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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建構人類的希望工程，攸

關著每一個人的現在與未來。

— 吳隆榮 —

曾擔任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

展學會理事長的吳隆榮校長，日

本國立兵庫教育大學藝術教育碩

士，知名於兒童美勞教學，其油

畫創作亦是聲名卓著。吳校長辦

學認真且有開創性，民國六十年

（1971），台北市政府為了發掘具

有美術長才的學生，以培養國家

文化建設所需人才，委託吳校長

任職的民族國小成立第一個美術

實驗班。除了教育上的貢獻，他

更積極參與全國性的美術活動並

擔任重要職務，為推動社會各階

層的美術風氣不遺餘力。吳校長

雖已退休，目前仍在台北市立師

範學院、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兼

課，並任台陽美術協會、中華民

國油畫學會理事長以及中華民國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秘書長等職

務。筆者以美勞教育界的晚輩身

分專訪吳校長，見證他所經歷的

一段美術教育史，以下訪談內容

以問答方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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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能否談一談您的求學歷

程與之後的發展？

答：我在小學時就很喜歡畫

畫，還記得老師都叫我做教室佈

置。初中畢業後，考上台北師範

學校美術科。當時要考素描，我

們根本沒聽過也沒學過素描，我

的運氣不錯，以第二名考取。我

是第四屆，前幾屆還沒有人在畢

業前入選省展，我在三年級時作

品就入選了。

剛畢業時我教升學班，為了

讓學生能考上好的學校，每天都

很拼命。那幾年，連續幾屆的省

展、教師美展我都得獎。很多人

問得獎的名字到底是不是我？記

者也問：「教升學班從早忙到晚

怎麼還有空畫畫？」我都笑而不

答。事實上，我跟學生用特別的

方式互動：當時，學生要不斷的

練習考試，我的畫架就設在教室

後面，學生認真地考，我也認真

地畫。等到考完了，我就停筆，

跟他們討論測驗內容，檢討完再

考一次，我就再畫！所以我的作

品產量很多，連續三年得了教師

美展的首獎、台陽獎、省展等。

教育廳發公文告訴我不要再參加

了，因為很多老師抗議我一直得

不然。我認為學習藝術是要提早

發現孩子們這方面的能力，很多

文獻也證實這會影響到其他方面

的表現，設這個班的目的是「一

幹多枝」的。成立初期是以性

向、智力和成就測驗來篩選學

生。當時沒有專門的性向測驗，

於是請王秀雄等專家學者設計一

套來施測。奇怪的是，過了兩年

坊間的補習班也出現這套測驗

卷，就變得不準，因而取消這項

測驗。國中美術班的學生經調查

顯示，很多人到了高中、大學之

後發展得更廣，表現得更優秀。

透過雙手的刺激，增加大腦的敏

銳度，無形中孩子學得更快更

好。

提早給孩子美的陶冶，將來

在各行各業都會有更好的發展，

這就是我設立美術班的目的。教

育部也肯定我這個做法，陸續在

桃園國小、竹師附小、七賢國小

設立美術實驗班。最近幾年「實

驗」兩字已取消，換之以「美術

班」。教育部曾經委託當時的新竹

師專規劃全省通用的美術班課

程，我自己的課程是需要很多的

外聘老師，但教育部所設計的卻

無法做到這點；它的教學目標是

以培養藝術家為目的，跟我所想

的不太一樣。我曾經以問卷調查

分析全省美術班學生的學習意

向，發現他們在密集的課程中，

對美術的興趣反而不如其他學生

來得高，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

題。是否課程的份量太重，降低

了學習興趣呢？在音樂班、舞蹈

班都有類似情形。

問：該不該鼓勵學生參加美

術比賽呢？

答：家長常藉孩子的表現來

提升自己的聲望，他們都很得意

孩子學鋼琴、學畫畫⋯得了好多

獎。家長應該要支持孩子的興

趣，讓他們覺得好玩，但大部份

的人是認為孩子要參加比賽、要

能得很多獎，學習才有意義。在

這種壓力下，才藝班的老師不得

不迎合家長的要求。我擔任過很

多全國性繪畫比賽的評審召集

人，和其他評審討論時發現，許

多作品用僵化的方式來指導。我

常說：「教了五十個學生，就該

有五十個不同樣子的作品，這才

是好的教育。」有時在低年級、

幼稚園的作品中，發覺作品的造

獎，使他們都沒機會。人一定要

掌握機會，好好的利用時間，讓

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那幾年我

如果沒有把握時間的話，我創作

的路大概就斷了。

我當校長時，因緣巧合考上

日本的研究所，但要去讀的話，

教育局是不准的，除非調整我主

管的職務，我想不可能辭去教

職，就算了也沒去處理。有一次

與教育部朱匯森部長及文建會陳

奇祿主委吃飯，提到這事情，朱

部長說：「你怎麼早不講，教育

部有個公費留學的專案，不過現

在來不及了，明天我打電話問你

們局長，看看有什麼變通辦法。」

第二天，毛連塭局長找我和局裏

人事主任討論，我再去教育部，

最後以專案來處理，我因此能到

日本留學。

問：您如何成立第一個國小

美術實驗班？

答：台北市民族國小美術實

驗班是全省第一個設立的，成立

一年後有師大的教授和教育部的

官員來訪問，原本他們都以為我

是要以培養藝術家為目的，其實

建構人文希望工程
的兒童美術教育家
—吳隆榮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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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怎麼會是那麼的成熟！有可能

是大人加了幾個黑線再讓小朋友

去塗色，我們很注意這點。

比賽固然有它的缺點，但這

只是一個手段，而非最終目的。

目的是藉著這活動，讓孩子們得

到參與感、成就感。為了討好評

審所教出來的作品最不好。如有

家長說學畫是為了得獎，你就應

該跟他說明這個情況，就算少收

幾個學生也沒關係！在得獎壓力

下，學生反而沒有興趣，更不用

說學習美的感受了。把美術應用

到生活上，就是最大的目的。

問：可否談談較特別的評審

經驗？

答：有一次國泰寫生比賽的頒

獎典禮中，一個小孩的爸爸表示：

「這一次的評審委員最公平！」我

心裏想，每一次都公平啊，難道你

的小孩得獎就最公平嗎？後來想起

之前我到阿里山寫生，回程經過嘉

義公園正好遇到國泰的寫生比賽，

好多人圍著一位國小五年級學生，

我靠近一看，他的描繪能力比美術

系大學生來得更好！那一次的評

審，我特別注意，結果那一張作品

落選，大家都認為畫得太好了，一

定是誰幫他代筆的。後來我跟評審

們說明，那一張畫是我在嘉義公園

看到的一個五年級學生親手畫的。

結果翻案而得到金牌。由此可知，

評審過程也會有疏忽的地方，這對

學生的打擊很大。難怪他爸爸說這

一次比賽真的很公平。

問：指導兒童畫的要領是什

麼？

答：我們比較少鼓勵孩子發

揮原創性，很多老師都用技法、

策略在教兒童畫，台灣兒童的造

形能力也比歐美國家要早熟一、

兩歲。我發現家長的影響很大，

因為他們在乎「像不像」和「技

巧」的問題。但是，教畫畫總是

要讓學生有他自己的想法和自我

表現，只要在製作過程有困難的

時候，給予暗示或協助，但不能

照老師的方法去改。一個藝術家

畫出自己的風格最重要，像李澤

藩老師用透明、不透明水彩和刷

洗的方法來創作就非常有自己的

風格，像蕭如松也是。

我曾經到東京參加一個全日

本的教學研討會，主辦單位請了

一批老師，抽到籤的人，就上台

示範教學。輪到一位東京千葉縣

比較郊區的年輕女老師面對東京

都的小孩，題目是「七面鳥（火

雞）」。你想學生反應如何？大家

都望著天花板想七面鳥到底是什

麼？這老師反應很穩重，她說：

「今天希望你們畫的是自由的七面

鳥。」學生笑了，她接著說：

「先不要動筆，我們來討論七面

鳥，從第一位小朋友開始，每一

位都要講，但不能講一樣的。」

有人說：「七個頭」、「兩隻

腳」、「兩個翅膀」、「羽毛如何

⋯。」大家都講完了，老師說：

「現在比較像七面鳥的留著，『頭

很漂亮，一個頭，會飛⋯』都

是，不合理的如『七個頭』就不

是。」學生看了黑板上討論出來

的提示，再根據自己的感受去

畫，最後所有的作品都不一樣，

但都是七面鳥，這就是很成功的

教學。

問：請問您對「九年一貫」

課程的看法？

答：九年一貫的精神是要讓

學童不用重覆的學習，以前是從

國小到高中的教材內容差不多，

只是難度上加深。這種重覆式的

學習很浪費時間，現在的學生要

吸收很多的資訊和知識，所以課

程若沒有統整，時間便無法妥善

的安排。九年一貫的課程統整就

是將國小到國中課程連貫相通，

這是教改的重點。

新課程中最值得探討也最麻

煩的是「藝術與人文」，因為要把

視覺、聽覺和表演藝術混在一

起。我們一直在考量現有的師資

培育能不能勝任？像師大美術

系、師院美教系的慣用課程都有

非常清楚的教學目的，現在這都

要混在一起，老師教學到底有沒

有困難？其實，這些改革並非我

們這些專家自己想出來的，美國

或其他較先進國家的教育改革早

就有這個構想，但是別人為什麼

不敢做？幾年前，一個與我交情

很好的日本教授到台灣拜訪，問

起我們教改的情形？我就說我們

將美勞、音樂等科目改為藝術與

人文的課程，他嚇了一跳問道：

「你們怎麼這麼先進啊！可不可以

把這個政策的重點告訴我？」他

想日本都做不到的，怎麼我們已

經做了，而且認為我們實行得很

理想。事實上，藝術與人文領域

在日本還是以分科的方式授課。

他們分別有美術、音樂、舞蹈等

課程，學科的統整就在生活經驗

中實踐，如每個鄉鎮都有文化中

心等藝術展演的地方，讓學生自

己去融會貫通。

我覺得很奇怪，新課本還是以

前的美勞、音樂，只是把它們編在

一起，內容簡化了，三、四個科目

變成一本課本。現在只把最簡單的

給你，指導老師卻很難每樣都會，

學生也沒辦法真正發揮自己的興

趣，因為所學的都是最淺的東西！

我們可以培養出能夠欣賞藝術的學

生，但是較專業的學習就比較困難

了。當然，能夠欣賞音樂、美術也

是很好，只是將來這領域的老師要

多發展出欣賞教學的策略。我自己

在國北師、市北師兼課，常想到這

問題，將來這些師院學生出來教學

時，會不會有困難。

這個領域在歐美、日本應該比

較沒有問題，因為他們的家庭生活

中本來就融入了藝術。在日本，任

何一鄉鎮都有美術館，且活動中心

也常有表演，一下課一有空，大家

就去看美術館，去聽音樂。從小藝

術就融入在生活中，這能力也就不

用刻意去培養。若是發現自己在那

方面有興趣，再深入去研究。由此

看來，反而在美、日等國家應該更

早可以開始這樣做，那為什麼到現

在他們仍不敢嘗試，仍是以學科為

主？這是我對國內現況感到擔心

的。

⋯⋯⋯⋯⋯⋯⋯⋯⋯⋯⋯⋯⋯⋯⋯

從電話約定訪問時間到參觀

吳校長的工作室及進行專訪，都

感受到吳校長平易近人、言談誠

懇的一面。進到工作室，就看到

牆上掛滿了作品，包括原始藝術

的雕塑和吳校長關於宗教主題的

畫作。三、四小時的訪談時間，

吳校長對於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侃

侃而談，話語中充滿著對教育現

況的關懷、期許及對後進的勉

勵。雖有著傲人的學識經歷與多

年的教學經驗，吳校長在談話之

間仍流露著謙遜和務實的本質，

講到關於自己的際遇時，其風趣

幽默的描述更讓我們印象深刻。

一個下午的訪問時間很快的就過

去了，除了得到第一手的寶貴資

料、理論與實際的印證之外，還

有吳校長贈送的簽名畫冊和其他

書籍，更珍貴的是知識與經驗的

傳承。此行真是如沐春風，滿載

而歸。█

(註：本次訪談尚有徐憶嘉、賴淑

卿、魏志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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