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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讓他知道得不得獎不是最重

要的，重要的是得到學習和操作

的經驗。參加比賽其實對小朋友

是不錯的學習方式，讓他們有機

會與別人競爭，激勵自己進步，

但是要有正確的心態，也就是得

失心不要看得很重。培養孩子榮

譽感，接納沒有得獎的事實，這

樣的開導教育也很重要。」

國內外兒童畫的比較

對於台灣和國外兒童畫的風

格表現方面，常擔任評審的林老

師說：「台灣的兒童畫比較艷

麗，歐洲的兒童畫色彩比較柔

和。台灣的孩子可能受到民俗表

演、節慶遊街，或是街上招牌的

影響，畫出來的多是花花綠綠，

五彩繽紛的感覺。台灣的社會比

較無章法，兒童畫似乎也反映出

這樣擁擠的現象，圖畫的表現和

生活的環境是息息相關的。每個

國家的兒童畫很清楚的表現出不

同地域、國家的風格特色，尤其

是歐洲，注重孩子的自我表現。

他們的兒童畫教育沒有所謂的才

藝班，台灣的教育方法就如同

『養鴨子』(老師很會補習)。我們

有許多兒童畫受到老師的過分指

導，就是『填鴨式』的教學，因

此畫面看起來不輕鬆，因為有的

老師會說：『這邊怎麼不再多畫

一點？』原本畫面是很清爽的，

可是有些老師會幫小朋友的圖畫

再加一加，畫出老師滿意的畫

面，這種兒童畫當然無法令人感

覺輕鬆自然。在評審世界兒童畫

這些年，我看過所有圖畫表現最

複雜、不輕鬆的就屬台灣兒童畫

作品了。」

結語

「我覺得我要活用我每一天

的生活。」無論是兒童美術教育

或是個人藝術創作，林老師始終

堅持認真踏實的處世態度。『俯

首甘為孺子牛』是北京李允經博

士贈予林智信老師的禮讚。林老

師四十歲時發願製作「迎媽祖」

巨幅版畫，靠著毅力耗時二十

年，於民國八十四年(1995)完成此

幅高三尺長四○八尺長卷版畫，

同年於台北市立美術館首展。雖

已屆耳順之年，他再次向自己的

毅力挑戰，預計完成五十張一百

五十號的巨幅油畫「蓬萊仙島」，

將展現四十年前台灣的風土民

情。

林智信老師在訪談間不斷地

提醒我們要有重視進修的生涯規

劃。透過林老師的真誠描述，了

解在台灣五十、六十年代物資貧

乏環境下，老師於教學及推廣美

術教育的方式與困難，同時，讓

我們對他的教育理念與創作歷

程，也有著更深刻的認識與體

悟。█

(註：本次訪談尚有洪郡穗小姐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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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兒童美術的教學和研

究，鄭明進老師對於推動藝術教

育的精神與執著一直不變；早年

對於美術教育累積豐富的經驗和

知識，退休後仍繼續推廣圖畫書

與大眾美術教育。鄭老師於民國

三十八年(1949)進入台北師範藝術

科就讀，踏上美術教育之路；畢

業後進入國小服務，民國六十六

年(1977) 服務滿二十五年退休，

期間除了教學之外，也積極投入

兒童美術教育工作，民國四十六

年(1957)和友人共同成立了「今日

兒童美術教育研究會」。除此之

外，他也從事研究、著書的工

作，早期研究兒童繪畫心理發

展，在民國六十二年(1973)出版了

《怎樣暸解幼兒畫》；還親自赴海

外研習，如民國五十七年(1968)代

表中華民國赴日本東京參加「第

一屆亞洲國際美術教育會議」。目

前他仍持續地教學與著作。

教育理念

鄭老師以他在美術教育方面

豐富的經驗，認為藝術教育要從

生活做起，在生活教育、美術教

學及九年一貫新課程方面提出看

法。

由於小時候日本式的教育，

培養了鄭老師重視生活教育的態

度，現在和過去的兒童很大的差

異在於生活形態的不同，他認為

應從生活教育改造。他回憶起小

學時一個深刻的經驗：「同學在

學校裡的菜園一起種稻！我一生

中記得最清楚就是我們的稻米拿

去碾米廠碾好了以後，做成飯

糰，現在還記得，那個是最好吃

的飯糰，這就是勤勞教育。做好

生活教育的條件是家長應該受教

育，這樣才是治本，要使得台灣

的教育正常化，我想是媽媽的教

育比老師的教育還重要，媽媽把

孩子教得好的話，送到學校，老

師就是教他們一種團體生活。」

在美術教學方面，鄭老師認

為了解兒童繪畫發展的特徵是教

學上很重要的基礎，他說：「要

了解每一個年齡層的小朋友他們

畫畫的特徵，畫畫不只是小朋友

畫一張好畫，而是這個活動讓小

朋友心裡得到紓解，心情上的壓

抑會表現出來。畫畫會從色彩方

面來刺激小朋友，使得他們比較

有色感。有時要教設計，就是不

以純想像或是寫生，而是跳開來

讓小朋友用另一種心情畫。例如

用暖色系來組織一些有趣的圖

案，這些圖案不是生活裡面的，

而是自己組合起來的，有人說這

是抽象畫，也不一定算，就是一

種構成組合，所以設計就是想像

畫跟寫生畫之外的另一種教學。

我們把圖案設計叫做設計教學

（Design），是從歐洲來的一種想

美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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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是德國的包浩斯。教學除

了重視兒童繪畫的心理發展與表

現特徵之外，就是誘導他們慢慢

形成這種生活設計的概念。早期

的教材平面的部分做得多，比較

缺乏雕塑的教學，主要原因是學

校很難取得這類材料，兒童應該

有更多的機會玩黏土做造形，以

前我們小的時候很容易就拿到田

裡面的泥土，可是後來都沒有

了，這一點後來在台北市已慢慢

改善了。」

談到當前九年一貫課程的問

題時，鄭老師表示：「我比較擔

心的是課程改了，師範教育本身

沒有跟著改變的話，這些學生畢

業以後看到那些東西不曉得怎麼

教，設計出來的教案就有問題。

當然教改的目標很清楚，就是整

個教育不要像以前科目式或者單

元式的，要互相融合，可是一融

進去，有的人就會擔心將來恐怕

連美術都不要教了，都不要畫畫

了。其實不論是自然或生活上的

教育，小朋友就是要能畫會寫，

這兩樣結合成一個報告。教育最

後要清楚小朋友想要表現什麼，

老師給他什麼，社會給他什麼，

媽媽給他什麼；而小朋友在成長

過程當中留有痕跡，他每天寫出

來畫出來的東西是什麼，這些就

是檢驗教學的『鎖』。不要把美術

教育看得非常難，因為『美術教

育就是生活的成果報告』。其實透

過一般的級任老師，在課堂裡把

自然、社會這些教學整個融進

去，學習報告就用畫圖來表現，

美術因此融入到生活科學裡面，

這樣的話美術就不會變成單獨

了。」

鄭老師也從研究中探討當前

藝術教育的問題。他說：「最近

研究歐美各國的圖畫書，我才發

現他們在幼兒跟小學的教育中，

把科學當做是自然科學；美術音

樂則放在人文科學裡面，是必修

的，美術就是一門科學教育。把

美術當做是一個副科，可能是東

方思想中的落差，認為美術是額

外的、附帶的東西，這是錯誤的

觀念！在西方的生活裡面，美術

有非常高的地位，歷代的美術史

留下來的東西就等於是社會史的

記錄，所以美術是生活教育裡面

最基本的，不要當作是特別的一

種教學，藝術、文學以及科學應

該成為一個環。從外國的藝術史

來看，他們也不純然都是為藝術

而藝術，有的已經走入社會，他

們的藝術有帶動社會的意義。比

如美國的普普藝術，完全是跟社

會在互動：把可口可樂排起來，

把瑪麗蓮夢露透過絹版印出來，

就是跟社會發生關係！從這樣的

角度來想藝術教育，台灣的藝術

教育才有救，要不然會一直侷限

在『科目』的困境裡面。」

圖畫書

鄭老師近年來積極從事圖畫

書的研究，他說：「最大原因是

我從小看過日本的圖畫書一直在

我腦海裡面閃爍不停，使得我退

休以後就轉進來了。」開始重視

圖畫書，是因為教學中的親身體

驗，鄭老師提到當時接觸圖畫書

的故事：「我從開始教書時發

現，除了教小朋友寫生畫以外，

什麼都不會教，之前我們對兒童

繪畫的心理、繪畫的特徵都不曉

得。那時候藝術科學的多半是教

材教法，根本沒有談到兒童繪畫

的理論，這些是後來從歐洲傳到

日本，我們從日本那邊學到的。

我發現台灣的兒童在想像力方面

比較缺乏，你教他寫生他就看東

西畫，沒有什麼問題，可是想像

的東西他畫不出來。我一直在想

這個事情，當時我從日本可以買

到一些歐洲直接翻譯的圖畫書，

我就在課堂上講解給小朋友聽又

看插畫，小朋友看了以後會增加

想像力。圖畫書通常有十幾個畫

面，故事就透過圖畫去表現，小

朋友對故事的掌握變得很具象，

也就是說圖畫書帶給小朋友眼睛

的刺激。從那個方式來刺激小朋

友，在想像方面就表現的好。」

圖畫書能包含的教育內涵在

鄭老師看來是非常廣的，且有獨

特的教育功用，他說：「圖畫書

涵蓋的範圍很廣，從幼兒時期開

始，很多小孩子要了解的東西，

文化、藝術、科學通通在圖畫書

裡面，因為沒有文字或是文字很

少，是一個圖像教育。孩子們還

未進入小學之前都沒有學文字，

所以用圖像讓他們去學習。人有

記憶圖像的能力，這是很奇妙

的，圖像基本上在幼兒時期就已

經發生作用。歐洲人覺得圖像教

育很重要，所以圖畫書可以蓬勃

的發展。有趣的是兒童會反覆看

同樣的圖畫書，大人沒興趣的他

會有興趣，像我的一個朋友專門

做圖畫書研究，他的孩子看到德

國的、歐洲的書，字也不懂，翻

一翻以後對他講故事，竟然差不

多都有那個意思，不須讀文字，

孩子讀圖就講出故事來了。圖畫

書以前最主要的內容就是童話，

然後是民間故事，可是現在圖畫

書涵蓋到生活故事，還有科學

的，我最近比較傾向講科學圖畫

書，其實科學有很多要用圖畫書

的形式來表達，讓小朋友更接

近，更喜歡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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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方面

教師在兒童的美術智能發展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鄭老師建

議：「小學老師第一要知道兒童

的繪畫心理發展；第二是了解兒

童從繪畫發展他們自己的智慧、

知識以及對周遭事物觀察的能

力。有時候透過兒童畫可探討這

個孩子生活周遭的現象，而不只

是以美的角度去看。另外一點，

老師的教學要負責，教材如果準

備不夠，預先的導入做得不徹

底，全班畫起來大概平平的，一

看就知道是教不好。假使老師準

備很豐富，刺激得很好的話，全

班通通很好。不過，有時候我準

備了半天，結果教出來小朋友卻

不好，有時候我沒有準備，反而

有很好的東西出來，這是引起創

作動機的功力。」

他回憶起：「有一次朋友從

南部來，不跟他聊不行，要上課

時我什麼都沒有準備，怎麼辦

呢？我就叫小朋友到外面去找五

樣東西：最小的東西一個，硬硬

的一個，輕輕的一個，拿起來會

刺刺的東西一個，然後比較重一

點的一個，十分鐘去找回來。回

來之後將東西擺在桌子上畫，結

果作品全部像寫實畫家畫的，因

為他們找的時候很用心地辨認那

五個條件，每個人找出來都不一

樣，很專注的用鉛筆畫出來，覺

得那是我教學最成功的一次，你

怎麼說？我自己也很驚訝這麼成

功，那一次全部的小朋友都有專

注心，簡單講就是觀察力受到刺

激，目標就是畫觀察的東西，結

果通通很投入地畫出來了。那不

是個案，而是老師給孩子的動機

和目標很清楚，不會去叫他們想

很久想不出東西來，而失去專注

心。」

對於未來藝術教師的期許，

鄭老師也語重心長的表示：「我

希望未來小學階段的美術，不要

把它當作是一個畫家在教畫畫。

現在師範學校還是有教授專門就

是畫畫的，尤其是師大，像是畫

家的學校！他們全部都只會畫

畫，沒有教育理論，沒有心理發

展。台灣的藝術教育是很糟的，

尤其到了這個階段，我看日本差

不多高中時代的畫，都是有自己

的一種思想，不像師範、師大的

學生畫出來的作品，從來沒有在

畫戀愛、談戀愛或者男女的問

題，都只有靜物畫要不然就是人

物畫、人體畫。這些師大唸出來

的人都要當老師，只會純藝術創

作，這樣不對！當然現在有許多

是從國外學藝術教育回來的人，

多少已經在改變了，但作用並不

很大。至於剛畢業的老師，應該

要有衝勁，有勇於創新的精神，

能夠先在較鄉下的學校任教，比

較能夠實現理想。我們當老師

時，比起現在老師還要自動，老

師們自己會組織、互相研究，我

們那一代的人都懂得日語，日本

剛好戰後，發現歐美的美術教育

成功，就把它翻譯過來，日本的

雜誌、美術教育觀念的書我們看

得懂，是這樣傳進來的，所以那

一時期的老師們都有追求知識的

見解和意志。」

⋯⋯⋯⋯⋯⋯⋯⋯⋯⋯⋯⋯⋯⋯⋯

在訪談的過程中，鄭明進老

師不斷提及對於藝術教育要從生

活教育做起，由家長來負責，所

以家長也需要再教育，這樣才能

和學校教育配合；從生活做起，

藝術融入生活之中，才能達到真

正的理想。鄭老師以自身豐富和

深刻的經驗，說明教導兒童美術

需要注意兒童的發展，也對未來

藝術教育在教師和目標方面表達

意見，並且提倡所研究的圖畫書

之優點。從這些理念不難看出台

灣美術教育發展的脈絡，並了解

教師在兒童美術教學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鄭老師在藝術教育的

許多經驗和建議，對從事藝術教

育工作的晚輩，有很深刻的啟

示。█

(註：一起參與訪問者有林泱秀、

賴淑卿、蕭靜娥及魏志菁。)

鄭明進老師擁有豐富的兒童圖畫書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