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現當代視覺藝術教育的迷人之處

在傳統的視覺藝術教育觀念裡，我們對藝術標

準化的賞析與創作，成為主要的教育方向，但隨著

時代的變遷轉化，這樣的觀念似乎漸漸地與大環境

脫勾了。當代的社會環境裡，社會文化現象與其為

人們帶來的生活影響，逐漸成為其他各學科的探究

重點。在這樣的趨勢之下，視覺藝術教育也逐漸轉

向，轉而探究藝術教育和藝術創作在社會文化裡的

意義與價值。郭禎祥（2008）認為藝術教育在人與

社區、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議題中，與培育未來

人才有重要的關聯性。因此，當代視覺藝術教育不

再僅是教導「美」的教育而已？它更是促進人類對

於自己、他人與文化間相互溝通交流的橋樑，也是

促進人類進步的重要教育內涵。傳統上不被視為主

流的流行文化、部落文化與數位科技等，在當代視

覺藝術教育裡，卻被看待為無可取代的寶貝，因為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學者相信這些新崛起的文化，本

身即有足以影響社會價值觀的力量，我們應該加以

重視。若我們將當代視覺藝術教育比喻為糖果，我

們將品嚐到許許多多不同的美妙滋味，而且這些滋

味因應我們的「生活」需要不斷推陳出新，並且幫

助我們發現適合自己的口味，它不再僅以單一口味

要我們全面接受，這或許就是當代視覺藝術教育最

為迷人之處。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與視覺文化

若我們拋開傳統為純藝術而藝術教育的束縛，

我們可以發現當代視覺藝術教育多了更多的彈性與

內涵。當代視覺藝術教育的面向不再僅侷限於藝術

品的形式美或風格美之追求，轉而邁向更多社會文

化的探究與反思，許多的重要議題（例如：性別

議題、環境污染、數位科技等）無不大量出現並與

藝術表現結合，為當代視覺藝術開創了更寬廣的視

野。在這樣的情境之下，當代視覺藝術教育也必然

面臨新的轉化，為這些新興議題的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內容作更深入的解析，以幫助我們的教育

對象能在視覺多變的社會裡，了解「視覺」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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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日常生活就是視覺文化，我們每日都在不同的

視覺經驗與事件中，得到資訊、內涵與滿足。Tavin

（2003）則認為視覺文化是一種現象，描述個體受

到影像影響後的經驗、主觀性、意識以及個體觀

看、呈現和想像的實踐。當代視覺藝術教育裡所涵

蓋的重要議題，皆與視覺文化所探究的內涵息息相

關，因為這些議題皆反映出觀者的經驗、主觀意識

與價值觀。趙惠玲（2005）認為藝術教育在大環境

的巨大變動中，不但不能置身事外，並且必須解除

精緻藝術取向的限制，將「藝術活動」的思維擴及

於「視覺文化活動」。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當代視

覺藝術教育試圖將其範疇推廣到更為廣闊的視覺文

化現象裡，視覺藝術的視野隨之轉換變遷，從現代

主義所關心的精緻藝術轉換為後現代主義所聚焦的

社會文化議題。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所關心的焦點為何？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在視覺文化當道的今日，

有哪些重要的觀點是值得我們關心與探究的呢？筆

者分別以性別觀點、自然環境、數位科技、多元文

化、政治語言、消費廣告等六大議題來討論：

一、性別觀點新反動

性別平等的教育觀點，是近一兩年來在當代

視覺藝術教育裡，最廣為探討的主題之ㄧ。男女平

權、女性意識、同性戀權益與性別弱勢關懷等，不

斷被呼籲與重視，許多學者也為傳統的性別觀念提

出批判。人類長期以來都是以男性的價值觀作為衡

量的標準，以致於男性常被看待為視覺影像的唯一

觀眾，其愛好成為了唯一的價值（Rose, 1997）。陳

瓊花（2008）提出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充斥著偏頗的

性別概念與性別刻板印象，這些現象總是被有意無

意的複製與繁衍。

性別反動因平等自由的觀念普及而更受到重

視，延伸到了當代視覺藝術教育裡，這樣的情況仍

然持續發酵。趙惠玲（2005，p. 106）建議視覺文化

研究者可以在剖析視覺影像中的女性圖像時，檢視

與判斷視覺影像的標準及其背後的性別意識型態，

以及建構女性族群的觀看特性及機制等。我們若以

同樣的觀念普及到其他性別議題，視覺影像背後的

男性、同性戀或雙性戀，也將有其社會定位與解

讀，無論性別在此是否得到其應有的社會認同，當

代視覺藝術教育在性別議題的教育重點，應該以此

為核心以幫助我們的教育對象對於「性別觀念」能

多一分了解、尊重與關懷。

二、自然環境新危機

「環境議題」是近年來相當廣為探討的問題，

這個議題的背後藏有許多人為破壞與自然變遷的因

子，「溫室效應」、「全球暖化」、「（反）聖嬰

現象」等等的環境問題一直不斷地被提出，對於人

類的生命安全與生活品質皆造成劇烈的衝擊（張家

琳，2008）也成為我們的生活中不能脫離的棘手問

題。我們在新聞報導中看見北極熊站在輕薄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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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性別觀點新反動 圖2　自然環境新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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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隨時都有滅絕的危機；我們也看見卡翠納颶風

（Hurricane Katrina）為紐奧良（New Orleans）居民

帶來的空前浩劫。環境問題所造成的巨大災難，導

致許多領域不斷提出解決環境問題的辦法與策略，

當然視覺藝術領域也包含在其中；透過攝影與影片

呈現環境問題的視覺藝術手法，似乎是我們最常

看見的形式，美國前副總統高爾（Gore）所拍攝之

《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就是一

個好例子，創作者不斷提出人類為大自然帶來的傷

害與之後可能造成的生命危機，並且告誡人們哪些

日常作為導致了這樣的結果。片中的視覺文化影像

令人感到驚訝與深思，視覺教育在此的作用為啟發

人們，對於環境破壞的現況進行「解構與批判」。

由此再回歸到當代視覺藝術教育上，有幾個明朗化

的教育重點已逐漸浮現 — 我們應該幫助我們的教育

對象透過藝術家的作品或當代的視覺影像，了解自

然環境的轉變與危機，幫助其體會人與自然環境共

生共存的關連性，並從珍惜自然環境的體驗中引發

藝術創作的靈感與想像。

三、數位科技新衝擊

 數位科技在近年來對視覺藝術表現亦有不小

的衝擊力，許多創作者開始嘗試以數位科技來做為

創作的元素，數位科技的模擬性、互動性與複製

性，成為其在視覺藝術表現上最主要的特色。在如

此的發展態勢下，許多學者紛紛提出數位科技在當

代視覺藝術教育的新定位見解，張全成（2003）認

為教育界必須正視結合網路學習環境的優勢，將是

新時代藝術教育的重要課題。蘇福隆（2004）提出

資訊時代的藝術教育除藉由傳統觀察以及動手操作

之外，還須重視思考、創造力、心靈溝通與潛能發

揮。張家琳（2006）則提出透過數位藝術之創作固

然新穎與有趣，但人文藝術之本質不可完全忽略美

學、美術批評、美術文化體認等重點。數位科技跨

越傳統藝術創作的限制，為當代視覺藝術帶來更多

的發展與面貌，我們不能忽略數位科技對當代視覺

藝術教育的影響，應該如何取捨其優缺點，才能幫

助我們的教育對象不致於迷失在數位科技的華麗表

象中，又能體驗其帶來的新刺激，是我們下一步得

努力的方向。

四、多元文化新崛起

多元文化在當代藝術教育的發展也逐漸嶄露

頭角，約略在七○年代中期左右，多元文化在美

國逐漸被重視與提出，不同的文化特色開始被平等

認同，學校也逐漸開始探索不同種族的文化內涵

（Hunter, 1977；郭禎祥，1993）。也因此當代視覺

藝術教育對於多元文化的重視，逐漸渲染了全球，

為其開拓另一個新的發展介面。McFee（1996）認為

多元文化在藝術教育裡有三大面向，第一為以文化

為取向的藝術歷史，著重於探究人類藝術文化的根

源及改變；第二為精神文化的解析，其中有知覺、

認知、學習和創造力的多元文化研究；最後回歸在

教育，多元文化藝術教育、學習理論、課程發展、

教學策略和評量方式，皆必須考量不同文化面向，

因時制宜地做適當的調整與規劃（引自倪明和，

2003）。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在這樣發展情勢下，必須注

意哪些重要的教育重點呢？國際藝術教育學會世界

主席郭禎祥博士（1993）曾提出多元文化教育必須

注意的三大目標：第一個目標為增進個人對自己與

所處之文化的了解，學習如何適應大環境的變遷；

第二個目標為培養對其他文化的接納與尊重包容；

第三個目標為鼓勵個人自由的選擇他願意加入的文

化群體，選擇自己所能夠接受的生活型態、價值觀

念和信仰。綜合上述，當代視覺藝術教育在多元文

化裡的教育方向，應該要更重視個體與其他不同文

化之間的連結，並且以開放、尊重、平等的角度，

教導教育對象看待它們所造成的視覺文化現象。

五、政治語言新力量

在動亂的當代世界裡，即使我們不處於戰亂頻

繁的國度，國際之間的紛擾也是我們不能避諱了解

的一環。從電視新聞、報章雜誌與網路媒體裡，我

們可以感染到世界許多角落正處於一個極度不安的

狀態，能源爭奪、恐怖行動與選舉鬥爭等，皆以相

當大量的視覺影像串流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當然其

對於當代視覺藝術教育也有莫大的影響力。在此我

們要探究的重點為 —「影像的力量與政治意識型態

的操作」，趙惠玲（2005，p. 138）提出媒體強勢國

家透過全球資訊網路所披露之「事件」背後的意識

型態時，便同時透過影像傳輸至觀者的意識中。她

更舉出將觀者與政治意識型態心理同質化的一個例

子，她指出：

當非英、美地區的觀眾看見美軍捕獲海珊時，聽到

伊拉克臨時政府主席L. Paul Bremer宣布的「我們抓

到他了！」（We got him!）時，可能將自身也同化為

「我們」之ㄧ。

從趙氏所提出例子裡，我們可以發現視覺文

化本身就具有強大的力量，它能操縱我們的思想與

信仰，在政治動亂尚未平息的今日，當代視覺藝術

教育對於政治的視覺語言應該抱持著更多懷疑、剖

析與搜尋真相的態度，以便能真正幫助我們的教育

對象了解政治影像力量背後所隱藏的秘密與意識型

態，影像的力量才不致於操縱他們的思考價值觀。

六、消費廣告新思維

消費廣告在當代社會裡開創了許多新的表現

形態與呈現方式，我們的生活幾乎離不開廣告，

廣告與我們的生活密切連結。當我們要探究當代

消費廣告對我們的影響時，我們就不能忽略廣告

符號中「明示義」（denotation）1 與「隱含義」

（Connotation）2 這兩個基本元素。資本主義的蓬勃

發展，物慾性的社會結構自然地形成，許多資本主

義思維下所產生的影像，藉由巧妙包裝。以迷惑芸

芸眾生。影像似乎變得具有催眠效果，應用在廣告

設計裡，足以讓民眾（消費者）將荷包中的鈔票一

張張的花掉。當今的人們對於消費廣告似乎變得容

易全盤接受，而鮮少思考廣告影像背後所涵蓋的魅

惑力量。若能幫助消費者從廣告影像的表象昇華到

形而上的階層（即隱含義），引導其了解影像深層

的象徵意涵（不再只是被廣告影像的形色與客觀陳

述所吸引），消費者也許就能多一些的智慧去判斷

消費廣告對其價值判斷的影響了。當代視覺藝術教

育對於每日皆會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消費廣告，應

該具有更宏觀的教育內涵，我們不僅是要教導我們

的受教者如何創造優秀的廣告設計，更重要的我們

要教導他們如何發現消費廣告中的視覺語言，以及

這些視覺語言的象徵意義對自己與他人的影響，如

此我們才能幫助他們在廣告影像充斥的年代裡，穩

固自己判斷的主體性。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帶來的轉機與省思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帶來了許多的轉機，我們能

以更寬廣的彈性來定義視覺藝術教育的內涵，也能

更加深入地探討社會文化議題的影響性。對於藝術

教育的內容我們不需再視傳統的藝術教育指標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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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他們什麼？我們的存在是否有利於他們變得

更好？當代的藝術教師是當代視覺藝術教育的總舵

手，更是它的具體實踐者；當代視覺藝術教育的理

念是否能被具體落實，藝術教師更是具有關鍵的影

像力。我們正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但也正在進行

一個偉大的革命工程。

三、當代視覺藝術教育的再進化與突破

筆者認為透過視覺文化的當代視覺藝術教育，

固然能幫助學生了解視覺文化背後的內涵與意義，

以引導其能在社會文化的諸多重要議題上得到睿智

的判斷，但在今日的教育環境裡，這樣的教育內涵

似乎可以再昇華，如何培養他們的「感性力量」也

成為不可忽略的教學部分。許多國家正積極培育文

化創意的人才，視覺藝術教育是決定培育結果成敗

的關鍵，若我們也要迎頭趕上，除了教導學生了解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的內涵外，更要藉此培養他們在

感性方面的能力，「知識不再是力量，感性才是力

量」（郭禎祥，2007），如何透過當代視覺藝術教

育培養學生的感性創造力，包含創造的態度與創造

的實踐，這也許是當代視覺藝術教育得再進化與突

破的方向。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開啟的另一扇窗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之所以可貴，在於它能幫助

我們了解藝術的內涵，體驗藝術文化為我們帶來的

心靈富足。此外它整合社會的議題，幫助我們透過

視覺文化的省思與批判，找到主體與客體之間互動

溝通的橋樑。當代視覺藝術教育要完全抹煞現代主

義所重視的精緻藝術嗎？這倒不盡然，只是當代視

覺藝術教育更重視社會議題、大眾文化與流行文化

所構成的文化現象探究，精緻藝術在這樣多元且尊

重彼此的文化環境中，當然有其持續發展的脈絡與

價值，它也能在當代的視覺藝術教育中找到其不可

取代的地位，這是我們不能否定的觀點。當代視覺

藝術教育開啟了一扇窗，其實這扇窗本來就存在，

只是從前的它是緊閉的，而我們也習慣從屋內看窗

外的世界，現在的它是開放的，我們可以越過窗框

的隔離，真正站在外面的世界，擁抱我們從未觸碰

的視野了！

■注釋

1 「明示義」（denotation）就是一種客觀的直接明瞭事物表層的意
思。

2 「隱含義」（Connotation）就是經由符號的外在型態，給予觀者
的感情、聯想、價值觀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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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真理，對於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也能展露更多

的體認、包容與關懷。但當代視覺藝術教育是否也

有其在發展上，值得我們再更深入省思的部分呢？

以下，筆者提出三個面向以供參考：

一、「藝術創作」在當代視覺藝術教育裡定位

當代視覺藝術教育對於視覺文化的解析與社會

議題的探究，的確呈現了重要的發展面向，但，視

覺藝術教育的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的就是創作的

部分。在當代視覺藝術教育的氛圍裡，視覺藝術的

創作活動該如何展開呢？Walker（2001）認為藝術教

育不僅是引起藝術創作上的問題而已，更重要的必

須串聯個人觀點與整體創作過程，而後進行「重新

塑造」、「重新定義」、「重新闡述」與「重新考

慮」的藝術創作活動。在當代視覺藝術教育的創作

教學中，我們應該引導教育對象對創作主題的主動

思考，並且幫助其展現對於視覺文化與社會議題的

感觸與想法。

創作的技巧並非絕對，能否展現對於主題的深

刻感情才是重點！藝術創作雖然是視覺藝術教育重

要的一環，但若是淪為形式或沒有意義的設色，那

麼創作的內涵將會變得枯燥與空洞，如此，當代視

覺藝術教育也將失去其教育本質，而無法幫助我們

的教育對象得到更有意義與創新的收穫。

二、當代視覺藝術教師應有的體悟

當代視覺藝術教師對於視覺文化的理論（如：

符號學、批判理論）是否有深刻體認，對於當代視

覺藝術教育的相關議題（如：上述所談到的六種議

題等），是否有明確的見解與教學策略，都是藝術

教師得深思反省的。若我們還是處在舊思維的觀念

中，認為視覺藝術課就是藝術鑑賞與藝術創作課，

那麼我們遲早會與整個大體環境脫節。因為學生的

求知慾望與深入領域日新月異，有許多他們所關

心的流行文化是我們所不了解的，我們的教導內容

與他們所在意的範疇漸漸出現隔閡，這對於視覺藝

術教育是相當不利的。此外，社會環境對於視覺藝

術教育的「需求」也是快速轉變，上述的六個重要

議題也需要視覺藝術教師給予教育上的協助，以幫

助社會價值觀的正常運作。我們應該關心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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