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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規劃具有學習效益的館校合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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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教育活動規劃所需考慮的6W（資料來源：Hooper-Greenhill, 1991：117；廖敦如，2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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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際案例分享—
台北市立美術館與建安國小合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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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行動研究中各元素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改編自Grundy & Kemmis, 19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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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實地觀察：導覽老師引導同學到展示大廳，欣賞張永

和「紀錄片單元」的作品，學生紛紛對於這個作品，

不斷於各個角落播放出各種紀錄片的影像，感到有

趣。（資料摘錄自：實M，2004/12/10）
■圖4
實地觀察：在導覽老師的引導下，同學作出打球的姿

態，同學們必須揣摩角色、動作，體會影像下的世

界，有時是可以營造，影像的「真實性」是有待思

考。（資料摘錄自：實M，2004/12/10）
■圖5
實地觀察：學生即席的演出，都能透過與同學的互

動，適時地表現自己的角色，圖中學生正演出海底世

界，各種魚類生物可能有的任何姿態。（資料摘錄

自：實M，2004/12/10）
■圖6
實地觀察：同學在老師的引導下，以布包裹身體，卻

發現鏡頭下的自己，變成隱形，此過程是讓學生思考

「影像」是可以隨意改造、變化的。（資料摘錄自：實

M，2004/12/10）
■圖7
實地觀察：學生在美術館中的學習，是非常活潑，除

了主動參與活動，並能踴躍發言，由於本課程是體驗

錄像藝術，所以學生在館中的表現，也都被錄影機拍

攝，並且直接被播放著，學生也可以透過螢幕，瞭解

「被看」的心態。（資料摘錄自：實M，200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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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實地觀察：進入展場，老師引導學生觀察了三組全球化議

題的藝術表現；畫面中是老師和學生一同走進藝術家所佈

置的空間，透過翻閱文件、閱讀文字、觸摸物件，體會藝

術家想要陳述的理念。（資料摘錄自：實M，2004/12/17）
■圖9
實地觀察：學生主動觀察藝術家如何利用影像，留下和

「寶藏嚴」社區居民相處的情景，在觀察的過程中，學生

可以透過討論，立即和同學分享心得。（資料摘錄自：實

M，2004/12/10）
■圖10
實地觀察：圖中老師和同學共同討論大陸藝術家，以「記

憶、傳統、文化」為議題的作品。這個空間讓學生思考，

傳統藝術已逐漸沒落，那現代人如何保存與發揚這樣的傳

統藝術呢？（資料摘錄自：實M，2004/12/17）
■圖11
實地觀察：學生在與老師討論前，均有5至7分鐘的時間，
自行探索，這段時間，學生得以充分拉近與物件的距離，

甚至近距離地觀察每一個作品的細節。（資料摘錄自：實

M，2004/12/10）
■圖12
實地觀察：北美館旁邊的雕塑公園亦是參訪之地，公園中

的造景，有景觀步道、湖水、綠草如茵的草皮，視覺景觀

相當怡人，老師並帶領同學到此感受到美術館休閒的氣

氛，亦為數週的北美館之旅，畫上完美的句點。（資料摘

錄自：實M，2004/12/17）

■圖13
實地觀察：學生利用現成的紙箱，黏貼、切割成具有立體動態

的建築造型。（資料摘錄自：實S，2004/12/24）
■圖14
實地觀察：經過兩週六節課的實作，美術館的建築主體，大致

已經完成，接下來則是細部的裝飾。（資料摘錄自：實S，
2004/12/31）
■圖15
學生創作理念：我希望建築一個圓形有融合之感的建築物，所

以連旁邊的街景，我都用綠色的同色系。（資料來源：學

W29，2004/12/31）
教師評語：學生以圓弧狀的造型為美術館的主體，美術館週邊

並有停車場、花園景觀等配置，充分呈顯出該生對北美館之行

的印象。

■圖16
學生創作理念：我的創作動機是看了英國泰勒美術館，火力發

電場的建築而來，而前面的一塊弧鏡，是參考古根漢美術館後

方的造型……。（資料來源：學W09，2004/12/31）
教師評語：作品看似單調，卻呈顯出簡單和流線的造型，如果

週邊的景觀可以補上，將會更完整。

■圖17
學生創作理念：……我不想做傳統正方形的造型，所以西班牙

和紐約的古根漢造型，給我滿大的啟示。（資料來源：學

W30，2004/12/31）
教師評語：此件作品十分有新意，白色主體之外，還有鏤空盤

旋而上的弧線造型，是相當不錯的創意，可以再加強景觀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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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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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本研究與館方建立合作關係的步驟

（資料來源：作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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