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何謂美育?

所 謂 美 育 a e s t h e t i c
education 主要說法包括 美學

教育 審美教育 及 美感教

育 三種 不同說法反映出不同學

者對美育應有何種目的 即對於要

培養人應具有關於美的何種能力

或潛能 有不同的認識及主張

第一種說法 如蔡元培 1980
p.195 對美育的解釋為 應用美

學之理論於教育 李田 1990
亦把美育理解為 美學方面的教

育 第二種說法則說美育是 審

美教育 如梁福鎮 2 0 0 0
2001 1 美 既然要 審

則要教導人如何對美的事物進行評

判 鑑賞等訓練能力 以上二種說

法 強調美學知識的研究及審美能

力的培育 重要的教育活動內容包

括對美的認知 理解及分析等認識

性的知識 亦即對感性的認識 本

文欲採第三種說法 視美育為 美

感教育 希望關於美育的結構概

念能回歸到aesthetic之原初意義
而美育意義的探討 關係到其內涵

的定位與發展

追溯aesthetic概念 源自希臘

文Aisthetika 意指 東西可以經

由感官而知覺 things perceptible

through the senses 其相關動

詞aisthe 意謂 感受了解 to
feel, to apprehend Abbs, 1987:
53 即aesthetics經驗的產生不
是由概念 concepts 而得 而

是由知覺 percepts 產生的印象

Abbs, 1989: 3 直至十八世

紀 美學之父A. G. Baumgarten
把aes the t i c s這個字意義轉向
從原本 感官知覺 s en so ry
percept ion 的意思 轉變成為

感性認識 即aesthetics指的不
再是感性或感受本身 而是變成為

對感性或感受所進行的認識研究

這種認識研究方式不是著重在對美

本身與人生活的關連 而是著重

對美的詮釋及與藝術之關連 見

Eagleton, 1990 李澤厚 1996 p.
8-9 它遠離每日現實生活 從

一般的 美感 生活活動 轉成獨

立理性審視 而建立關於美的精緻

理解 成為 審美 或 美學 活

動

根據以上aesthetic原本含義
aesthetic education的核心內涵 原

始為教導人們如何去感受經驗 亦

即發展成提供人們美感經驗及美感

能力之 美感教育 培育為主要學

習內容 依此 重視美感能力與美

感經驗成長之美感教育 其內涵

及發展 與審美教育或美學教育

二者較具哲學美學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基礎而對美進行認識研
究 相對於前者偏向培養感性或

感受本身 應有所差異 Madeja
1971: 17 便指出 前者內涵是

普及各階段的學生為對象 後者性

質則屬哲學性 論述性以及分析概

念性之學術式探究 較適合大學以

上專門性課程去實施 依據Madeja
的說法 aesthetic education內涵的
發展 若要普及全民美感素質的提

升 實不能成為僅針對美學的探究

認識 或僅做為一門將美如何分解

評析的審美學問 而是將其定位為

教導人們如何經驗感受美本身 以

及其與人生活的關連

將美育定位為美感教育後

本文以下探討其內涵發展 首先

本文說明美感經驗是什麼 其次

本文說明 美感 與 藝術 各

自涉及的語言概念為何 Hobbs,
1973 藉以區分美感教育與藝

術教育之不同 再者 將以上述

美感經驗及美感教育為基礎 進一

步思考美感教育的重要性 最後

作者將對美感教育的進行內容可包

含哪些面向 進行探究 依以上脈

絡 本文將依序說明以下四個議

題 一 美與美感經驗之性質分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美育
–美感教育與藝術教育的相對
What Kind ofAesthetic Education We nee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Opposition to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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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二 美感教育與藝術教育之

不同 三 美感教育的重要性

四 美感教育進行內容的有關面

向

貳、美與美感經驗之性質分析

對於 美 究竟是什麼 西

方一則說法 提出美是一種 形

式 形式 包括 對稱

和諧 比例 曲線

以及 統一 或完整 等各種

呈現 它們表現出秩序 因而是

美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認為 美 是數學所呈現的比例

對稱秩序 希臘哲人赫拉克利

特 Herac l i tus 及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等思想家則認為 可

以從物體的形式中尋找到 美

德國思想家康德 Kant 1987
亦主張美為一種 形式 其具有

不涉及概念 無利害關心 無目的

性以及使人愉悅等特性

另一則說法 相對於外在形

式 則認為美是存在於內在的 理

念 或 精神 柏拉圖 Plato
認為美在於人追求的理型 理

念 康德舉出美是道德精神的象

徵 即他所主張的依存美 黑格

爾 Hegel 認為美是 精神 理

念的感性展現 另外 東方儒家

美學提出美在於仁的理念實踐 道

家美學主張美是真人精神的發揮

以上皆反映美是人內在精神理念之

體現 相對於上述的客觀 形式

形式美 獨立外在於人這個主

體 所以客觀 或客觀 精神

此客觀 精神 或 理念 則需

透過人體現 還有第三種說法

主張美不在於外在事物或客觀理

型本身 而是如休謨 D. Hume
主張 是存在於觀賞者心理 或如

史賓諾沙 Spinoza 主張 美是

對象 object 作用於人之神

經所產生的感受 亦即 美是人在

經驗時主觀的生理心理感受

不論 美 究竟為何 美

感 是指對美 形式 精神理

念或個人主觀經驗 的感受體

會 是對美的關注 a concern for
beauty Jones, 1974: 13

不管美的來源是來自經驗者或經

驗的對象 美感的產生必預設有

足以產生美感的對象存在 而人

對於這個對象若產生美感 必表

示經驗了這個對象 而這個我們

在知覺的感受經驗 就稱為美感

經驗 aesthetic experience 此

時 被知覺而使人產生美感的對象

aesthetic object 有別於一般

被知覺的對象 physical object
其至少具有下列四種特性

一、美感經驗透過直接感覺

美感經驗純賴感官 非依存

於概念 Kant, 1987 Madenfort
1972: 10 亦指出美感經驗是

指在這樣的經驗中 現象被純

然去直接感覺 immed i a cy o f
sensuousness 人們生活中大

部分的日常經驗是透過建立的概

念去認識感知的東西 而美感經

驗之感受是沒有概念居中媒介

Madenfort舉例說 當球員或觀眾

描述什麼是棒球比賽時 他 她

描述的是這個比賽遊戲的操作概

念 不是比賽本身 而我們看到椅

子坐了下來 當下也表達了我們認

為椅子對我們的意義 這個時候我

們對椅子的認識是概念性的 是認

識它的用途 不是感受它本身 即

不是純然去直接感覺 另一方面

人可以對牆上某幅畫作沒有任何概

念認識之前 直接感受這幅畫而動

容 人也可能從大聲朗誦詩而直接

感受詩境的美 而毋須了解詩的內

容

二、美感經驗具普遍性

然而 雖然美感起自個人的感



官感受 但具有主觀上的普遍性

其普遍性的基礎來自於別人在經驗

對象時也可以引起相同作用的共通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 感受

力 康德最後假定此 共通感

以作為美感經驗普遍有效的必要條

件及前提 此普遍性的假定不是先

天的預設 而是來自經驗 它的產

生是無足夠理由 無法說明 但卻

又不容反駁 美從主觀的單稱純粹

有感判斷 成為具有客觀 可普遍

傳達的共通性質 或說 美 具有

主觀的客觀 性質 subjective
universal validity Kant, 1987:
58 林逢祺 2004a p. 336 梁福

鎮 2001 p. 85

三、美感經驗會產生無利害關心之

愉悅感

人的美感活動屬 無所為而

為 的活動 朱光潛 1975 p.
8 是與實用活動無關 即當我

們用非功利的態度去凝視事物時

感官開始運作 美感則孕育而生

滕守堯 2005 p.14 如R.
Smith所言 假如此時你動了要

撩起這片落葉把它當柴草使用的念

頭 你的審美情趣就會溘然而逝

滕守堯譯 2000 p. 292 在

無利害關心原則之下 美顯得自由

純粹 事物依此而能自身單獨出現

價值 無利害關心的 美感 不同

於因自己的利害關心而產生的愉

悅 快感 (朱光潛 1975 崔光



宙 1992 其不同於例如人自身

口渴而得以飲水的滿足 而是如康

德所規定的 無關心的滿足

四、美感經驗發生在視經驗對象為

目的時

Hobbs 1977, 30 提出 當人

注視 沉浸於某事物 object 或
事件 event 並以它們即為目

的 as an end in itself 而不是

視它們為通向其他例如實用 經

濟 宗教 道德等手段方法時

美感經驗於焉發生 這樣的美感

經驗包含任何可以作為美感觀念

aesthetic ideas 對象之時刻 例

如可能發生在觀看大自然風景時

候 或者觀看或親自投入藝術品的

創作過程與完成時 也可能在其他

任何引發美感感動的時刻 觀看大

自然風景是屬於對 大自然的美

之感動 2 是我們主體本身的情感

對大自然物體世界所做的一種反映

或投射 即自然世界先在那裡 我

們是出自於被動的方式去體驗它

R.W. Beardsmore指出 大自然的美

和藝術的美不同 我們可以想像

一個缺乏藝術欣賞能力的社會 仍

可能是一個愛好大自然之美的社會

Best, 1984:160 而藝術作品的

形成是來自於人的自發意識 它的

完成是代表人類心靈自由的主動具

體表現 embodiment 而不論被

經驗的對象是屬大自然世界或人類

透過意志與努力而產出的藝術作

品 在被我們經驗美感時 必是被

我們以非工具性對象作為看待 3

即我們是以它們本身就是目的之態

度去經驗它們

參、美感教育與藝術教育之不同

一、美（感）與藝術之區分

漢寶德 2004 從藝術與美在

歷史上的分與合 說明在現代藝術

與美之間並不能劃上等號 現代藝

術所觀照的東西不限於美 而美的

指涉也不限於藝術 傳統上 藝術

art 原義是指精巧的技藝 開始

的發展是為生活中的需要 技藝之

實用技巧發展到極致 便要求同時

美感的出現 後來隨著人類社會型

態的發展 出現雖不實用卻可產生

美感的東西 成為另外可以稱為美

術 fine art 的部分 p. 21-22
傳統的美術依此被理解為是精緻的

藝術 強調東西可以用相當成熟的

技藝產生純粹美感 毋須實用性

p. 173 故古代的藝術同時可

包含觀點 技巧與美感的呈現 例

如希臘時代的女神藝術雕像 其藝

術精神即是運用 技巧 呈現 美

感 而透過 美感 的呈現 則

幫助其所要表達的 觀點 女神

是完美典範之代表 在十八 十九

世紀時 藝術作品普遍不會忽略美

感的呈現 甚至可以為美而美 然

而 到了現代 藝術與美可以分

離 意義上也不同於技藝 所強調

的是表達的觀點而非美的存在 亦

即 現代藝術所以稱為藝術 主要

已不在於筆墨 技巧 也不在於

美感 畫面 而是在於 觀點

的呈現 現代的藝術家是

依此 現代許多藝術是不美的 現

代藝術家心中想的不是要怎麼樣東

西才具美感 而是心中的觀點如何

透過藝術方式呈現 尋求藝術 是

尋求觀點 美感的呈現可以從中離

開 不再附加 現代藝術注重觀點

的表達 美僅是去感受 而觀點的

呈現 則需要人去了解與認識 若

只有技巧 則淪為技藝 若只有美

的表達 則視為只有形式沒有內

涵

Best 1984:160 亦舉例 一

個人在觀看某個印度古典舞者之表

演 他 她 可以在不了解這個舞

蹈內容 而仍沉醉著迷於其精湛的

表演 也就是人可以在不了解其每

個動作的意義情況下 例如微妙複

雜的手勢 每一個手勢正確的意

義 舞蹈面貌的特色等 卻仍受到

感動或吸引 此時很清楚地這個人

的欣賞是屬美感的 aesthetic



而不是藝術的 artistic 美感經

驗的產生毋須有認識了解做後盾

而只有透過感受經驗 若說你的欣

賞是屬藝術的 artistic 則必涉

及你需要去認識了解 Best認為

藝術尤其需要透過探討分析 才能

去深刻了解它蘊涵的意義 例如偉

大具藝術性之莎士比亞作品 需要

分析解說才能了解此作品的偉大

才能認識其是如何穿透並反映呈現

人的生命力 以幫助人們了解生命

164 Best這樣地區分美感與

藝術 是想要突顯藝術的深度 支

持藝術走向代替美感走向 成為學

校教育該走的途徑

二、藝術走向?美感走向?

然而 漢寶德與Best這樣區分

藝術與美 可能導致一個說法 即

美感離開了藝術 沒有了觀點的支

撐 則流於只是經驗主義美學所說

的令人愉悅的感官知覺結果 Best

認為以感受為主的美感教育較藝

術教育缺乏對人生關照之深度

主張藝術教育才是教育應走的正

確之途 然而 Best忽略了以下情

形 也有可能人在了解分析且終

於認識這麼多關於這個藝術作品

的豐富觀點之後 仍無法對此作品

直接感覺而產生感動 亦即 美感

經驗具有藝術的深度也代替不了的

東西 它給出人即是目的的樣子

人在它的狀態底下 成為自己 見

下一節 相反地 藝術觀點在不

斷地被解釋 理論化以及深度化之

後 人在對感性的認識不能保證藝

術能成為人生命的部分 藝術所了

解的生命 不是生命 是觀點下的

生命 例如我可以專業了解到詩作

為藝術 是依據其 一 完美性

perfection 即藝術作品本身

所運用的技巧所呈現的形式 以及

二 重要性 importance 即

藝術所要表達的觀點內容 任何藝

術作品可以依據這二項共同組成的

縱橫座標 測量出它偉大的程度

然而 儘管我可以因此了解某首詩

的偉大程度 卻可能我無法藉此隨

著詩的意境起舞 I cannot dance to

it 4 我是我 詩仍舊是詩 再深

刻的藝術分析與了解 我 認識

了它的美 卻無法依此途徑 感

受 到它的美 換句話說 藝術的

偉大 是透過認識 但對它的感

動 卻必須是人具有感受

美感與藝術的區分 並不是

說它們是互斥關係 而否定它們之

間的互相關係 對一個具藝術性

的現代作品 它的偉大在於所表

現的觀點 或者再加上技巧

人亦可能深受著迷而產生美感感

動 陳木金 1999 便將美感教育

與藝術教育視為包含關係 界定

美感教育不僅包含生活中的美感欣

賞 也包含藝術活動 對美的感受

之提昇 同樣可以發生人的不斷地

對經驗對象做思考與理解 回到

美感 aesthetic 之希臘動詞意義



來看 意即 去感受了解 to feel,

to apprehend 隱含人的意識

不斷地在 感受 與 了解 之間

來回動態活動 即在感官知覺的

同時 也要求含有積極的思考去

作用對美感經驗之理解 如Dewey

1980 所言 被經驗的美感對象

必須在主體的不斷去對它經驗或建

構才能被完全欣賞 美感經驗因此

本質上是對話式的 dialogic

是在 主體意識的直接掌握經驗對

象 當此發生時 可能使得人去帶

領自己通過一個他從未想過看過的

世界 Greene, 1989:218

依此 從以創作藝術為目的

轉至以透過感受觀照自己與世界作

為目的之教育 顯現藝術教育與美

感教育各有其發展之重點 美感教

育依此 不能通過純藝術的教育去

完成 漢寶德 2004 p. 26

現代藝術教育者 art educators

相對重視藝術的製作 產出 較不

在於對美的事物之回應 美感經

驗的產生對藝術教育來說 是附

加的 by-product 其焦點反而

在探討美的形式之要素及其普遍

性原則 偏重永恆 客觀關於美或

藝術的追求 Madenfort認為 相

對純藝術著重的作品創作表現與創

作觀點 美感教育的焦點 不是概

念上對經驗提供什麼理論 這些是

外加負載於感覺直接經驗上 一旦

學習者熟悉感覺的直接 他 她

才能夠在概念進來作用時仍 看

到 這個感覺 美感教育的焦點

反而是要學習者全心凝聚立即感

覺的投入 以整個整體感覺經驗

為對象 去除對概念的強調 de-

emphasized 透過美感教育 學

習者從具體的感覺意義掌握世界

Madenfort注意到美感教育常被與

藝術教育混淆在一起 導致以為美

感教育是幫助學生掌握作品抽象概

念的意義 不斷分析解釋作品 要

學生培養具有認知 辨認 欣賞大

自然中或藝術作品中抽象理型的形

式 卻忽略要學生拿出全部熱情

擁抱經驗本身 忘記經驗本身才

是所有美感教育活動的最終目的

Madenfort, 1972:10-11

肆、美感教育的重要性

席勒 J . C . F. S c h i l l e r

2004: 5 曾說到 美感之路

必須追尋 因為我們是透過美而

達到自由 5 人在美感經驗中

呈現自己與經驗對象不是手段目

的 means-end 之利用關係

人在其中視經驗對象是目的 自

己因而也成為目的 任何時候人

所產生的功利產出行為 其中若

缺少人的無利害關心的愉悅滿足

enjoyment 不論此功利產出

多有功效 最終仍無助擴展豐富

人生活本身的價值 Dewey, 1980:

27 沙特 Jean-Paul Sartre 在

探討人與世界的關係中 人才是

主體 的存在哲學 6 可以說明美感

經驗所呈現的人的主體優先價值

性 相對於沙特 嘉達美 Hans-

Georg Gadamer 的哲學建立則不

站在人的主體性上 7 嘉達美在人

與世界的關係對待上 美感經驗優

位先於人的意識本身 不是人掌握

美感經驗 而是經驗掌握人 人必

須專注地投入經驗 專心走入經驗

對象 或邀請經驗對象走入自己

沒有預設目的 忘卻自己 美感才

得以發生並繼續 人是如此專注忘

我 以致於人在這個活動的專注掌

握了人 經驗本身的力量太大 人

被經驗改變 被不由自主地引起感

動共鳴 是人消融在美感活動經驗

的流轉中 人在那個經驗中只是詮

釋與被詮釋 經驗或活動才是主

體

嘉達美以美感經驗改變正在

經驗它的人 推論說經驗才是主

體 在美感活動過程中 人的確是

被感動而不能自主 放棄自己而讓

經驗來感動他 她 讓經驗的可

能性自己生發 然而 沙特反駁

人作為主體是美感經驗的來源亦是

目的 人在美感遊戲中主體性一定

還在 否則人就像機械 隨著美感

活動流轉卻沒有感動 嘉達美混

淆 經驗的使人不由自主 的現

象等同說是 經驗在主導人

嘉達美忘了人的消融於經驗 是人

自己為了要經歷這場經驗 作為主

體的自主願意 讓經驗暫時來吞沒



他 她 人讓自己沉浸忘我於

這個美感遊戲經驗當中 所忘的

我 不是那個主體性的我

而是忘掉我與客體的分別 8 人忘

掉的是自己與經驗對象的對立 而

共同一起與經驗成為整體 一起流

轉起舞 感動的產生必須在人的完

全自己的基礎上才能具有 人在美

感感動中經驗了自己的絕對自由

成為完全整體的人 makes of a
man a whole, complete in himself
Schiller, 2004: 38 經驗了自己

是目的

以沙特觀點來說 美感經驗

不是人生命的附加 而是生命的本

體 美感活動中 人作為主體是進

行完全的掌握 並開始這個經驗

對沙特而言 平日的生活中 人多

以世界的價值 衡量自己的價值

因而將自己轉成世界的對象 臣服

於世界之下 隱藏了自己的自由

Gallagher, 1992: 47 但一旦日

常活動轉成美感活動 人自己是最

高原則 有高度的自由 人原本隱

沒的主體性 便就藉此釋放開展

人在美感經驗中獲得自由 如席勒

所言 藉著和其他事物發生自由

的關係而得到意義

依此 沒有理由如Best以為
反映人類狀況而提出觀點意義的現

代藝術 是比美感經驗中所強調的

主體自由來得根本重要 後者指向

人們生命本真的面向 觀點的貢獻

對人類意義世界的尋找與建立當然

重要 但怎麼樣也不能取代人在美

感經驗所體驗到的人的絕對自由意

境 而也只有在後者發生時才能展

現人以自身為目的的主體性 沒有

自由則人作為主體的存在則無從存

在 對感性的觀點認識 或許可以

有助於感性感受力的更加深刻 但

永遠是催化輔助的角色 唯有人在

發生美感經驗的狀態中 才能引發

人的自由主體展現 去讓被經驗的

對象成為自己生命的部分

伍、美感教育內涵進行之六個面向

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早期
西方美育的主要目標在發展自我

表達 self-expression 及創造力

creativity 教育者本身就是藝

術家 教師根據她 她 藝術家

的背景所受的訓練及經驗 普遍

認為美育的訓練和訓練藝術家一

樣 最終的目標是培養受教者的表

達力量及創造 但到了1970年代
之後 漸漸有學者欲以提昇對美

的觀識能力 visual literacy 及對

美的敏感度 aesthetic sensibility
作為美育的主要目標 強調學習

美感反應 aesthetic response
而不是材料的操作 manipulation
of materials Frankston, 1970:
18 J. Tayor 以下這段話 切中

表達了美育作為美感學習 不同於

藝術學習

美育如此焦點的轉移 意味對希望

人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期望有了改

變 教育目標從希望培育一群藝術

家 artist 轉至希望培育一群欣賞
者 viewer 美育從培養社會精

英轉至培育社會中每個人為其教育

對象 不論個人正在透過創作藝術

表達自己 或僅是正在對於看到或

經歷的美有所感受時 他 她 都

被我們理解為正透過對美的接觸

在幫助了解他 她 自己以及他

她 所處的世界

在實施美感教育時 Arnstine
1964: 247-248 提出二個我們需

要把握的美感經驗原則 第一 美

感經驗能自身單獨出現價值 第

二 此美感經驗可以喚起情感或情

緒 在這二個原則掌握下 美感教

育所提供的美感經驗便具質感 並

具教育性 而當我們經驗或注視著

美感對象時 Beardsley 1971 指

出 我們可以對之產生多種興趣

包括 一 認識性的興趣 二

道德價值或倫理的興趣 三

對美本身的興趣 Broudy 1987:
204-205 也提出美感教育內容涵

蓋的面向可分類為 一 知覺的

面向 二 歷史的面向 三

批評的面向 作者綜合上述學者說

法 提出美感教育實施內涵可因人

類興趣涵蓋至少下列六個面向

一、知覺的面向

此即對美本身的興趣 在

進行美感教育時 學生要能把

握當下所正在經驗的美感上的

滿足 aesthetic satisfaction
其不同於其他人類所具有的滿

足 例如道德上的滿足 mora l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經濟的滿足

economic satisfaction 個人

的滿足 personal satisfaction
才智上的滿足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satisfaction 等 Smith, 1968:
1 8 一開始 學生必須學習

如何知覺東西的美 亦即美感

知覺 aesthetic perception
此知覺 percept ion 不同於辨

識 r e c ogn i t i o n 林逢祺

2004b p. 366 也不同於去描述

describe 確認 identify 並



進行了解 appreciate 它抽象的

理型 Madenfort, 1972:11 美感

知覺不是對美感對象產生概念 而

是解放平時對物體實用的眼光 去

直接注視是什麼促成所見物體之獨

特 亦即 是什麼特性使對象成為

你對它感覺的描繪及印象 去專注

如Hewitt & Rush所提及美感對象擁
有的特性 一 視覺可以察覺的

物體的特性 如顏色 線條及形狀

等 二 形式的特性 如平衡

節奏及重覆等 三 技巧特性

即組成物體的技術部分 四 表

達特性 如情緒 動態 想法等

Broudy, 1987: 204
然而 美感的知覺面向有可能

如Broudy 1964 所注意到 所要

發展的知覺的模式是沒有建立在科

學科技的價值基礎上 17 以致

當學生面臨大量的美感對象時 所

產生的滿足愉悅完全純主觀個人

毫無標準 這樣建立的美感根植於

信念 而不是事實 Broudy認為
根植於信念的美感對於體驗過根據

於事實之美感的人來說 非常清楚

是一項錯誤 因此 人類知覺興趣

的面向也需要其他興趣面向 來輔

助人們去分析理解關於美的事實及

其所要表達的觀點及意義

二、認識的面向

對感性認識所得到的知識與

理解 是為了要說出關於它的某種

重要價值性或它的偉大性 認識的

面向包括我們或許想了解作者的

意圖 或所要表達的情感等等

Smith 1968:21-28 舉出下列幾種

對美感的認識活動

一 描述 description 命名

辨認 分類關於對作品之認

知

二 分析 analysis 檢視作品

之組成成分及相互的關係

三 詮釋 interpretation 關於

作品整體的意義做文字的論

述

四 評價 evaluation 對作品

的某種的綜合及評估

此四種認識活動是以理性的方式幫

助人們增加對作品各種角度的認

識 Smith 1968 並提出 要判

別學生是否成功地被培育成具感性

認識的人 可以從學生對作品的

書寫與口頭的回應去了解並證明

28 然而 要注意的是 認識

性的理解範疇不同於知覺性的感性

範疇 有了前者 並不能觸發後

者 前者只能是一直不斷理解 分

析 說明 詮釋或評論原本就有的

美感所一切有關的概念及意義 討

論作品的意義及表達的正確性 實

際上沒有能有助於提昇對美的知覺

感受力 Jones, 1974:14 美感的

產生只能藉用全部熱情去知覺整個

物體的每個細節 而不是去分析或

說明它的意義

三、歷史的面向

學所知覺的作品歷史 是把它

放入情境 亦是幫助人們對這個作

品意義方面的認識 例如了解它的

歷史位置因而了解它的重要價值

但是這部分有可能我解釋很多關於

達利所要表現的意圖及歷史 我了

解它 但無法受其感動而成為我生

命的一部分 但也有可能所提供的

歷史面向加深原本已具有的感動共

鳴 因此 它不是導向美感經驗產

生的必要條件 但不失為一個輔助

深化美感的條件

Jagodzinski 1981 用詮釋

學來說明美感教育所要教授的美

感經驗 不是如康德觀點是純粹

的 非歷史性的 而是社會性的



歡詩 文學或音樂等令人感動的作

品 是因為這些作品可以激勵人堅

強 上進 亦即可美化心靈及教化

人格 德性或品格的養成甚至被視

為一種美感 一種德性美或人格

美 此時 美感與德性結合 依康

德所言 有助於道德提昇的美 是

屬於依存美 是為某種目的而存在

的美 在美的世界 善良德性的念

頭容易滋生 藝術作品有它的道德

面向 Holt, 1983: 31

蔡元培於民國元年七月公布的

教育宗旨草案中提到 以世界

觀及美育養成高尚之風 以完成國

民道德 另外 在同年九月公布

的教育宗旨的內容 一樣堅持 更

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引自

邱兆偉 1992 p. 27 皆是視美感

教育為完成人類道德倫理的興趣之

附庸 Schiller 2004 亦認為美

育的目的即要培育有道德和理性的

人 另一方面 美也須以道德為基

礎 即美不能違反道德性 否則

一旦沒有道德面向的束縛 人變得

可以欣賞炸彈爆炸所呈現的美好形

式 而罔顧炸彈美感形式之後對生

命的傷害 Schorr, 1967: 42

同樣地 美感教育可以是為某

種高尚的社會目的和政治目的 以

符合人類對社會政治事物的興趣

如依民國元年的教育宗旨內容 即

是把美育當做改進社會的其中一個

途徑 又如漢寶德談美育的重要是

為救國 他提出 美感是人類尊嚴

之所繫 2004, p. 8 國家之

受敬重必須在於藉提昇國民美感創

造的能力 以擺脫國家從講究理性

經濟轉型 改變朝向具有美感品味

之國家 漢寶德 2004 觀察並體

認到 歐洲國家美感的建立不僅僅

是因為其歷史蘊涵的人文精神累

積 更是因為透過教育漫長勤懇的

努力才有如此成果 漢寶德與蔡元

social 歷史性的 historical

以及文化性的 cultural 美感經

驗的普遍性 對Jagodzinski來說

是建立在胡塞爾 E. Husserl 所

謂我們對美的意識是互為主體

Jagodzinski也同意嘉達美的反康德

立場 宣稱觀者的存在不能減除

他指出 對美的欣賞是一種歷史過

程 如果一個藝術作品對這個人有

意義的話 是因為人的歷史性對此

作品的 存在於這個世界 做了

回應 而這個回應作為判斷及成

見 形成了個人的自我部分 是

因為作品和人的自我間發生了對

話 這對話可以是如海德格式的詮

釋循環 Heideggarian hermeneutic

circle 是一個辯證過程 即人

嘗試從整個作品他 她 覺得最有

意義的部分切入掌握作品 隨著人

與作品的辯證對話進行而愈多意義

被掌握時 作品本身意義亦在改

變 美感經驗 依照嘉達美的說

法 成為一種自我了解的形式 因

而具關係性及歷史性

依據Jagodzinski 增加學生經

驗美感的能力 不是為了培育他們

成為鑑賞家 他反對美感教育把提

供給學生的美感經驗 視為是一個

客觀獨立於人之外的一個人 以為

它本身即是目的而要去獲得的東

西 而是應該在每個美感活動中

提供情感視野 從人藉由自己的歷

史來詮釋所產生的美感經驗 去引

發人類探索自己並領悟人自己才是

主體 經驗不會在人之外 經驗發

生時 是人在詮釋經驗 經驗是負

載社會歷史性的 因此 人在美感

經驗發生時 是提供他 她 去反

省自身社會存在性的一個機會

四、道德或社會面向

美感教育可包括關照人類對

道德價值或倫理的興趣 例如人喜



培都談及以美育救國 但內涵不

同 漢寶德主張國家強盛在於國民

美感的提昇 蔡元培則認為國家強

盛在於國民道德之建立 而美感是

輔助道德感之培養 雖都提及美感

是為救國 但前者是透過美感提昇

的直接 後者則是透過美感提昇的

間接

五、批評的面向

對美的感覺可以有理性作為

輔助 而形成 對美的認識

或依此來 審美 或稱 審美認

識 此面向是關於審美能力的獲

得 當人在經驗的同時 必預設思

考 thinking 與判斷 judging
Oakeshott, 1933 你能經驗一

個對象 是因為你思考它是一個你

可以獨立出來對著它經驗的對象

且做了它可以與其它東西分別而可

以對著它的判斷 美感教育中有關

批評的面向 包括提供及教導學生

閱讀相關評論 可以有助加強提昇

審美判斷能力 評論性文章會提出

關於美感作品或對象的風格 影響

及主要代表性作品或人物有關的

明顯及隱含的判斷

但評論本身並不是增加美感反

應的必要及充要條件 Jagodzinski,
1981: 27 評論屬感性認識範

疇 不是感性範疇本身 它必定是

訴諸文字 所以當個人被要求評論

他 她 所經歷的美感活動 若此

人表達說明不完整 或因其經歷的

部分無法用言語形容而說不上來

我們並不能因此說她沒有美感深

度 因為美感的溝通不完全依靠文

字

六、實踐的面向

從前面五個面向來看 人容易

傾向站在一個觀眾 spectator 的
位置欣賞所經驗的美感 然而 美

感教育不僅是希望教育人成為智慧

的觀察者 更是教育人成為美的實

踐者 如黑格爾 1998 所言

黑格爾更進一步指出 人類在小

時候 便具有改變外在事物 從

中去見到自己發揮作用的衝動

他舉一個例子 說 一個小男

孩丟石頭進入河水中 現在他驚

奇地望著水中他所畫出的水圈

他直覺得那是他自己活動的結果

Hegel, 1998: 31 依此 美感

教育提供的美感經驗活動中 欣賞

是主要部分的活動 不是教育的全

部 Jones, 1974:14 除了給予學

生欣賞及感受的經驗 也可提供機

會給予學生自我表達及自我創造自

己的美感經驗

陸、美感教育：為引發生命的感動

本文首先分析美與美感經驗

的意義及特性 並進而藉區分美感

與藝術 以突顯藝術教育的方向重

在提供對作品完美呈現的客觀價值

及表達觀點之認識 而美感教育追

求的是生命主體對著經驗對象引發

感動 藝術教育中 人的感動是附

加 目的是要人能認識藝術的偉

大 客觀價值必須被認識 而美感

教育所要強調的是 人作為主體若

缺乏對美的感動 再偉大的藝術

卻沒有生命主體性的 出 都覺得

是遺憾 在進行美感教育時 教師

除了針對學生對美本身的興趣做積

極的引導學習之外 也是最主要的

部分 教師也可以提供知識性內

容滿足學生其他有關的對美的認識

興趣 倫理或社會興趣 歷史興趣

以及批評與實踐的興趣 例如提供

閱讀相關的理論 歷史以及書報評

論等 沒有認識性成分 美感知覺

有時可以單獨發生 但認識性地去

理解作品 使得學生能除了感受美

的生命性之外 認知到美的意義

性 亦是不容忽視的 美感經驗的

學習是整體且全面向的 任何一種

興趣都是美感教育所應該讓學生有

機會去發展的 教師可以依照情況

選取想要對感性與感性認識深入的

策略 但同時也必須讓學生區分這

些不同的興趣理由 而不要混淆或

忽略美感教育最重要的內涵部分

是培養的人對事物的美感知覺及引

發生命感動的部分

■ 注釋

梁福鎮是譯自德文ä

漢寶德 進一步區分自然美與大自然的美

他指出所謂自然美是藝術中的

一種特質 大自然的美則是我們人類觀看大自然

時發出的感受 他舉建築的例子 例如我們若

重視的是大自然之美 那我們會把房子蓋在我們

觀看大自然視野最好的地方 房子的位置是方便

我們能以大自然為我們經驗的對象 相反地 如

果我們的目的是將房子本身作為藝術與大自然融

為一體之景觀 那房子的位置與大自然一起 成

為大自然美之一部分 這房子不是為我們欣賞大

自然之美所蓋的 而是為成為藝術美的一部分

房子本身和大自然一體變成是我們感受體驗的對

象 依此 自然美是當藝術要傳達自然本然性質

之某種呈現 而大自然的美則是與藝術美分開來

看

分析美感經驗必包含三種條件

特性 非工具性 完整性

及鮮活性

以上關於詩的例子 是根據電影 春風化雨

中一篇由

博士所寫的 了解詩

之論文 以及影片中教師 先

生在請學生念完一部分內容之後 對這篇論文所

作的生動評論 劇中 教授與 先

生對於人如何學習了解詩的不同觀點恰當反映出

藝術教育與美感教育之不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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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為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英文部分

此句英文為

沙特藉遊戲與人的關係 說到 遊戲不外乎是

人為其首要來源 人設其規則 並依規則遊戲

才會有結果

又說 遊戲的首要原

則是人本身

即人才是主體 可參閱

引自

嘉達美提出 遊戲的真正主角明顯不是個人主

體 而是遊戲本身

可參閱 引

自

這讓人聯想到莊子齊物論中所談的 吾喪我 境

界 吾 意指浸於道中世界的真實本然主體

我 則指活在具有彼我是非 追逐表象世界的

非本真主體 吾喪我即要人忘 我 以回到

吾 的主體性 心從實用與分解之知中解放出

來 轉在知覺的直觀活動 徐復觀

莊子的 坐忘 不是做客觀本質的否

定 而是主觀心境上的轉化 是要人們從思維區

分的限制解放出來 但主體的 吾 仍在 以去

其相待成心所引發的是非煩惱 重生命實踐之安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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