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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前幾年我國在藝術教育政策的昂首闊步，2008 年裡臺灣的藝術教育可以說是穩定成長的。這個現象是

否與政黨輪替有關，此時尚言之過早，但是 2008 年在許多政策上是在做檢視與修正的。例如：高中正式課程綱

要的暫緩實施，使得九年一貫課程的微調雖然公告，但也因之一併延後一年執行。然而，有許多政策或計畫並不

因此一政治因素的變化而有所遲滯。例如：藝術教育白皮書所規劃的許多活動仍然持續推展，而高等教育的大學

評鑑也是如此。整體而言，這一年是由之前的埋頭往前衝轉變為緩步潛行。

除政治的因素使然，經濟在年初的活絡逐漸退化到年底的搖搖欲墜，也多少造成藝術教育活動的退燒。這些

因素是對國家整體教育的全面影響，而不是單獨對某個領域的衝擊。期間的互動關係與因果因素並非三言兩語可

敘明，也非本年鑑可全面呈現的。而影響的結果也可能會在往後幾年中慢慢具體出現。

根據遠見雜誌在 2008 年五月出版的大學專刊裡的分析，發現我國大學發展的趨勢裡國際化、少子化、與求

新求變是幾個近一兩年的關鍵現象 1。大學教學領域中與藝術教育有關的大抵不外教育學群與藝術學群。這兩學

群都與藝術師資培育有關。因為師資培育控管出現了問題，導致教育部於 2005 年決定師培量減半，這也連帶影

響到藝術師資的培育。到 2008 年所有已培育的師資中，未就業的師資比率降至 32％，同時也使各相關系所紛紛

更名或整併其他領域。至於在藝術學群裡遠見雜誌則認為，因為「生活美學」等全民美學運動與文化創意產業的

推展，使得參與藝文活動成為風尚，大學對調整教學內容與培養創意視為重要發展之一 2。高等教育有這樣的發

展是充分與立即地反映當下世界各地與國家整體政經發展的狀況，而其影響所及則是會慢慢地左右高中與高職的

藝術教學。這樣的變化，短期內還看不到，因為中小學的教育是受到國家的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規範。而這些新

修正的法令要到明後年才要實施。

前述的高等教育在中小學師資培育上的影響，對藝術教育則是一大隱憂。這個隱憂在短期內可能還無法有效

的解決，因為教育學群中未見藝術教育的學系，在藝術學群中的課程則只見專業藝術知能與技術的養成，未見藝

術教育的專業探討。故而，近年各大學中的師資培育中心就成為我國現今與未來藝術教育師資的主要培育機構。

這樣發展使得藝術師資素質的把關就取決於兩大要素：師培課程的制定與教師甄試的嚴謹度。然而，這兩大環節

並未有緊密的環扣，無論是在法令的制定或是教育課程與內涵的要求上尚未見討論。這可以從歷次各地方藝術師

資甄試的藝術專門試題內容看出來。一般而言，藝術知識與展演技能和藝術教育專業知能的比重約在四比一。雖

然，筆試之後還有口試或是試教，但是此時已經與教育專業能力漸行脫離。

師資培育對藝術各領域教育的落實與品質的追求，是歷年來一直存在的關鍵因素。因為教師是課程與教學的

真正決策與執行者，所以所有教育的元素，例如：課程研發、教學策略設計與創新等等，都有賴於完備與均質甚

至於是優質師資的執行與實施。沒有藝術教育觀念正確、教學專業知能優異、藝術專門知識純熟的藝術教師，就

沒有真實與精緻的藝術教學與理想的藝術學習經驗。在 2008 年政府努力地以幾個活動或計畫，促使學校在課程

與藝術教學資源上達到到合理、合情、與合現實。但是在培育優質與創造均衡藝能師資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可努

力。這在表演藝術上更是出現急迫的窘境。

資源的城鄉差異，可以透過種種管道與補助獲得立即的改善。但是師資的城鄉差異與落差，並無法以自由民

主的方式進行及時的補充或提升。任何折衝與補救的措施，例如：短期在職訓練、講習與加科登記，都無法對師

資不足的藝術領域提升其教學的素質。這種現象在表演藝術教育情況最嚴重，尤其是高中與高職更是為甚。其中

就量來看大都會地區遠比偏遠縣市鄉鎮來得良好。就優質的師資來看當量尚不足於符合需求時它是一種癡人說夢

話，因此都會地區學校會有優質的藝術教育師資而偏遠地區則是有就好。教育為百年樹人之大計，當課程政策有

中期修正的規劃時，其執行的教師培育計畫也應一併一起考量。然而，我們只見課程制定或規劃委員會卻未見師

資培育的規劃委員會。師資培育的計畫與課程標準的修訂是屬於教育政策的決策面。它和教育改革有比較緊密的

關連，這些政策的重大制定有時又涉及法令的檢視，它有一定的程序，在推動上比較繁複也比較難。然而另一個

一直是很微弱的聲音，但卻是事關緊要的是
＿

何謂優質的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教師？也就是一個合理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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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當代藝術教育思潮的藝術教師應具備哪些能力與知能？以目前來看，師資養成計畫或課程的內容與能力，並無

田野調查與實際場域的研究與分析做基礎來規劃。但是就師資養成與分派來看，卻是達成教育理念及落實課程改

革的關鍵要素。這也許是我國未來藝術教育政策擬定時一個需要考量的關鍵要素。

另一個是與政策面有關但不是政策與法令的制定，卻會影響藝術教育在學校落實的程度，它就是教育的檢核

或評量。於 2007 年時我國實施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全國中小學藝術學習成效評量。當時雖以研究之名來執行，

但是研究的結果是直接對教育部提出報告。其目的當然是在做政策的檢視與修訂之參考。然而一個明顯的邊際效

果是＿全國各級政府及中小學，對藝術教育的重視與關心。藝術學習的成果和課程的實行，以及課程標準或綱要

的關係因之被緊密的結合。固然，目前全世界無一國家年年做全國性的藝術教育評量。例如：美國，也是在 1997
年提出報告後，於 2008 年才再一次提出全國性的藝術學習成效評量報告。在這十年間並非中斷評量，而是持續

不斷地進行檢討與資料分析。所以這是一種藝術教育政策的穩定發展與決心。而我國似乎在 2007 年之後就暫時

性地終止該教育資料庫 (TASA) 的建立。若非如此，最少是該藝術教育評測的聲音已經銷聲匿跡了。因為在 2008
年裡看不到更積極，或直接相關的研究報告與行動。

綜觀本年度的藝術教育情況，從政策到實際執行、由傳統各藝術領域到結合或是跨領域、涵括基礎教育的中

小學到專業發展的大專院校來看，這一年基本上是在穩定中求發展。除了前述的師資培育外，其中比較值得注意

的是，攸關各級學校藝術領域或學群教學依據的課程綱要，在歷經實驗或是嘗試實施後的持續修正，以及落實

十二年國民教育一貫發展的高中，與後期高中或是職業學校的正式課綱，陸續在本年度公告微調修正，或是正式

取代先前的暫定課綱。但也因為其他來自於意識形態，或是對教學內容無法取得全國各界一致共識的前提下，把

正式實施的日期延後一年。幸而，這些紛爭或意見不一的現象並未發生在藝術領域的各學科上。但是這種延後對

高級中學階段而言，反倒有一個較長的時間來準備，包含教科用書的編輯與出版和藝術教師的研習與溝通觀念都

能更有效的落實，這未嘗不是因禍得福的結果。

此外，因前年度實行全國中小學藝術領域學習成效評測，所帶起的評量意識，在本年度則轉化為學校行政與

課程規劃的【國民中小學落實藝術與人文素養指標績優標竿學校選拔】。這項全國性質的評選活動，也是創新的

一種教育督導活動。這個計畫從性質來看是教育績效的考核，也是一種藝術課程的評量加上一些些的教學評量。

而 2007 年的評量，則是學生課堂裡學習與教師教學達成課程標準與素養指標程度的評量。另外一個目的在提升

或是強化中小學藝術教學的年度新措施是【補助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這不是評量而是補助的

計畫，是實質協助提升藝術各領域教學的方案。各縣市一些資源較缺乏或市地處偏遠的學校，因為本計畫而可以

獲得一些包含師資與經費等資源的協助。從經費的補助額度來分析可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是有放棄提

出申請的縣市。這個縣市其實在某些資源與師資上是相對地不足，但又沒提出申請所以政府就無法補助。但是這

又與第二個現象相違背。兩個院轄市偏遠校數是零，但都獲得六十萬元的基本補助。而前述放棄補助的縣市有 16
所偏遠學校卻因為未提出申請而毫無補助。若院轄市不合本計畫下仍有補助，而合於計畫者因未提出申請而掛零。

政府是否應主動了解或是協助提出申請而不應任其自生自滅。不論如何對於其他所有縣市而言，這個計畫的成效

是頗彰顯的。在編製本年鑑時，教育部已經繼續展開 2009年的選拔活動及深耕計畫。期待前述的現象能獲得改進。

除此之外，就 2008 年裡的活動性質來看，我們也可以發現設計類、文化創意產業相關類、或是應用藝術類

藝術教育活動在大專院校這個層級似乎有比較活絡的現象。這些屬於較專業的藝術活動，所反映的是政府近年來

所努力推動的，經濟轉型與產業提升，以及落實藝術與生活結合進而轉化為生活美學的提升。這些活動在第四章

及年度的重要紀事中，可以更清楚地發現三個特徵。其一是藝術教育的課程內容與學習成果，一直是以藝術的展

出與表演為具體行為；其二是藝術的展演仍無法擴及全民及普遍地深入生活中；最後是追求國際化與試圖吸納其

他國家的經驗和成果，仍然是當前藝術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階段的發展焦點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

國際化有穩定交流對象的跡象。另外，從觀察中知道，由於英語教學的往下延伸，而使得各級中小學也都紛紛展

開國際交流的活動，但是因為在資料收集上，一則太細太廣，再則各中小學因行政與公文層級關係，而未能有效

納入本年鑑，故而這一部份就未能呈現。除此之外，因為海峽兩岸緊張關係在政府有意降溫下而互動日趨頻繁，

相關的藝文交流活動與學生團體交互邀訪也比以往活絡。

整體而言，我國在 2008 一年的藝術教育推動與學校教育的落實上，除接續之前的例行性政策與業務外，也

不斷地檢討並改進或修正方向與內容，同時也極力思考如何再落實與再精進。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活動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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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有些政策進行檢討並微調或修正、有些則亟思改進、更有些是創新方式以落實藝術的教導與學習。這裡面，

亦有些是持續不斷地執行藝術教育白皮書的中長程規劃。但是不可諱言地，因為政治與經濟的變遷，的確對這目

前仍然不是教育體系中主流學習領域的推動，有若干明顯的影響或衝擊。而藝術教育的課程發展者、課程與教學

的執行者、以及家長和社會大眾對藝術教育的觀念與態度，也都在在影響及左右著我國藝術教育的發展。

【注釋】

1　大學發展五大趨勢：找經費、搶師資；教學彈性；國際競爭力；生活教育與專業學識並重；面對少子化，大學求生新招數。

2　例如：元智大學新設藝術創意與發展學系，臺東大學也更名原美教系為美術產業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