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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業與廣告公司方有足夠的資金，聘用專業人

才處理影像。然而資訊科技每年更新速度驚人，軟

體半衰期大幅縮減，操作親和力大為提升。於今已

經完全無須撰寫程式，只需於功能表上點選子功能

與選項，即能獲致絕佳的影像處理效果，入門門檻

極低，使數位影像處理科技迅速普及化。

在有大量影像需求的視覺藝術、美術、視覺

傳達、商業設計、廣告等類科系，數位影像處理科

技竟突破專業限制，迅即成為學生「素養級」的能

力。例如在傳統上，原本需要在攝影公司暗房，由

專業攝影人員針對如紅疹、痘孔、曬斑、黑痣等面

容缺陷的修片（影像處理）能力，現在在具有數位

影像處理課程的科系學生，幾乎均已經具備，數位

影像處理技術已經不再高不可攀。

數位影像處理科技難度下降與普及化，使數

位影像處理技術成為視覺藝術、視覺傳達、設計

等相關科系學生普遍具備的基本能力之後，所衍生

的最堪疑慮的議題，除了道德之外，就是美覺態度

（aesthetic attitude）」的轉變。當師生都明白報章、

雜誌與網路等視覺媒體上，所呈現的美白、植髮、

豐胸、整形等健康與醫療廣告，有可能是「假造、

變造、合成」的影像，也都瞭解「我也能做得出

來」時，藝術追求真善美、原創意的本質，是否受

到了危害？美的覺知、審美、鑑賞、美感批評等美

覺態度內涵，是否已受到嚴重挑戰？

學生美覺態度所受影響令人憂慮

這可能不是危言聳聽、虛幻空想的假想性議

題，而是一個已經顯現癥兆而逐漸惡化、令人憂心

堪慮的問題。新聞（北美新浪網，民97）報導：英

國文化、新聞暨體育部長詹姆斯．珀內爾於2007年

7月參加曼徹斯特的坦姆賽德總醫院的活動時晚到

現場，錯過了集體合照時間。但兩個月後正式發布

的照片中，部長卻已經「參與」了集體合影。原來

當日遲到之後，部長在主辦單位安排下，到賓客合

影的背景地，分別拍攝了幾張單人照，再「合成」

進入賓客合影照片中成新聞稿發布。此事經媒體發

現政府官方影像竟然造假後，引起軒然大波。事件

尚未結束，部長聲稱該影像為主辦單位自行合成，

與己無涉；主辦單位卻出示電子郵件紀錄，顯示部

長事先知情影像將合成⋯⋯。部長是否說謊的羅生

門，至今仍持續衝擊英國內閣。

這會是單一個案嗎？一點也不，小自班級學生

繳交繪圖作品的影像稿，大至美展競賽、公共藝術

徵件而預先徵影像稿、企劃圖、比圖等，都已經可

以發現創作者運用數位影像處理技術，聲稱是為了

「美化」畫面的企圖與結果。數位影像處理技術是

否已經成為雙面刃，既增益了影像的視覺美感，卻

也摧毀了應該講求真實、誠實、原創、忠於自我之

美覺態度的基石？

尤其，數位時代的來臨，使諸如數位影像處理

技術的誤用，可能是更令吾輩藝術教育者更為憂心

的議題。喧騰一時的知名宗教人士聲稱「發功」、

「顯像」、「分身」照片，以今日視覺藝術科系學

生之運用數位影像處理技術已經成為素養能力而

言，人人都可發功、顯像、分身；更可以讓未曾出

現的人，合成出現在指定的影像中，這對學生的美

覺態度，當然有不可預知的影響。

圖1　數位影像處理科技使汽車的靜態畫面轉化為奔馳影像

影像處理科技改變數位時代的影像風貌

視覺藝術的教學與學習，涵蓋有諸多影像

（ i m a g e）的內涵與需求，而影像面臨數位化

（digital ized）時代的來臨，卻衍生愈趨嚴重的

課題，那就是數位影像處理科技（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的發明。所謂數位影像處

理科技，是指運用電腦科技，將數位化的色相、明

度、彩度、位置、面積、長度、大小等影像元素，

做修改、調整、替換、刪除、複製、縮放等的編輯

與變化處理。運用數位影像處理科技的影像合成技

術，可以製作出幾可亂真、毫無破綻的數位影像畫

面。數位影像處理科技的發明，全盤改變了既有的

紙面或圖畫式影像的風貌，並澈底顛覆人類對影像

真實性的判讀指標，從而衍生許多影像的道德與審

美問題。

因為數位影像處理科技的發明緣由，原本是基

於商業市場需求「新奇」、「異常」、「豔麗」影

像特質而發展，這類影像都可以吸引更多觀眾的視

覺注目，而有利於行銷或宣傳。如圖1，將既有或拍

攝而得的汽車靜態影像畫面，經由數位影像處理科

技的協助，使用濾鏡（Fiter）特效中的風吹模擬功能

於背景，立即展現風馳電掣之姿，既免去實體跟拍

的人力、物力之資源耗用與近拍危險性，且仍能保

持廣告訴求重點之一：商標的清晰度，數位影像處

理科技為商業廣告添增許多便利。

影像處理技術成為影像相關科系學生的素養

只是初始發明的數位影像操作軟體，有極為繁

複的程式撰寫手續，專業技術能力需求極高，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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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偏頗與錯誤美覺態度之學生，若刻意誤用

數位影像處理技術，將合成、變造、假造的影像，

播送於電視、流傳於網路等傳播媒體，將形塑廣大

群眾錯誤的影像認知與價值觀，可能引發爭議、糾

紛等非理性行為，甚至形成法律案件。藝術教育者

應該思索與戮力以赴的議題是：我應該如何導引學

生「正用」數位影像處理技術？或者我們應如何傳

輸學生正確的美覺態度？

正向發揚數位影像處理技術的強大功能

數位影像處理科技可以正用，而且功能極為強

大，例如透過圖2的畫面，在只是輸入原始影像的

陶瓶之後，複製影像，僅是點選功能表中的變形工

具與色相工具後，即可以輕易地比例化調整影像大

小、色版化變換影像色相種類與彩度。在設計歷程

起始、極容易腸枯思竭的構思發想階段，可以使用

此種影像模擬功能，表現設計最終可能形式。這等

於越過大量的樣品實物實做與測試歷程，卻仍能藉

以尋得設計團隊與消費者屬意的造形與色彩，從而

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資源耗費，對開發成本

的節約，有莫大的助益。

再如視覺藝術的教學，研究（李堅萍，民93）

指出：視覺藝術教師經常有影像模擬的需求：需要

將各種圖畫、影像，以相異的工具、技法、筆觸、

風格、材質取代，以資觀察比較，模擬運用不同的

技術手法，展現相異的藝術形式：將油畫作品，改

用蠟筆、水墨、水彩模擬重畫；將印象派的畫作，

模擬改為浮雕畫、潑墨畫、山水畫的作畫風格；將

水墨國畫的畫作，用西洋油畫畫刀、粉筆、炭筆、

蠟筆、鋼筆、色鉛筆等工具來模擬，探究與比較其

間差別。

這些需求，運用如表1數位影像處理軟體的功

能，只要輕鬆點選下拉式（pull down）功能表中濾

鏡功能選項，便可以獲得變化處理；既無須準備實

體畫具、媒材，也省卻大量的物力、時間與精力耗

用。而且僅在短短數秒內，立即完成各種工具、技

法、筆觸、風格、材質的模擬，如圖3，符合學習

者及時學習需求，更可以做特殊效果處理，效能極

高。

正由於數位影像處理技術在影像上可資發揮的

強大功能，對有大量影像內涵的視覺藝術教育，應

該特別具有意義，如李堅萍、游光昭、朱益賢（民

96）即曾實證研究數位影像處理科技輔助視覺藝術

教學之適合性與成效。研究發現：藝術教育教師普

遍認同數位影像處理科技輔助視覺藝術教學有其適

用性，可以歸納為下述十五點正向功能：

1.  使用程序愈趨簡易：由電腦公司所開發的各類軟

體，通常隨上市時日愈久，愈得以蒐羅愈多消費

者使用的回饋意見，使愈後來推出的版本，在使

用程序上愈趨簡易，數位影像處理科技同樣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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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特質。

2.  使用者親和力愈益提高：電腦軟體不僅在使用程

序上愈趨簡易，而且在步驟流程的設計上，愈趨

切合人類思考邏輯的推演歸納形式，在指令輸出

入之人機介面的設定上，也愈趨符合人類技能學

習的模式，使用者親和力（user-friendly）已經愈

形提高，已愈能化解學習電腦的心理障礙。

3.  模擬功能愈形強大：相較初開發上市時的版本，

目前所使用的數位影像處理軟體，其處理影像以

模擬美術創作的功能選項，愈形豐富多樣，幾乎

目前所有傳統美術作畫的工具、技法、筆觸、風

格、畫紙或畫布的材質，都能模擬，甚且具有傳

統美術媒材無法達到的濾鏡特效、相片合成等，

功能至為強大。

4.  模擬效果愈形逼真：不惟模擬功能強大，而且模

擬的效果更是出色逼真，在高解析度的輸出設備

如雷射印表機的協助之下，可以列印出與照相等

同甚或超越品質的畫作，纖毫可見。研究（Ng, 

1997）顯示：數位影像的運用，已遠遠超越人類

有限的天賦視覺能力，誠非虛言。

5.  教學負擔大幅減輕：數位影像處理軟體所提供的

模擬美術作畫的功能，足以使現職美術教師，省

卻許多實物、圖畫、畫冊、投影片、幻燈片等的

教學準備工夫，節約大量人力、物力資源的消

耗，更免除儲存空間佔用與搬運往返的繁瑣，大

幅減輕美術教師的教學負擔。

6.  教師專業有效補強：美術的創作方法多樣、門派

繁多，各種工具、材料等媒材，以及筆觸、技

法、風格等的學習，都須投入相當時日方得以養

成，能熟稔與專精每種美術知能，是很難達成的

地步。數位影像處理軟體所具有模擬各種美術作

畫的強大功能，恰足以補強教師的專業能力，擴

展專精能力以外的美術知能。

7.  跨越現有媒材限制：傳統美術媒材難以或無法展

現的影像，運用電腦卻能輕易達成，傳統美術媒

材有準備各種工具材料、候乾、擔心蟲咬毀壞的

問題，以數位影像處理科技來模擬美術作畫功

能，幾乎不是限制。

8.  快速處理立即回饋：數位影像處理科技模擬美術

作畫的功能，可以在數秒間，以滑鼠點選功能表

的方式，迅速展現油畫、水彩畫、潑墨畫、粉彩

畫、蠟筆畫、鋼筆畫、炭筆畫、版畫等各種作畫

方式。並且也能在短短數秒內，立即回饋反映落

筆的壓力大小、筆觸方向、質材類別的異同，速

度之快，是傳統美術媒材難以望其項背的優勢。

9.  容許一再修改回復：研究（Mathews, 1997）指

出：「容許無限次數嘗試錯誤、修改與回復」，

是美術教育最須應用電腦以協助教學活動的原因

之一。不必擔心修改過程中畫紙濕破、畫布刮

裂、顏料堆積，不必擔心修改錯誤而須重畫，這

應已是傳統美術教學媒材長久冀望的境界。

10. 訓練多元審美能力：數位影像處理科技的運用，

媒材或工具 技法 筆觸 風格 材質 特效

一般畫筆

色鉛筆

畫刀

蠟筆

粉蠟筆

乾性筆刷

水彩筆

粉筆

炭筆

手指污漬化

素描

浮雕

濕紙繪

描邊

高反差

速度感

變化光源

拼貼

勾邊

單向筆觸

平行相交筆觸

薄霧噴畫筆觸

墨水筆觸

濺灑

潑墨

放射模糊

近色模糊

山水國畫

印象派油畫

水彩畫

海報畫

馬賽克

石膏畫

版畫

鑲嵌畫

網點印刷

模擬正負片

破碎紙面

紋理紙面

結晶化

方格化

碎平面組合

光芒散射

毛玻璃化

浪形波紋

擠壓

水滴波紋

漣漪化

球狀化

不規則彎繞

旋轉

模擬風吹

表1　數位影像處理科技可資模擬美術繪畫的功能

圖3　 數位影像處理模擬繪畫效果例（上排
由左而右：原稿、高反差、馬賽克、

指印畫、浮雕、暈染；下排：炭筆

畫、油畫、拼版、普普藝術、版畫、

合成）圖2　運用數位影像處理科技輔助評估色系與比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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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發揮數位影像處理技術的特質，提升學生之視覺

藝術的學習成效。而且，可能始終都應留意數位影

像處理技術必須對學生美覺態度有正向影響。由於

美覺是對美的感受與察覺，美覺態度是個體感知對

象事物美醜的反應、看法與評價。當然，美覺態度

可經由後天的成長背景、文化環境、教育歷程之培

養與訓練而正向發展，而且美覺態度並不純然是理

性、知性，而必然摻雜人類主觀性情緒與情感，Lay 

（2007）在探索視訊影像之主觀性（subjectivity）

的論文中，即指出：由於不僅文字、符號與影像具

有表徵與轉換意義的能力，觀賞者本體的意念與解

讀，也會轉換影像意義；故而「追求純粹的（pure）

美學態度是不可能的」，視覺影像觀眾的審美態

度，當然會受影像、表徵符號與個體解讀方向與能

力而差異。故可以說：美覺態度不僅可能會受影

像、表徵符號與個體解讀方向與能力而差異，甚至

時間取樣點的不同，個體的美覺態度內涵，必然也

會迥然不同，個體的美覺態度可能是處於動態的

（dynamic）變化狀態。

個體的美覺態度，既受影像、表徵符號與個體

解讀方向與能力而差異，且可能是動態變化中的狀

態，則大量群體美覺態度的內涵與轉變，便可能極

重大影響人類生活領域與環境的發展；Fan （2000）

研究1925年至1932年紐約建築展的博士論文中，即

指出：美國建築師與民眾在此八年間的美覺態度，

從深受傳統美學影響之傾向唯一新樣式，到接受新

時代各式各樣新型態建築與周邊區域設計方式的變

化，主導或強烈影響美國建築形式的發展。

如果建築如此，影像也何嘗不是。影像既然是

視覺藝術相關科系的主要教學材料，而今數位影像

處理科技的低門檻，卻已使影像的合成、變造、假

造成為容易之事，則數位影像處理科技的正用或誤

用，將嚴重衝擊學生美覺態度的發展；而具備數位

影像處理技術之學生就業後的美覺態度，更可能形

塑廣大群眾的影像認知與價值觀，影響效應可能更

為深遠浩瀚。

那如何導引學生發展正確的美覺態度呢？研究 

（Stroud, 2006）顯示：個體的美學態度是基於美學

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而發展，而美學經驗則

源於道德性的培養（morally cultivating）。故而學術

研究領域，或許除了應當需要及時對數位影像處理

科技已經初顯現的美覺態度議題進行瞭解之外，並

研究與實驗如何可為道德性培養的實務可行策略，

從而提供藝術教育工作者，傳輸與導正學生的美覺

態度，正向影響媒體正確使用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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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即使常遭同時代民眾的冷嘲熱諷，然而許多

偉大的藝術家之所以偉大，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因

即在於勇於採用新的創作工具、媒材與形式。電

腦無疑是近代最重要的表現與創作工具與媒材之

一，美術教師應瞭解：正如同古人尚習於以樹

枝、赭石為刻劃沙土、壁面的工具時，毛筆初現

時，是一種創作工具的進化，但可能也令同時期

的人一時難以接受，數位影像處理科技的出現，

在今日美術教學與創作的情況也是如此。

故而無論是於電腦教室或是技術操作教室，如

圖4，數位影像處理技術都可以在視覺藝術的思考、

設計與創作實務上，發揮可觀的協助效益。

有趣的是李堅萍、游光昭、朱益賢（民96）

的研究尚發現：數位影像處理科技輔助視覺藝術教

學能明顯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及學習自我效

能，但學生的學習成效並無顯著高於接受傳統視覺

藝術教學模式的學生；但愈具有藝術相關知識與技

能的學生，其學習成效愈高。故或可自其他面向，

規劃相應策略，藉以提升學習者影像處理藝術課程

的學習成效。

誠然，數位影像處理科技當然不是萬靈丹，該

研究訪查觀摩教學的資深藝術教育教師，即獲知：

數位影像處理技術在視覺藝術教育上有其限制，那

就是「創作實務技能無法取代」，如圖5的立體雕塑

與陶藝拉坯。另如繪畫、書法等創作技能，都還是

需要實實在在拿起刻刀、陶土、畫筆與毛筆練習，

數位影像處理可以模擬創作成果影像，卻無法代勞

學習而獲取創作技能。

教師應傳輸學生正確的美覺態度

歸納上述論點，視覺藝術教師或許應當充分運

用數位影像處理技術的功能，在視覺藝術教育上正

圖4　數位影像處理技術可於電腦與專業教室輔助教學 圖5　數位影像處理技術無法代勞創作實務技能的學習

可能是美術教育培育學生審美能力的另一種途

徑，因為數位影像處理科技不僅在模擬與展示各

種美術材料、工具、筆觸、技法、風格與特效的

歷程中，平衡展示各種美學主張，其多元幻化的

特質，更是產生超乎傳統教學限制、訓練多元審

美觀的教育機會。

11. 引發高度學習興趣：數位影像處理的展現方式，

具有生動變化、即時回饋、立即反應的畫面特

質，較諸平面媒材或傳統單向的講述教學方式，

更足以引發學生高度的學習興趣，數位影像處理

科技運用在其他學科的教學，尤其是物理、化

學、生物、數學等學科，早已證明能有效激發學

生的學習興趣，鼓舞學生勇於探索、多方嘗試建

設性的學習經驗（Greenberg, et al., 1998; Raphael 

& Greenberg, 1995）。在影像需求強烈的視覺藝

術，尤有可為之處。

12. 擴增互動學習機會：由於具有個別化學習的特

質，電腦增加學生同儕之間與人機之間的觀摩、

討論與合作關係，且人機一對一遠較師生一對多

的關係，有更高頻率的互動，不惟美術，在許多

領域的教學均能正向促進學生互動學習的機會。

13. 網路資源廣開視野：教師要以傳統的美術媒材作

為教學的準備，必須耗費大量時間、空間與精

力，尚且難以完全蒐羅完整，但電腦除了可將巨

量的圖像資料，燒製縮入小小的光碟片外，透過

全球資訊網路，更可以輕易獲取廣大幾無界限的

藝術資源。世界著名博物館珍貴藝術典藏在彈指

間輕易取得，瀏覽不盡，足以廣開美術視野。

14. 符合就業市場趨勢：今日商業美術上的產品設

計、建築設計、工業設計、廣告宣傳等，以數位

影像處理科技協助美工、排版、編輯等業務已愈

形普遍，美術教師若忽視電腦媒材的運用，將使

美術科系畢業生在就業市場喪失競爭力。

15. 足為藝術創作工具：研究（Mathews, 1997）指

焦點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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