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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教育理念

• 源自1998年在倫敦進修時，對台灣和英格蘭的藝

術師資培育所進行的跨文化研究

• 檢視台灣的藝術教育長期援用先進國家的藝教理

論，極需發展本土的藝術教育理論與實務

• 考量台灣的視覺文化特色和深度反省藝術教育的

內涵後，提出「審美關懷」的藝術教育理念

• 在台灣進行教學行動研究
資料來源：羅美蘭，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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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視覺認知」培育「視覺素養」：藉由經驗對象

的過程，強化個體的感知與思辨能力；

• 以「藝術視覺」培育「審美素養」：藉由經驗對象

的過程，強化個體的美感經驗和藝術賞析能力；

• 以「審美視覺」的人文關懷培育「視覺文化素養」：

藉由經驗對象的過程，強化個體的影像解讀能力，

重視美學經驗的社會共同完成性。



• 審美關懷理論在教學實務中發展出三部曲的行動

模式：

1.從感恩的心出發 2.以批判之眼洞察

3.以創意之念改善

• 整個藝術教育過程 強調對品質的關注，強化學生

的美感經驗、藝術感受性 以及創意與批評思維。



「審美關懷」的教育實踐，融合藝術的學習與人格的陶冶，

在溫馨的氛圍中培育學生 發展藝感、創意和思維，關懷

生活周遭的藝術、環境與生命。

1 .美麗的心：請學生自我定義這顆美麗的心，例如：感恩、

珍愛物資、關心別人和關愛生命等；

2 .我是一件藝術品：將自己視為一件自我琢磨、不斷成長

的動態藝術作品

3 .鼓勵學生依自己的特色建構理想的藝術教師圖像，經由

自主的學習達到自訂的目標。



審美關懷在藝術課堂中轉化成具體的教學策略，

教師自製審美教材，引導學生從「視覺感知」

進一步發展「藝術視覺」和「審美視覺」，進

而從眼腦的洞察回歸於心的體悟，此種內化經

驗是主動的、能對觀者產生意義的，整體的歷

程為「審美關懷」的賞析經驗。



• 視覺認知與視覺素養

– 圖地關係

• 藝術視覺與審美素養

– 色彩與造形

– 風格辨識

• 影像解讀與視覺文化素養

– 海報賞析、媒體廣告、創意短片

– 網頁博覽會…













唉呀！怎麼變重了？





詳細內容請至平台下載簡報













梵谷的椅子
Van G ogh ’s  cha ir

高更的椅子
G augu in 's  C ha ir











創意網頁博覽會

C laude M onet 
h ttp ://w w w.you tube.com /w atch?v= leZh-
sB U rL4& featu re=re la ted

2011 InS E A W orld  C ongress
h ttp ://w w w.insea2011 .org /

… …

Virtua l G a lle ry  



• 回憶：最深刻的五印象

• 圖示生命座標

• 分享與討論

• 歸納 + 發展 …





五張紙條

1.藝術創作者

2.時間或空間

3.創作媒材

4.顏色或大小

5.作品名稱

「老師在戰國時代，用綠色的毛
毛蟲，做出金黃色的馬桶坐墊」

「達文西在演唱會時，用鍋鏟創
作出三樓高的仙丹。」

輕鬆的氣氛多了專業，也多了回憶
（李玟諭92-1藝術鑑賞班級藝誌）



• 藉由問題討論來刺激觀者的思維，引導其探索與

理解藝術

• 重視學習者的親身參與，強調發問、批判思維和

問題解決，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主體的主動學習法

• 所獲得的知識是「參與者的知識」而非「旁觀者

的知識」。



以問思導賞問題來協助學生感知和評賞作品

1 .「視覺感知」（v isua l pe rcep tion）

整合觀注look、看見see、知道know 的視覺認知經驗

2 .「藝術視覺」（artis tic  v is ion）

強化美感經驗、建立藝術概念、擴充藝術語彙

3 .從眼腦的洞察回歸於心的體悟，此種內化經驗是主動的、

能對觀者產生意義的整体的歷程為「審美關懷」的賞析

經驗。





• 第一眼吸引你注意的是什麼？

• 仔細瞧瞧，你看見什麼？

• 告訴大家，你所知道的… …

• 揣摩藝術家的視覺與經驗… …

• 審美關懷：這件作品引起你哪

些聯想？它給你什麼啟示？



• 靜觀：讓學生專注地觀賞作品。

• 問題引導：以問思教學法，引導學生賞析作品。

– 問題的設計，含描述性、分析性、解釋性和
評價性的問題；

– 宜採開放性的問題形式；

– 一次一個問題，由淺到深、由簡至繁；

– 問題要明確，措詞感性並且結合藝術語彙。

• 靜觀、省思與冥想：讓學生專注地賞思作品。



練習：設計導賞問題

對象分析、作品理解、導賞問題



梵谷的椅子
Van G ogh ’s  cha ir

高更的椅子
G augu in 's  C ha ir



Joseph Kosuth: O ne and Three C ha irs , 1965









教師根據課程主題，

以簡單有趣的藝術

創作刺激同學思考

和表現，延伸藝術

的學習。



學習單：舞動線條

• 快樂的線

• 生氣的線

• 悲傷的線

• 垂死的線

• 綜合情境表現 : 
• 一筆劃完成的線條

• 世界上最長的線



在眾多的視覺影像中
你也許看見了……
市景的繁囂



流行的時尚



生活的歡樂



美好的景緻



情感的溫馨



除此之外
也許你也注意到了…
勞動者的情感



對已故耆老的追憶



以及 眾多人間的苦處…





由教師或同學輪流提供藝文活動訊息於課堂分享。

藝訊

分享

下午茶
時光



運用網路資源遊賞藝術家的工作室、展覽場與典藏庫

台灣網路美術館台灣網路美術館

 http://http://www.cca.gov.tw/tdgwww.cca.gov.tw/tdg//

泰德現代美術館泰德現代美術館 (Tate Modern)(Tate Modern)

http://http://www.tate.org.uk/modern/default.htmwww.tate.org.uk/modern/default.htm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

http://www.npm.gov.tw/



• 「個人藝誌」類似檔案評量的觀念

• 目的：培育學生的自主學習和深化其藝術涵養。

– 鼓勵同學自選主題和表現形式，有系統地蒐集藝術資
料，記錄與反省個人的學習歷程和發展藝術專題研究。

• 自行抉擇主題，做自己想做、愛做的藝術

– 不拘形式但能表現自我風格的「藝誌」

沒有教師約束的特定標準，但有學生「自我要求的

水準」

• 在藝誌分享的過程中常能引起共鳴、產生感動，具獨特
的課程美感經驗，是「審美關懷」理念的具體實踐。

詳細內容請至平台下載簡報



評量是一種師生和同儕間的互動關懷，是一種生動

靈活的教育方式。

• 在溫馨互動的評量過程中，師生具有高度的合作性，

對於學生的學習效果和教師的教學成長有相輔相成

的助益。

• 審美關懷藝術教育的評量超越給分，是一種藝術

學習的方法、態度和過程。



詳細內容請至平台下載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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