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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整理《美育》第一三一期焦

點話題「童畫推手」的文稿時，筆

者興起一個想法：鑑往之後應該知

來，於是與費德門博士 ( K .

Freedman)商談如何介紹當今美術

教育的走向，那時她已完成《視覺

文化教學(Teaching Visual Culture)》

教科書的寫作，我們便將場景移到

台灣，針對本地的讀者寫了此篇專

文。

隨著社會、經濟、科技等方面

的持續發展，各國基礎教育的內容

與制度不斷地在調整以適應時代需

求；美術教育也不例外，新的主張

相繼問世以回應視覺藝術上的新面

貌以及教育改革的洪流。這些新主

張強調教學與學習的活動應該建立

在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夥伴關係上：

教師的角色是輔導者而非指導者，

學生可發展個人的想法，接受老師

的支援但無須照單全收；因此，美

術課程即是學生與老師溝通與傳遞

觀念的媒介，也是學生接觸並理解

課堂上與課外之人、事、物、圖像

的重要依據。

新的美術教育觀念其實是對現

代主義偏重菁英與形式教育的反

思，舉例來說，學科本位的美術教

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簡

稱DBAE)就已陷入現代主義形式化

的泥沼。美術教育應該是一種融合

社會與文化的學習活動，它的目的

是在幫助學生體會人類存在的多元

意義以及感受視覺能力在理解文化

議題上的重要功能，透過視覺文化

(包括精緻藝術fine arts、大眾藝術

popular arts與其他圖像)的課程，學

生能回歸到學習視覺藝術的基本面

— 一種操作與欣賞間既複雜又密

切的互動關係。近幾年，許多學者

談論著「視覺文化」的觀念在美術

教育的價值 (郭禎祥、趙惠玲，

2002)，我國現行新課程中的藝術

與人文領域也納入許多視覺文化的

元素(王士樵，2002)，顯然視覺文

化在教育上的影響力正逐漸地擴

展。

美術教育發展的脈絡

在過去的一世紀，美術教育在

各國的國民教育中有長足的發展：

現在的人比從前有較豐富的藝術常

識；美術館的參觀人數逐年增加，

已然是一般人教育性休閒活動的據

點；兒童在藝術上的表達亦成為解

讀兒童身心發展的重要線索。然

而，種種跡象顯示，透過視覺傳遞

知識能提升學生學習的效果與品

質，但是美術教育工作者仍要面臨

美術課程運作困難與經費、人力和

設備短缺等現實壓力，一般人根深

蒂固的觀念還是相信以文字或數字

表達的資料才算是正統的學問。

以美國為例，各州對各級學校

開設美術課程的規定不同，中、小

學也會因在地條件不同而決定施行

美術教學的優先順序；大學院校的

美術科系雖然學生數量多，卻常是

學校中最無金援的邊緣單位。若由

中央政府統籌訂立課程與評量標

準，似乎可以避免各自為政、各持

己見的現象，但美國不是這種國

家，有關美術教育價值的爭辯仍會

持續下去。其實，各州以及聯邦政

府都訂出一些標準來鑑定學生的藝

術知能，教師們亦致力教導學生背

誦瑣碎且無關痛癢的美術史與美學

原理以應付上級規定的能力指標。

這些指標是學術性且重視質與量的

單一化標準，它強調制式的、可以

測量的知識。相較之下，藝術中重

視情感表達所衍生認知效應的本質

就被忽略了，而且各學習場域的資

源、特性以及文化內涵也很難在美

術教學上展現出來。



單一標準的特色就是使用科學

化的教育(Freedman, 1995)，意即：

所有的學習科目都應該遵照一定的

系統與程序施教，如此，客觀的事

實(或知識)便可求證出來，當然也

容易檢驗對錯，這種科學精神已是

教育界普遍的價值，人們相信科學

是世界共通的、客觀的行為準則，

唯有科學能提供更優質的技術、方

法與資訊。以上的認知並未提及時

間和空間在這些科學化活動中的角

色與份量，也沒有考慮到歷史變遷

與社會變化等錯綜複雜的因素。

科學精神誤導了美術教育界，

使之限於制式標準與膚淺的測驗報

告中，最明顯的例證就是DBAE在

一九八○與九○年代施行之後的結

果 — 教師們完全仰賴書商提供為

DBAE量身訂做的全套教材，這類

教材侷限在現代主義中強調內容與

形式的論點，透過所謂「科學精神」

的法則，介紹少數的、非宏觀慎選

的藝術面貌。教師於是將美術活動

拆散成幾種獨立的課程，像是練習

套用公式的技術課、倚賴法則的美

感課、以及著重背誦藝術家姓名、

生卒年與偉大傑作的歷史課。這種

課程安排很科學也符合現代主義的

主張，但是它卻與當今的生活脫

節，也忽視後現代社會中多元的視

覺文化現象。

由於「地球村」觀念的蔓延，

許多界線變得模糊，在視覺藝術教

育上區分地域或行政層級已不具意

義，尤其是媒體與科技高速的發

展，學生接收視覺知識的深度與廣

度，已超過教師能夠掌握的範圍。

這成了一個極吸引人的課題：教師

如何提供既豐富又重要的視覺資

訊，同時還要教導學生基本的判斷

力。學生從電視或網路學來的東西

(有時是暴力或偶像崇拜)遠比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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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課程要多得多，因此，視覺

文化的教育觀念便成為適用於當代

現象的課程。

美術教育領域的新方向

近年來各地的美術教育改革，

都致力於回歸創意與想像力培育的

藝術本質與人文精神，也注意到大

量視覺資訊進入日常生活所引申的

教育意義(石崎和宏，2001；馬桂

順，2001；郭禎祥，2002)。這樣

的革新是對單一化課程與評量標準

或DBAE的質疑，美術教育的重心

已從傳授藝術的「道理」位移至以

學生的經驗與當代現象為考量的互

動關係。當前的教育改革不像以往

只是作課程的調整，這一次是「質

變」的改革—它要重新思考「教」

與「學」的問題，以及視覺藝術所

牽涉到的各級學校、美術館與文化

機構在執行面上的問題，下列的七

項是這一波改革的要點，各要點所

需的條件將隨後闡述，並提出因應

課題：

一、美術教育應要涵蓋所有視覺

文化的形式

二、互動的認知研究是教育規劃

的重要基礎

三、社會取向的觀點是執行教學

策略的準則

四、科技與媒體的運用成為美術

教學的一環

五、個體文化性格的形成是美術

教育的使命

六、過程結果並重是藝術創作與

評析的根本

七、建構式的發展與辯論是思考

訓練的重點

一、視覺文化

視覺文化的範疇，包括人類在

各個時空場域中，所有以視覺形式

呈現的藝術品、商品、民俗品、表

演紀錄、影音圖像、空間裝置與景

象、以及電腦模擬或其他媒介所製

造出的物件。今日教育的功能絕不

止於傳遞知識，還要訓練學生創

造、分析、思考與判斷等基本能

力；透過視覺文化的教育，新世代

的學生可以輕易地藉由製造和觀賞

圖像來理解人、事、物的意義、價

值以及主客相對的關係與影響(王

士樵，2002)。教授「視覺文化」

的課題並非要教師介紹或全盤接受

如此龐雜無端的大眾圖像與文化，

而是提供教師一個符合時宜、宏觀

多元、無限寬廣的教育理念和態

度。

現在的符號與圖像等視覺形式

不易界定也難以歸類，以前用媒

材、技術層次與成熟度來區分藝術

等級的方法已不敷使用，「藝術品」

形成的條件變得多元且具爭議性。

可喜的是，從前精緻藝術在文化上

所擁有的崇高地位，已經釋放出來

由視覺文化共享；學校教育中獨厚

精緻藝術的現象逐漸地消退，因為

人們慢慢地瞭解其他形式的藝術活

動也充滿著美學的意義與雅俗價值

的掙扎(郭禎祥、趙惠玲，2002)。

在後工業、高度民主化的社會裏，

視覺圖像已深深地滲入一般人的生

活中，以前上流人士趨之若鶩，用

以炫耀個人品味或社會地位的精美

作品，如今看來只是視覺藝術家族

的一份子，現代人有許多途徑接觸

廣泛的視覺藝術，那種強調只有技

巧或學院的訓練才能入門的藝術形

式已失去優勢：高級的服裝設計師

現在也要懂得放下身段，設計平價

的產品來增加市場能見度；廣告界

也嘗試雇用其他領域的藝術工作者

挹注新血；「蒙娜麗莎」被用在商

場上，成為行銷的符號，而票房冠



西方的哲學一向將情感元素阻

隔在知識的門外，貶低了情意認知

的價值，也忽視藝術在教育整體中

的份量(Eisner, 1998)。學校中，除

了藝術以外的學習領域通常都不涉

及情感，艾斯納表示 ( E i s n e r ,

1994)，拒絕「情意活動」於「知

識與智能的活動」之外是極荒謬

的，因為人們與世界互動的經驗大

部分是質性的，是有情緒變化的

(pp. 33-34)。近幾年，認知學派的

學者開始關心人在藝術領域的學習

與感知(Gardner, 1991; Solso, 1994;

1997)，他們歸納出造形、感覺與

理解的串聯是視覺認知過程中重要

的一環，它能解釋人們對視覺形式

的感應能力。這種感應能力是學習

知識的一項本能，甚至還是其他學

習活動的基礎。人與學習對象之間

所產生的情意變化，已然成為新興

的認知研究主題，學習活動的成效

取決於學習者情感反應的強弱，學

習者的感知程度則與學習效果成正

比。

引申地說，每一個人都用自己

的方式建構知識系統，這個系統建

立在先前的知識和「我」與新資訊

互動或解讀的基礎上，由此可知，

不同的個體會有不同的認知系統。

不過群體認知和環境認知的研究則

認為，人的知識建立在人與環境氣

氛的互動關係上(Prawat, 1989; Cole

& Engestrom, 1993; Kincheloe &

Steinberg, 1993)，比方說，電腦與

其他視覺科技改變我們對世界及未

來的觀點，透過科技虛擬出的影像

使我們意會到未親臨的實境，我們

對世界的想法與看法會因此發生變

化。

〈因應課題二〉

各級學校的學生都在嘗試運用

在以「尋根溯源」為主題的課程中，Sarah Ankeney
利用手邊的材料，豐富地傳達她荷蘭裔的血統。

( S.A. 2001，王士樵攝)c

軍影片「星際大戰」的分鏡劇照也

可以在美術館展出。

〈因應課題一〉

美術教師不必煩惱視覺文化會

加重教學負擔，而是要慶幸現在的

主張能與學生真實的生活產生共

鳴，學生將習得「眼睛所見的一切

就是生命文化」的課題，而且願意

投入心血深入探討。舉例來說，他

們可以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檢視

性別圖像在純藝術或商業廣告中所

傳達的主題與暗示，進而體會視覺

思考與視覺理解所擁有的強大威

力，以及圖像所引發的認知變化。

教師的工作是運用教學策略，結合

豐富的視覺材料與文化議題，引導

學生探索視覺圖像的堂奧，而不是

照本宣科地「教藝術」。學生有能

力將古希臘、羅馬的神話與電影

「哈利波特」或Xena影集(Xena:

Warrior Princess，九○年代後期美

國的一部古裝女戰士電視影集)的

各種人物角色交錯分析，形成一個

具有個人風格的意念，這個意念整

合自學生個人與圖像、生活之間的

關係，以及他們對圖像的消費行為

— 解讀、接受或拒絕視覺訊息。

如此，他們便能透過藝術與人文的

活動，培養對文化議題的敏感度與

批判力。

二、互動式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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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技術或其他「時間藝術(time

art)」的媒介來解釋群體規格或群

體意識的涵義。美術課中傳統的個

別製作的形式已被合作型的活動取

代，此亦反映了當代視覺文化中創

意結盟的概念。這類學習型態的思

維是在檢閱美術教學中那些隔絕情

意於認知之外的因素，比如：從前

主張學生必須耐心練好技術才能進

行創作，現在的教師會依據學生的

想法與需求來輔導想像力或意念的

表現。中學的教師已減少學生繪製

色系表或其他枯燥、技術性練習的

時間，轉向討論色彩在學生創作上

的象徵意義而不是教導狹隘或高難

度的美學原理。製作手法高明的色

環表固然可以掛在牆上，但是學生

在視覺認知的探索可以展現其天賦

與學習的企圖，學習藝術的積極經

驗也會投射在寫作或其他形式的學

習軌跡上。

三、社會觀點

社會生活中廣泛而複雜的藝術

元素應是一個重要的教育議題，因

為不關心這些元素的內涵、目的與

影響力，就無法切入藝術的本質或

是人類存在的意義。要描述美術教

育的社會觀並不容易，它的範圍太

遼闊了，可以包括性別、膚色、種

族與其他文化或族群認同的爭議，

亦涵蓋經濟、政治、社區以及人與

自然共同擁有的環境，甚至還有虛

擬的空間。在這許多社會現象中有

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視覺圖像在

任何社會都很活絡，藝術在教育上

象徵著一個地域複雜、多元而完整

的文化版圖。有些人質疑社會取向

的美術教育很「泛政治」，其實它

代表的是視覺文化與社區活化的精

神。

美術教育一向具有社教功能。

從前的世代也許認為「為藝術而藝

術」是不負責的，因為這種藝術之

於社會完全無貢獻，縱使它們也有

一些社會意義；然而，人類生命中

的觀想做為不都反映或記錄在藝術

上嗎？由此推之，藝術一直是「為

人」的，從前的人不一定會承認，

但藝術確實是社會的產物。簡言

之，美術教育的社會觀就是要理解

藝術在社會的深層涵義。

當代的藝術家常會對許多社會

現象提出看法，甚至投入社會運動

或負起為社會發聲的責任，例如：

Dominique Mazeud和她的志工曾於

一九八七年，以一個月的時間掃除

Grande河面上(the Rio Grande)的垃

圾而成為一件行動藝術作品；

Peggy Diggs在 「 The Hartford

Grandmothers' Project」中，關注的

焦點是幫派暴力活動對生活在康乃

狄克州Hartford市內的老婦人所帶

來的衝擊，最後作品呈現的方式是

這些婦人與青少年之間的對話內

容。美術教師很類似上述的藝術

家，他們每天都在付出社會責任，

使學生從中獲得訊息。

〈因應課題三〉

學生在步入成年之前，便會開

始關心社會的種種現象，並且能對

這類問題做極度複雜的思辨與分

析。這種能力來自於與社會的互

動，也就是受到當地和媒體文化以

及同儕次文化的影響，他們同伴之

間會凝聚一個共識，產生強有力的

條規與慣例，以此來觸探現實社

會。舉凡與社區成員對話或研究本

地的藝術現況等等，都是教師要做

許多功課，以便使學生了解藝術的

社會觀點。將社會議題與視覺文化

內涵結合，或透過共同製作，可幫

助中學生保持對視覺藝術的喜愛，

教師需具有統整能力，藉由課堂活

動整合社會與藝術文化間的話題，

諸如：從探討如何看待玩具，到分

析社會或經濟現象與當期美術館展

覽間的關聯，或是觀察電視偶像劇

在網路上被討論的情形。

四、科技普及化

全球化的科技與文化疆界的瓦

解，使得流行與消費文化成為具有

政治意涵的學習體 (Giroux &

Simon, 1989)。流行與消費文化所

呈現的圖像，通常有片斷、多面向

且混雜多方文化等特性，學生每天

流連於這些圖像中，經由視覺可以

產生對藝術的理解，相形之下，學

校中其他學科領域就沒有類似的效

益。對教育工作者而言，當前的挑

戰是如何將這些有著強大影響力的

大眾圖像與符號，轉化為有學習價

值、能夠吸引學生投入的元素；由

於圖像與符號數量龐大且複雜，美

術教師不能停留在傳統的想法，以

為調整一下配課的輕重就可應付新

局面。美術教育在這裏要解決的難

題，是科技所造成在視覺觀念、議

題與表現技術上的改變。由此可

見，視覺科技化和利用科技解讀視

覺訊息已是美術教育必然的轉變之

一。

在電子遊戲、動畫與網路中的

影像正隨著科技發展日益精緻，它

們已是學生認識視覺文化的主要來

源，它們亦將滲透到藝術中的各個

角落。學生每天在課餘時間經由科

技媒介接收到的影像，其種類與數

量之多無可計算，這些影像對學生

的身心發展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如：行為態度、健康狀況、甚至是

體重等等。許多影像的出現是針對

青少年族群，尤其藉著當紅的科技

產品推銷流行的視覺訊息很能吸引



他們的目光，他們現在購買流行樂

DVD或VCD的動機，不在於欣賞

歌曲或優美的音樂，而是在那些短

暫卻強烈的視覺刺激下所暗示的美

感、暴力與色情。

〈因應課題四〉

美術教育工作者已開始輔導學

生使用新的科技工具並研判新技術

的優缺點，這個功課會延伸到課堂

之外，教師將利用科技引領學生走

出傳統教室並與世界接軌，網際網

路在此扮演舉足輕重的橋樑角色。

網路上有著大量的文字與圖像資

訊，學生透過個人電腦可與之互

動，上傳、下載、列印或剪貼而形

成個人資料庫，舉例來說，一些展

示學生作品的網站就是師生在網上

進行群體互動學習的明證(道格博

頓、王士樵，2002)。學生親身使

用視覺化科技工具可以直接呈現他

們對圖像的感受與批判。

運用電腦或新科技從事藝術創

作可以讓學生深刻地感受到當代視

覺文化的威力。新式的術科上課情

形與使用傳統媒材的美術課相去不

遠，透過電腦製作出來的影像也有

色彩配置與技術(軟體應用)的問

題，只是現在有了生動的操作軟

體，更能引發學習動機；學生可以

在電腦中輕易地調整構圖，改變造

形與顏色，或重覆使用圖案，也可

與同學分享圖檔資源或觀摩交流，

這種景象在傳統的美勞課並不多

見。

五、文化表徵

「探索自我」是藝術課程中最

重要的教育目標之一 (教育部，

2001)。人們利用視覺藝術的方式

表達想法、信仰或意識形態，視覺

作品很容易在形式與內容中展現創

作者個人或群體的文化特質，反之

亦然，文化蘊含的獨特精華會從藝

術作品中再現。我們個人的文化表

徵顯現在小自穿著，大到「從何而

來、往何處去」的思維問題，這些

大大小小的價值觀經過時間考驗而

形成的共識，即代表「我」的文

化。

今日的美術教育工作者需要面

對的挑戰是，如何客觀地介紹或闡

述各類的視覺形式與文化含義？許

多人苦於無法解釋文化在課程中所

持的份量。人類學家 J a m e s

Clifford(1988)從民族誌學的角度定

義「文化」，可以幫助我們思考上

述問題，他將文化比喻成一所大

學，被選入此校園的師生帶有各式

各樣的文化背景，這種多元的組合

的情形每年都在改變，任何一回合

的重組都會產生矛盾或不協調，就

因如此任何一個文化總是在尋得認

同的「公約數」。這個公約數概念

便可解釋課程中文化因子的多樣和

廣佈；課程設計中運用「剪與貼」

的手法，將個人或群體片斷的觀點

與理念整合成最多人認同的常識或

學問，此手法亦是文化的特性。

〈因應課題五〉

「表現」在後現代的美術教育

環境下已被重新定義，它的意義從

「抒發自我」的治療概念過渡到

「建構自我表徵」的程序，學生不

但從視覺圖像中探索自己的族群傳

統，也從視覺文化中尋獲自己的表

徵屬性(王士樵，2002)。不少當代

藝術家藉由作品表現他們對目前文

化環境的困擾與不安，例如：Ruth

Cuthand在題為「Living Post-Oka

Kind of Woman」的作品中，繪製

一尊紙娃娃旁邊備有數套服飾，藉

以提出身為原住民「Plains Cree」

族人和女性雙重身分在當代社會的

議題，Cuthand透過紙娃娃為自己

發聲：「只要換裝，印地安人也可

以走出保護區，參加女性會議和其

他社會活動。」在Jeffery Chapman

的作品「Cable-Ready」中，他用

多重影像的手法表現既誘惑又令人

不安的Chippewa族圖騰。學生在創

作中進行自我探索，也會有上述藝

術家們的經驗 — 觸動到母文化與

他文化之間的問題。在教學中引入

多元與認同的觀念，可以培養學生

尊重不同看法的氣度並化解意見衝

突的危機，這種訓練可以增進學生

從多方向思辨與溝通的能力，也與

多元文化表徵的現象呼應。

六、意義串聯

在一九九七年一項針對美國八

年級學生的藝術學習評量報告中顯

示 (Persky, Sandene, & Askew,

1999)，視覺藝術教育並未有效地

幫助學生了解周遭的人、事、物，

學生固然有造形與材料運用的基本

常識，卻無法將圖像與意義做有價

值的聯想。由此可以推測一般學校

的美術教學，仍然重視技巧的訓練

與法則的傳授，卻忽視學生的想法

與看法。

視覺藝術創作的形式是一種迷

人的自我表現途徑，這也是它的價

值所在。創作之「形式」本身並沒

有問題，但是若課程設計過度依賴

形式主義的規則，便失去了培養創

造力的意義。形式主義是使用簡

約、偽科學的方法來描述物體表面

的藝術特徵，呆板且公式化的美學

原則並無法幫助人們評斷藝術的豐

富內涵，它完全不考慮作者與對象

或作者與觀眾間，細膩而微妙的意

念轉換過程；不論是鑑賞歷史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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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當代作品，人們較在乎的是作

品的內在精神而不是畫面的悅目安

排。後現代的藝術家常批評有人盲

目地使用僵化的現代主義理論解讀

後現代，他們寧可用無盡延伸的聯

想來擴充藝術活動的多層價值。

〈因應課題六〉

充分地掌握脈絡是製作或欣賞

藝術品的基本態度，教授視覺文化

課程更要有清晰的脈絡，唯有如此

藝術家與文化間的關係才解釋得清

楚，進而能夠通古博今。換一個角

度來說，每一件創作都有獨特的脈

絡(如：製作過程等等)，這個脈絡

其實就是作品的故事，記錄下來的

東西有著「當下」的價值，因此所

有的藝術品都是當下的作品。教學

時要將創作的脈絡與作品一起介

紹，其功用如同聽故事時腦中浮現

的畫面，藝術活動在人類的整體價

值才能較完整地勾勒出來。有一些

教師已不再要求學生用整學期的時

間練習素描的色階與對比，轉而與

學生共同規劃上課內容，討論個人

藝術的脈絡，最後以個性化的創作

或經電腦處理的自畫像完成期末製

作。這樣的結局並不表示學生們不

再學色階與對比，而是他們理解到

串聯事情的全盤意義可以使學習更

踏實。

七、建構式辯證

當前的課程改革融入許多後現

代的概念，美術教育工作者會面臨

價值衝突 — 用現代主義的法則來

處理後現代的議題。一位在職班的

研究生曾在一篇報告中提到，評量

方式要隨著課程的調整而改變，她

解釋道：透過學生的表述和合班討

論可凝聚共識，產生屬於此學生族

群的共同價值標準，以避免老師看

待作品時的盲點。學生運用的材料

和處理畫面的手法有時是老師不曾

見過的，譬如有兩位學生合力做了

「童年的彈珠台」，他們從兒時的記

憶出發，選取許多玩具和遊戲隨意

地黏貼在一個板子，再裝上聖誕樹

用的閃燈。開始製作時還可以看出

一點頭緒，後來作品就成了大雜

燴，完全無法看到任何藝術法則；

另兩位學生以遊歷尼加拉瀑布為主

題，表現出完美的色彩統調和質

感，以及模仿莫內(Monet)畫法的

瀑布。老師的現代主義認知背景直

覺地認為「尼加拉瀑布」應該比較

成功，然而在與全班共評作品時，

學生們並不太在意「尼加拉瀑

布」，卻熱烈地討論「童年的彈珠

台」給他們的感受，他們回憶起小

時候收集棒球卡和玩跳格子的事，

甚至興奮地離題談論如何蹲在汽車

頭燈下彷彿站在大運動場中的經

驗。從上面的討論中，老師深刻地

體會到「尼加拉瀑布」是一件「很

美的」作品，「童年的彈珠台」卻

能引起潮流。因此，從後現代立場

觀之，「童年的彈珠台」是很成功

的(Pereira, 1999, p. 20)。

〈因應課題七〉

評量是在檢視學生學習知識和

操作技術的情形，不過也要考慮到

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意圖，以突破教

學形式的框架。教導後現代的觀念

和內容需要多元的、廣泛的、且多

選擇性的評量模式才能應付各種案

例。由Pereira的經驗可知，教師並

c



沒有絕對的權威來斷定作品的好

壞，學生的反應可以提供老師進一

步的衡量；教師間的交流合作，也

可增進評量的品質與學生學習的效

度(Boughton, 1997)。當然，評量的

標準也要依創作的表現形式隨時調

整，舉例來說，觀眾的反應或居民

的看法就會是鑑賞裝置藝術、公共

藝術或表演式作品時的必要條件之

一。

結語

進行教育改革很不容易，調整

美術教育的方向也不可能一蹴可

幾，新舊觀念的衝突無可避免。事

實上，用後現代的觀念來教視覺文

化會比以前的美術教育工作來得辛

苦，但是我們正處於新世紀的文藝

復興運動，美術教師更應該充實自

己積極參與文化建設工程，才能引

領學生與時代接軌。今天，圖像的

意念傳達已逐漸取代文字的重要

性，新世代解讀圖像的能力無可限

量，如果我們希望學生能擁有世界

觀，那麼美術教育就必須與當代視

覺文化的脈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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