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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對畫圖很有興趣，讀建中初

中部時，因家中經濟情況不怎麼

好，父親建議我也當老師。李澤

藩老師極力推薦我考師範藝術

科，當時只有北師和南師設藝術

科，所以我就到台北師範學校就

讀。

我於民國三十九年入北師，

班級少、老師也少。民國四十二

年畢業後分發，我做級任老師的

時間很短，大部分是科任，教美

勞和一些社會科目。往後幾年換

了兩三個學校，以前的課程目標

配合國家政策，都是反共抗俄，

按照進度高年級每一班定期要做

一張壁報，現在如果做這種壁報

要被人笑死的。民國四十五、六

年的時候，我常與日本的美術界

聯繫，他們的美育、教育雜誌都

會寄過來；當時要出國很難，我

是參加國際文教組織的會議才有

機會出去，與會代表來自各國，

在會議期間我常與他們做理念上

的溝通。

大約在民國五十年，我轉向

學校行政工作，比較少跟日本方

面接觸，但一直在台灣省與台北

市的國教輔導團服務，大多介紹

雕塑教材。後來兒童美術教育學

會要成立，我是發起人之一，章

程大部分是我擬的。那時是極權

時代，申請人民團體非常困難，

我們由台灣省輔導團的陳漢強團

長號召，把學會章程送到內政部

登記，一直被擱置，因為學會裡

面沒有很顯要的人來當頭頭。後

來由輔導團的張志銘老師接手申

請，也遇到許多阻礙，經高人指

點，就請當時的教育部長葉楚生

當榮譽會長，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才正式成立。

民國七十一的二月我服務二

十八年半退休。心想，現在有時

間應該繼續進修，但當時台灣並

沒有什麼專門學校研究美術教

育，由於語言上的方便，我就到

日本留學，補了大學學分後考上

研究所，論文寫雕塑教育，當我

拿到碩士時已五十八歲，回國後

就幫忙兒童美術教育學會，並提

供後輩我到國外所獲得的資訊，

讓他們有比較廣的國際觀。

問：早期的北師有哪些老

師？

答：都是福建師範學院那一

批，我們較熟悉的有黃啟龍、周

瑛、宋友梅、吳承硯。當時，我

們要念教育行政、教育心理，但

是沒有美術教育，美術課就只有

畫畫，如素描、水彩、國畫、圖

案、工藝等等，根本就沒有美術

的教材教法。我們急需要這一些

東西，但是大都自己學。更早的

國語學校有石川欽一郎，自己組

畫班，他是我爸爸的老師，李石

樵、李澤藩、洪瑞麟、倪蔣懷、

徐武勇醫生都跟他學，我的老師

是張萬傳也是他的學生，當時還

有鹽月桃甫。

有人說台灣沒有自己的美術

課程，其實日據時代就有教科

書，光復後還沿用，但是散掉很

多。後來由台灣省教育會的游彌

堅會長請藍蔭鼎編，由東方出版

社發行，薄薄的(鄭明進老師家裡

可能還有，我以前送給他幾本)，

我們的美術教育是這樣銜接過來

的，並不是完全沒有而從大陸拿

過來，為甚麼有人說台灣美術教

育沒有課程，我覺得非常納悶。

問：早期的兒童畫班如何產

生？

答：從學校的美術老師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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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王承老師民國四十二年

(1953)畢業於台北師範藝術科，從

事藝術教育四十餘年，其間曾擔

任台灣省及台北市的美勞科輔導

員，提供在職教師許多美術教學

的技巧及觀念；他也是兒童美術

教育學會章程草擬者之一，對於

國內的藝術教育貢獻良多。在二

十八年的教書生涯退休之後，赴

日本國立兵庫教育大學深造，五

十八歲時獲得藝術教育碩士學

位。他個人的藝術創作亦不間

斷，參展無數，曾獲得第一屆泛

亞美展油畫部銀牌與楊三郎藝術

獎學金。吳老師目前依然忙碌，

除了參與兒童美術教育學會、造

型藝術教育學會、全國油畫會的

活動，亦擔任台陽美術協會理

事。此次專訪，希望經由吳老師

的口述，見證他所經歷的一段美

術教育史。

問：能否談談您的求學過程

及其後的發展。

答：我父親是老師，民國四

年(1915)國語學校畢業的，當時只

有秀才才能進國語學校，也就是

今天的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從小

默默耕耘的
兒童美術教育前輩
—吳王承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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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王承老師在畫作前留影。

來的。以前老師的薪水很低，級

任老師可以補習學科，甚麼教美

術的就不能補習？兒童畫班能讓

美術老師賺點外快。台北市有不

少人開班，但是我沒有，因為我

很早就做學校行政，而且對於開

兒童畫班沒有興趣。我比較喜歡

研究理論、設計標誌、做版畫這

三個領域。當年教兒童畫好像南

部比較瘋狂，中部、北部也有，

台東及花蓮比較晚。

問：當時國內對兒童美術的

重視程度如何？您遇到哪些難

題？

答：以前國小要考初中，升

學主義時代的美勞是副科，常被

借去上其他的主科。美術老師很

辛苦，一學期一次的遊藝會與運

動會，各種的道具、教室佈置、

還有大大小小的疑難雜症都要他

們來做，所以美術老師在學校有

相當的份量。我們會的東西很

多，甚至修理電燈、風琴之類的

事，大約在六十歲左右退休的這

一輩，大概都是這樣。當時的專

任美術老師很不夠，三年級以上

的班級才有科任，有的學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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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做了好成績給學校，會被肯

定，變成王牌老師；還有的人後

來當校長，把學校整理得漂漂亮

亮的，老師們的心情會比較開

朗。其實民國四十四年(1955)時，

我在台北市大同國小任教，曾經

出錢邀集幾個剛從外縣市調進來

的同輩，如鄭明進老師等，帶學

生一起到圓山、孔子廟等地去寫

生，大家想既然要做美術就一起

做。後來慢慢演變成台北市的兒

童寫生比賽，請李石樵當評審

員，美術比賽便這樣從民間一步

一步做出來的。我從二十二、三

歲做到今年已經六十八歲了。我

們後來辦的世界兒童畫展還兼顧

國際交流。

至於美術比賽對正統的美術

教育有何幫助？有人很反對，如

鄭明進及李英輔老師就認為美術

作品不需要比賽。比賽是一種被

動的推廣方式，在教育政策裡算

是一個藝術活動。這是很奇怪的

問題，因為它是一種刺激，如果

沒有刺激就得不到反應，就無法

達到某一種的效果。其他科目的

考試與測驗不都是比賽嗎？用各

個角度來看比賽，只是名稱的用

法不同而已。

⋯⋯⋯⋯⋯⋯⋯⋯⋯⋯⋯⋯⋯⋯⋯

從吳老師的口中聽到許多台

灣早期美術教育的故事以及美勞

教學上的種種問題。吳老師認為

技法教學與創造力開發應該並

重；至於兒童畫比賽，他覺得沒

有所謂的好與壞，重點在於參加

比賽者所持的心態是否正確。關

於教師方面，吳老師認為老師應

不斷的自我進修，教學上若遇到

未曾接觸過的東西應主動去學

習，不要讓學校既有的設備閒置

浪費。與吳老師訪談中有關美勞

教學與學校行政方面的內容，應

可供做現任教師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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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單純的小朋友來畫畫，而是訓

練好小朋友去搶獎狀。獎狀拿不

拿對小朋友來說，並沒有甚麼意

義，若那張獎狀可以加分的話，

小朋友的負擔就很重。

現在很多的才藝班違反教育

的立場，才藝活動原本是讓小朋

友建立起愛好美、創造美的技能

與欣賞美的心靈，但現在並不是

這樣，剛才說過，老師要在短時

間訓練出成果，讓小朋友做好作

品帶回去贏得家人的肯定，才會

再送孩子來，這哪裡符合小朋友

心理的發展？小朋友的創造心理

有一個正常的過程，什麼年紀手

與腦能配合到哪一個程度，能畫

哪一種的圖畫，或者使用哪一種

的工具等，都是漸進的。現在的

畫班教超齡的技法與題材，像是

突然間給小朋友特效藥，所以他

們在藝術方面的興趣會不會長命

是個大問題。

問：世界兒童畫展國外的兒

童作品是如何蒐集的？

答：大部分各國兒童繪畫作

品是私人畫班寄來的，一般的學

校很少參加。作品有的是航空公

司或是銀行在世界各地收集，然

後一起寄來；有些以國家的名義

寄來，但不是由他們的政府主

導，因為我們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是民間團體。還有日本、韓國及

東歐有幾個小國的美術團體，以

民間方式與我們有直接的接觸，

與我們學會有交流的邦交國比外

交部還多，今年有六十幾個國

不足，五、六年級才有科任。後

來學校人員增多，大家認為美勞

課不關痛癢，很多行政人員搶著

要教美勞湊鐘點，他們把紙發下

去讓學生隨便畫，買的材料都是

現成的，隨便混四十五分鐘，有

時級任老師為了趕課，就借用美

勞課，真是蠻慘的。很多學校的

組長就教美勞，他們大都不了解

真正的美勞教育。

民國五、六十年代有兩個難

題，第一是專業人才不夠，我們

的美術老師要再教育；第二是工

具不夠，小朋友常忘了帶工具(後

來學校設置物櫃才改善)，上課不

順暢，還有學校的公用設備缺

乏。後來開始採購壓印機、陶藝

的窯，卻又變成專業人才不足，

造成設備的閒置浪費。目前的老

師專業性還不夠，有的老師會推

說不會，因為在學校沒學過而不

教。另外美勞系畢業的學生出來

是否有機會教美勞？學校應該有

專任的美勞編制教師，由專業人

員擔任教學。

問：您對兒童才藝班的看法。

答：有好有壞。從好的方面

來講，兒童班是學校活動之後的

課程，上這種課，將那些比較枯

燥無味需死背書、用腦筋的事情

暫時拋開，讓小孩子快快樂樂度

過，是不錯的。就負面方面來

說，很多家長的想法不對，認為

小孩參加美術班，一定要在比賽

中拿到好成績，沒有得獎就給老

師很大的壓力。他們不是帶一個

家，最多時有九十幾甚至一百個

之多。詳細的資料吳隆榮校長那

邊很多，早期負責兒童畫展行政

和實務方面的有鍾奇峰校長、丁

占鰲校長、侯增輝主任和我。

問：國外的兒童作品與國內

有甚麼不同？

答：就兒童畫展送來的作品

來說，大概有兩類，一類是兒童

參加當地畫班的作品，表現技法

蠻好的。另一類是班級畫同一個

主題寄一大疊來。評審時，我們

兩類都會選，因為可看見正常的

美術教育下產生的作品。西方人

的社會構成對於藝術的需求方式

與我們很不一樣，我們這邊為了

得獎，每個人都要找美術老師學

畫畫，學校教的還拿不到一張獎

狀，這是脫離正常的美術教育。

很多作品看得出是老師或者家長

加筆，這是我們所不樂見的事

情。應該要讓每個兒童感動並自

己自動的去做這個藝術工作，比

方蠟筆要如何用？如何取景？這

個技法與創造的指導是不能分開

的，應該讓小朋友充分的運用他

的工具及腦力來創作，有的老師

並沒有分清楚兩者的不同。

問：兒童的繪畫是否需要比

賽？

答：比賽和展覽是為了讓家

長及學校老師重視美術教育。帶

出去的學生拿特優獎，校長也沾

光！這會有催化作用，因為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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