觸較少的學童，也能有機會一賭藝術家創作之風采，提升藝術領域的專業知能。 

 

第二節 涉入與體驗 

一、涉入 

   （一）涉入的定義 

    學者們對涉入的定義提出各種看法，其中 Zaichkowsky（1985）對涉入的定義為：

「個人基於本身的需求、價值觀和興趣而對某事物所感覺到的攸關程度。」。而 Lee 與

Mittal（1989）則認為，雖然涉入的定義很多，但仍有共同脈絡可尋，他們認為涉入是：

「個人對目標主體（Goal-object）所存在的知覺價值，以表示對目標主體的興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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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學者張魁峯、林靈宏在 2009 年回顧了歷年學者對涉入的詮釋，歸納了以下的定義：「涉

入就是指個人在特定的情境之下， 由特定的刺激所引起的興趣。研究者整理國內外各

學者對於涉入之定義如表 2-2： 

表2-2  涉入定義彙總表 

學者／時間 涉入的定義 

張魁峯、林靈宏（2009） 涉入就是指個人在特定的情境之下， 由特定的刺激所引起的興趣。 

Engel, Miniard&Blackwell(1995)  涉入是激發個人解決衍生問題的行為。  

William(1993)  涉入是個人切身相關的程度，會影響消費者接收與處理訊息。  

Lee & Mittal(1989)  涉入是個人對目標主體所存在的知覺價值，以表示對目標主體的興趣。 

Celsi & Olson(1988)  涉入是基於本身價值、目標及自我概念，反應個人攸關的決策程度。 

Park & Mittal(1985)  涉入是個人對目標導向的激發容量。  

Zaichkowsky(1985)          涉入是個人基於本身的需求、價值觀和興趣而對某事物所感覺到的攸

關程度。  

Petty & Cacioppo (1983)  涉入是個人攸關、或能引起與個人較多連結的程度。  

Mittal(1983)  涉入是對於某一目標或活動的意向心境、反映個人對目標或活動的興

趣程度。  

Mitchell(1981)  涉入是描述個人的覺醒、興趣、或是某一種特殊的刺激或情境所激發

的一種內心狀態。  

Bettman(1979)  涉入是收集資料為考慮變數、以作為衡量涉入程度的衡量指標。  

Houston & Rothschild (1978)  涉入是個人層級需求的價值觀所衍生的需求狀態。  

Howard & Sheth (1969) 涉入是個人需求與興趣所決定。  

資料來源：吳淑鶯、黃淑鈴，2003 ：138 

 

    本研究所探討的涉入定義較傾向：張魁峯與林靈宏（2009）對涉入的定義為：「涉

入就是指個人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由特定的刺激所引起的興趣。」「涉入」是指藝術家

對駐校課程活動產生興趣，因為投入駐校活動得到的回饋加深對駐校的意願。也可以說

藝術家對涉入的程度可能來自於個人的興趣及價值觀，也可能是因為藝術家對學校教育

方針的認同，或是藝術家對社區的回饋轉而服務社區內的學子，希望拋磚引玉激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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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潛在慾望，播下藝術的種子。當藝術家全心投入駐校活動時，個體會感受到興奮、

狂熱對課程更有專注力，達到的效能會更佳。 

 

（二）影響涉入的因素 

    涉入程度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學者歸納應包括價格、興趣、認知的風險、外顯

性、情境因素五大因素（張魁峯、林靈宏，2009：62-64）。而運用在本研究所探討的

問題，可詮釋為影響駐校藝術家涉入程度的因素有：興趣、外顯性、情境因素。價格與

認知的風險忽略不談是因為：藝術家進入校園的鐘點費用與駐校所花費的心力不成比

例，且校方的鐘點方式是固定的，無法依藝術家名氣的高低評估計算鐘點費用。藝術家

駐校的行為大多屬公益、藝術推廣性質，他們為了服務社會、貢獻所學、播灑藝術的種

子，所花在駐校活動的時間、心力，不遺餘力，與認知的風險無直接關係。以下針對影

響駐校藝術家涉入程度的因素一一說明： 

1、興趣： 

個人的因素及興趣對藝術家駐校涉入的程度有很大的影響。藝術家對於藝術教育這

個議題是否關注，直接影響涉入程度，當藝術家想貢獻所學回饋社會時，他對駐校課程

會更加投入。學生是活潑、好動的，藝術家進駐校園時必須先了解學生發展，才能以學

生聽得懂的語言，發展課程。駐校課程不同於創作，他面對的是有生命的個體而非單一

無生命的畫板，藝術家必須先喜歡這一群學生，才能以豐富的藝術內涵，帶領校園內的

師生一同領略藝術之美。 

2、外顯性： 

在此解釋為外界對駐校藝術家的評價。學校是一個公共場所且是一個開放性的空

間，當藝術家決定投入駐校課程開始，就開始接受社會公眾的評價。學生是一個活廣告，

他與藝術家做最直接的接觸，藝術家對課程投入的程度他們的感受最深。所以當藝術家

重視此次的駐校課程時，其外顯的行為會較明顯，課程多樣化，經常舉辦師生成果展或

相關講座展現教學成果，因為用心所以來自各方的掌聲，更能加深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

的涉入程度。 

 12



 

3、情境因素： 

學校提供的空間與設備若是充實且完善的，藝術家發展課程時會是得心應手且能傾

囊相授。學校行政單位重視駐校課程，經常舉辦師生聯展，增加駐校藝術家的曝光率，

使社區居民也能肯定藝術家駐校的課程；師生的學習態度也是重要的，學生上課時是專

注的有興趣的，能發展出好的作品，都是給藝術家最好的肯定。當學校、學生、老師及

教學硬體環境都能達到一個協調的情境下，藝術家覺得受到重視，在心境上也能特別投

入，涉入的程度相對提高。 

 

二、體驗   

    （一）關於體驗 

    體驗是發生對於某些刺激回應的個別事件，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參與造成

的，不論事件是真實的、如夢的、或是虛擬的。體驗通常不是自發的而是誘發的；也不

是在現象學中所稱，體驗是「屬於」或是「關於」某些事的。體驗的基本事實清楚的反

射於語言中。心理學家布朗（Roger Brown）與費雪（Deborah Fish）證明描述體驗動詞

（如「喜歡」、「讚賞」、「憎恨」、「誘人」）典型的描述產生體驗的刺激，是與有該體驗

的人相對的（Schmitt，1999；王育英、梁曉鶯譯，2000，82-83）。     

    Kelly(1987)則認為，體驗是指個體經歷了一段時間或活動後所產生的感知，並對其

進行處理過程， 體驗不是一種單純、簡單的感覺，而是對一種行為的解釋性意識，並

且是一種與當時之時間、空間相聯繫的精神過程（林映秀，2005：20）。 

    綜合各學者對體驗之定義，本研究所定義之「體驗」是：藝術家由學校邀請進駐校

園參與駐校活動期間，發展與視覺藝術領域相關課程時，與校園內的行政人員、老師、

學生互動的過程當中受到刺激，並透過本身的感官、知覺、情感、潛意識、知識結構、

想像及心智所產生的一種感覺，這種感覺會讓藝術家對駐校活動留下深刻的印象，且願

意跟別人分享駐校活動的心得與感想，進而邀請其他藝術家一起來參與，這種感覺所產

生的價值，會在駐校藝術家心中產生一種深刻且長遠的難忘記憶，便稱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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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驗模組 

    體驗可分成不同的形式，各都有自己的天生結構與發展過程。（Schmitt，1999；王

育英、梁曉鶯譯，2000：86）Schmitt（1999）經由心靈模組中的知覺接觸、自覺接觸、

認知系統中的交織互動後所得到的靈感之後，再引入心理學家與社會學家所重視的實際

行動與意義關聯，將體驗分為五種形式來談：包含感官體驗（senseex perience）、情感

體驗（feel experience）、思考體驗（think experience）、行動體驗（actex perience）以

及關聯體驗（relate experience）等五種體驗，稱之為體驗模組。如表2-3 

    表2-3  五種體驗形式內容 

體驗形式 體 驗 內 容  

感官（sense） 

感官體驗是經由知覺刺激，以五種感官為訴求（視覺、聽覺、

嗅覺、味覺與觸覺）。創造感官衝擊、打動消費者、並提供

美學的愉悅、興奮、與滿足，為產品添加價值，而體驗所涉

及的感官越多，就越容易成功。  

情感（feel） 

情緒體驗的訴求在去觸動使用者內在情感和情緒，以及促使消費者自動參與。情緒可分

為心情、感情、基本情緒、複雜情緒：  

1. 心情： 不明的情感狀況，也有可能會被特定的刺激或環境所給影響到。  

2. 感情： 感情是強烈，原因明確的一種狀態，會讓人陷溺在其中。如:生氣、猜忌、嫉

妒、愛等等。  

3. 基本情緒： 構成我們的情感生活的成分﹐類似於化學元素。  

4. 複雜情緒： 不同基本情緒的混合體。  

思考（think） 

思考體驗訴求的是智力，用創意方式使用者創造認知、與解決問題的體驗，引發消費者

集中思考，涉入參與，因此引發思考動機的三個原則：  

1. 驚奇：是使使用者進行創造思考的關鍵，驚奇必須是對使用者正面並且是有益的，讓

使用者覺得獲得的比預期的還要多。  

2. 誘發：激起顧客的好奇心，取決於過去的知識、經驗、興趣。  

3. 刺激：激發討論,創造爭辯或是震驚。 

行動（act） 
行動體驗訴求的是影響身體的有形體驗，生活形態與互動。也就是設計於創造與身體、

較長期的行為模式與生活型態相關的消費體驗，也包括與他人互動結果所發生的體驗。

關聯（relate） 

關聯體驗包含了感官、情感、思考、與行動等層面。關聯體驗超越個人人格、私人感情、

因而加上『個人體驗』，而讓個人理想自我、他人，或是文化產生關聯。也就是透過一

些社群的觀點，信仰及理念，對潛在之社群成員產生影響。  

資料來源：吳尚翰：2007，12，整理自；Schmitt，1999；王育英、梁曉鶯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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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駐校藝術家的觀點針對駐校活動過程的體驗進行以下的分析： 

1、感官體驗： 

藝術家發展駐校活動過程中透過感官的提供愉悅、興奮、與滿足等正向的情緒，創

造知覺體驗，為駐校課程增添附加價值。藝術家在駐校體驗過程中感官涉入的程度越深，  

對個體知覺的衝擊就越大。 

2、情感體驗： 

    是藉由駐校活動的體驗去觸動藝術家內在的情感和情緒，促使藝術家駐校的動機更

加強烈進而主動參與駐校活動。 

3、思考體驗： 

    思考訴求經由驚奇、引起興趣，挑起駐校藝術家做集中與分散的思考。駐校活動期

間因學生在創作活動中的優異表現讓藝術家驚豔，此舉動可堅定藝術家駐校之意念加深

藝術家駐校之興趣。 

4、行動體驗： 

    藝術家在發展駐校活動過程與師生的互動方式，會直接影響藝術家駐校的行為模式 

與態度。 

5、關聯體驗： 

    這是藝術家超越個人人格、私人感情的境界，進入一個理想自我的境界。藝術家期

望藉由體驗活動讓外界產生好口碑，樹立良好形象。   

帶給駐校藝術家一個難忘的體驗活動，很難是只有單一形式的體驗形式，多半是多

種體驗形式交互作用的結果。所以當駐校藝術家在發展駐校活動過程當中，與學生的良

好互動、來自學校師長的支持、社區居民家長的鼓勵，會讓體驗活動更加深刻。 

（三）體驗媒介 

    在創造多種體驗形式帶給消費者在意識中所遺留的深刻感覺，而這種深刻印象正是

消費者對一定的刺激物所產生的心情感受，這種刺激物就是體驗媒介。體驗媒介它包含

了溝通、視覺口語的識別、產品呈現、共同建立品牌、空間環境、網站與電子媒體與人

（吳尚翰，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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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為能獲得一個良好的體驗，體驗的媒介是很重要的，研究者依

Schmitt（1999）針對行銷戰術的體驗媒介整理為藝術家駐校體驗的駐校體驗媒介，分

為五個向度：溝通、共同建立良好形象、空間環境、人（師長、學生）、產品呈現（藝

術創作）。如圖 2-1： 

 

                                 
                     

                        

 

                                                                  

 

 
     

 
                                 

  

 

   

 

   

 

 

 愉快的駐校體驗 

空間環境 

  產品呈現 

（藝術創作） 

人（學生、師長） 

  體驗媒介 

建立良好形象  

溝通 

 

 

 

 

 

 

 

 

         圖2-1  體驗媒介 

        參考自 Schmitt，1999；王育英、梁曉鶯譯，2000：97 

1、溝通： 

    學校與藝術家是夥伴關係，駐校課程要能順利推行與發展，有賴學校方面與藝術家

在活動發展之前，對於駐校期間所要實施之活動做一完善之規劃，與詳盡的溝通。學校

行政方面應明確告訴藝術家學校的特色與藝文領域發展的方向；課程規畫方面教師也應

與駐校藝術家一同設計活動內容，使課程更流暢；學生方面，藝術家應了解這個時代學

生的思維與動作的發展，以期設計適合的課程。各方面溝通無礙可以為駐校課程體驗加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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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在解釋消費者行為與發展體驗行銷的策略時，往往是訴諸人性中認知或認知相關的

動機。（吳尚翰，2007：161）支撐駐校藝術家願意留校耕耘最大的因子就是人，學生與

老師，藝術家在駐校過程當中感覺對了，就能認同學校的教育方針，這樣的感覺可以助

長藝術家強烈且持續的堅持，為駐校體驗活動留下深刻的印象。 

3、空間環境：  

    學校提供一個舒適的教學空間給駐校藝術家，無論做為學生的教學活動上課地點或

是藝術家的駐校創作工作室，都是對於駐校藝術家的尊重與重視。藝術家在一個舒適愉

的環境中發展教學活動或是作創作的展演，能盡情發揮實力，在師生面前展露自己的專

業知能，作經驗的傳承與專業知識的傳遞與美感的薰陶，對於藝術家本身的體驗也是美

好的。 

4、建立良好形象： 

    學校是一個開放的空間，除了校園內的師長，社區居民、家長、各級長官都有機會

進到學校來洽公或休憩，駐校藝術家在校園中一切外在的表徵都是藝術家的外在形象。

教學課程發展的作品或藝術家個人的創作，進入課堂與學生的互動模式，都能間接顯露

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良好形象能得到各方的讚許，也是得到難忘體驗的觸

媒。 

5、產品呈現（藝術創作）： 

    藝術家引導學生在課堂上發展的作品，也是個重要的媒介。學生獨特的創造力是駐

校藝術家所欠缺的，當學生驚艷的作品觸動駐校藝術家的心弦，藝術家將這份創思融入

自己的創作當中，如此一來可以延續駐校活動的體驗。 

    藝術家透過良好的體驗媒介，能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從事藝術創作或教學，從師生

與社區家長得到正向的回饋，肯定自己駐校的表現，對駐校活動奉獻更多心力。 

 

三、涉入與體驗 

關於涉入與體驗的關聯性，根據文獻歸納可以得知：當涉入的程度越高者所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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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程度就越深。陳怡伶（2004）在對鐵道藝術參觀者所做之研究，結果顯示參觀者的

「投入程度」構面與休閒體驗各構面均呈顯著線性正相關，顯示越投入的參觀者，其內

心的休閒體驗程度越高；楊哲維（2005）對表演藝術節目觀賞者所做調查發現，觀賞者

的涉入程度與流暢經驗間的確有正向的關係存在，其對表演藝術涉入程度愈高，愈容易

產生流暢經驗；楊雅琳（2006）針對香港迪士尼樂園遊客所作之研究，結果顯示遊客涉

入程度高低對於體驗品質要素具顯著正向關係。综合相關文獻的探究，研究者推論駐校

藝術家對於課程涉入程度的高低與體驗的感知有直接的關係，且藝術家的涉入程度越

高，其體驗的感知就會越深刻。 

    當駐校藝術家對駐校活動有高涉入的過程時，他對學校的活動參與是主動的，對教

學是積極的，對課程是投入的，在這高涉入的狀態中，體驗媒介也都是舒適正向的，駐

校藝術家的體驗感知就呈現正向、愉悅且令人難忘的。反之當駐校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

是低涉入的過程，他會將此有意義的活動當作是一份工作，形式重於感情的投入，不能

做出有意義的人性對話，對於美育的培養與薰陶影響有限。 

 

第三節  社區取向藝術教育 

    社區取向之藝術教育就是「結合社區文化資源於藝術教育」的理論基礎 。而學校

是社區中的一員，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內涵，更強調以生活為中心藝術教育應結合社區

資源，探討社會環境特色與議題及鄉土意識，讓學生學習從關心自己週遭的問題開始。

也就是透過整合社區生活文化環境資源的藝術欣賞與創作之學習活動（陳箐繡，2000）。

駐校藝術家的進駐校園可以將社區文化資源的藝術教育與學校連結在一起Dreesen,C.，

Burdett,T.，Korza,C.，Bacon,B.S.，North,H.M.，North,A.H.（1994）等人在《社區藝術

管理中》一書中將關於社區藝術的活動項目區分成七大項，其中一項藝術教育就談及「駐

校藝術家」，所以也可以說是駐校藝術家將社區資源帶入學校，以下對於社區藝術活動

七大項目說明如下：  

（1）藝術與文化活動：策畫或製作各類藝文活動。 

（2）藝術教育：籌辦藝術課程進行藝術教育的推廣，課程包括兒童及成人藝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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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駐校、藝術參訪、老師及藝術工作者的培訓等。 

（3）募款：為社區藝術工作者及組織向社區內外募款。 

（4）硬體設備：設立藝術中心、畫廊、劇院、藝術家工作室及辦公室等。 

（5）藝術工作者及組織的福利：製作藝術簡訊、提供補助金申請管道、策劃藝術活動

宣傳及提供諮詢服務等。 

（6）倡導：在當地的教育委員會、經濟及社區發展機構，設立支持的網絡。 

（7）社區文化計畫和發展：協調社區的需求評估及文化計畫、為社區經濟發展利益和

其他社區團體合作、復甦商業區、推廣觀光業、及促進社會服務工作（Dreesen,C.，

1994；桂雅文譯/編，2000：23）。 

一、社區本位的教育目標 

    社區本位的藝術教育發跡於七○年代，此種取向的學習強調學生自身的文化為學習

的工具，課程設計兼顧學生家中的文化和學校化，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習，也鼓勵社區

和家長共同投入，因此學生與社區作合適的互動是藝術教育課程重要的環節（廖敦如，

2002：424）。而 Stuhr (1995) 也指出許多藝術教育家主張使用社區的資源與美感價值作

為學校多元文化藝術教學與研究之基礎。他和許多學者更主張藝術教育應持續參照地區

之社會文化環境，而且使學生參與於社區之調查過程。Manifold 也曾深入研究藝術在

一個小的鄉下社區之角色，其能為地區學校之文化適切課程提供一些知識 (cited in 

Davenport, 2000)（引自劉豐榮，2001）。McFee and Degge (1977)強調藝術教育的主要目

標，就是在加強學生對社區的參與能力，教育者和他們的學生都應了解到視覺品質與社

會政治經濟的關係在社區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Chalmers(1974)更主張學生應認識

藝術如何強化社區功能和如何用來形塑社區特色的機會。「社區藝術」與社會文化有強

烈的連繫，更有推廣文化教育、提升整體社會文化質素的功用，因此，現代化了的社會

極重視推廣整體文化藝術的「社區藝術教育」。（引自林碧霞，年分不詳） 

歸納整理以上專家學者對於社區取向藝術教育的教育目標如下： 

1、主張社區資源作為藝術教學的基礎。 

2、強調以學生本身的文化作為學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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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學生地處社區的文化環境。 

4、加強學生對社區的參與力。 

5、推廣文化教育提升文化素質。 

二、社區本位在藝術教育的運用 

    Marche(1998)指出社區本位的藝術教育其教學模式可運用下列三種方式： 

1、運用社區資源：此模式強調藝術教師帶領學生走出教室，直接探索與經驗真實環境，

並從環境探索過程中蒐集藝術製作材料。2、學習社區特質：學生走入社區探索社區中

的歷史發展與人文特色，必要時可邀請社區中的藝術和手工藝工作者現身說法或指導。

3、與社區進行互動合作：強調學生如社會工作者，需參與社區計劃，關切社區環境規

劃、土地運用、文化活動和環保議題，探討重點是「社區如何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黃

嘉勝， 2005：194）。 

    視覺藝術教育可以善用各社區不同的環境特質與生活來實施教學，以利於社區生活

環境之改善，且促使學習者能認識具有地方特性的視覺象徵（陳朝平、黃壬來，1995：

42）校園中的師長未必了解學校位處地區的在地文化，而駐校藝術家來自地方，學校方

面若能與駐校藝術家充分溝通，以藝術家的專業知能將地方特色融入藝術教學活動中，

成為學校的本位課程發展學校特色，讓學生對於在地文化的體驗更深刻，對鄉土的情分

更濃厚。社區藝術的多樣性可以豐富藝文課程的教學，透過駐校藝術家的引導對家鄉之

美重新體驗，因為社區本位的藝術課程的實施將藝術與生活、社會文化再做一次緊密的

連繫，它重新為學校藝術教育注入新的意義。 

 

第四節  駐校藝術家的意義與效用 

一、駐校藝術家的意義 

（一）關於駐校藝術家 

    駐校藝術家從字面上的解釋是指：從事與藝術相關領域工作的人進駐校園。停留的

時間或次數與藝術家所要從事或發展的活動有直接的相關性。Smart（2001）認為駐校

藝術家泛指藝術家或藝術團體到學校參與教學的活動，而駐校藝術家可以是在藝術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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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工作的人，包括作家、音樂家、表演藝術家、舞者、變戲法的人（jugglers）、詩人、

數位藝術家、環境藝術家、雕塑家、馬戲團藝術家（circus artists）、畫家與其他。而可

參與的藝術類形也相當廣泛，舉凡藝術與人文領域中的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

術，傳統或當代藝術、精緻或流行通俗藝術皆可列於藝術家駐校的藝術類型（陳又慈，

2005：40）。 

    目前在文獻中找到的相關資料中發現藝術家進駐學校的類型從幼稚園、國小、國

中、高中、大專院校，教養型的學校（身心障礙）等涵蓋範圍廣泛。進駐的時間與藝術

家進駐校園的教學形式有很大的關係。短期的進駐可以幾節課或是一天或是數週；長時

間規劃的進駐可以數幾個月或是幾個學期，依學校與藝術家之間對於課程的規劃，或者

配合學校環境景觀設計，甚至是公共藝術案的發展。  

  藝術教育肩負著培養學生美感教育發展的責任，教學者藉由引導學生創作的過程當

中是激發他們展現創造力效果立即顯現的一刻。教育部為落實藝術與人文課程與深化學

校本位推展，強化藝術欣賞與創作體驗教學，增進學生藝術欣賞及創作能力，規劃藝術

家或專業藝文團體資源與學校藝文師資結合，提供師生多元藝術學習管道。 

  藝術家進駐校園對於生硬的藝術課程能激出一些火花，活化枯燥無味的課程，對學

生而言藝術家所代表的是：如果我很努力耕耘藝術領域這一塊，有一天我也可以和這些

駐校藝術家一樣，在專業領域上有所成就。對藝術教師而言：除了教科書上的基本技法

與專業知識，生活週遭美感教育的啟發更應該帶領學生一同去發掘。對社區居民而言：

駐校藝術家美化的學校的景觀，將在地之美成為校園景觀的一部分，凝聚社區與學校的

感情。 

（二）駐校藝術家進駐學校的方式 

   在「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實施要點」中清楚規範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之工作內

容如下：  

1、協助校內藝術與人文師資，研發跨領域整合型「藝術與人文」課程計畫。 

2、實施藝術教學活動，以演講、表演、作品展示等方式，加強學生藝術欣賞與創作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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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享藝術創作歷程，提供學習經驗，以促進學生之藝術學習興趣。 

4、培訓藝術種子教師，提昇教師之藝術教學技能與課程品質。 

5、協助策劃藝術教育與推廣活動，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學校特色。 

6、營造校園藝術環境，提供藝術資訊，培養學生藝術人文涵養。 

7、其他藝術教育活動。   

    Van Briefing7（2004）中指出藝術家駐校的形式視學校的需求、計畫時間的長短、

與學生互動程度而定。他提出藝術家駐校的形式有以下六種，說明如下： 

1、 進駐（residency）： 

   藝術家駐校計畫由學校主導，時間通常為一年、一學期，由學校支付藝術家薪水、

提供住宿，但藝術家必須針對學校師生、社區家長擔任課程教學活動，並且實際展

演其藝術作品。  

2、 置入性課程（placement）： 

   由學校邀請藝術家個人至學校創作，並且開設工作坊。通常會配合固定主題的課程，

如校園公共藝術規畫，或配合節慶製作特別的藝術作品，學生可以親自體驗藝術家

創作藝術品的過程，或由藝術家親至指導創作。時間可以是短期或長期。 

3、淺嘗課程（taster courses）： 

   為期一到五天的短期課程，以主題的入門說明作為課程的議題。 

4、工作坊（workshops）： 

   是一種「經驗課程」，時間上可以是短期或長期。精緻型的教學，人數少，所以能

發展出精熟或專門的技巧。  

5、校內展演（one off performance）： 

   配合學校活動或特定節日，由學校邀請藝術家或藝術團體至學校作單一的展演。目

前比較常見的是駐校藝術家的與駐校師生的師生聯展，藉由展演做駐校成果的展

示，與社區人士一起分享藝術豐美的果實。 

                                                 
7 Van Briefing  Van 為 Voluntary Arts Network 的簡稱，它是個義務性藝術網絡，為一非營利組織， 
  Van Briefing 為該組織發布的簡報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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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外展演（a performance out of school）： 

有時礙於校內展演空間的限制，學校會藉社區內或校外適合的展演空間，將帶領學

生走出學校至其他的場所欣賞展演。藉由藝術家的引領不管是學生本身的展現成

果，或欣賞其他藝術家或表演團體的鉅作，都能掌握欣賞要領，做一場精采的鑑賞

之旅。 

7、教師進修課程： 

   由學校規劃視校內教師專業不足的部份，聘請藝術家進駐校園做教師專業技能的提

升，目標是培訓藝術種子教師，提升學習經驗促進學生藝術學習興趣。偏鄉地區的

學校對於專業藝文教師一直是缺乏的，藝術家進駐校園開設師訓課程不僅提昇教師

專業技能，也充實學生藝術專業素養的學習（Van Briefing，2004；林佳霈，2008：

54；陳又慈，2005：50-51）。 

    綜和以上所述駐校藝術家進駐學校課程發展的形式可以分為下列三種：（一）正式

課程－協助教授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對象是學生，做藝術教育課程的教授。（二）專

案計畫：培訓藝術種子教師、策劃藝術推廣活動，發展學校特色，對象可以是老師、學

生或家長。（三）美術性社團教師：提供學生專門的繪畫技巧，對象是學生。 因為駐校

藝術家的進駐，對於偏鄉地區或文化不利地區的學生意義更為重大，他們藝術的視野開

闊了，因為藝術家的牽引，他們的藝術涵養充實了；因為有藝術家分享創作過程，分析

畫作，孩子線條的表現方式更多樣性了。這都是以往這些偏鄉地區孩子未曾有過的經

驗，只要學校行政單位事先做出規劃申請，對學生、對老師、對社區居民都是一段深刻

的體驗。 

對藝術家本身而言駐校活動是創作和教育結合的理念，藝術家可以在駐校期間，有

穩定的生活條件與豐沛的資源，並透過資訊的取得以及外在的激盪，讓思考沉澱（簡靜

惠，1999：6）。駐校活動可以讓藝術家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對於收入來源不固定的藝

術家而言也是個不錯的生活補貼；藉著進駐校園的活動藝術家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作品的

曝光率，提升藝術家的知名度，讓社會各界認識自己的創作，不僅行銷了學校也將自己

推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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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校藝術家的功用 

    『駐校藝術家』的功用在於結合社區內既有的藝術家和社區外或各種不同區域、不

同國度、不同文化、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進入校園，進行藝術技能教導和創意溝通，突破

既往藝術家只專注於藝術創作，而藝術教育則是學校體制的責任的分野。藝術教育的社

區化、全民化、終身化，將使藝術家不再只要閉關修行，也能參與藝術教育。因此，藝

術家進駐校園，使自己的創作理念融入課程當中，讓學生和社區居民了解對藝術領域的

思想價值，以學校為中心將「藝術紮根校園」是最終目的（胡惠君，2004：77-78）。 

    探究駐校藝術家的功能可以分為三個方向來談：學校、學生及藝術家本身。歸納各

學者的看法本研究者整理如表列： 

表2-4 駐校藝術家的功能 

學者 學生 學校 藝術家 

Ann Orfali

（2004） 

1、增進知識與發展技巧 

2、增進自我價值 

3、嘗試新的創作方式 

1、增進教師的專業知識

與技巧 

1、加強藝術家溝通技巧 

2、刺激創造力 

Grant Daniel

（2003） 

  1、增加收入 

2、刺激創作靈感、增進藝術

知能 

Vernoica 

Sekules2003 

 補足專長教師的空缺  

Emily 

Pringle（2002） 

1、增加藝術創作的了解 

2、透過分析畫作了解相關

議題 

1、教師充實專業領域 

2、豐富教師教學技巧 

1、增加藝術家溝通技巧、機

會 

2、改善經濟 

Ng Heung-sang 

Anita（2001） 

1、增加創造力 

2、深刻體驗藝術家的工作

領域 

1、刺激教學方式 

2、拓展藝術視野 

1、對學校社區有貢獻 

資料來源：林佳霈，2008，52-53 

在教育部推動的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實施要點中（2008）也提到了駐校藝術家所發

揮的效用： 

(一)結合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資源與學校藝文師資，深化學校本位藝術與人文課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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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升藝術與人文教學品質。 

(二)強化藝術欣賞與創作體驗教學，增進學生藝術欣賞及創作能力，進而涵養藝術人

口，豐富其生活與心靈。 

    根據以上各學者專家對藝術家駐校功用下的註解可以得知：校園因為駐校藝術家的

進駐豐富課程，美化了學校，使校園注入新的動力，帶給社區居民積極有活力的觀感；

學校教師在課室上有了學習的新典範，在藝術的領域上浥注專業知能，藝術教學更加豐

富；藝術家也因為進駐校園在經濟上得到穩定的收入，使生活較安定，藉由駐校的機會

與其他藝術家彼此能做交流，交換教學心得，對於本身創作的再突破，拓展人際關係；

對於學生發揮的效益最大，可以拓展藝術視野，學習專業知能，對藝術工作這個職業有

更深入的認識。只要學校肯多花些時間對駐校藝術活動提出申請，親、師、生還有學校

多方面都可以受益，留下難忘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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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涉入與體驗觀點探討駐校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的歷程，為能深入了解藝術

家對於駐校活動涉入之程度，與駐校活動體驗的感知，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訪談、參

與觀察、輔以文件分析，並蒐集有關駐校藝術家的相關文獻與校園新聞報導，依據研究

目的進行分析研究。   

    本研究分為前導研究與正式研究，在前導研究時透過與學校老師、藝術家的對話當

中確立研究方向。透過前導研究，針對駐校藝術家在駐校過程當中所發現到的問題做為

論文研究的參考，與藝術家對談的過程當中，可以察覺駐校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涉入的

程度與觀感，歸納藝術家駐校活動的歷程，作為研究問題之參考。前導研究可以做為有

效樣本的參考，在正式研究中針對前導研究所遇到的缺失或未能發現的問題，加以深入

探討，作為有此意願的藝術家或學校做為參考。 

    圖3-1是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本研究的研究流程是可以逆轉的，可以重複的實踐

流程。研究者是一位國小教師，從教育現場出發與同事做有關藝文課程的教學分享，進

而接觸校內駐校藝術家，輔以閱讀藝文、教育相關的書籍與論文、期刊，拓展至校外與

各校駐校藝術家訪談，多次的訪談、整理寫作，每一個步驟都蘊含了學習、思考、反省、

行動等方式，過程中有矛盾與衝激，與論文相關問題的形成，寫作遇到的瓶頸，唯有透

過不斷的反思與修正，加上一顆堅毅的心，才能漸漸露出曙光，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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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概念 

    本研究以藝術家駐校活動為中心，往前探討藝術家駐校的發展歷程，往後探究藝術

家對駐校活動涉入之程度，體驗駐校活動過後的感知。藉由駐校藝術家的相關辦法及法

條，整理台灣藝術家在國民小學駐校活動的發展情形，與目前（九十八學年度）正在教

學現場擔任駐校活動的藝術家進行深度訪談，試圖從中分析藝術家對駐校課程的涉入程

度，與駐校體驗感知，及駐校藝術家對於未來的願景，進而探尋駐校活動與藝術家之間

的關聯。 

 

 

 

 

 

                           

   涉入前因 

   個人因素 

  ．目標 

  ．興趣 

情境因素 

  ．時機 

  ．人情 

  ．家庭因素 

其他因素 

．經濟效益 

   ．行銷 

   涉入結果 

  駐校活動認  

  知 

  ．師生回饋 

  ．社區居民看

    法 

   行為 

  ．創作歷程轉

    變 

  ．對藝術教育

    喜好 

   實際面 

  ．經濟來源 

  ．宣傳效益 

  整體體驗 

 ．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 

 ．思考體驗 

 ．行動體驗 

 ．關聯體驗 

涉入程度 

 

低涉入 

中涉入 

高涉入 
 

 

 

 

 

圖3-2  研究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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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用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探討一個個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活動性質，以了解其獨特

性與複雜性；對研究者而言，研究的興趣在於瞭解過程，而不在結果；在於瞭解情境脈

絡，而非一個特定變項（林佩璇,2000）。個案研究法是一種非常完整（all-encompassing 

method）的研究方法，其中包含了設計的邏輯以及特定的資料蒐集與方法。個案研究法

並不是一種收集資料的作法，而是一種周延而完整的研究策略（Yin，尚榮安譯，2005：

41）。林進材(1999)也認為，個案研究法主要在於瞭解被研究的單位或個人重複發生的

生活狀態、生活事項、生活事件，或各種結構之間的重要脈絡，進行深入其境的探究與

分析，形成研究解釋，以描述各種事件在變遷、改變或成長的影響因素及發現的現象。 

     H.Wolcott 於1988 年指出，在教育上所進行的個案研究，適用於自然情境之有限

系統，有限系統可能是一個人、一間教室，或是一個機構(如學校)，無論是什麼個案，

研究者的興趣是在此有限的系統中所發生的人、事、物、動態以及經驗等，以便瞭解此

個案（梁雅惠，2007：39）。因此，駐校藝術家發展駐校活動是一個完整的活動歷程，

採用個案研究法能夠獲得更詳實而完整的資料。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參與觀察、

文件分析等研究方式，對於駐校藝術家作深入的探究，以瞭解目前國民小學施行駐校藝

術家的現況，並探究駐校藝術家對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與體驗感之間的關聯，又個案研

究法強調的是過程而非結果，研究者透過訪談與參與觀察，建構駐校藝術家對於駐校課

程發展的圖像，在研究過程中找尋問題。 

 

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節將分別就前導研究與正式研究的階段來詳述，敘述研究對象的選擇與進入訪談

的過程，藉著前導研究所獲得的資料來修正正式研究的依據，並對研究的對象做進一步

的背景分析。 

一、前導研究 

（一）前導研究對象之選擇 

    研究者目前在小學服務，所以對小學的環境較為熟悉，便利取樣之故，研究對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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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學內的駐校藝術家為主。研究者服務的學校於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邀請藝術家進

駐校園帶領藝文社團，所以，因此對象便設定了。 

（二）進入前導場域的過程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 4 月中旬，將研究方向確立之後便積極與校內的趙老師接

觸，與他一同討論，也多次進入他上課的場域一同學習。研究者服務的學校是一所處於

鄉鎮邊陲的小學，只有六班，學生人數不到百人，無專業的藝術與人文教師，為讓學生

體驗全方位的藝術教育課程，所以利用社團時間邀請藝術家進行駐校課程，教授有關視

覺藝術的創作。 

    研究者任教的學校從未實施藝術家駐校課程，趙老師的進駐是開先例，趙老師上課

時與孩子打成一片，學生的反應很好。因為樣本是研究者自己任教的學校，所以趙老師

的駐校課程，研究者都能實際參與觀察，從 2009 年 2 月 24 起到 2009 年 6 月 16 日止共

有 16 堂課。課程進行到第五周時學校行政發現趙老師課程計畫與學校規畫有些相左，

便與趙老師溝通希望做調整，趙老師也依著學校要求將上課方式稍做修正。 

    因為趙老師即將在 99 年要開畫展，需要更多時間創作，所以撥不出時間到校授課，

駐校課程只能進行到 97 學年度期末結束，下個學期的課程無法接續，所以學校下個學

期的駐校課程只得另尋他人。駐校課程無法接續下去，趙老師無法成為本研究之樣本，

前導研究便提前結束了。 

（三）前導研究的啟示 

    有了前導研究之後，對藝術家駐校課程的涉入程度有了粗略的概念，因為前導研究

讓我有機會與駐校藝術家對談，雖然是非正式的訪談，也讓我將整個研究流程走過一

次，能掌握駐校藝術家駐校課程發展的模式，對於設計訪談大綱有很大的幫助，也對藝

術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藉由前導研究個人發現了幾個問題或許可以做為日後做研究的參考與修正。 

1、便利取樣固然方便，但是研究之前必須對藝術家與學校有詳細的了解，進駐研究者

任教學校的趙老師，因另有要事提前結束駐校課程，導致研究無法接續。日後研究者在

挑選樣本之前應深入了解藝術家駐校時間的起迄，方便研究者規劃研究進度，有助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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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順利進行。 

2、趙老師的駐校課程並非針對全校學生全面實施，此課程在社團時間發展，所以選擇

樣本時應留意藝術家進駐學校支援的課程種類，使樣本能更多元，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 

 

二、正式研究 

    前導研究的前車之鑑，研究者對於樣本的選擇較慎重。樣本的選擇以配合教育部實

施藝文深耕計畫的學校，或是以藝文深耕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特色的學校，

如此一來課程會有延續性，研究的信度與效度較高。 

有了前導研究的經驗，恰巧由學校得知「彰化縣政府推動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

的訊息，計畫中邀請駐校藝術家進駐學校並結合社區資源發展特色，推動公民美學。另

外教育部攜手扶助計畫中，教育優先區「發展學校特色」，學校邀請駐校藝術家進駐學

校，借用藝術家專長，帶動學校師生發展學校特色。 

有了這些資料之後便開始利用網路搜尋或電話詢問學校是否辦理此計劃，足跡遍及

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經過幾個月努力，八個藝術家的樣本便確定了，本研究對於

駐校藝術家的選擇是以發展視覺藝術領域為主，其他各領域的駐校藝術家不在本研究的

研究範圍之內。表3-1即針對藝術家的職業與專長做一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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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藝術家藝術背景一覽表 

編號 藝術家 專長 職業 美術系相關科系 

1 陳老師 紙黏土 紙黏土教師 否 

2 許老師 陶藝 工作坊負責人 否 

3 王老師 紙黏土 家庭主婦 否 

4 曾老師 西畫－水彩 兒童畫教師 是 

5 邱老師 西畫－油畫 兒童畫教師 是 

6 陶老師 陶藝 工作坊負責人 否 

7 蔡老師 西畫－水彩 堪輿學家 是 

8 宗老師 

西畫 

油畫 

專業畫家 是 

 

 

第三節 研究資料蒐集與分析 

一、研究資料的搜集方式 

  （一）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是觀察的一種特殊模式，此時你不只是一位被動的觀察者，你反而可以在

個案的情境中扮演某種角色，並且真正的參與正在研究的事件中（Yin，尚榮安譯，2005：

152-153）。參與觀察的優點為：1、真實的：包含即時事件，可以清楚的了解事件發生

時的情境。2、對於人際間的行為和動機有深刻的認識。缺點：1、消耗太多觀察者的時

間。2、因為觀察者的主觀意識對整個事件造成偏差。 

    本研究想要探究藝術家駐校對活動涉入的程度與體驗的感知，透過參與觀察可以收

集研究事件，並在活動中印證受訪者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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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研究者現場參與觀察一覽表 

編號 藝術家 參與觀察日期 授課內容 觀察時間 

1 陳老師 9903011 講述 40分鐘 

2 許老師 981209 實作（風車花器） 80分鐘 

3 王老師 990329 實作（捏陶） 50分鐘 

4 曾老師 990304 圍牆彩繪 1時50分 

5 邱老師 990304 留言簿製作 80分鐘 

6 陶老師 990323 陶板製作 50分鐘 

7 蔡老師 990406 壓克力畫 80分鐘 

8 宗老師 990309 蠟筆畫 50分鐘 

 

  （二）深度訪談 

   開放式訪談是問回答者有關的事實或對事件的看法。在一些情境中甚至可以要求回

答者對某些事件深入的看法，並利用這些命題做進一步探究的基礎。（Yin，尚榮安譯，

2005：148）訪談的優點：有目標的－集中於個案研究的主題：見解深刻－提供了對因

果推論的解釋。缺點：會因問題建構不佳造成偏見；回應的偏見－因無法回憶而產生的

不正確性；反射現象－受訪者提供的是訪談者想要的答案。（Yin，尚榮安譯，2005：

142-143）為了讓本研究信度與效度更高，更具有參考價值，除了深度訪談之外，還加

入參與觀察、文件分析，交互檢視訪談內容。 

    本研究針對八位駐校藝術家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藝術家駐校活動的實施過程，對

駐校活動的參與程度，對活動的體驗，對藝術家本身的影響。「涉入、體驗」根據研究

者所能找出的文獻中都是作量的研究，本文以訪談來歸因涉入的程度與體驗的感知，更

能深入了解藝術家對於參與駐校活動內在的動機與想法，因此個案研究法中對單一的個

人或社會單位作縝密而深入的研究，對本研究來說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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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入正式訪談之前先了解訪談對象的基本資料與駐紮學校的現狀，並根據研究目

的設計訪談大綱。在訪談前先當面拜訪或電話告知說明來意，給訪談者事先的準備，研

究者訪談進行時徵求當事者同意配合錄音，訪談結束後由研究者將內容整理成逐字搞，

並記錄訪談心得與研究反思。 

 

表3-3 訪談時間整理一覽表 

編號 藝術家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1 陳老師 990121 咖啡館 2小時30分 

2 許老師 981209 許老師的工作室 3小時 

3 王老師 981205 學校 1小50分 

4 曾老師 981205 學校 2小時30分 

5 邱老師 981111 咖啡館 2小時 

6 陶老師 981108 陶老師的工作室 2小時 

7 蔡老師 990205 蔡老師的工作室 2小時30分 

8 宗老師 980115 學校 1小50分 

   

（三）文件分析 

    文件的蒐集，是質性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文件在任何個案研究的資料收集中，都

扮演著一個明確的角色。有系統的搜尋相關文件，在所有資料收集計畫中都很重要對於

個案而言：文件最重要的用處是確認和增強由其他來源的證據（Yin，尚榮安譯，2005：

144）。在本研究中文件可以和觀察及訪談時藝術家所提供的資料互相對照補充、印證，

增加研究的信度與效度。研究過程中可以蒐集到的文件包括：各駐校藝術家的個人資

料、學校的簡介、駐校教學計畫書、課堂觀察的觀察紀錄影像，藉由這些文件資料做有

系統、客觀的分析，可以幫助訪談順利進行，對藝術家做更深入透徹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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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文件分析三種研究資料交互使用，可以讓研究者更清楚繪製

出藝術家駐校的藍圖，當參與觀察有疑問時可以由訪談中找尋答案，訪談之間對於某些

專業觀念有模糊時可以藉由文件資料解決，對個案能更加深加廣清楚的剖析，表 3-3 即 

說明研究資料蒐集來源的優缺點。 

表3-4 六種證據來源的優缺點 

證據來源 優點 缺點 

1、文件：如備忘錄、會

議紀錄 
1、穩定 
2、無強制性 
3、事件正確 

1、可恢復性很低 
2、如果資料收集不完整，資料會產生選

擇性偏差 
3、報告偏差 
4、壓迫:可能受到有意的阻擾 

2、檔案資料：如組織圖

統計資料 
1、穩定 
2、無強制性 
3、事件正確 
4、精確、計量的統計 

1、可恢復性很低 
2、如果資料收集不完整，資料會產生選

擇性偏差 
3、報告偏差 
4、壓迫:可能受到有意的阻擾 
5、由於隱私的理由，不易取得 

3、訪談 1、鎖定目標 
2、具洞察力 

1、問題偏差 
2、反應偏差 
3、事後回溯誤差 
4、受訪者給訪問者想聽的答案 

4、直接觀察 1、涵蓋實際觀察期間之即時 
2、涵蓋實際觀察前後之脈絡 

1、耗時 
2、易有選擇性的偏差 
3、受個人觀察方式影響 
4、時間較長成本較大 

5、參與觀察 1、涵蓋實際觀察期間之即時 
2、涵蓋實際觀察前後之脈絡 
3、洞察人際間之行為與動機 

1、耗時 
2、易有選擇性的偏差 
3、受個人觀察方式影響 
4、時間較長成本較大 
5、調查者對事件的操控之偏差 

6、實體人造物 1、洞察文化面貌 
2、洞察技術作業 

1、有選擇性的問題 
2、有效性的限制 

資料來源  Yin，1994；尚榮安譯，2005，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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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一）資料處理 

    研究者需將與藝術家深度訪談內容，根據訪談大綱做有系統的整理，另外參與觀察

所做之紀錄、親至藝術家工作室、學校所蒐集的相關文件，一併運用電腦文書系統將資

料做一管理，方便閱讀。 

 

（二）資料分析 

    每一次參與觀察與訪談後，將觀察記錄詳加整理，訪談內容依訪談大剛條列式整

理，方便在研究進行中資料處理與分析同時進行，透過不斷的反思與修正，加上資料分

析與獲得之概念，仔細檢視研究目的與問題，使資料的蒐集更為明確，接近研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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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目前藝術教育的推廣多半還是仰賴學校正式課程的藝術教育，但是藝術與人文課程

包括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三大範疇，對於專任藝文教師而言在課程發展當中無法

兼顧三大範疇，因此學校會邀請在各領域有所專長的藝術家進駐學校，期望借重藝術家

的創作才能延伸學童藝術教育的觸角，讓學生除了接收到藝文教師的藝術教育專業理論

之外，也能透過藝術家專業的帶領對於藝術品的創作有進一步的認識。研究者所做之研

究就是希望了解視覺領域的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觀感歷程，研究者從事教育工作，對

於藝術家進駐校園的活動是樂觀其成的，但是在教育現場中發現藝術家進駐校園對於學

校而言，多半重視的是藝術家與師生創作成果的呈現，而非確實借重藝術家的長才落實

藝術深耕，駐校活動流於形式未能讓駐校藝術家有發揮的空間。學生雖是整個活動的主

角，但藝術家卻是活動的靈魂人物，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與體驗的程度我們了解

的實在有限，希望透過本研究的探討對於藝術家本身參與駐校活動的意願，對活動投入

的心力，參與活動所得到的感受有進一步的了解，幫助藝術家更容易融入駐校活動，有

效的提升學童的藝術涵養。 

    在本章中研究者將對於八位藝術家所做的深度訪談與藝術家駐校活動參與觀察的

內容做整理分析，運用第二章文獻探討所談之涉入與體驗觀點探討藝術家駐校活動的歷

程。據張魁峯、林靈宏（2009）對涉入的定義為：「指個人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由特定

的刺激所引起的興趣。」；而體驗是指是指個體經歷了一段時間或活動後所產生的感知，

Kelly(1987) 。研究者透過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式，深入瞭解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的

心態，對活動所投注之心力與參與過程的情緒感受，試圖從中找出三者的相關性，作為

藝術家駐校前之參考與學校邀請藝術家進駐之衡量。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將從藝術家的創作專長探究與駐校課程發展的關聯，藝術

家對於活動所投注的心力與體驗的過程；第二節分析藝術家駐校的動機，駐校的動機可

以視為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涉入的前因，由個人、情境、其他因素三方面來探討；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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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描述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之後，不同的駐校發展形式對於藝術家駐校活動涉入程度差

別與影響涉入的因素；第四節針對駐校形式與駐校時間的長短帶給藝術家的體驗感受做

分析；第五節以跨個案的分析試圖找出涉入與體驗間的關聯。 

 

第一節  駐校藝術家背景敘述分析 

   學校邀請藝術家進駐無非是為了挹注專業的藝術資源，期望能使學校施行的藝術教

育活化起來，豐富學校的藝文環境，讓學生有一個良好的學習典範。而藝術家的專長是

學校做為邀請藝術家進駐的主要考量要素之一，研究中八位藝術家在藝術領域各方面學

有專精，但是藝術家的創作背景與駐校活動所發展的內容有何相關性，將在本節中將逐

一說明之。 

一、藝術家  陳老師
8
 

    因為夢想一頭栽入紙黏土世界的陳老師，現在不僅是駐校藝術家更是駐村藝術家，

投入社區鄉里藝術工作的推廣與教授。她從高中時代就醉心於紙黏土世界，積極閱讀理

論與創作技巧的書籍，利用課餘時間的進修與研習有關紙黏土的技巧。大學畢業後，陳

老師已經拿到多張紙黏土相關的師資證照，紙黏土的捏塑技術已經成熟，而她想往而兒

童美術方面發展卻缺少教學經驗，許多同好知道陳老師的志向，紛紛留意進駐校園的機

會。 

（一）進駐校園的機緣 

    陳老師說：「在未進入學校之前因為我的技巧很不錯，可是我不會授課，所以我

先到各國小和幼稚園請老師讓我觀摩老師上課的情形，學習上課技巧，遇有適當時機我

嘗試教學。剛開始我不收費，也因如此讓我建立豐富的人脈。漸漸的我觀摩的次數多了，

試教的成果也不錯。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因為同業的引薦開始我的駐校生涯，促成進駐

最大的主因是因為我不計較鐘點費。」990121 訪。 

    對兒童美術充滿興趣的陳老師，珍惜每一次駐校的機會，磨練教學技巧是她的目

標，酬勞對於她而言並不重要，所以她願意到偏遠地區為學生服務，帶領他們體驗紙黏

                                                 
8化名，陳老師為專任紙黏土捏塑家，從事紙黏土課程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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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美。 

（二）駐校活動的涉入 

    陳老師進駐的學校位於花卉之鄉，位於偏遠的鄉下，相同來自農村的陳老師倍覺親

切，她說：：「我來自農村，紙黏土對我來說遙不可及，所以現在我有能力了，我要將

紙黏土之美融入平常人的日常生活當中。」990121 訪。公立學校的經費有限，陳老師總

是以最少的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用，除了紙黏土的捏塑，資源再利用的觀念她也帶入課室

中，日常中隨手可得的素材，經過她的巧思設計，捏塑的包裝，廢物總能變黃金。 

 （三）駐校活動的體驗 

    學校對於陳老師相當重視與支持，無論是教師的研習、家長的成長營、學生的各種

營隊，只要與藝術領域相關的課程便會邀請陳老師協助參與規劃，陳老師也說：「我一

直很感恩學校給我機會可以學習，主任和老師都對我很好，尊重我的專業，讓我覺得倍

受重視，現在的我有能力了，可以回饋於社會的事我一定不推辭，所以不論是社區或學

校，只要有需要我一定全力以赴」990121 訪。 

    對於陳老師而言參與學校駐校課程是愉悅的，處事圓融待人和氣的她，只要有她在

的地方就充滿歡笑，她將駐校活動當成是事業要永續的經營，雖然不會有優渥的酬勞，

但是美好的體驗令人難忘， 所以她願意一直做下去。 

                                                       

                                                                  

 

 

 

 

 

                  圖 4-2 陳老師的黏土作品（2）              圖 4-1 陳老師的黏土作品（1）
9

                                                             

                                                 
9 本研究所出現之照片多數為研究者所拍攝，若為引用會另外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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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家 許老師
10
 

    「用生命擦亮的陶園招牌」！假如你與許老師深談之後，會發現這句話真的是詮釋

他最傳神的一句話。一場工作事故，使許老師必須終身與輪椅為伍，也因為這一場意外，

開啟了他的藝術之路。或許為了轉移身障的傷痛，他將精神寄託於繪畫，除了會畫似乎

不夠，他又學了陶藝，將兩者結合，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出色。現在的許老師在陶藝界有

傑出的表現，在 97 年榮獲工藝界至高榮譽「工藝之家」的殊榮。 

許老師說：「我之所以會選擇茶壺的創作，是因為茶壺作品小，而拉坯要靠腰力，因為

脊椎損傷使用腰力來說對我比較困難，所以選擇茶壺創作。」981209 訪。 

 

（一）進駐校園的機緣 

     當初從北部回到鄉下成立陶藝工作室的許老師是不被看好的，但他堅信：「我認真

做就對了」，鄉下地區有藝術家居住、創作是很難得的，學校便邀請他在校慶時展演其

作品，現身說法創作心得，從此之後鄰近學校邀約不斷。90 年 9 月有校長建議許老師

到校教學生捏陶，讓偏鄉地區的孩子也有機會見識什麼是陶藝，他先是推卻，因為對小

孩的掌控，無法勝任。校長盛情請託之下，許老師踏出了第一步。他說： 

「我的生命中都會出現很多貴人，我原本在職訓局教身障者陶藝，後來回到鄉下成立工

作室，就有學校邀約在校慶時舉辦我的個人作品展，漸漸的與許多校長熟識，他們也開

始收藏我的作品，駐校的機緣就這樣展開，所以到現在我一直很感謝這些校長」981209

訪。 

    因為校長們的支持與鼓勵讓許老師有駐校的機會，他表示當初回到家鄉成立工作室

是有感於鄉內孩子缺乏藝術薰陶，如今因學校的邀約讓他一步一步實現他的夢想。 

 

（二）駐校活動的涉入 

    學校尊重許老師的專業，課程方面都由許老師規劃。他將海邊的漂流木、防風的木

                                                 
10 化名，許先生為陶藝家，除了專攻茶壺創作外，目前也擔任各國小駐校藝術家，從事藝術教學工作，

文中會以許老師來稱呼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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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黃、農村的意象都融入學生的創作題材當中，讓學生更能認識在地之美。因為身障的

不便，有足夠的空間對陳老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許老師很感謝學校願意為了他提供一

個無障礙空間，讓他在校園中來去自如。因為學校的全力配合許老師對於駐校活動更加

用心，帶領學生製作各種生活中實用的器皿，如杯子、碗等；學生的作品如今已經能成

為校園的裝置藝術品之ㄧ。 

 

（三）駐校活動的體驗 

    天真無瑕的孩子讓許老師快招架不住，更有孩子問他為什麼要一直坐著不站起來

呢？第一年的進駐活動體驗讓許老師覺得很挫敗，上課時學生坐不住，需班導師坐鎮，

作品也達不到他的要求，老師的協助、校長的肯定、自己信念的堅持是許老師繼續留下

來參與駐校的動力。許老師覺得上他的課不僅僅是藝術教育方面，更難得的是生命教育

的啟示，他說：「人生就像黏土一樣，需經過火的焠煉，才能更懂得珍惜生命」981209

訪。 

   一場意外改變了許老師的人生，也讓他的人生更精采，雖然走的很辛苦但是我想那

是甜美的，看他教學和創作時那認真的神情，以及對人生充滿著希望，更提醒著我們應

努力耕耘自己的人生。 

  

 

 

 

                          

        圖 4-3 許老師的陶壺作品（1）                      圖 4-4 許老師的陶壺作品（2） 
引自 http://shop.artlib.net.tw/client/storearticleview.php?d=0&v=0&s=2009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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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家  王老師11 

  陳老師來自於台北，因為結婚之故搬到南投來，投入紙黏土的學習與創作是在大學時

代，因為社團的緣故，發現了紙黏土的美。「我本來只是覺得紙黏土很漂亮，參加社團

後便欲罷不能，因為有興趣，所以從大一開始，我持續創作與研讀相關書籍，大學畢業

後到現在一直沒間斷。」981205 訪。陳老師專精於超輕黏土的創作，創作的題材以花卉

為主，捏塑的手法，幾可亂真。 

 

 
  圖 4-5 王老師的黏土作品（1）                     圖 4-6 王老師的黏土作品（2） 

 王老師提供                                    王老師提供   

          

（一）進駐校園的機緣 

    王老師的夫家是個大家庭，家中自營工廠，她除了擔任會計的工作又要料理三餐，

所以日子過得很忙碌。當她的老大進入小學之後王老師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轉變， 

她說：「因為我的老大是自閉症，剛入小學時他無法與同學溝通，生氣時會大叫、大哭，

無法用言語表達，每次發生事情時老師就會打電話通知我處理，後來我徵求老師的同意

到校隨班伴讀，孩子有問題時我可以馬上解決。有時老師開晨會時，孩子無所事事，我

                                                 
11 化名，王老師家中自營工廠，專長紙黏土捏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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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說故事給他們聽、或是帶作他們簡單的摺紙（因為他們是一年級），時間久了我不斷

變化活動，摺紙、捏塑、畫畫各種方式吸引小朋友，其他各班的老師覺得我帶的很好，

紛紛來邀請我在藝文課教他們班的孩子做紙黏土捏塑。」981205 訪。 

    90 學年度王老師孩子的學校剛好要成立課後美術社團，老師們就推薦她進駐教

學，王老師先前在班級參與藝術方面的教學活動覺得很愉快且能勝任，所以她便接下此

活動，從此多了一項頭銜學校的駐校藝術家。 

 

（二）駐校活動的涉入 

    王老師因為自己的孩子是特殊兒童，所以對於孩子更加的包容，她容許孩子在課室

中自由談論與走動只要不要妨礙到他人的創作，她可以容許孩子鬧彆扭躲在桌底下，等

到她跟大家講解完今天要發展的課程之後，再好言相勸哄他出來跟大家一起捏土。家長

知道王老師的好脾氣，美術社常常都是大爆滿。也因為王老師在學校的風評不錯，所以

主任很放心將美術社交給她，從課程設計到學生作品的展示，都由王老師ㄧ手策劃。王

老師也不負眾望，除了設計多樣化的課程，讓學生體驗不同屬性的黏土特性外，廢物利

用、節慶的體驗也都囊括在課程當中。因為是課後時間，所以王老師會等到每一位學生

都交到家長手中她才放心離開學校。 

 

（三）駐校活動的體驗 

     參與駐校活動對王老師而言是無心插柳，她常覺得自己在技巧上是不足的需要再

充電，設計課程時她發現草屯這個地方與編織的淵源很深，為了讓課程與地方特色結

合，她說：「學生常聽到草鞋墩，但他們不知道由來，所以我會和孩子一起討論，我又

也去手工藝研究所12學習編織，希望能讓我的教學與地方特色結合；紙黏土不容易乾，

我就讓他們做超輕土13，有研習的機會我一定會去參加，學無止盡，我希望讓我的教學

更豐富，學生體驗更多」981205 訪。 

                                                 
12 位於南投市，全名「台灣工藝研究中心」負責典藏族群特色工藝，倡導台灣工藝研究風氣。 
13 台灣最新自行研發製造，質感較透，色澤較柔和，輕度如保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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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覺得或許是磨練或許是母性，王老師慈眉善目，對待孩子語氣輕柔，令人佩

服。從 90 年到現在不只孩子向她學習捏塑的技巧，校內的老師也會利用課餘時間，請

老師開授黏土研習課程，王老師覺得學校的老師就像朋友一般，駐校活動成為她舒壓的

一個出口。 

 

四、藝術家  曾老師14 

    一踏入校園就看到有人埋守於木頭堆旁，那就是駐校藝術家曾老師。研究者做專訪

時曾老師正在鋸木頭以備教學之用，走進他的工作室，同樣堆滿各式各樣的素材。他說：

「這些都是寶，我喜歡讓孩子將不起眼的東西發揮大的效用」981205 訪。曾老師談到原

本他在北部有很好的成就，但遭逢變故，民國八十九年，他帶著兩個孩子從台北回到故

鄉雲林，一切從頭開始，他說：「這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

回到鄉下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機」981205 訪。曾老師積極投入駐校活動也很關心社區的大

小事，虎尾鎮郊有河川堤岸要彩繪，就由曾老師負責構圖，一幅還給魚蝦貝類乾淨家園

的畫作，精采醒目的呈現在民眾眼前，這樣的舉動再次證明曾老師對於這塊土地的情感。 

 

（一）進駐校園的機緣 

    當時曾老師的孩子就讀國小二年級，他主動告知老師他有美術專長，只要學校有需

要，他願意到校指導學生。有一次美術比賽學校邀請他擔任評審，活動結束之後來自師

長與學生的評價頗高。曾老師長期觀察到社區內的孩子課後無所事事，他毛遂自薦免費

到校教學生畫畫，校長也大力支持，課後美術社團在九十學年度成立了，曾老師順理成

章進學校指導學童畫畫，期間校長多次要幫曾老師爭取經費補貼，都被他所婉拒。因為

他秉持一個信念「大家都說雲林縣是一個文化沙漠，其實她人才輩出，我來自這裡，我

要用我的行動做給大家看，介紹一個正向的才藝，讓孩子自由來學，我的理想是播灑藝

術的種子」981205 訪。他願意以他的美術專長，影響孩子讓孩子具備美術涵養，懂得欣

賞美的事物。 

                                                 
14 化名，曾老師為業餘畫家目前在各國小擔任駐校藝術家，從事藝術課程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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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校活動的涉入 

    曾老師覺得教孩子畫畫最重要的就是讓他們學會觀察，所以每一次上課前他會先帶

他們到校園去看學校的景物，他說：「孩子最常畫蝴蝶，但是他們畫的蝴蝶都是平面展

開的蝴蝶，我就先帶他們去校園找蝴蝶，我們再一起討論蝴蝶怎麼飛？之後孩子畫的蝴

蝶每一隻都很生動」981205 訪。曾老師對於課程的規劃總會與生活結合，他覺得藝術領

域是跟各領域有相關聯的，畫蝴蝶時還會討論到蝴蝶的構造與食草那就是自然科學，畫

畫時唱蝴蝶的歌那是音樂，藝術涵蓋的領域很廣，只要學生有興趣他不會侷限只有教他

們畫畫，師生會共同討論有趣的話題。學生對於曾老師的好功夫都很佩服，所以上課時

師生互動不錯，曾老師也感受到學生的積極與學校的支持，所以他願意畫更多時間收集

各種素材，給學生做各種不同的體驗。 

（三）駐校活動的體驗 

    曾老師從民國九十一年到自己孩子的學校擔任駐校藝術家的工作已邁入第九年，雖

然都是擔任志工的角色，曾老師說：「我從這裡出發，校長幫我往外推，多所學校的邀

約讓我在經濟上更穩定」，981205 訪。曾老師服務的熱誠感動了學校，學校也提供場地

作為他的工作室，因為無償的付出，讓他贏得好口碑，現在駐校的邀約不斷。來自校方

對於能力的肯定與學生上課時熱烈的參與，曾老師對於駐校活動涉入程度更深，得到的

回饋相對增加。現在的曾老師充滿自信，參與駐校工作為他樹立好形象，也帶來更多的

工作機會。 

 

                                      

 

 

 

 

          圖 4-7 曾老師的畫作－油畫           圖 4-8 曾老師駐校工作室 

  曾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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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藝術家   邱老師15 

    一個對藝術有崇高理想、夢想的藝術家。來自南投的邱老師，大學念的是造形藝術

系，所以對於關於藝術領域教學是得心應手，雖然年紀很輕，卻學有專精，只要經過她

的指導，在美術方面無論是技法或專業知識，都能有傑出的表現。或許是曾經歷過 921

地震的洗禮，邱老師說：「人生的事情對我而言，我都是用原先的經驗去面對，面對之

後再檢討、修正」981111 訪。她對於任何事情都一樣，可以自己做的事一定不假手他人，

事情發生了盡力去處理，不推拖，在擔任駐校藝術家期間對於學校請託的事，會竭盡所

能尋求各界支援去完成。 

 

（一）進駐校園的機緣 

    「我一直在畫室教一些愛畫畫的學生，有一位藝術家他跟我分享在學校教畫的樂

趣，有一個機會問我願不願意加入，起初我遲疑一下，後來想說白天也沒事，增加收入

也不錯」邱老師這樣說，981111 訪。雖然動機不強但是她是一位做事認真的人，研究者

觀察她上課時對每個學生仔細的示範技法，耐著性子說明製作步驟，即使學生是那麼的

活潑，常規接近失控，心中佩服她的教學熱忱。 

 

（二）駐校活動的涉入 

    參與駐校活動的邱老師對於學生的繪畫程度很訝異，與畫室
16
的孩子有如天壤之

別，他也覺得偏鄉地區的孩子對藝術方面的刺激較少，所以只要有機會她會調整自己的

教學方式讓學生有較多不同的體驗，讓他們用感官去體驗世界，將感受畫下來。邱老師

說：「我參與駐校活動的學校一般都未編制專任藝文教師，所以學生之前的藝文課大都

使用美勞包17較多，學生創作的形式較少，我曾經嘗試利用紙箱讓他們來創作，學生都

玩得不亦樂乎！」981111 訪。 

學校中的學生比畫室的人數來的多，雖然技巧不夠好，但是學生不照牌理出牌的回答方

                                                 
15 化名，兒童美術專業教師，專長西畫。 
16 招收的學生以喜歡畫畫的學生為主，學生對於繪畫主動性高。 
17 為現成的美勞材料半成品，許多教師為節省備課時間會選用此材料包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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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邱老師覺得很有挑戰；學生的創作有長足的進步是加深她對駐校活動的涉入程

度；師長的信任，設備充實的環境都是讓邱老師願意擔任駐校活動的因素之ㄧ。 

 

（三）駐校活動的體驗 

    對於學生邱老師很少直接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做，因為她覺得：「台灣的孩子只會接

受大人給的訊息，不習慣去思考，如果先說了，那孩子就不願意表達他的想法，所以要

讓孩子先說，然後把他們的話拿來自我檢討，因為每個人眼睛所看到的都不一樣」981111

訪。雖然邱老師很少對孩子解釋太多，但是在課堂當中她還是努力的尋求各種方式，讓

孩子懂得藝術是什麼？如何用技法來表達心中的情感，雖然她說「感情我是示範不出來

的」990304 觀。但是參與教學時研究者覺得孩子已經被她認真的教學態度所感動了，能

創作出帶有情感的作品。參與駐校活動讓邱老師的視野變廣了，她說：「現在這些蘿蔔

頭難不倒我了，孩子是需要引導的，我們一起將他們的藝文課變得更豐富，我覺得很有

成就感喔！」981111 訪。 

 

 

 

 

 

 

 

 

 

    圖4-9邱老師的油畫作品（1）             圖4-10邱老師的油畫作品（2） 

          邱老師提供                             邱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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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術家  陶老師18  

    陶老師，彰化縣人，專長於小型人偶的捏塑，捏出來的作品每一個都有自己的風格，

相當逗趣可愛。結婚後隨著先生到鶯歌定居，因為陶老師的先生也做事陶藝相關創作，

做的是釉料的調製，耳濡目染之下，陶老師對陶藝產生興趣。鶯歌為陶藝之鄉，鄉內不

乏陶藝大師，陶老師拜師學藝，鍾情於陶藝創作，不斷練習與摸索，終於找出自己創作

的獨特風格，所捏塑的人偶，廣為大眾喜愛。 

（一）進駐校園的機緣 

     93 年因為家庭因素回到家鄉－溪州鄉，回鄉之後的他們繼續從事陶藝創作。孩子

就學緣故，孩子的導師知道陶老師有此專長便邀請他們到校協助陶藝教學，讓學生體驗

不同的教學方式與學習對象。94 年該校校慶時校長邀請陶老師舉辦個人作品展，陶老

師本著回饋鄉里提升鄉內藝文氣息之故，便答應邀約，「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個展推

出後，佳評如潮。 

陶老師說：「剛開始是我女兒19班上老師請我教他們捏一些簡單的陶土作品，後來其他班

的老師也跟進，我也利用空閒到學校做圖書義工，能夠有機會幫孩子做一些事我很樂

意，當時校長提議校慶時來辦個展覽，我就接下來了，漸漸的越來越多學校就來邀約了」

981108 訪。 

    陶老師覺得回到鄉下才能體會到城鄉差距對於孩子的影響，「捏土」在家長的深刻

的印象中還停留在就是玩土，這種觀念實在落伍，捏土可以增進手眼協調，觸覺的感受

也可刺激腦部發展，好處可真不少。所以能藉此機會教育家長，影響孩子，對於陶老師

而言是相當樂意的。 

 

（二）駐校活動的涉入 

    陶老師的專長在於陶土的捏塑，所以參與駐校活動發展的課程內容也以陶藝課程為

主。她說：：「學校的藝文課也會做陶土，但多數校內缺乏燒窯設備，所以做一做幾乎

                                                 
18 化名，專業陶藝家，專長人偶捏塑，目前擔任兩所學校駐校藝術家。 
19 陶老師的女兒那時就讀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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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進垃圾桶，那我們來教不一樣，在學校做好半成品之後我會帶回來燒和上釉，當學生

看到成品時每一個都愛不釋手」981108 訪。多數的學校都尊重陶老師的專業，由她規劃

課程，她覺得鄉下孩子藝文刺激較少，所以她會將節慶、地方特色、流行資訊融入課程

當中，讓孩子多方的體驗。 

 

（三）駐校活動的體驗 

    陶老師不只教學生陶藝的技法她也帶領老師們的專業成長進修研習，因為教師們興

致高昂，更加深陶老師的投入程度，教他們使用電陶，簡易的上釉方法，付出的程度遠

超過駐校藝術家該有的工作，雖然工作負擔有些沉重，但陶老師卻怡然自得，因為她覺

得「捨我其誰」，唯有透過藝術教育的影響才能提升生活水平，給下一代一個優雅的環

境，增添孩子們的藝術涵養。 

    受到景氣的影響，陶藝市場面臨萎縮的窘困，對陶老師ㄧ家人生活經濟有所衝擊，

但是他們一家人還是甘之如飴，陶老師每週三固定到到孩子學校擔任圖書義工，每年畢

業季前夕為社區內一所學校策劃畢業美展，她為學子服務的熱誠依舊，只要需要她支援

的地方，她一定義不容辭。 

 

 

 

 

 

 

 

 

 

          圖 4-11 陶老師的陶偶作品（1）             圖 4-12 陶老師的陶偶作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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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藝術家  蔡老師20 

    廣告設計科畢業的蔡老師是個全方位的藝術家，在水彩、油畫、立體造型、裝置藝

術、石塑藝術都有傑出的表現。蔡老師除了藝術領域的專長之外，還是工廠的負責人，

也是位堪輿師。從商的他在送貨的往返途中，眼睛的視線看的比人多，加上又是位堪輿

師，懂得易經命理，對天地、大自然無形的變化遠比一般人敏感，所以他說：「我的畫

會呼吸，我的畫會與人對話，它是有生命的，有感情在其中」990205 訪。 

 

（一）進駐校園的機緣 

    有位校長新上任邀請蔡老師到學校幫他看看學校的風水，結果不僅看了風水，也讓

蔡老師參與校園閒置空間的改造，更晉升為駐校藝術家，每一個角色蔡老師都做的很稱

職。蔡老師說：「我看到一棟老宿舍荒廢了，建議校長應該充分利用它，沒想到校長竟

邀我進駐讓我來規劃，我想這是件好事便接下來了，我們後來規劃為藝文館，我邀請了

許多藝術家的作品來展也有學生的，展的東西很精采，學生很喜歡」990205 訪。蔡老師

因校長的邀約進入校園參與駐校活動，這是他從未有的經驗，藝術對於他並不陌生，但

是與人分享他的創作經驗卻不曾有過，所以對蔡老師而言這是個新奇的體驗，未來會如

何是個未知數。 

 

（二）駐校活動的涉入 

    進駐校園的蔡老師得到校長的充分授權，對於課程得以彈性規劃，他說：「這些孩

子來自農村經濟環境不充裕，況且學校的經費有限，畫紙我都是無償提供，我盡量取材

於日常生活中的回收品，有短少的畫具我會向外尋求各界援助，盡量讓學生多方體驗，

拓展他們的藝術視野」990205 訪。蔡老師本著做志工的心態投入駐校工作，他覺得藝術

這個領域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如果懂得藝術的話就會很快樂，因為懂得欣賞看到任何

事物都覺得美。所以他自己覺得他是在教孩子認識美的東西，將像他將老舊宿舍美化了

成了藝文館，就是讓孩子學會欣賞懂得欣賞。學生在觀摩許多藝術家的作品之後對於畫

                                                 
20 化名，業餘畫家，擅長水彩畫。 

 50



 

畫的敏銳度更高了，所呈現出來的作品內容更加豐富多樣，蔡老師也因為孩子的好表現

而對自己的教學方式更有信心，對於駐校活動涉入程度加深，為鄉下孩子帶來更多不同

的體驗與刺激。 

 

（三）駐校活動的體驗 

    成功的老舊宿舍改造計畫讓蔡老師的得到許多掌聲，加上他為孩子策劃的畢業美展

帶給學生許多驚豔的第一次，蔡老師說：「展出，不僅僅是階段成績的發表，也是觀摩、

比較和體驗開畫展的滋味，國小的畢業美展雖然不是驚人之作，但是卻呈現了庄腳囝仔

在自然環境中成長，體驗多樣繪畫風格和生命力，最彌足珍貴的收穫」990205 訪。校內

師生對於藝文教育的投入讓蔡老師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參與駐校活動，他對於藝術教育的

奉獻與付出聲名遠播，也感染了鄉內的居民，92 年受鄉長邀約擔任駐鄉藝術家，鄉內

的藝文活動、環境景觀、藝術人文氣息，因為蔡老師的帶動，頓時活化起來。 

    這就是蔡老師，熱心公益，為了藝術不求回報。他笑著說自己是「憨人」，但他也

說這個「憨人」交到許多朋友也不錯啦！ 這樣豐富的體驗，排除當初蔡老師參與駐校

活動前所有的擔心與疑慮。 

 

 

                                    

 

 

 

 

 

       圖 4-13 蔡老師的水彩畫作（1）                    圖 4-14 蔡老師的水彩畫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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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藝術家  宗老師21 

「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是宗老師最好的生活寫照。科班出身的他不僅在台灣

接受美術教育，更曾到美國、賴比瑞亞等大學深造藝術與雕刻學位，因此在老師的藝術

作品中展現出粗獷狂野、熱情色彩的風格。崇尚大自然的宗老師創作的題材大都以風景

寫生及人文關懷為主題，他覺得必須在生活中體會藝術，才能親近藝術，藝術就是化繁

為簡，對畫作投入感情。他身體力行，堅持一位畫家應該畫他走過的地方，所以他走遍

千山萬水，在現場深入感受、體驗，提煉出創作的元素，這樣才能生動的表現出作品的

生命力，讓作品感動人。 

 

（一）進駐校園的機緣 

天性樂觀不修邊幅的宗老師ㄧ直都從事於藝術相關的創作，在藝文界頗負盛名，因

為另一半是幼教老師，所以對於教育一點也不陌生，宗老師妻子服務的學校欲成立課後

美術社團，宗老師就成了當然人選，他說：「剛開始很不習慣，每個星期都有課，我不

喜歡被約束住，我會沒時間創作，後來與孩子相處久了越來越有趣，這是八年前的事了，

我本來就規劃在 50 歲退休之後要到偏遠地區的學校教小朋友畫畫，只是提早了幾年」

990303 訪。或許因為宗老師的知名度，駐校活動一直都沒停過，有的是配合校慶的作品

展，有的是成立美術社團或是指導教師藝文方面的研習，宗老師的作品或是上課方式都

讓上過課的師生，意猶未盡。 

 

（二）駐校活動的涉入 

宗老師覺得教孩子畫畫不是像就好，要求像，那使用照相機迅速又方便，所以他本

著體驗生活的宗旨，帶孩子觀察生活週遭的環境，討論隨手可見的平常事物，用問答式

的方式讓學生去體驗生命之美，將感覺以技法融於畫作中，畫出有生命力的作品。宗老

師活絡於社會當中，他喜歡將時事帶入課程當中，自由時報報導中指出「畫家搶救三條

派出所！三條派出所是完整的純日式建築物，經法院判決警方必須拆屋還地，昨天 11

                                                 
21 化名，專業畫家，擅長西畫，以風景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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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畫家以繪畫的方式為這棟派出所老建築請命，希望各界重視三條派出所的價值。」他

也會將這些時事在上課中與學生討論，期望學生也能掌握第一手的社會動態。 

 

（三）駐校活動的體驗 

    宗老師近年來專心於創作，目前只擔任兩所學校美術社團的駐校活動，一所是人情

邀約，另一所是偏鄉小學，他說：「我堅持在偏鄉小學駐校是因為個人覺得唯有真實體

驗過大自然的美景，才能有好的作品出現；另外鄉下的家長普遍經濟條件差，我現在有

機會帶領孩子開啟藝術之門，跟我的理想相符，這是我想要做的事，而且能夠和孩子一

在起在大樹下畫畫是我最想做的事，無拘無束，做我自己」990303 訪。他說鄉下的孩子

有一個優勢就是能體驗到大自然光源對物體的變化，這是都市孩子體會不到的，所以他

願意引領鄉下孩子運用優勢創作更好的作品。 

    宗老師上課的方式就像是聊天般的輕鬆，課程進行中融入他的專業與人生歷練，花

很多時間創作的宗老師，教給孩子的技巧是他的創作的經驗，所以學生能很快的領悟他

所營造的情境，用線條表現老師所傳授的技法。因為上課師生互動的模式很好，所以宗

老師覺得駐校活動是愉悅的，他也願意貢獻自己的專長為這些孩子拓展藝術視野。 

 

                                            

  圖 4-15 宗老師搶救古蹟現場寫生                  圖 4-16 宗老師油畫作品   

圖片引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mar/19/today-center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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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駐校藝術家駐校動機分析 

    動機是指個人自主性從事某項活動，且在參與過程當中感到愉悅、滿足與成就感，

並產生持續參加此項活動的意願。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參與多數以提升學童的藝術涵

養為前提，多數藝術家覺得目前教育制度還是以學科的分數為主，忽略藝術教育，學校

教育未能落實藝術教育，無法培養學生的美感，所以他們試圖藉著參與駐校活動的機

會，深化兒童的藝術教育，現身說法或帶領學生鑑賞名家作品，讓學生以各種不同角度

體驗藝術；也有藝術家覺得學校是一個展演的舞台，希望透過學校讓更多人認識他的作

品；藝術家以畫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生活不穩定，他們覺得進駐校園對於生活也會有幫

助，也能拓展人際關係建立豐富人脈。綜合以上所述，藝術家進駐校園的動機因出發點

不同，可以歸類為五個向度：提升社區學童的藝術涵養、藝術教育的推廣、尋求表現的

舞台、經濟的考量、人情考量等。 

    人情考量是學校主動促成駐校活動的，藝術家本身處被動的角色；而其他的因素

如：提升社區學童的藝術涵養、藝術教育的推廣、尋求表現的舞台、經濟的考量等是出

自藝術家內在的動機，是個體自發性的、主動的，其參與的動機較強，藝術家想藉由駐

校活動得到實證，也許是能力的肯定，也許是服務社會的熱忱；而人情的邀約是藝術家

經由情境所促成駐校的機會，動機或許不強，但是在參與過程當中得到肯定，重新詮釋

對駐校活動的心態。所以當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出發點不同，對其涉入與體驗的程度也

會有所差別，以下就針對八位藝術家的駐校動機做說明： 

 

一、提升社區學童的藝術涵養 

    鄉下孩子的學生課後在社區或鄉里之間四處閒逛、無所事事，是家常便飯的情形，

因家長忙於農事或是還未下班，對孩子的課後狀況無法掌控，通常就是放任他們玩，無

目的的玩。相同來自於農村出身的許老師發現，孩子荒廢時間太可惜，他說：「都會區

孩子下課是安親班，我們偏遠學區的孩子下課是放牛班，所以課後留在學校參加各種社

團，充實生活，我教他們玩陶土，也教他們認識美的東西」981209訪。許老師是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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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士，意外未將他打倒，反而愈挫愈勇，努力創作，回到鄉下的他有感於學區內的孩子

缺少藝術領域的薰陶，所以多次在校慶中舉辦作品展，試圖提升藝文水平，他也擔任美

術性社團的教師，讓學生課後的生活更充實，提升學生的藝術氣息。 

    曾老師表示，他自北部回鄉後，發現鄉下的孩子一到放學時間便在社區的大榕樹下

集結嬉戲打罵，一旁也有許多老人家打牌、聊天消磨時間，他覺得讓孩子身處這樣的一

個情境很不恰當的，假如讓孩子來做點事應該會好些。 

他說：「我在社區看見這些小孩整天亂跑，也不知道做些什麼，所以我要用我的行動做

給大家看，介紹一個正向的才藝，採取不收費的方式，只要你喜歡，你可以自由來學習，

讓他們喜歡畫畫，愛畫畫，我不管將會如何，我覺得做就對了」981205訪。言談中見到

曾老師想藉著一己之力為社區作點事，替孩子營造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讓孩子在課後

時間可以學些才藝，充實自我，課程完全免費，希望讓更多的孩子都能一起來學。即便

他的影響力是薄弱的，但是曾老師相信，如果一直堅持下去應該會有代價的。 

    許老師與曾老師都是學區內的藝術家，有感學區內孩子普遍缺乏藝術涵養，加上家

長為三餐奔波，無暇幫孩子做有關藝術領域加深或加廣的提升，所以由他們承接下這個

工作，帶領孩子走進藝術的殿堂一窺究竟，期望為鄉內學子做藝術教育的提升，貢獻一

己之力。他們雖然帶領學生接觸一個正向的才藝，其實最重要的是在於提升社區的藝術

水平，期望社區內飄滿藝文的氣息，讓孩子都用畫筆豐富自己的童年。 

 

 

 

 

 

 

 

圖4-17學生同社區居民一同彩繪圍牆 

                                 曾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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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教育的推廣 

    藝術可以美化人生，但是學校教育中對於藝術教育教學卻未能落實，實在有些可

惜！現在校園中有一群人（師長與藝術家）正在努力，試圖讓孩子能因為美的影響，沖

淡暴戾、急躁之氣，在小小的心靈中有正向的善念，找回純真的自我，社會可以回到真

善美的境界。 

    陶老師夫婦雖忙於創作，但是對於藝術教育的推廣不遺餘力，她說： 

「我們從北部回來（台北鶯歌）也是想將陶藝推廣出去，北部和這裡的環境相差很多，

如果孩子有興趣做陶的話，到北彰化22或北部距離都很遠，而且對家長來說都是一筆很

高的費用，所以只要學校需要我們的地方，我們一定義不容辭。假如學校有心推廣陶藝

教學，也可以向教育部或教育局申請經費減少學生家庭的開銷」981108訪。93年陶老師

舉家搬遷回鄉下，她觀察到學生對於陶藝的認識不多，體驗更少，所以她覺得捏陶可以

刺激腦力發展，增進手眼協調，更可以培養耐性，從創作中可以增進鑑賞的能力，對造

型更有概念，好處不勝枚舉，所以只要學校有邀約她都願意配合進駐，帶領更多的孩子

認識陶藝之美。 

    宗老師一樣來自鄉下，不同鄉下孩子的是，他的父親是美術教師，宗老師北上求學

時發現自己技不如人，但他覺得有一個小技巧是同學學不來的，就是物體光源的掌控。

宗老師說：「我覺得美術的東西是需要現場去感受的，都會的孩子都是臨摹很少機會去

體驗大自然，現場的光線與色彩是照片無法呈現出來的」990303 訪，他說鄉下的孩子有

一個優勢就是能體驗到大自然光源對物體的變化，這是是都市孩子體會不到的，所以他

願意引領這些孩子運用優勢創作更好作品。宗老師接著說： 

「我堅持在偏鄉小學駐校是因為個人覺得唯有真實體驗過大自然的美景，才能有好的作

品出現；另外鄉下的家長普遍經濟條件差，我現在有機會帶領孩子開啟藝術之門，跟我

的理想相符，這是我想要做的事，而且能夠和孩子一在起在大樹下畫畫是我最想做的

事，無拘無束，做我自己」990303 訪。 

    藝術家除了本身的創作之外，對於社會大眾藝術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是很關心的，一

                                                 
22 陶老師居住於彰化縣溪州鄉，屬南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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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藝術家樂意當快樂的園丁，繼續在學校這塊花園中，種下一顆顆藝術的種子，我們期

待校園中處處充滿藝術氣息。 

   

三、經濟的考量 

   「問我為什麼願意進駐校園，我是為了養畫，來支撐我的夢想」邱老師 981111 訪。

邱老師期望趁著年輕多攢一些錢，她希望未來可以對生活不用有所顧慮專心的創作，或

者再做有關藝術方面的進修。邱老師說：「有一次畫展有人要跟我買畫，問我價錢，我

卻說不出口。教學只要面對學生，我不用費心思應對，固定的所得，可以讓我的生活過

得更穩定，所以我目前除了畫室之外，還進駐在幾所學校從事藝術課程領域的教學。」

981111 訪。邱老師目前總共在三所國小擔任藝術與人文領域支援教師，還有一個學校上

社團活動，課後也在畫室教畫，為了夢想，目前的她生活過得很充實。 

    邱老師是個資深的兒童繪畫教師，從高中時代就開始教畫，她說與其說教畫倒不如

說是和一些有心往美術班發展的孩子，一起分享創作的心得。在畫室的時間大都在課後

時間，其餘時間除了創作還是創作，有同好知道她的情形，介紹她進駐校園的機會，邱

老師覺得學校與畫室性質類似，所以就接下來了。邱老師對於參與駐校活動的動機說的

直接，但是研究者覺得她是個直率的藝術家，說是為了「養畫」進駐校園，但是她比誰

都投入，深怕未能將學生內在的潛能激發出來，課程多樣有趣，讓每一位學生對於畫畫

更有信心。 

    「畫家畫畫不可以想要賣畫」宗老師說，990303 訪，宗老師的話道出了一位未成名

藝術家的心路歷程。邱老師選擇留在學校從事教學的工作，原因之一是來自穩定的收

入，雖然一個學校一周至多只有二十二節課，但是它是穩定的、接續的，課程規畫大都

以一個學年為限，比起伯樂來買畫作或是畫室工作坊的招生，學校的工作相較之下是來

的穩定些。 

 

四、尋求表現的舞台 

    陳老師對於指導兒童美術有高度的興趣，對於紙黏土技術學有專精的她，一直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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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適當展現她精湛技巧的舞台，她說：「教兒童美術是我想走的路，我想藉著參與駐校

活動能讓我展現我的手藝，更多人認識我，認識紙黏土的美」990121訪。陳老師憑著一

股衝勁對兒童美術教育的熱愛，四處請託學校給她學習觀摩的機會，藉此讓師長、學生

認識她的作品，體會紙黏土的魅力所在，所以她不計較鐘點費，贏得第一所駐校的機會。 

    之後陳老師藉著校內的校慶活動展演或開設相關社團與課程，讓大家進距離接觸她

的作品，也藉由授課的過程中與學生分享創作心得，因為與學生朝夕相處的陳老師，她

的作品充滿童趣，心境上也更年輕了。不僅圓了她當初進駐校園的夢想，也找到了展演

作品的舞台。有一則校園新聞這樣報導： 

「本校百年校慶中陳老師利用紙黏土、超輕土、樹脂土等媒材，透過捏塑，縮小製成各

種逼真的小玩偶與蛋糕甜點，盡展巧手工藝！慶祝創校一甲子，辦理藝文美展的目的，

在引導學生參觀藝術展演活動，培養學生藝術欣賞的涵養，追求「品德」、「品質」、「品

味」的核心價值，充實學生的內涵。」 

    陳老師經過近十年的努力她成功為自己的作品找到展演的舞台，也在兒童美術方面

有一番小小的成就，也許動機是出自於陳老師的私心，但是駐校活動展開之後受到外在

因素所影響，學校師長的重視，學生上課時的熱烈參與，讓陳老師不僅實現小我的夢想，

邁向替更多的學生實現他們的夢想，一次次展演的機會讓學生的作品受到師長、同儕的

讚賞，讓他們更喜歡創作，透過藝術家的專業帶領提升更多感官方面的體驗，藝術教育

不再是空談而是具體的實踐。 

 

五、人情考量 

    「我看到一棟老宿舍荒廢了，建議校長應該充分利用它，沒想到校長竟邀我進駐讓

我來規劃，我想這是件好事便接下來了----」990205訪，蔡老師因為到學校堪輿校園地理，

被學校延攬為駐校藝術家，參與改造老舊宿舍變身為藝文館，且長期推動藝文活動，培養

學生人文氣質，這股風氣，更帶動了學校的藝文風氣。由下列一則報導可以得知，校長搭

著順風車邀請蔡老師進駐校園，對於學校風貌起了很大的轉變。 

中國時報曾這樣報導「----利用校園最角落，已60年閒置的老舊宿舍，加以整理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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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藝文館，窄小的藝文館不起眼，卻一年到頭都有展覽，除學生作品，更多是知名書畫

家、陶藝家、雅石等，每個檔展，老師都會帶著學生參觀，有興趣的學生也可以利用下

課去欣賞展覽，給學生多元的學習與刺激」。 

曾邀請蔡老師進駐校園的田校長
23
也這麼說： 

「在本土文化逐漸嶄露頭角時，藝術教育的深耕工作更不可思毫懈怠，而在學校藝術教

育專任工作者闕如之際，本土藝術家、在地藝術家人力資源的挹注，對學校藝術教育推

動將有如久旱逢甘霖般，讓文化與教育更加結合，蔡老師義務投入本校藝術工作，可為

一典型範例」（施坤鑑，2009：277-278）。 

    蔡老師成功改造了藝文館，讓閒置空間成了師生下課時最愛的去處，得到校長、老

師、家長的肯定，這是蔡老師始料未及的。 

    王老師的孩子是自閉症，因為進班級陪讀的緣故，她擔任班級的晨光媽媽，利用瑣

碎空餘的時間教孩子做一些簡單的美勞，班級導師見了她的好手藝，便邀請她在藝文課

時教學生做手工藝品，因為成果不錯學生也很喜愛，所以其他班級老師見了爭相邀約。

王老師說： 

「我們工廠的事也很忙啦！我本來只是在我孩子的班級幫忙，教教他們做簡單的小東

西，後來其他班級老師也來邀約，最後主任鼓勵我加入藝術教學支援的團隊，擔任美術

社團的駐校藝術家。先生也很支持我，學校很用心照顧我的孩子，現在需要我幫忙，所

以就答應主任的邀約」981205訪 

    蔡老師和王老師兩位老師參與駐校活動的動機都不是主動的，而是由其他因素促成

的，雖然是受到外在所影響，但是因為學校師長對於兩位老師創作品的肯定，與駐校之

後從事教學的工作讚賞，更加深了他們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 

    在國小因應國家政策的推動「設立學生美術館」、「台灣生活美學運動」等活動，政

府期望藉著推動相關美感培養課程，落實文化扎根、藝術扎根的理想，從「小」做起，

全面提昇國民的美感教育理念，藉由藝術教育的推動與落實，將學生內在的潛力發揮出

來，對生活周遭事物多一分關心，對人多一份尊重，對自己多一份肯定，藝術教育提升

                                                 
23 化名，民國 90 年邀請蔡老師進駐校園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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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是無遠弗屆的’。所以學校目前在藝術教育的努力是相當用心的，設計學校本位

課程或規畫學校校舍環境色時，會邀請社區內的藝文人士、專業的藝術家，共同參與策

畫；也能規畫課程讓藝術家帶領學生進行有關藝術方面的探索活動。研究者發現：因為

配合政令的宣導，所以藝術家才能有機會進駐校園。但是這些受邀的藝術家或許當初藝

術家進駐校園的動機不同，一旦參與駐校活動之後，因為個人內在的需求、興趣、感情

等因素，都會影響對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研究者將藝術家駐校形式、駐校內容與曾進

駐學校的數目與進駐校園的時間整理如表4-12，試圖從駐校形式、內容與時間，更清楚

明瞭藝術家駐校活動涉入之程度。 

表4-1  藝術家駐校背景一覽表 

藝術家 駐校經費來源 駐校內容 
進駐校 

園時間24 
歷年進駐進駐學校

數 

陳老師 
攜手扶幼 

學生自費25 
紙黏土 9年 5 

許老師 
攜手扶幼、 

藝術深耕計畫 
陶藝 7年 2 

王老師 學生自費 紙黏土 8年 1 

曾老師 
攜手扶幼、 

藝術深耕計畫、 

義務指導26 
平面繪畫 8年 5 

邱老師 2688 平面繪畫 4年 4 

陶老師 攜手扶幼 陶藝 4年 2 

蔡老師 2688 平面繪畫 8年 5 

宗老師 學生自費 平面繪畫 8年 2 

 

個人的興趣、理想或來自於師生的回饋與互動，都影響著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涉入

的程度，但是更多的藝術家進駐校園之後對教育現場的瞭解，學生缺少感動的機會、鑑

                                                 
24 指實際進駐參與藝術課程教學時間，截至民國 99 年 4 月。 
25 為學生自由參加需自費。 
26 曾老師在學生課後時間義務指導，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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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的能力、創作的機會，所以藝術家將參與駐校活動視為藝術傳承的使命，目的是提升

學生的藝術涵養，帶領他們以藝術家眼光去看待週遭的景物，學會欣賞，懂得美，學習

過有品味的生活。綜上所述研究者將藝術家駐校動機整理如表 4-2： 

 

  表4-2  藝術家駐校動機一覽表 

項目 藝術家駐校動機 藝術家 藝術家的話 

許老師 

都會區孩子下課是安親班，我們偏遠學

區的孩子是放牛班，---課後留在學校參

加各種社團，充實生活，我教他們玩陶

土，也教他們認識美的東西。 1 提升社區學童的藝術涵養 

曾老師 
學區內的孩子下課就四處閒晃，我要介

紹一個正向的才藝，讓孩子自由來學，

我的理想是播灑藝術的種子。 

陶老師 
我們從北部回來也是想推廣陶藝-----所
以只要學校需要我們的地方，我們一定

義不容辭。 
2 藝術教育的推廣 

宗老師 

以前我一直有一個夢想，在我50歲以後

下鄉去教畫，因為我也來自鄉下----大藝

術家都出自於窮鄉僻壤，我覺得美術的

東西是需要現場去感受的。 

3 經濟的考量 邱老師 

有一位藝術家他跟我分享在學校教畫的

樂趣， ----問我願不願意加入，起初我

遲疑一下，後來想說白天也沒事，增加

收入也不錯，應該說為了養畫更貼切，

支撐我的藝術夢想。 

4 
尋求表現的舞台 陳老師 

教兒童美術是我想走的路，我想藉著參

與駐校活動能讓我展現我的手藝，更多

人認識我，認識紙黏土的美。 

王老師 

本來只是在我孩子的班級幫忙，教教他

們做簡單的小東西，後來其他班級老師

也來邀約，最後主任延攬加入教學支援

團隊，擔任美術社團的駐校藝術家。 
5 人情考量 

蔡老師 

我看到一棟老宿舍荒廢了，建議校長應

該充分利用它，沒想到校長竟邀我進駐

讓我來規劃，我想這是件好事便接下來

了------ 

 

 

 

 61



 

第三節  駐校藝術家駐校活動的涉入程度及影響涉入的因素分析 

    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可比喻成一位正在參觀畫展的學生，一位就讀美術

相關科系的學生，他利用假日去參觀米勒27的畫展，因為本身有美術專業的素養，所以

有欣賞畫作的能力，加上看畫之前能夠對於米勒的生平與畫作的風格再次預習，所以當

導覽人員為畫作解析時，參觀者對於米勒的畫作是有感情的，且能夠在導覽的過程當中

將情感融入畫作中，對畫有重新的詮釋，因為受感動所以會介紹更多的人一起來參觀畫

展。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也一樣，若是充滿高度興趣的，且願意花心思蒐集

有關駐校活動的相關訊息，進一步覺得參與駐校活動對於自己的創作生活是一種實踐，

是一種對生活的體驗，覺得它是重要的，所以對於駐校活動投入高度的興趣。 

    但是影響涉入的因素又為何呢？根據文獻探討影響涉入的因素有興趣、外顯性與情

境等因素，興趣因素是歸因於藝術家本身，而外顯性與情境因素則與藝術家實際參與駐

校活動之後，來自於學校之師生互動的情形所影響。 

    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最重要的是課程的發展方式，而課程的發展方式與駐校形式的

類型有極大的關係，研究者根據訪談發現：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的形式可分為三種：（一）

正式的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二）學校的專案計畫與、（三）美術性社團。藝術家得以

擔任正式的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源自於 2688 專案28，學校欲借重藝術家之專長，補足

校內無專任藝文教師之缺憾，藝術家駐校的工作性質為正式藝術教育課程之傳授；學校

的專案計畫分為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29 、教育優先區
30
，學校針對學校本身與學生的需

求書寫計畫案向教育處、部申請經費，發展學校特色，藝術家進駐的功用在於結合校內

藝文師資推廣與深化藝術與人文課程拓展學生的藝術視野；美術性社團的設立是學校為

了讓學生體驗多樣貌的藝術創作，作為藝術教育課程加廣與加深之用，學校邀請藝術家

進駐，為學生作技能上的指導，屬於使用者付費性質。三種駐校形式共同目的都是為了

                                                 
27 法國寫實主義田園畫家。 
28根據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小教師員額，得聘請具有特定科目、領域專長人員，以

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 
29教育部為落實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將結合藝術家與藝文團體，深化學生藝術欣賞與創

作的能力。 
30根據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學校發展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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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學生的藝術教育，但是課程實施方式不同，藝術家對於課程發展的方式也會有些差

異，所以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涉入的程度也會有程度上的差異。 

    研究者根據訪談將藝術家進駐校園的駐校形式、課程發展的設計方式授課的內容與

發展的方式整理如表 4-3，期望透過表格整理對於藝術家駐校的涉入程度有進一步的了

解。有些藝術家同時進駐於多所學校，所以研究者將學校做一編碼，並將學校之地方特

色一一列出，整理如表 44，可供涉入程度分析時做參考比對。  

表4-3 藝術家駐校活動涉入程度一覽表 

藝術家 駐校形式 課程設計31 課程內容32 策展 

陳老師. 課後托育班33 自行規劃 講述、實作 校內師生作品展 

許老師 

專案計畫 

（藝術深耕計畫） 

（教育優先區） 

配合學校本位

課程34 
講述、實作 學生成果展 

王老師 學生自費 自行規劃 講述、實作 文化走廊作品展 

曾老師 

  專案計畫、 

（藝術深耕計畫） 

義務性質 

配合學校本位

課程 

講述、實作 

觀察、鑑賞 
校內師生作品展 

邱老師 
正式課程、 

    學生自費 

以教科書 

為主 
講述、實作 校外師生作品展 

陶老師 

專案計畫 

（教育優先區） 

（藝術深耕計畫） 

自行規劃 講述、實作 校內師生作品展 

蔡老師 正式課程 自行規劃 
講述、實作 

觀察、鑑賞 
校外師生作品展 

宗老師 學生自費 自行規劃 
講述、實作、觀察、

鑑賞 
校內學生作品展 

 

                                                 
31 課程設計為教師在上課前對於上課內容的規畫。 
32 課程內容為上課的方式。 
33 為學生自由參加需自費。 
34 學校本位課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係指由學校本身對於學生之學習內容或活動所進行的設計、

實施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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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藝術家目前（九十八學年度）進駐學校特色一覽表 

     藝術家 駐校代稱 學校所在地  學校特色 地方特色 

陳老師. A 彰化縣田尾鄉  花卉之鄉 

許老師 B 彰化縣大城鄉 陶藝 漁村藝象 

王老師 C 南投縣草屯鎮 美術班 草鞋編織 

D 雲林縣斗六鎮 學生美術館 農村景色 

曾老師 

E 雲林縣莿桐鄉 棒球隊  

邱老師 F 彰化縣永靖鄉 車鼓陣  

G 彰化縣溪州鄉 藝文館  

陶老師 

 B 彰化縣大城鄉 陶藝  

蔡老師 H 彰化市 游泳隊  

宗老師 I 彰化縣永靖鄉    扯鈴隊 農村景象 

 
一、駐校藝術家駐校活動涉入程度分析                                                      

    駐校形式是藝術家進駐學校決定課程發展形式最大的主因，藝術家對駐校課程的發

展模式全決定於駐校的形式，因為形式不同得到的人力與物力的支援也會有所差別，而

藝術家發展課程的方式與對於活動涉入的程度也會有所程度的差別，研究者將透過駐校

形式之不同試圖分析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 

（一）、正式課程----藝術與人文領域 

    九年一貫課程施行之後教師工作負擔沉重，教育部補助各校得以增聘增置教師員額

（2688 專案），支援教學工作，唯支援之教師需具有特定科目、領域之專長且經認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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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合格證書，蔡老師與邱老師即屬於這一類的教學支援教師，「彰化縣有舉辦支援教師

的認證，他有分很多項目的不同，我有去考藝術與人文類，要進到學校當支援教師是需

要認證的」。又說「駐校藝術家要本身未在校外從事教學工作，全心全力投入，對象要

是一般性的學生，不是菁英教育的」、「學校會發一張駐校藝術家的聘書給你，代表你是

由學校正式聘任的駐校藝術家」、「通常學校不會要求我們做什麼事，只要課有上完就

好，其他的學校也不會過問」990205 訪。 

    但研究者參與觀察卻發現蔡老師非常投入於駐校活動當中，有著先前豐富的駐校經

驗，他主動建議學校舉辦畢業美展，蔡老師向外尋求外部資源，讓孩子的作品有機會在

公開場合展覽，他期望做到移動式的美術館，學校、社區都可以展。「我跟校長說只要

你將九十九個框做好，其他的事就交給我來，後來我們的畫在彰化的內政部老人養護中

心展，現在都還在展出，你可以去看看」蔡老師，990205 訪。後來研究者實地走了一遭，

乾淨明亮的中廊多了九十九張畫的美化，增添些許藝文氣息，而且這裡的對象是老人，

配合孩子童趣的作品，為平淡無味的生活激起一些漣漪。蔡老師問我為什麼要放九十九

張畫，不放一百張，讓我一時答不上話來「九九重陽敬老去，我策畫的每一場畫展，都

是有特別涵意的。」蔡老師，990205 訪。 

    以九十八學年度為例：蔡老師教授的年級有三、六年級，六年級因為在畢業前要舉

辦畢業美展，所以目前上的內容以油畫為主。配合學校的規畫將藝術與人文領域分為視

覺藝術與表演藝術，所以一個學期當中蔡老師的課只有九週，下學期共十八週，他必須

在這當中規畫畢業展要呈現的作品。「三年級的課以水彩畫為主，通常我就是讓他們喜

歡畫畫，不會侷限他們畫什麼？一個主題給他們就開始畫。」蔡老師，990205 訪。 

    正式的藝術與人文領域有教科書，蔡老師覺得教科書對孩子來說幫助不大，他說：

「藝文課本的內容，我個人覺得孩子學不到東西，所以我會根據學校孩子的程度與能

力，再依學校地方特色規劃教材」。990205 訪。所以他上課時很少用到教科書，即使有也

是簡單帶孩子瀏覽教科書的內容。的確蔡老師本身就像一座美術館，館藏豐富，無論是

藝術領域的專業知識或各種美術技法，總是難不倒他，他說：「生活週遭的東西隨手可

得都可以成為材料」990205 訪。隨即拿出一隻小瓢蟲是用豆莢畫的，桌上的萬年青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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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幾隻瓢蟲，是用壓克力顏料畫上去的。這與蔡老師的教育理念有關，他說：「藝術教

育的深耕，需從孩提教育做起，而藝術教育的目的絕不在單純的創造藝術大師，畢竟那

是不可多得的；相對的，藝術應該能走進人們的生活與生活相結合」990205 訪。 

    蔡老師只擔任一所學校的支援教師，因為學校規模較大；邱老師因為進駐的學校規

模較小，所以她總共擔任三個學校的藝術與人文領域支援教師。她上課的方式不同於蔡

老師，她會以藝術與人文領域課本為主，依照教科書所設計的單元，再來規畫本學期所

要上的內容。邱老師上課的節數也比蔡老師多，依領域課程節數規畫藝文課一週三節，

包含一節音樂課，邱老師全包了，因為她也略懂音樂，又會彈琴。 

   一般而言，學校通常會在上學期舉辦校慶，所以邱老師會將校慶所要用到的道具，

規畫在藝文課所要發展的課程內容當中，「我覺得導師非美術科班，每次都選用現成的

道具，在藝文課發展運動會要用的東西我可以接受，他們會先想好，我帶著他們一起做」

981111 訪。下學期六年級的藝文課本會介紹如何製作一本書，邱老師總會帶著畢業班一

起製作畢業留言小冊子，希望這是一個可以永久留下來的紀念。參與觀察中我看到了邱

老師國中時候做的書冊封面， 

「無意中發現了我國中時的作品，因為年代久遠所以只能看不能摸，看到了這個小冊子

我會想到以前的事，我也希望這些孩子因為自己親手製作的留言畢業冊，能永久保存，

下次再翻開看時會想起有這些人陪他一起走過童年」邱老師說，990304 觀。 

 

    通常正式課程中藝術與人文課程的材料費都很少，且學生須自己負擔材料費，費用

大都以一人一百元為限，除非有其他特殊需求，蔡老師與邱老師所任教的班級都差不

多。蔡老師任教的班級材料費收一百元，用來買顏料、畫紙、畫布，活動進行當中若顏

料有短缺的情形，蔡老師通常都自掏腰包解決。邱老師喜歡利用大紙箱來創作，一來可

以節省材料費，二來又環保，校慶的遊行道具，校園的裝置藝術都由紙箱變身而成。「我

們發展了一個活動很好玩，做了車子還蠻大的，孩子做完捨不得丟，我就和學校商量，

借了樓梯轉角來做裝置藝術，目前還在展」981111 訪。研究者實地參觀，果然在樓梯轉

角見到一列火車與數輛車子還有一些交通標誌，藉著這些作品，拼湊當初他們做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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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著自己的車，在美術教室做角色扮演的模樣，一定相當逗趣。一樓的辦公室外牆還掛

著幾幅孩子們的畫作，「這些簡易框是我利用空閒時，一刀一刀刻成的」 981111 訪。 

 

         

        圖 4-18 學生作品展示     

                                                圖 4-19 邱老師自製簡易框 

                                                   

    邱老師與蔡老師教學的共同特色是：將有限的資源發揮到極限，將課程變得生動有

趣，把學生當成大師，將藝術課程深化於每一個孩子的心中。蔡老師能在八週的時間裡

規畫學生完成他們的畢業美展作品，教學技巧實在高超，雖然作品侷限在平面的創作

上，但是給了學生一個公開展覽作品的空間，為學生留下一個難得的藝術體驗活動。邱

老師規畫課程以基本的教科書為主，配合學校的活動或傳統節慶，充分將課程與生活結

合，且善用課堂內學生的作品美化校園空間，增添藝文氣息。 

（二）、社團 

    目前學校中強調多元學習的教育方式，所以學校會成立各種不同型態的社團，試圖

補充或對課本內的知識加深、加廣，學校的美術性社團就是其中一種方式。期望透過藝

術家進駐校園帶動風氣，引發師生美感知覺與欣賞的態度，提升生活境界。 

    美術性的社團又分為義務性質、專案性質、自費性質。義務性質為家長或社區志工

利用空暇指導學生從事美術性的活動；專案性質屬教育部攜手扶助計畫案之ㄧ，為學校

向教育部申請經費，參加此社團的學生有資格限制須為新移民之子、低收入戶子女或單

親家庭子女；再者為自費性質，學生須自己付費參加此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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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老師最初就是以兒童美術社團指導教師的名義進駐 D 校，他有感於鄉下孩子對

於課後才藝班接觸較少，所以免費義務在課後指導學生畫畫，曾老師學區內的這一所小

學也因為他的帶動，整個校園充滿藝術氣息，校園腹地雖然不大，但是處處充滿驚喜與

巧思。因屬於免費社團，所以授課的藝術家發揮的空間較大，不受限於學校。陳老師、

宗老師、王老師、許老師分別都擔任社團的指導教師，因為經費來源不同所以可以發展

的活動也會有些差別。 

    王老師說：「主任對於課程都不會過問，所以我會搭配課程，不會整個學期都上黏

土捏塑，有時畫畫、有時摺紙，上課時都自己帶學生發展課程內容，主任視情況才會出

現，通常都是要拍照做成果時才會來看一看」981205 訪。。王老師表示因為課程排在午

休時間，所以不會有老師來幫忙，有一些老師會利用午休時間來學做黏土捏塑，順便看

一下自己班上孩子上課的情形。「孩子們對於自己的作品被展示出來會很興奮，所以我

跟主任爭取到兩個櫥窗，我會將完成的成品展示在那，學生都會帶著家長來看」981205

訪。 

 

 

 

 

     

圖 4-20 王老師上課情形（1）           圖 4-21 王老師上課情形（2）   

                         

    美術性的社團通常也是學校校園空間布置作品的主力，陳老師授課的學校之中就有

一所欣逢 60 周年校慶，來賓拿到的紀念品「瓊崖海棠哨子」就是經過陳老師巧思設計

的作品，校慶當天也舉辦師生成果展，作品琳瑯滿目，平日不起眼的廊道當日成了小小

藝廊，981128 參與觀察。陳老師表示：「那個瓊崖海棠哨子是教學組長所設計的自然科學

教具，有一次閒聊時她拿給我看，我覺得很醜，就動手美化它，後來成了校慶來賓的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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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品，全校總動員利用藝文課大家一起動手做。」990121 訪 

    宗老師在員林鎮郊的一所小學擔任社團指導教師已有多年時間，課程規劃大都以平

面繪畫為主，低年級使用蠟筆，中高年級則以水彩居多，這個學期35校長即將退休，希

望在學校留下些紀念，所以宗老師做規劃學校圍牆的彩繪，由學生來做彩繪，藉此美化

校園環境。宗老師擔任駐校藝術家的I校，因他的進駐，將學生的作品規劃展覽在樓梯

的牆面與轉角處，更將二樓的穿堂佈置成學生藝廊，學生的作品成了藝術品，藝術教育

是活的，欣賞展覽作品，將潛移默化於孩子們的心靈當中。  

 

 

 

    

 

 
    圖 4-22  I 校樓梯轉角學生作品展示            圖 4-23 宗老師上課的情形      

                             

                                                                        

（三）、專案計畫－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 

    此專案計畫原則上以各縣市偏遠、資源不足、師資缺乏、位處離島，且有辦理意願

之學校為優先補助對象；補助非偏遠學校者，以負責縣市整體計畫推動者為限，補助的

經費每校不超過六萬元。因為經費遠比美術性社團或支援教師上的藝術與人文課程來的

多，所以發展的活動作品會較大型且精緻，但是在此專案中駐校藝術家對於活動的主導

性會來的低，受限於學校申請經費時的發展項目。曾老師說「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彩繪圍

牆，因為要配合校慶，接下來的課程要發展皮影戲，學校這次深耕計畫要做的是皮影戲，

我必須要再作準備，才能來跟學生上課」990304 觀。 

 

 

                                                 
35 研究者撰寫論文期間為 98 學年度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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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4  學生彩繪圍牆                  圖 4-25 曾老師準備色料的情形                 
                                    

    陶老師表示「在 B校我只有五週的課，因為學生本來就有捏陶的基礎，所以我上起

課來學生程度很一致，很好上，雖然時間不長但是學生和我互動很不錯，作品也做得不

錯。」981108 訪。因為 B 校以發展陶藝特色為主，平常許老師就在這裡帶社團作陶藝教

學，所以學生基本的技法都不錯，陶老師上起課來相較於從未接觸陶土的學生，較容易

進入狀況。許老師平常就在 B 校的社團時間指導學生捏陶，所以在「藝術與人文深耕

計畫」中學校的構想是將學校的牆面美化，許老師說：「學校說要有特色的東西，我想，

大城鄉靠海，壁畫就以於海洋與農耕為主題，我教孩子捏魚的造型，我覺得學生的作品

要善加利用，融入學校的精神象徵，且與地方特色結合，才有意義。」981209 訪 

 

   「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需由學校事先規劃課程，交由教育局作經費核定，活動才

能進行。所以藝術家在參與此課程時對於課程的主導性較低，大都提供技術性的指導。 

曾老師提到：「我們今天的活動是要畫牆，但是畫的主題與內容各班並未透漏給我知道，

所以到現在我還不知道他們要畫些什麼，學校在寒假中就舉辦圍牆的徵圖，每一班可以

有自己的想法，一般來說我不會去干涉學生畫的內容，畫好我也不會去改他們的作品，

因為那是他們最珍貴的回憶，在畢業後再回到母校來看到這一切，都會很懷念的，因為

那是自己畫的」990304 觀。 

    曾老師與陶老師分別在 D 校與 E 校都是短期的駐校，所以只針對藝術深耕計畫內

容授課，且提供的都屬於技術性的指導，對於課程的規劃並沒有參與。陶老師覺得學生

在參與活動的過程與她互動良好，且技巧不錯，雖然對於課程的設計她並未沒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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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指導學生陶板的製作是陶老師最擅長的，所以她說在 B 校駐校的感覺是美好的，

若有機會她願意再來。曾老師對於畫牆的活動，學生要畫什麼主題他並未介入，他覺得

最主要的工作是調製各種顏色供學生使用，只要學生盡興的畫就是達到活動主要的目

的。  

    綜和以上所述可以得知：藝術家在正式課程對於活動的涉入程度較深，因為正式課

程讓藝術家發揮的空間大，假如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動機是強烈的，他就會將自己對

於藝術教育的理念與理想發揮於課程當中，設計出符合學生能力與興趣的課程，且願意

蒐集駐校相關資訊，不斷修正檢視自己活動發展的方式，期望將最好的一面帶給學生，

提升他們的藝術涵養。 

                     

二、影響駐校藝術家涉入程度的因素 

    研究者根據訪談與參與觀察的結果，將八位駐校藝術家依影響其涉入程度因素的三

個面向整理如表 4-5： 

 

表 4-5  影響藝術家駐校活動涉入程度因素分析一覽表 

 
藝術家 興趣 外顯性 情境因素 

陳老師.   ◎ 

許老師  ◎  

王老師 ◎   

曾老師  ◎  

邱老師   ◎ 

陶老師   ◎ 

蔡老師  ◎  

宗老師  ◎  

 

 

 

 

 

 
 

說明：「◎」表最顯著者 

 
 

（一）興趣： 

    興趣是支撐藝術家駐校涉入程度的重要因素，因為有興趣，所以個體會對駐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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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認同感，加深涉入程度。王老師說：「平常我在公司很忙碌，因為是家族企業，所

以還需料理三餐，整天被公司與家庭瑣務壓得喘不過氣來，黏土捏塑是我的興趣，來學

校教小朋友，在這段時間我可以喘口氣，我很喜歡這樣的時間」。981205 訪。因為黏土捏

塑是王老師的興趣，加上 C 校負責的主任又能尊重王老師專業，給王老師ㄧ個自由發

揮的舞台，所以她對於駐校的熱誠與涉入程度一直都是相當投入的。 

   「以前我規畫在五十歲以後可以到偏遠的國小教學生畫畫，然後畫遍彰化縣所有的

小學，可以但是目前礙於家庭的責任與義務，還不能全面實施，我已經開始做了，希望

能早一天實現」 宗老師說，990303 訪。宗老師早年曾到非洲工作與深造，且來自於鄉下，

他嚮往無拘束的鄉村生活，應該就是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吧！ 

    蔡老師表示「到學校教學很快樂，也是一種責任與道義」，「我是堪輿學家，是私人

公司的顧問，駐校這一塊我是在奉獻，畫畫是興趣」990205 訪。興趣應該是支撐蔡老師

願意繼續走下去的原因之ㄧ吧！當初因為人情因素的邀約，這一投入就是八年的時間，

駐校活動對於蔡老師而言真的都在奉獻，為了讓學生體驗參展的機會，大手筆讓學生使

用壓克力顏料在畫布上作畫，因為學生上藝文課的材料經費有限，都是蔡老師自掏腰包

解決，他覺得若能讓踅生對於藝術教育有更深刻的體驗，這一切都值得。 

    三位老師對於參與駐校活動都來自於對藝術教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所以在課堂上總

是充滿歡樂，對於好動、好玩的學生總能徹底改造他們，讓他們喜歡畫畫、對畫畫有信

心。 

（二）外顯性 

    駐校藝術家受邀進駐學校展演或做藝術方面的指導，會面對來自於學校師生、家

長、社區人士的評價，當藝術家與學校師生互動性佳時，會加深藝術家涉入程度，提高

其外顯性的行為，使駐校課程更為豐富多元。  

    曾老師以家長支援和社區志工的形式進駐學校擔任美術性社團指導教師，時間久了

學校發現曾老師對於駐校活動相當投入，主動提供閒置教室，整理為曾老師的駐校工作

室。讓曾老師覺得是受重視的，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會提升。 

曾老師提到「沒課時我都會出現在 D 校準備教材，剛剛你看到我在鋸的木頭，就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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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做拼貼的材料，每年學校都會修剪很多樹枝，我和學校的工友會一起整理挑選學生

可以利用的樹枝，讓他們上課用。我會教他們拼貼成各種動物，他們拼好時會有一些老

師進來協助，拿著熱熔膠站在兩旁協助學生做黏合的工作」981205 訪。 

 

 

 

 

 

 

圖 4-26 指導木頭拼貼課程               圖 4-27 在 D 校的駐校工作室  

                             

     許老師很感恩學校可以給他一個教學的舞台，更感謝校長們的提攜，他說：「從 B

校慶邀請我的作品展覽開始，有校長開始收藏我的壺，假如學校有駐校的機會，是適合

我的就會和我聯絡，慢慢的，越來越多的學校就邀請我去舉辦講座或教授藝文相關的課

程」981209 訪。許老師雖然身體有殘疾，但是努力不懈的精神令人感佩，也因如此認真

負責的態度，來自學校師生、社區家長的掌聲相對的提高。 

    宗老師與蔡老師經常在公開場合舉辦畫展，與關心藝文教育，所以知名度高，蔡老

師更是為他所帶的班級學生舉辦畢業班的美展，得到好評，無論是學生或是家長，對於

自己的作品能成為展覽藝術品，都是充滿新鮮與榮耀。在彰化縣的校園中只要提起蔡老

師，提及他對於駐校課程的投入，無不翹起大拇指稱讚！ 

 
（三）情境因素 

    藝術家進駐校園在情境因素的部份，本研究將之分為兩方面：一、學校整體的情境。

二、校園內師生的態度。藝術家創作的工作室與學校的教室，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很大，

學校所提供的空間與設備是舒適且完備的，藝術家在其中教學或是創作感覺會是愉悅

的，他會覺得備受重視；而進駐學校的藝術家非常駐於同一所學校，所以對於學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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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悉度一定會較低，會有距離，一個學校上達校長，下至每一位學生，能親切熱絡對

待駐校藝術家，讓他產生認同感，覺得自己也屬於這個學校的一份子，藝術家對駐校活

動的涉入程度也會提高。 

 

1、學校整體的情境 

    邱老師表示：我覺得有提供美術教室的學校讓我比較好發揮，因為我有地方可以    

放材料和心情，下課的時候我不必在樹下等下一堂課的上課鐘響，這段下課時間我可以

準備好下堂課要用的東西和心情。有教室我就不用背著大包小包(教具或材料)東跑     

西跑，還可以布置教室、展示學生的作品等等。981111 訪。 

    陶老師對於學生的先備經驗就有深刻的印象，她表示：「我在 B 校駐校是因為藝術

與人文深耕計畫，時間很短只有 5週的時間，可是孩子的作品讓我驚訝，因為他們有經

驗，且興致濃郁，學生上課都很有興趣，我只要講解一次他們就可以自己做的很不錯，

我在上課的感覺很好」981108 訪。 

2、校園內師生的態度 

    陳老師在 A 校擔任駐校藝術家已邁入第九個年頭，她表示「主任和老師對我超好   

的，就像家人一樣，雖然一週只有一個下午的課程，下課時我都會遊走各處室，串串門

子---我還跟校長說明年的校慶要頒一個大匾額給我，因為我已經滿十年了」990121 訪。

從陳老師的話語當中，不難發現她與學校的師生相處是非常融洽的。A 校校慶時研究者

實地走訪，發現陳老師是個受歡迎的老師，「宇宙無敵超級獨一無二大美女」是學生對

她的稱號，校園內處處可見她指導學生做的作品，稱之為大師ㄧ點也不為過。 

    蔡老師也覺得校園內師生的心境，是直接影響藝術家涉入程度最大的因素，他說：

「全校師生達成共識，就好辦事。假如只有校長重視力量薄弱，教師互動性不夠，那也

難辦事」，「在學期初學校會發一張課程規劃給我們 ，照表操課就可以了，其他的聯繫

很少」980205 訪。 

    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藝術教育課程已經跳脫藝術教育理論的灌輸，轉而提供

學生機會，探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運用感官知覺和情感瞭解藝術的本質，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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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的進駐是讓學生了解時代、文化、社會、生活與藝術間的關係。學校應將駐校藝術

家為教育上的夥伴，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駐校環境，讓藝術家覺得自己是有後援的可以

放心的投入駐校活動，讓他們願意傾囊相授，創造一個藝術家、學校與師生三贏的局面。 

       

第四節  影響藝術家駐校活動的體驗分析 

    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的體驗，就像走進國立歷史博物館觀看梵谷的畫展，當欣賞者

未進到展場之前，可以針對梵谷的生平與畫作先做了解，當她進到展場時不至於只是看

熱鬧，能夠真的將真品與理論做一對照與分析。展場的情境與設備也是欣賞畫作的人所

會留意的，看畫的動線與整個畫作的擺設，都是參觀者所關心的。藝術家投入駐校活動，

學校的環境、氣氛、課程的發展形式，都會影響著藝術家駐校的體驗。Schmitt(1999)

將體驗比喻為一個模組，包含感官體驗、情感、思考、行動、關聯體驗等五個形式，但

是體驗是個體與他人共享的經驗，通常不會單一形式出現，就如感官、情感、思考是個

人獨有的體驗，而行動、關聯則屬與他人共享的體驗，所以這些模組之間是具有關聯性

且及相互影響的，這五個形式將提供最終的體驗為駐校藝術家的駐校生涯留下深刻難忘

的回憶。 

    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課程的進行方式與駐校時間的長短都是影響體驗最直接的影

響因子，課程是豐富多樣性的，涉及的感官越豐富，藝術家將會留下較深刻的體驗；而

駐校時間長藝術家可以對於駐校活動有反思時間，經過反思與修正讓駐校活動達到一個

理想的境界。 

一、駐校形式 

    駐校藝術家進駐校園教授課程的形式可以分為正式課程、社團、專案計畫。因為駐

校形式的不同，所以活動發展的方式也會有所差別，藝術家對於活動體驗的形式也會有

所不同。 

 

（一）、正式課程 

    邱老師與蔡老師都是擔任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支援教師。邱老師年紀較輕，大學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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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系畢業沒幾年，對於駐校活動作風較保守，課程總會依循著課程大綱再去加入自己

所想要發展的活動。邱老師在駐校活動中對於感官、思考、情感等體驗較豐富；而駐校

體驗的媒介則透過溝通、人、空間環境、與建立良好的形象。 

     

     在教學上的體驗邱老師說： 

我對於人生的事情其實沒有特別的想法，駐校活動也一樣，最初只想接受一項大考驗，

比較人數多寡（邱老師在畫室授課的人數少），會擦出哪些不同的火花，很多事情我都

是用舊經驗去面對，之後再檢討、修正。我到學校參與駐校活動，一直都在不斷的修正、

嘗試與實驗，將課程調整到最佳狀態。記得第一年我進駐學校時，我非常痛苦，課後常

找主任們聊一聊，除了教授課程我還要擔心他們使用工具的安全，要求作品他們會覺得

我找他們麻煩，我很驚訝高年級的孩子還在畫幼稚園的人像--火柴人36，我很不能適應，

慢慢的才能接受。981111 訪。 

    邱老師在駐校過程中雖然在學生身上未能見到太多的教學成效，但是他覺得學校師

長對她的肯定與鼓勵就是最好的回報。邱老師以各種不同的活動方式去誘發孩子們內心

美的因子，她對於駐校活動是充滿動力的，來自多方的支持讓她願意一直走下去。 

    蔡老師與邱老師全然不同，他是一位經驗豐富全方位的藝術家，他總覺得教科書是

不夠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教學方式，對於駐校活動是完全的投入。現在的他在 H 校， 

或許是因為學校規模較大，現在的蔡老師有課才到學校上課，其他的事不過問，蔡老 

師說「學校在學期開始會發一張課程規劃 ，我只要照表操課，其他的聯繫很少」990205

訪。雖然蔡老師說不過問其他的事，但是自從他 97 學年度進駐 H 校開始，便為畢業班 

籌備畫展，在教室中親自示範作畫，帶領學生欣賞畫作，很受學生的歡迎。 

    在教學上的體驗，蔡老師覺得：「駐校活動是一種普及教育，菁英教育在畫室教就

好了，不用在學校教，上課時，以學生的個性去引導，讓孩子懂得什麼色彩都可以用，

哪一種表現方式都可以用，讓他們知道在什麼情境下作畫最快樂，怎麼去欣賞」990205

                                                 
36 人物畫的特徵，通常孩子會畫圓圈代表頭，用一條線代表手或腳，身體不成比例。大約出現在 4-7 歲

孩子的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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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蔡老師在他紅色箱型車裏面，裝著畫布、畫具，以及各式各樣的素材，孩子們上 

 課需要的東西，只要他做得到的，對孩子有幫助的他都願意去做，不求回報。像佈展， 

 從不假手他人，學校只需將畫框準備好，搬運、連絡場地，他都自己來。蔡老師說：     

 「參與駐校活動很好玩，他們（指學生）在學習，我也在學習。」990205 訪。因為校長

的肯定與支持，蔡老師對於駐校工作是「甘願做，歡喜受」，他樂在其中，他也說： 「來

這裡就是奉獻，這裡沒有商業行為，它是一個奉獻的教育機構。有補助就有車馬費，沒

有的話就是志工的型態。只要有心，不同領域中只要有心去互動，不管投資報酬率多少，

你一定賺到兩樣經驗與智慧」990205 訪。 

    兩位老師參與駐校活動都是愉悅的，發展課程內容時，能針對學生的需求適時做調 

整，與學校的師長溝通良好，與學生相處融洽，得到正面的評價與掌聲。蔡老師更能將 

駐校過程中所得到的感觸融於創作中，畫出更多有感情的作品。 

 

（二）、專案計畫---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教育優先區 

    專案計畫係由校方提出的教學設計構想邀請相關藝術家進駐校園，在一定期間內完

成所設計的教學活動。 

    陶老師和許老師共同參與 B 校的專案計畫，陶老師第一次在 B 校參與駐校活動，

教授的是陶板繪製的技巧，她對於 B 校學生的表現讚不絕口。在教學上的體驗她覺得，

學生已經有陶藝基礎的技法，而繪製陶板只需注意線條的表現方式，所以陶板的創作對

於他們而言難度不高，創作時個個聚精會神，表現不錯。作品的構圖來自師生的想法，

圖樣也是老師事先給的，所以她沒有加入任何意見，但是陶老師覺得學校老師能將地方

產業特色融入學校的景觀之ㄧ，立意很好，讓學生對這個創作品能產生連結建立感情。

因為是短期駐校，所以陶老師只在有課的時間到校，與校內其他老師互動機會少，只有

和主任聯絡課程的設計方向與作品的呈現方式。陶老師也表示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的案

子一來學校事先都已設計好，藝術家對於課程設計參與的部分較少，二來時間較短，藝

術家難以與校內教師有太多的互動，除非是老師們主動加入活動。但是有一點要特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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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就是參與這種案子藝術家的知名度會提高，因為有多所學校會藉著此專案，將學

生的創作成為學校的裝置藝術，美化校園環境，就像 B 校就是最好的例子。 

    許老師在專案計畫中發展的活動就以集體創作為主，他教孩子捏出一條條的魚，再 

由建築師傅鑲嵌至風水牆上，成為校園的裝置藝術，美化學校門口的風水牆。研究者到

學校作參與觀察，還未進到學校就被外牆的景致所吸引，先是瓷磚馬賽克拼貼的農耕 

圖，再來是外牆兩側魚的造型，走進學校，不愧是曾入選為十大特色小學，美崙美奐。 

在教學上的體驗他覺得：學校要設計各種與藝術相關的專案都會找他一起討論，覺得自 

己備受重視，像這次的案子他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構想且被學校所採納，對許老師而言都 

是一種鼓勵。 

    曾老師提到他在這個學年37手上有五個學校要發展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的活動，課

程內容都是學校規畫好的，他除了要上繪本製作、皮影戲，還有一所學校要畫牆，對於

駐校活動所要呈現的方式是由學校事先和他做初步溝通，他評估之後再展開活動。在教

學上的體驗，他覺得參與每一次的駐校活動都是新鮮的，因為遇到的學生都不同給的回

饋也不同，雖然是學校事先規劃好的內容，但是與學生一起創作時就會激起不同的火花，  

不像在創作，是單一的，只有身體與心靈對話。參與駐校活動讓曾老師覺得學校事先都 

能主動與他溝通課程進行的方式，可以使活動進行更順利；且每一次的展演學校還能邀 

請他的作品一起展出，增加作品曝光機會，有更多人能夠收藏他的畫作；參與駐校對他 

而言是一個很好的體驗活動。 

    三位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都給予高度的肯定與樂意繼續耕耘下去，雖然陶老師覺得 

駐校活動中未能呈現自己的創作風格是有些遺憾的，但是學生上課時的良好互動與外界 

給予的高度評價與師長的肯定，補足了她的缺憾。B 校能借重許老師的專才一同策畫專 

案計畫的內容，讓他對學校更有認同感，發展活動時能處處以學生為考量，使課程更豐 

富讓學生有一個難忘的體驗活動。而許老師對於專案活動的體驗更是深刻，活動中融入 

他的創思，師生們的正向回饋加深他參與駐校活動的心力，在這裡實現了他的理想。曾 

老師對於各校發展不同形式的課程豐富了他的創作他覺得很有挑戰性，每一次學生的作 
                                                 
37 指的是 98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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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都讓他驚豔，雖然每校停留的時間不長，但是可以接觸更多不同特質的學生，學習到 

多樣性的教學技巧，對於駐校生涯留下璀璨的紀錄。 

（三）、社團 

    在本研究指的社團分為三類：攜手計畫中的美術性社團，免費與自費性的社團。授

課時間一週大約兩節課左右，各校不一，學生的分班都以年段分，分為低、中高三班。 

    陶老師在G校駐校今年是第三年了，她提到：上社團因為都是一學年以上的計畫，

時間較充裕，我可以由基礎開始教慢慢加深，我覺得在G校，上到現在感覺很好，因為

中高年級的學生比較懂得你說的話，做的東西也比較進步。我們在多功能教室38上課，

學生的半成品可以放在架子上，做好的東西也有地方擺，他們有電窯可以自己燒，有的

時候不上釉的作品，老師會幫忙燒。老師們會主動協助，他們有不清楚的地方我也會教

他們，像不上釉的作品我教他們以茶葉水代替釉，學校經費有限，我們都以最少的錢，

發揮最大的效用」981108 訪。 

    陶老師授課的內容與陶藝的創作為主，一周只見一次面，所以與學生的互動僅止於 

課堂上與教學內容有關的聯繫，因為兩週就會有一個作品呈現，所以上課內容規劃在作 

品技巧的指導，對於情意方面引導較少。陶老師表示社團時間要帶給學生在藝術教育心 

理層面的深化實施上會有困難，目前她還是以動作技能的傳授為主。她覺得 G 校老師 

的配合度很高，所以她也很願意協助學校提升學生對於陶藝方面的能力。對於駐校的體 

驗，陶老師的作品大都以人物偶為主，小巧的陶偶每個逗趣的模樣，就像教室中天真可 

愛的孩子，「學生有時在上課時會有令我意想不到的創作，我也會融入在我的作品當

中」、「因為我不是科班畢業的，學生的發展我較外行，所以學期初我會與學校討論課程，

以學校編排為主，配合節慶或是校慶，學校負責學生的動作發展，我負責以學生的動作

技能設計適合他們的課程」。981108 訪。 

    陶老師對於駐校的體驗是愉悅的，雖然她抱怨學生上課時活潑過度，但是本身堅信 

唯有努力於陶藝的傳承，偏鄉學生才有機會領略陶藝之美。因為非科班畢業自覺不足，

所以很願意配合學校課程的規劃，與師長們溝通良好。學校給陶老師ㄧ個良好的授課環

                                                 
38 該教室為自然教室兼美勞教室，所以陶老師稱之為綜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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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陶老師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空間，有時候作品需要分兩次完成，綜和教室裡有足 

夠空間可以放置作品，也有櫃子可以擺放一些學生做好的成品，學校老師對於推廣陶藝

都有共識，雖然授課節數不多，但是陶老師還是願意竭盡所能為學校付出。 

    許老師在B校擔任駐校藝術家的課程式是週三下午的社團活動39，許老師表示： 

 「我設計的課程都是生活上可以用的東西，比較實用，就像杯子、花器，也許和我的

創作有關40，通常我們在社團上的東西會屬於是個人創作比較多，像之前有做一個老鼠

造型，在低年級我教他們做筆插，中高年級難一點我就設計成老鼠花器，每次做完主任

就會將作品展在走廊。我就跟主任建議：展期結束就讓孩子帶回家，因為他們上課會跟

我說作品都不能帶回家，做的時候不能投入，假如是屬於自己的（指作品）做的心情會

有不同，應該會較起勁」981209 訪。許老師對於能參與駐校活動一直都是很感恩的。他

覺得自己身體有殘缺而B校還願意聘請他，且提供一個無障礙的空間，所以他願意對學

校全力付出。他覺得B校的學生真的很窩心，只要他的車一到校門口一定會有很多學生

搶著幫忙提東西，他相信一定是老師提醒的。對於駐校的體驗他覺得在過程中充滿歡

喜，也因為駐校的緣故他在孩子身上看到童趣，以前他的創作較謹慎，現在看到孩子大

膽的創作，逐漸在作品中看見突破，他表示假如當初沒有加入駐校活動，應該不會有這

樣的轉變。對於校內的師長他也是充滿感謝，雖然彼此的互動不多，但是，老師把孩子

教的那麼貼心，許老師心中盡是感謝。 

    陳老師覺得每一次上課都會有驚奇的體驗，她說『有一次，上課作品完成後，孩子 

做作品創作的分享，我問他，馬身上兩旁綠色的線條是啥，孩子說「是ㄏㄚ  ㄏㄚ」--   

；又有一次請孩子帶石頭，有一個孩子帶一堆彩色石子，真的考倒我啦！最後我給他一

塊黏土，請他做成披薩。參與駐校就像在體驗人生，在孩子身上我學到了許多事，他們

很有創意大膽的創作，出其不意的回答方式都是我可以學習的。』990121 訪。陳老師把

駐校當成是體驗人生，她能夠接納來自多方的建議，所以與學校的老師相處愉快。在課

程上能融入地方特色與學校的風格，A 校位於花卉之鄉，指導學生做花卉的捏塑是免不

                                                 
39 屬於攜手計畫經費。 
40 許老師以茶壺創作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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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說雖然學生必須先具備基本的技巧，但是她盡量簡化為了讓孩子可以獨自完成，

提高上課的興趣。她覺得學校已經有藝文教師，所以她覺得駐校藝術家的進駐應著重於

技術的傳授，而非情意的啟發，她希望學生能透過她的指導對紙黏土產生興趣，成為自

己的興趣那才是最實際的。 

    曾老師在 D 校帶的是義務支援的免費社團，利用週三下午的時間。因為是義務性 

質所以可以盡情發揮自己的創意在課程當中，他覺得鄉下孩子藝術刺激少，所以提供許    

多不同的素材讓學生多方嘗試與體驗。駐校過程當中曾老師曾一度遭受家長質疑他的能 

力，但是他並不因此放棄，他說：「凡事隨緣，我上的課程並不收費，學校是支持我的， 

至於其他家長怎麼想，我無所謂，我堅持我的理念做就對了」981205 訪。因為他的堅 

持、D 校師長的賞識，藝術家與學校共同努力之下 D 校成立了兒童美術館，曾老師因

為駐校活動實現他的理想、拓展人際關係，帶給自己一個全新的生活。 

    宗老師在中部是個頗有名氣的專業畫家，到偏鄉地區做藝術教育的推廣是他一直想        

做的事，所以到 I 校上課他是很愉悅的，雖然與老師的互動不高，但是課堂上是極受歡 

迎的。研究者作參與觀察時發現，宗老師將課程與地方特色結合，畫的主題都以花卉植 

物為主，他說：「天馬行空的畫是沒有感情的，畫孩子熟悉的東西比較有感情，像永靖 

鄉種了許多花和樹，他們每天看，相處在一起，較熟悉的，透過老師的帶領，他們很快 

就能抓住那一種感覺」990303 訪。因為一周才上一次課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宗老師覺 

得與學生的相處時間少，能給的東西有限，雖然已經將上課內容濃縮，技巧、鑑賞都有 

了，但是離老師想將孩子內在的潛能激發出來還有一段時間，假如學校能將此社團發展 

成全校學生都有機會上，那影響的層面就更廣了。 

    王老師因為參與駐校活動讓生活變得更廣闊，「我和學校的老師會利用周三下午他 

們沒課時一起喝下午茶，也會聊聊孩子的狀況，雖然參與駐校活動讓我更加忙碌，但是 

我的心境是更充實的」981205 訪。她說參與駐校活動與學校的老師更加親近，她更放心

讓將孩子交到老師手中，對於有一個特殊兒也較釋懷。對於學生他的包容性很大，所以

孩子總能天馬行空說一堆，即便每一次都耽誤到下課時間，王老師還是覺得沒關係只要

學生盡興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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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會因為所教授的課程不一樣，學生的來源也會不同，藝術家的 

體驗也會有所差別。正式課程的藝文課依照課程發展藝術家較難有自己的教學特色在其 

中，但是邱老師能融入學校重要活動的發展，讓學生的創作題材更為多樣，駐校活動較 

為精采；蔡老師是個行動派，雖然校方未主動要求做任何事情，但是他堅持自己的理想，

帶給學生新奇又豐富的體驗。專案計畫經費多，藝術家可以發揮自己的長才在其中， 

許老師很高興學校可以給他圓夢的機會，陶老師意外獲取更響亮的名氣。社團活動發揮 

空間較大，陳老師重視的是技術的傳授，所以她會設計不同的課程讓學生做多方的嘗試； 

王老師因為駐校活動得到很大的成就感與拓展生活圈；宗老師結合地方產業文化於課程 

中，得到學生熱烈的回饋，讓他願意為駐校活動付出更多。 

 

二、駐校時間 

    陶老師覺得藝術教育不是立竿見影的，假如學校有心推廣藝術教育應該替學生爭取

經費，讓藝術家能永續的進駐於學校，發揮專業，營造一個良好的藝文環境，讓學生能

夠有美感，懂得欣賞美的事物。在G校駐校已經三年時間，好不容易可以看出成效，礙

於經費將於本學年結束41，陶老師覺得很可惜，但是G校老師對於陶藝課程的參與程度，

讓陶老師覺得她若退場學校老師應該有能力延續課程，這是她覺得較欣慰的事。而參與

B校專案計畫的活動時間短，她覺得整個駐校活動涉入與體驗的程度都低，唯一體驗深

刻的是行動的體驗，師生共同的創作成果為她帶來許多喝采聲。 

    陳老師在 A 校擔任駐校活動已經九年了，雖然教授的對象都是低年級的學生，但

是積極主動的她與學校老師打成一片，她表示「組長都鼓勵我要再繼續進修深造，他 

們真的很熱心，還說只要我有需要，他們是我最佳的後方補給站」 990121 訪。該校教 

師熱心、親切，對於每一位外聘教師都能殷勤招呼，研究者作參與觀察時，教務主任毫

不藏私，頻頻問是否還需要協助？教師們也相當和氣，讓研究者覺得很窩心。陳老師接

著說：「我在 A 校感受到人情的溫暖，學校很尊重專業，讓我覺得備受重視，外聘師資 

                                                 
41 指的是 98 學年度，99 年 6 月 30 日結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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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會有隱形人42的問題，沒有歸屬感，在這裡處處（每一個處室）是溫情」990121 訪。 

    蔡老師從九十七學年度開始在H校駐校，在學校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從事藝術課程的

教授，他表示，H校有美術教室，所以他的活動範圍都在美術教室比較多，與學校的互

動比較少，他說：「學校規模大，只有校長想要43力量太薄弱，老師們的互動也不夠」990205

訪。在H校擔任駐校藝術家一年半的時間，蔡老師表示學校從不主動要求他協助做什麼

事，只要將課程內的進度完成即可，閒不下來的他策畫學生美展，自行設計課程，帶給

學生一門不同的藝術與人文課程，體驗藝術大師親臨校園示範創作的感覺。對於蔡老師

而言誘發出學生心中的美感是他重要的使命！ 

    邱老師說：「我一直都是帶中高年級比較多，像每一屆的六年級我都會給他們做畢

業紀念留言冊，我就會去檢視哪一種方法做出來效果最好，學生能夠好好利用它，不 

會出現在資源回收桶。像你看到的這種做法，我們嘗試過用白膠黏，用膠水黏，效果 

都不好，最後教學生使用雙面膠黏，效果就不錯，不易鬆脫」990304 觀。  

    曾老師參與 D 校的駐校活動已有將近 8 年的時間，代表的身分每一個階段也不全

然相同，從家長、志工、會長、駐校藝術家，對於 D 校的生態瞭落指掌，加上歷任校

長能夠重視他的專業，所以是學校的寶。研究者到校參訪時查覺 D 校設有曾老師的駐

校工作室，對曾老師而言又是一大肯定。所以當駐校藝術家若能持續在同一個學校參與

駐校活動，不僅校內師生社區家長受惠，對於藝術家而言更能對學校產生認同感，發展

更適合學生的課程。 

    宗老師在 I 校不到一年的時間，對於學生的程度都瞭若指掌，因為他在活動中可以

實現自我的理想，即便時間不長但是體驗卻很深刻。他說假如時間允許的話他願意一直

做下去，一所、兩所更多的學校，能夠以他的力量讓更多的學生受惠。 

    王老師覺得在 C 校八年的時間讓她與學校一同成長，校內師長的肯定是她繼續走

下去的動力，時間的累積讓她的教學經驗更加純熟，讓學生很容易體會捏塑的樂趣。因

為在 C 校時間久了，王老師對於校內的師長都很熟識，所以主任很放心將學生交給她，

                                                 
42 這裡指的是：外聘師資因為有課才來上，所以對學校覺得沒有歸屬感，外聘老師自己容易覺得學校老

師對他們的態度是冷漠的，未受重視的。 
43 指的是做藝術教育的推廣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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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課程的發展很少過問。因為得到主任的充分授權與信任，王老師主動幫學生爭取展

演的空間，讓學生的作品有機會呈現在大家的面前，建立自己的信心。 

    由各位藝術家的談話歸納得知：當藝術家進駐在同一個學校較長的時間，藝術家 

可以了解學校生態規劃適合學生的活動，與學生相處時間長，從孩子的創作中可以印証

自己的教學成果，得到成就感。與學校師長互動佳，來自校方對於駐校活動的肯定，對

創作品的欣賞，藝術家對於學校會更有向心力且認同學校，更願意對學校付出，也能廣

邀更多藝術家投入駐校活動。 

        

第五節  駐校藝術家涉入程度與體驗間的關聯 

    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有人視為是一份工作，也有人視為是使命、是經驗的傳承、是

藝術教育的推廣，更有人視之為創作品展演的舞台，但無論是哪一種目的都與藝術家對

於涉入與體驗間的關聯有關，當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有高度的興趣其涉入程度就會加

深，當涉入程度深，個體的體驗就會深刻，感官刺激多，內在的情感會受到豐富的活動

誘發出興奮、愉悅的感受，藝術家本身會不斷修正、調整教學方式，達到一個師生都合

適的狀態，呈現出最完美的駐校活動。以下將針對八位駐校藝術家對於參與駐校活動涉

入的程度與體驗間的關聯做分析。 

一、駐校藝術家涉入與體驗間的關聯分析 

（一）、陳老師 

    陳老師當初進駐校園最大的動機是磨練教學技巧，替自己的作品找到一個展演的舞

台，轉眼間八年過去了，陳老師教學技巧更精進，也能了解學生的發展設計適合他們程

度的課程。願意留在 A 校這麼長的時間，來自校方的信任與和學生的良好互動模式。 

    因為校方相當尊重專業，讓陳老師嘗試以不同的教學素材融入教學活動當中，結合

紙黏土的特性創作出許多小巧可愛的作品，為生活增添美感。雖然課程偏重於技能的傳

授，但是對於偏鄉的學童而言，卻是開拓了他們的藝術視野。因為課程未受限制，陳老

師可以自由發揮，所以她結合校內老師的創意設計出更多實用的藝術品，不僅學生受

惠，校內處處可見學生上課的成果，不僅美化了校園環境也帶給學生更豐富的視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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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陳老師覺得參與駐校活動讓她成長許多，目前教學現場中強調資訊融入教學，陳老

師也不落人後，將故事內容製作成電子書，讓學生經由聲光刺激對故事內容有更深刻的

印象，她說假如不是因為參與駐校活動，是不會有機會體驗這些新奇的科技。 

    參與駐校活動也是陳老師夢想的實現，以前她買不起櫥窗內的黏土作品，現在她有

能力了可以教學生自己去捏塑屬於自己的作品，她將黏土拉近生活，讓它不再遙不可

及。參與駐校活動讓她找到了作品展演的舞台也讓經濟更穩定，陳老師很珍惜現在所擁

有的一切，希望能以她專業的技巧帶領更多的學生一同體驗紙黏土之美。  

 

（二）、許老師 

    因為校長的盛情邀約讓許老師踏出了駐校的第一步，許老師對於參與駐校活動越做

越有信心，現在的他以提升鄉內學子的藝術涵養為職志，希望讓偏鄉的孩子一樣懂得欣

賞美的事物，生活有品味。 

    樂觀的許老師常說：「邀請我駐校是一舉兩得，藝術教育的傳授與生命教育的見證」

981209 訪。的確勇於面對自我的他，對生命的熱愛與不放棄是當今學生最好的教材， 

許老師在教學當中喜歡以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鼓勵學生認真過日子、要肯定自己的能

力，把握每一個表現自我的機會，就像他自己，因為「堅持」所以大家會有機會看到現

在的他。對於藝術教育的傳授許老師也相當投入，因為和學生來自相同的成長背景，所

以設計的課程總能引起學生共鳴；因為用心所以受學校器重，輔導學校成為以發展陶藝

為特色的優質小學。 

    參與駐校活動展演的機會多了，也讓許老師的作品流通更廣，許老師很感謝校長們

對他的肯定與支持，所以他願意繼續發揮自己的長才繼續為駐校活動一直努力下去。  

 

（三）、王老師 

    一位稱職的義工媽媽成了駐校藝術家，對王老師而言應該是當初意想不到的。經由

老師的推薦讓她得以進駐學校參與駐校活動，王老師覺得可以將自己喜愛的紙黏土讓更

多人來學習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她參與駐校活動在心情上是相當愉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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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課程之前她總是以適合學生的程度為考量，再行規畫內容，她覺得藝術教育應

該是以建立學生的自信心為前提，技能的傳授並非是唯一的選擇，課堂是總是充滿歡笑

很少斥責聲，她覺得每一個孩子都是可教育的，每個孩子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

王老師設計的課程每一位學生總能勝任愉快，而她自己也能不斷進修希望將最好的一面

呈現給學生。 

    參與駐校活動讓王老師接觸的人更多，生活變得更寬廣，能夠結合興趣帶領學生一

同領略藝術之美，那是人間一大樂事。 

 

（四）、曾老師 

    憑藉著「播灑藝術種子的信念」，曾老師因為參與駐校活動為他的生命開創另一個

春天。D 校就在自己的社區當中，自己和孩子都是校友，因為多了這份特殊的情感，曾

老師看待學生就像自己孩子一樣，給學生最好的。 

    參與駐校活動是興趣也是受情境所影響，想提升學區內的藝文氣息，所以曾老師一

直都是全力以赴，過程中不求回報的付出，現在他嘗到了甜美的果實，現在各校的邀約

不斷，社區內的家長也給予讚賞與感謝。也因為參與駐校的緣故讓他覺得自己在技能上

有傑出的表現，但是專業的知識稍嫌不足，所以曾老師利用時間再回學校進修有關藝術

教育的課程，他覺得再次充電能在駐校活動中注入新的活水。 

    因為駐校，改變了曾老師的現在與未來，他說：「駐校為我帶來名和利，這是我以

前沒想過的」，「參與學校的藝術課程我將我的專業教學生，在學生身上我也學到了大膽

用色」981205 訪。在學校的展演讓曾老師的畫作有公開展示的機會，也會有人收藏畫作，

所以大大提高知名度；深入淺出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對於藝文課程更加喜歡，也能在老師

引導下創作出令人驚豔的作品，天時地利人和，讓曾老師的駐校活動大放異彩。 

 

（五）、邱老師 

    邱老師第一次參與駐校活動的經驗是挫敗的，因為她無法掌控這些孩子的上課秩

序，校內老師的經驗分享讓她願意留下來再試試看「幾次下來我發現和主任聊的時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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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了，我漸漸習慣且接受他們了」981111 訪。邱老師在駐校的過程當中是不斷反思與修

正的，從她遇到了挫折願意和主任分享可以得知，她走過了低潮，現在的她在課堂上自

信滿滿，完全看不出她曾經為了學生的上課態度而困擾著。 

    雖然邱老師覺得她是為了「養畫」支撐她的夢想，事實上她也為提升學生的藝術教

育在努力著。除了傳授書本上的專業知識外，她努力在情境的營造上，深知境教對於學

生的影響才是最大的，在校園展演學生作品，指導學生製作大型藝術品做為學校裝置藝

術的作品，帶領學生一同佈置屬於自己節日的過節氣氛，這些並非她的職責所在，但是

她願意為學生付出，因為她對學校產生了認同感，覺得自己是學校的一員，這是她應該

做的。 

 

（六）、陶老師 

    陶老師對於參與駐校活動一直都是本著陶藝的推廣熱誠，回到鄉下的她深覺國小學

生對於陶藝是很陌生的，所以只要有機會她便嘗試著讓更多的人去了解陶藝之美。 

    對於課程內容的設計陶老師涉略的不多，因為她自覺自己這方面是比較欠缺的，她

常說：「老師們規畫內容我來教，我們分工合作」981108 訪。所以她大都依循學校所給的

課程大綱發展上課的內容，個人的特色與風格較少涉入。陶老師將自己定位為技術的傳

承者，所以上課時她賣力的讓學生學會各種陶藝的技法，對於學生課室的管理她並不想

多費心思，所以她就常為低年級的學生無法安靜坐下來專心創作困擾著。 

    師生陶藝的創作容易成為校園的景觀藝術之一，陶老師帶領學生創作的作品也一

樣，但是陶老師本身對於駐校活動主導性低，導致作品無緣顯現她個人的風格，只有專

業的人士才能看出她獨特的技法。 

    

（七）、蔡老師 

    蔡老師覺得參與駐校活動應以服務社會的心態去面對，所以他一再強調自己的人生

哲學就是「夠用就好」凡事不用多計較，因為參與駐校活動是他的興趣，所以他全心全

意的投入。從設計課程開始，蔡老師覺得教科書上的理論對學生而言是不切實際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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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自己設計課程，設計符合學生生活經驗的課程，以環保概念為前提，花最少的錢換

取學生最豐富的體驗，他一直覺得 H 校很可惜未見與社區結合的特色課程，學生應該

要從認識自己家鄉開始，再往外拓展，不過他將學生學生的作品拼湊成藝術列車，開出

學校，這是一大創舉，展場就在學校附近，將學生與社區拉近距離。 

    H 校老師對於藝術家進駐校園並未有太多關注，蔡老師覺得一個政策的推行若是只

有校長一頭熱，那推行的成效是有限的，所以他在進駐校園一個學期之後，便向校長提

出學生藝文展的構想，雖然不在他的工作範圍，但他覺得給學生一個全新的體驗，會為

小學生活留下一個美麗的回憶。畢業展如期舉行了，來自家長、師長的肯定與掌聲更多

了，證明蔡老師的辛苦有了代價。 

 

（八）、宗老師 

   「一位致力於偏鄉教育推廣的實踐者」，這樣來形容宗老師是再貼切不過了。參與駐

校活動已經八年了，但是並未與學校產生太多的連結與互動，他覺得與學校的風氣與校

長的辦學風格有關，雖然學校未能給予關注與協助，宗老師對於授課還是相當認真，他

以教授技法為重點，其他的事涉入並不深。 

    直到 I 校的邀請，校長的重視、主任的全力協助、學生上課積極認真，對於宗老師

的駐校態度起了很大的變化，他說到偏遠小校作藝術教育的推廣也是他的願景，所以水

到渠成，這一年來是真正的參與了駐校活動。因為 I 校校長對於駐校活動的重視，宗老

師對於課程涉入更深，他強調將藝術融入生活，鄉下學生對自然環境的感受較深，宗老

師希望藉由他的帶領讓學生創作出更多有感情的作品，在 I 校他做到了，因為駐校時間

不長，或許學生的技法尚未純熟，但是他們對於光源的掌控、色彩的用色讓宗老師覺得

很滿意，他說「這就是鄉下學生的優勢，畫畫就是要畫他們熟悉的，我駐校的時間不長，

他們的表現真的很不錯」990303 訪。 

    因為宗老師對於偏鄉的藝術教育的關心，加上學校對於駐校活動的重視，所以他對

於駐校活動的涉入是相當深入的，因為用心所以體驗的感受也相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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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校藝術家涉入動機與體驗的轉變 

（一）改善生活經濟，拓展人脈 

    曾老師對於參與駐校活動最深切的期望是提升社區學子的藝術涵養；陳老師進駐校

園最大的期望是為作品找到舞台；陶老師是以技藝的傳承為目標。但是三位藝術家實際

進入學校參與藝術課程教學之後，對於駐校活動的體驗卻有著不同的結果。曾老師因為

從北部回鄉恰巧面臨轉換跑的空檔，所以對於駐校活動涉入程度高，投入相當多的時間

與精力。因為得到各方的肯定與支持，所以加深對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他不僅提升了

學子的藝術涵養，也帶動了社區對於藝術參與的興致。曾老師藉由駐校活動成功的轉換

了跑道，現在的他除了創作之外還帶領多所學校進行藝術教學的課程，也在社區大學擔

任講師，這樣豐碩的成果是當初曾老師對於參與駐校活動所意想不到的收穫吧！ 

    陳老師對於兒童藝術教育的喜愛加上為作品尋求展演的舞台，所以對於教學一直都

是相當認真，她主動請示學校給予她能對於課程有充分發揮的機會，學校見她對於駐校

活動的盡力，便應允，所以只要有新的教材出現陳老師便在課堂上讓學生體驗44。她也

主動爭取學生作品的展演空間，也為自己的作品找到發表的機會，校園的牆面文化走廊

的美展都可以看見陳老師師生的作品，因為用心且懂得自我推薦，為陳老師帶來更多駐

校的邀約，足跡遍佈國中小社團的指導，也擔任社區大學的講師，每天的行程滿滿，經

濟上也更穩定。 

 

（二）、技藝的傳承 

    陶老師以發揚傳統藝術為前提參與駐校活動；而王老師當初是因為人情的考量參與

駐校活動，投入教學之後卻發現他們帶給學生的卻以技藝的傳承居多。陶老師對於陶藝

的推廣投入很多的心力，無論學生或是老師只要有心她都願意傾囊相授，學校經費少所

以她建議老師將作品素燒45也行，可以減少購買釉料的經費，學生捏陶活動體驗的重點

在於捏塑的樂趣，素燒的呈現也是一種美，所以她教給學生各種技法，希望他們對於陶

                                                 
44 陳老師也做黏土的代理批發商。 
45 製做陶土完成之後的作品，陰乾之後未加以上色，直接放入電窯中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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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有較深入的認識。 

    王老師專長於紙黏土的捏塑，當初因為學校主任熱情的邀約進駐，累積多年駐校經

驗的王老師發現，每一次授課的時間不長對於藝術教育無法深化，為了要與校內的藝文

教師作區別，所以她將自己定位於技巧的傳授，著眼於學生捏塑的技巧，期望透過她的

帶領讓學生認識紙黏土之美。 

 

（三）提升學生生活品味 

    許老師對於學區內學子在藝術方面的深耕不遺餘力；而蔡老師則因為人情邀約進駐

學校。他們卻共同都發現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最終的目標是為了提升學生的生活品味。

許老師覺得現今的社會充滿抄襲與盲從，他期望以環境影響學生，所以他竭盡所能為學

生塑造一個有特色的學習環境，與學校共同規劃各種課程，將生活融入藝術當中，學校

的班級牌、致贈來賓的感謝狀都出自於他的構想，且學生設計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

試圖藉由學生創作的機會讓他們了解藝術家創作的獨特性與美感的表達，藉以提升美感

的感受與生活的品味。 

     

 

 

 

 

 

 

        圖 4-28 學生自製感謝牌                  圖 4-29 學生自製班級牌 

                                 

 

    蔡老師對於覺得藝術教育應走出菁英教育的設限，融入生活當中，所以在駐校的過

程當中鼓勵每一位學生放心大膽去創作，他作為學生的後盾，將學生的作品修到滿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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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蔡老師為學生籌辦美展，讓學生藉由公開展示畫作的機會能建立起自己對於藝術的

信心與喜好，他覺得社會充滿暴戾之氣，唯有透過藝術教育的薰陶，讓學生學會欣賞，

懂得讚美，才能讓生活更美好提升生活品質。 

 

（四）深化學童的藝術教育 

    宗老師對於偏鄉藝術教育的推廣涉入頗深；邱老師則以獲得穩定的生活經濟為前提

進駐學校，實際參與駐校活動之後，邱老師覺得學生對於藝術教育是陌生的，因為種種

因素46學校未能給予學生有深度的藝術課程，所以當她剛接觸學生時對他們的繪畫程度

與美的感受力相當訝異，深入探究原因是成人給予的刺激太少，所以邱老師將藝術融入

生活，讓學生從生活中感受美的影響力，佈置節慶氣氛、帶領學生做校園的裝置藝術品

都是具體的實踐方式，邱老師希望學生不只是藝術技法上的進步，而是對於藝術教育的

喜愛。 

    宗老師透過淺顯的話語帶領學生掌握繪畫技巧，讓他們很容易的將親眼所見的景物

畫下來，他覺得鄉下孩子景觀視覺的刺激遠比都市的學生豐富，但是學生欠缺的是如何

去引導個體將心中的感受畫下來的良師，所以在課堂上他以自己的畫作為範例，分享創

作心情，學生見到藝術家作品，起而仿效，宗老師說相處一年下來學生在用色方面大大

進步，尤其是光源的掌控，所以偏鄉的學生只要給予多方的刺激，成就是不輸美術班的

學生。因為見到學生長足的進步，所以宗老師願意為偏鄉的藝術教育持續的努力著。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藝術家進駐校園是以藝術家被動的為學校所邀請居多，只有

曾老師的出發點是為孩子營造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環境而主動表示願意駐校。雖然藝術

家當初駐校動機或許不同，一旦參與駐校受到學校情境、師生互動模式所影響，駐校最

終的目的不外乎是提升學生的藝術素養與技能，讓學生對於藝術教育不再陌生，從生活

中體會生活之美，運用巧思，為自己、為家人營造一個美的情境，充分發揮所學。 

                                                 
46從本研究的樣本八位藝術家在 98 學年度所進駐的學校一共 15 所，只有一所學校有專任的藝文教師，

其餘皆由其他領域的教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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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位藝術家藉由參與駐校活動有人的創作風格受到影響，有人找到人生更好的出

路，也有人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曾老師與陳老師因為參與駐校活動建立豐富的人脈，加

上自己的努力，為自己在指導兒童美術的領域上佔有一席之地；陶老師與王老師指導學

生就像是呵護自己的小孩，雖然在課室管理未能有所突破，但是她們成功的捏塑的技巧

傳授給學生；許老師與蔡老師善用展演的機會讓學生親身體會複製品與手創品的差別，

期望提升學生對美的感受力；邱老師與宗老師則覺得學生潛力無窮，因為透過適當的引

導，藝術家見到璞玉也能發出璀璨的光芒。所以「做」就對了，藝術家試圖以自己的專

業進駐校園，將藝術與教育結合，讓學生在有限的藝術課程當中，獲得多樣且多元的專

業知識，為藝術教育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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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將藝術融入生活，目前教育現場推動的藝術家駐校活動就是最好的實踐方式。透過

此研究讓研究者得到深刻的體會，教學生涯中若也能仿效藝術家讓生硬的教育理論走出

書本，融入於生活當中，孩子的體驗應該會更加深刻；對待孩子若也能和藝術家一樣感

性對待，而非理性的堅持，學生的創造力會更加豐富。將來他們回頭細數國小生活時，

會有更多精采的趣事與他人分享。教育存在著無限的可能，它將點燃學生潛能裡的優點

與亮點，藝術文化的推廣與紮根，需要你我共同來參與。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體驗。駐校活動的體驗與藝術家對

於活動的涉入程度有極大的關聯，而根據第二章相關文獻整理出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

涉入程度是指藝術家對於駐校課程活動產生興趣，在實際參與駐校活動中所得到的回

饋，會加深藝術家對於駐校之意願。研究者與八位藝術家進行深度訪談，試圖從訪談當

中建構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之藍圖，由參與觀察中佐證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程

度，經過研究者的整理與分析歸納出藝術家對於整個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與駐校獲得的

體驗。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將研究者的發現加以整理歸納提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

究者對於後續的發展及未來的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提出結論，本節將歸納出影響藝術家駐校歷程的因素。研

究中發現或許藝術家參與駐校活動動機不同，但是來自學校的支持與信任能讓藝術家對

於駐校活動投入更多心力，當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投注較多心力，其涉入與體驗相對來

的深刻，所以當藝術家進駐校園時，學校方面應對於藝術家的創作背景需有深入了解，

且能提供一個適切的環境讓藝術家可以放心情與創作材料，讓藝術家有親切的感覺，才

能不設限的，為學生上一堂豐富的藝術課程。以下分別歸納研究所得： 

一、藝術家駐校動機來自人情之考量與個人理想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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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動機來自於整個活動對於個體的需求滿足。歸納研究藝

術家駐校動機可分為五個方面：提升社區學童的藝術涵養、藝術教育的推廣、尋求表現

的舞台、經濟的考量、人情考量等。動機不同連帶影響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的涉入程度，

根據學者Zaichkowsky（1985）對涉入的定義為：「個人基於本身的需求、價值觀和興趣

而對某事物所感覺到的攸關程度。」因此藝術家的動機若是個體自發性的，為實現個人

之理想的，藝術家本身會較重視駐校活動，對活動投入較多的心力，遠比被動的邀約，

對於活動涉入的程度會在某些方面有顯著的提高。 

 

（一）、提升社區學童的藝術涵養 

    藝術家天生對環境敏銳的察覺力，他們發現學區內的孩子每天漫無目的的玩，實在

可惜。而傳遞美的訊息是藝術家最大的宗旨，所以藝術家願意運用自己的專長，帶領學

童一同親近藝術、體驗藝術，這是藝術家基於社會責任，發自內心，具有行動力，目標

明確，所以參與駐校活動時涉入程度高，他們著眼於充實學子的藝術內涵，提升整個社

區的藝文水平。 

 

（二）、藝術教育的推廣 

    藝術家察覺偏鄉家長長期對於藝術教育的漠視，造成學童普遍性缺乏對美的感受

力，所以藝術家主動發現學生缺乏藝術知能與技能，他們願意為了藝術教育的推廣，花

費時間與金錢，為的就是讓藝術教育深植每一位學生心中。偏鄉學童比都會區的孩子對

大自然的體驗更深刻，假如透過藝術家的指點，學生就能善用他們的優勢創作出有生命

力的作品。 

 

（三）、尋求表現的舞台 

    藝術家最需要的就是舞台可以展演其作品，當學校被藝術家視為是展演的舞台時，

藝術家一定傾全力，展現出最好的一面帶給大家，他們希望可以透過學校舉辦活動的機

會認識更多的家長與社區居民，藉此將自己與學校做一個更好的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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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的考量 

    藝術家收入來源不穩定，透過進駐學校的活動，可以有穩定的鐘點費用收入，若是

配合學校的專案計畫可以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如教師成長課程，學校公共藝術案的製

作，可以提升行動體驗，願意邀請更多藝術家一同為藝術教育效力。 

 

（五）、人情考量 

     人情的考量也是藝術家駐校的動機之一，藝術家因為校方的盛情請託加入駐校活

動，這樣的方式雖然不是個體主動的，但是礙於人情請託多半會對於活動參與挹注相當

程度的努力。研究案例中蔡老師就是最好的例子，從高中畢業後就很少創作了，因為校

長的請託再次與藝術產生連結，現在的他對於藝術教育有獨到的見解，參與駐校活動不

只是順水人情，而是提升學童對於藝術的喜愛程度。 

 

二、藝術家對於課程的涉入與體驗受駐校形式、駐校時間、本身的興趣、學校的氣氛所

影響 

（一）駐校形式 

    藝術家到校參與駐校的形式可分為正式的藝文課程、社團、專案課程等三種形式。

正式課程藝術家有充分的時間可以針對自己的專長設計符合學生能力的課程，與學生相

處時間長可以看出學生藝術技能的提升，藝術家在活動中可以印證教學成果，也可以從

實際教學中反思教學技巧，透過不斷的修正與檢視，對於駐校活動得到信心，獲得寶貴

的教學經驗。美術性社團的方式與 Van Briefing（2004）提出的工作坊（workshops）相

似，藝術家帶領學生發展專門性的技巧，所以對於學生技能方面的提升涉入較深，情意

的啟發較少。專案課程為 Van Briefing 所提之置入性課程（placement），藝術家參與活

動的主題明確，外顯性高，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涉入程度相對提高，他可以藉此機會爭

取社會公眾正面的評價。 

    三種駐校形式藝術家對於活動涉入程度會有所不同，體驗也不盡相同。若能整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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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資源於正式藝文課程中實施駐校活動，藝術家能有足夠時間與學生討論學校中所要發

展的專案計畫，能充分發揮所長帶領學生創作出符合學校特色的作品，相信藝術家能對

於駐校活動更有興趣且樂於參與。 

 

（二）駐校時間 

    藝術家在同一個學校進駐的時間與活動的涉入與體驗程度成正比。除專案計畫外，

每一個活動的規畫，藝術家進駐學校的時間都在一個學期以上。藝術家進駐學校時間

長，能有充分時間了解每一位學生的學習狀況，針對學生的需求，帶給學生不同的課程

活動，師生互動機會多，除了技能的傳授外，更重要的是美感的啟發；藝術家在同一個

學校停駐的時間越長，對校內老師會更加熟悉，對於學校產生向心力，視自己為學校一

分子，與學校共享榮耀，所以願意投入更多心力，體驗的形式就會更豐富。 

 

 （三）藝術家本身的興趣 

    藝術家從事藝術教學不同於藝術創作，藝術家在從事教學活動之前若未能對學生產

生興趣，那駐校活動對藝術家而言應是件苦差事，且涉入程度不高，體驗的形式侷限於

感官的體驗，未能昇華於情感與思考體驗；反之藝術家若是喜歡藝術教育的，相信自己

能將藝術創作與教育結合，提升學生對於藝術教育的喜愛，對於駐校活動就會有行動

力，在活動中結合個人風格與理想，得到豐富的體驗。 

 

（四）學校的氣氛 

    學校的場域對藝術家而言是陌生的，而校園中的氣氛，對於藝術家在課程的涉入與

體驗呈正相關性。藝術家駐校活動是一個過渡的現象，學校的教師對於活動的參與應是

主動積極，給予藝術家肯定態度，期望透過駐校活動帶來新的教學模式刺激。師生對於

活動參與程度高，且是認真積極的，藝術家上課的興致就會提高，涉入程度高，願意花

心思設計多樣化的課程活動供師生體驗，藝術家也會因為與師生頻繁的互動關係，得到

更多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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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以下將根據研究所得，針對駐校藝術家、學校與後續研究者提出具體建議。 

一、藝術家本身 

（一）將駐校視為社會參與的機會 

    學校是一個非營利機構，經費來源有限，邀請藝術家進駐受限於經費的限制，鐘點

費與坊間工作坊比起來偏低，加上藝術家從事駐校活動時，在材料費用的支出也捉襟見

肘，所以藝術家有機會進駐學校時應以為社會服務的精神來面對，以有限的資源激發出

學生無限的創作潛能。 

    研究者發現八位藝術家對藝術教育皆具有奉獻的精神，或許當初進駐校園的動機不

同，但是參與駐校的過程當中他們都在教育現場被感動了，只要是對學生有幫助的，可

以提升藝術涵養的，他們都願意帶著孩子一起去嘗試，一起拿著畫筆揮灑璀璨的未來。

其中曾老師對於駐校課程的用心更是令人感動，他長期在D校對於學生藝術教育的推廣

花費許多心力，帶動整個學校，讓學校處處充滿藝術的氣息，學校也因為他的人力支援，

爭取補助成立了兒童美術館，對於位處邊陲的D校是一種莫大的鼓勵。許老師對於B校

的付出也令人欽佩，走進B校處處可見他和學生一同創作的作品，B校也因為他的進駐，

將校園環境改造的美輪美奐，曾入選全國十大特色小學。因此藝術家進駐校園不僅僅是

貢獻自己的專業技能，更重要的是提升學童的藝術水平，營造校園藝術環境。 

 

（二）了解學生的個性與發展程度 

    藝術教育課程對學生而言，因為不用考試所以上起課來心態較輕鬆，學生一鬆懈，

上課易分心、精神不集中、秩序就難以管控，加上駐校藝術家非學校專任教師，與學生

未能建立默契，所以授課時對於學生上課秩序的管控常造成困擾。藝術家進駐校園之

前，應對學生的個性與技能發展程度須有所了解，待進駐校園之後才能有效掌控學生的

上課秩序，做有效的藝術知能與技能之傳授。 

    透過參與觀察研究者發現：王老師與陳老師上課時極受學生的喜愛，他們將學生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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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孩子般呵護，除了授課她們還在課堂中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與生活起居，扮起既

是嚴師又是慈母的角色，與學生相處融洽。蔡老師在H校因學生在美術技能上落差頗

大，所以上課時他採分組的方式進行，讓每一個學生都能適性發展，達到喜歡藝術的目

的。走進邱老師的教室，看見教室的學生作品印證了她的教學成果，經由她不斷的調整

教學方式，現在的她對於駐校活動遊刃有餘。 

 

（三）發揮專長，豐富課程內涵 

    八位藝術家對於藝術領域都學有專精，進駐學校發展藝術課程時，學生需使用各種

媒材從事創作，但是學校的財源有限，若無政府或其他民間單位經費之援助，課程所需

之材料費難以得到補助。B校以陶藝為學校主要發展的特色，學校機動整合各項經費配

合陶藝課程的推展，讓許老師能將陶藝教學能落實於藝術課程當中，且許老師不僅擅長

捏陶對於工筆畫也學有專精，當材料費不足時，許老師會搭配平面繪畫的指導，讓學生

的陶藝作品造形更加豐富，課程的銜接也不至於發生問題。 

    王老師和陳老師面臨到相同的問題就是材料費用的不足，她們都能善加利用生活週

遭不起眼的回收物，讓學生化腐朽為神奇，創作出許多精美的小物。確實將藝術融入了

生活，讓藝術課程與生活的關係更加密切。 

 

（四）與社區場域建立連結，善用在地生活記憶 

    藝術家對於自己社區的人文景觀能有較深刻的認識，當藝術課程的觸角由教室走入

社區，讓學生有機會將藝術與生活做連結，這樣的課程對學生而言更富意義。所以當藝

術家受邀進駐校園參與駐校時，應以學區內的學校為第一優先考量，土親、人親，因為

地域性的關係藝術家與學生容易有共同的話題，藝術家所得到的體驗應該會更深刻。曾

老師與許老師分別為自己學區內的學校藝術教育的深耕所努力，曾老師了解農村的孩子

父母對於藝術教育的漠視，所以他主動建議學校開設免費的美術社團，由他為學生義務

教學，為的就是提升學生的藝術涵養。 

    許老師將社區內特有的景觀與產業融入課程當中，讓學生的創作品具有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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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藝術教育的課程對於學生而言是有意義的，它與生活產生連結，學生的創作品是有

感情的，學生對於身處之社區也能產生濃厚的感情，能有愛鄉愛土之情懷。 

  

（五）結合地方產業與特色設計課程，提高藝術課程生活化及實用性 

     藝術家進駐學校除了與學生分享創作經驗外，更重要的任務是打破藝術教育現有

的理論框架，讓生活結合藝術，讓藝術走入生活之中。王老師將草屯的特色文化「草繩

編織」，融入課程當中，利用吸管讓學生體驗當地的編織特色，這樣的學習方式讓學生

的學習場域從教室走向社區，藝術教育學習更加多元，體驗更深刻。藝術家能充分發揮

專長，結合地方產業特色設計符合學生能力的藝術活動讓學生體驗，讓學生透過藝術體

驗活動對生活美學有概念，這樣的藝術學習方式對學生而言是有意義的，與生活連結印

象會更加深刻；對藝術家而言，在本土意識高漲之際，若能經由駐校活動重新檢視自己

與社區間的連結，必定可以為創作加分。許老師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他在彰化縣大城

鄉參與駐校活動多年，成功帶領B校將大城鄉的特色發揮的淋漓盡致，B校的大門、校

內的環境處處可見濃濃的海洋氣息，許老師的作品也能融入在地特色，捏塑出一把又一

把的好茶壺。  

 

二、學校方面 

（一）、以社區內的藝術家為邀請首選，共同發展地方特色 

    學校位處社區之中，應與社區保持密切關係，若駐校藝術家來自社區當中，對於社

區人文景觀會有較深刻的認識，若能將藝術課程由教室走入社區，讓學生將藝術與生活

做連結，這樣的課程對學生而言更富意義。曾老師與許老師分別為自己學區內的學校藝

術教育的深耕所努力，曾老師了解農村的孩子父母對於藝術教育的漠視，所以他主動建

議學校開設免費的美術社團，由他為學生義務教學，為的就是提升學生的藝術涵養。 

許老師將社區內特有的景觀與產業融入課程當中，讓學生的創作品具有地方特色，此時

藝術教育的課程對於學生而言是有意義的，它與生活產生連結，學生的創作品是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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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對於身處之社區也能產生濃厚的感情，能有愛鄉愛土之情懷。 

 

（二）、善用藝術家專長行銷學校 

    八位藝術家對於藝術領域都學有專精，進駐學校發展藝術課程時，學生需使用各種

媒材從事創作，但是學校的財源有限，若無政府或其他民間單位經費之援助，課程所需

之材料費難以得到補助。B校以陶藝為學校主要發展的特色，學校機動整合各項經費配

合陶藝課程的推展，讓許老師能將陶藝教學能落實於藝術課程當中。許老師不僅擅長捏

陶對於工筆畫也學有專精，所以當材料費不足時許老師會搭配平面繪畫的指導，讓學生

的陶藝作品造形更加豐富，課程的銜接也不至於發生問題。所以若學校未有相關經費之

補助，對於陶藝家的進駐不可貿然實施。 

 

（三）、提供藝術家良好的創作及工作環境 

    藝術家進駐學校對藝術家而言，學校這個場域對他是沒有歸屬感的，藝術家不屬於

學校的一員，若學校能利用現有空間規劃屬於駐校藝術家專有之工作室，對藝術家而言

是一種肯定。曾老師在D校就有自己的駐校工作室，工作室中有他的作品，也有未完成

的作品，當學生在工作室上課時也能感受藝術家創作的情境，這也是一種境教的學習。

蔡老師也會在美勞教室中現場創作，這是一間屬於他自己的專屬教室，所以當學生要求

他即席創作時，他也會現場為學生示範起來。邱老師覺得駐校藝術家在學校能有自己的

專屬教室是最好不過的，能夠有地方放材料與心情，不必在每間教室間遊走。 

 

（四）、與藝術家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以積極、熱忱的態度對待 

    藝術家進駐校園的工作酬勞與所付出的心血實不成比例，所以當駐校藝術家帶領學

生做的創作品成為校園景觀藝術時，待作品完成時學校應舉辦公開儀式，讓藝術家能將

自己的創作理念與學生分享，讓藝術家感受到師生對於作品的肯定，也能讓更多社區居

民認識駐校藝術家，拓展藝術家的人脈，提高知名度，相對的學校也能增加曝光機會。

A校利用學校舉行校慶的機會為師生舉行作品聯展，廣邀媒體記者為駐校藝術家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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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導，研究者就是透過這個管道認識陳老師的，而陳老師也因為媒體的爭相報導，邀

約的學校更多了。研究者覺得A校是一舉兩得，為藝術家提高知名度的同時也成功的替

自己的學校行銷。 

 

（五）、規劃完善的課程計畫，配合藝術家專業技能 

    藝術家不同藝文教師所以對於學校教育的先備經驗缺乏，藝術家在藝術的領域上有

自己的一片天空，但是對於面臨實際的教學活動往往因為教學經驗不足，而無法達到當

初對於課程預設標準的要求。當學校有意邀請藝術家進駐時應事先與藝術家針對活動內

容做溝通，學校教師應提供教學經驗配合藝術家的專業知能設計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 

 

三、未來研究建議 

（一）運用量化分析駐校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涉入與體驗間的關係 

    配合政令的施行在國小實施藝術家駐校的案例越來越多，但是對於藝術家本身對於

駐校活動的參與探究，相關文獻還是佔少數，駐校活動可以挹注學校藝術教育的資源，

提昇學生對於藝術參與的興趣，但是對於藝術家本身對於駐校活動的參與態度，教育工

作者還是不甚了解，希望未來研究者能增加樣本數，以量化分析方式試圖找出藝術家涉

入程度與體驗間的關連性，作為藝術家駐校之參考。 

 

（二）藝術家在不同學校發展駐校課程的體驗感受 

    根據研究者的研究，學校的情境會影響藝術家對於駐校活動不同程度的涉入與體

驗，但是受限於樣本數量不足做出常模的結論，冀望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同一位藝術家

與對於不同學校發展駐校活動所得之不同體驗，做為藝術家駐校之參考；也能讓學校邀

請到真正能提升學生藝術教育學習成效與涵養的藝術家，落實藝術家駐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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