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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當代藝術教育與物質文化和相關議題有著密切關係。其討論範圍涵蓋藝術、手

工藝、設計以及工藝品。此外，更深入研究工藝品創作的背景文化、相關價值

觀，乃至於各種作品與人類生活經驗的相關性。物質文化與議題本位的藝術教

育闡明了文化概念，促進批判性回饋，同時協助學生理解人類透過哪些多元方

式組織、賦予世界意義。它更將藝術教育引入當代生活最重要的論述之中。掌

握這些基本知識後，藝術系所的學生便可運用傳統及創新技術，打造各人專

屬、承載意義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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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文化與議題本位的藝術教育物質文化與議題本位的藝術教育物質文化與議題本位的藝術教育物質文化與議題本位的藝術教育            

我們身處在不協調的時代。政治體系、金融體系以及教育體系，無不掙扎

尋求新局。民眾飽受失業之苦。產業遭受磨難。而流行疾病卻乘著飛機環遊世

界。大自然彷彿玩著「俄羅斯輪盤」，挑戰人類的安全感。 

此刻，世界在籠罩全球的不安與疾患中震盪著。藝術教育必須調適、敞開

實務的大門，呼應文化與學生的需求。藝術教育得向其他領域敞開大門，迎向

各種求知與處事的方式，有助於學生發展技巧與想法的各種論述，均應善加利

用。想要追求這樣的目標，其中一個方法是開發物質／視覺文化與議題本位的

藝術課程。 

全球各地的各式藝術教育，有些研究美術與物質文物，有些還是專攻以技

術為基礎的研究。對藝術教育而言，技術確實相當重要；但本研究提出新的主

張，在議題本位的課程內訴諸社會關懷，據此推動藝術工作室實務，並以物質

文化做為藝術教育的基礎。研究並借鏡了當代藝術實踐，以形塑正規藝術學習

中重大場域的實際行動。 

議題本位的藝術教育議題本位的藝術教育議題本位的藝術教育議題本位的藝術教育    

議題本位的藝術教育屬於跨領域研究方法。首先，教師帶出一項學生熟悉

的重要社會主題。相關主題包括動態文化事件，例如本文開頭所列舉的活動，

或是生態、和平、核能等諸多全球關注的議題。對年輕學子而言，議題可簡化

為早餐品質的重要性、微笑的意義，抑或是如何設計男孩或女孩專屬的玩具。

運用這樣的方法，教師首先開啟議題討論，接著讓學生著手調查／研究該主

題，帶領學生深入討論與探索媒體。研究法不存在預先定義的程序，同時鼓勵

教師採用適合個別課堂的方法。但重要的是，學生可自由依循多元途徑進行研

究，例如：地理、歷史、科學或數學。在議題本位的物質文化課程裡，正是教

與學的過程讓學生學會藝術創作、欣賞與談論藝術、評判周遭世界，以及在課

堂上將藝術和其他主題做多重連結。 

物質文化物質文化物質文化物質文化    

物質文化研究致力於擴大研究範圍，並且不讓視覺感官凌駕於其他感

官之上（Bolin & Blandy, 2003,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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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文化」一詞挑戰了各種的嚴格定義，僅「以文化完整面向的實體性

為中心。若缺乏此實體性，則無法完全理解某些社會存在的面向」（Tilly, Keane, 

Rowlands & Spyer, 2006, p. 1）。視覺文化隸屬於物質文化。「視覺文化」一

詞獨尊視覺感官，並暗示一般人都是經過視覺體驗來檢視物品。使用「物質文

化」一詞，擴展了審視一項物品時運用的多樣方式。研究時無疑會運用視覺，

但在探索與瞭解的過程中，「物質文化」明確地一併納入其他感官。例如，若

經檢視的物品是種熱門卻可能讓孩童發胖的糖果，那麼去探討它的氣味和口感

就相當有研究價值。 

 

物質文化一詞就意義和應用來說相當廣泛，可用來描述過去與當代世

界上，所有人造和修飾的形體、物品和表達方式 （Bolin & Blandy, 2003,  

p. 249）。 

 

可透過在課堂上使用論述、反思、研究和探討活動，從文化參與著手，將

物質文化教育法應用至藝術教育上。以藝術為本的實踐活動中，學生的回應方

式是依自身經驗創作物質文化，包括：地理位置、性別、社經地位等。這種藝

術教育的研究法否定了傳統現代主義者的階級制度，不去區分藝術與工藝、高

雅與低俗藝術。同時，它銜接了關鍵議題，將與學生生活直接相關的對話和工

作室實務素材帶入課程。藝術教育實務將主要焦點放在教導學生成功以批判方

式解碼、編碼物質文化；換言之，即是深刻理解藝術作品，並使其與生活息息

相關。 

識別文化識別文化識別文化識別文化    

通訊科技的創新已打造出幾乎是即刻的全球文化、風潮、政治運動，以及

近年來可見的革命活動。一個國家的意識型態訊息可輕易跨越以往受到地理、

財富和語言控制的邊界。即刻全球化現象幾乎保證了，現存的傳統和／或區域

物質文化，無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媒體介入的影響和修飾。這些全球訊息影響了

學生思考，更是教師發展教學法時的重要考量，以鼓勵學生看見現象的複雜

性。教師可向嫺熟科技脈動的學生學習。這些學生的日常實務常常涉及多媒體

新玩意和跨國交流。教師多加聆聽應會獲益良多。在藝術教師調整課程並修正

教育法，為社會批判預留空間之際，藝術科系學生也同時學到（物質與虛擬的）

文化工藝品是如何進行文化表述，又是如何作為藝術品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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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在其他著作中敘述過，廣告是種無所不在的文化表達系統 

(Smith-Shank, 2008)，但這值得重新思考。加裔義大利符號學家 Danesi (1995) 

是位當代文化論述的譯者。他對於廣告影響生活的看法相當有用： 

 

廣告隱含的訊息、呈現的風格和視覺意象皆暗中形塑著無數個體的思

想、人格特質和生活型態作為，同時秘密暗示我們應如何滿足內心深

處的渴望和抱負（p. 7）。 

 

在藝術課堂上使用廣告意象作為論述方式，有助於學生發展批判的懷疑態

度，去評判廣告訊息會如何操弄學生對於物品的渴望，以及如何影響他們的自

我認同。所謂的「認同」極為重要。學生瞭解自我、社區、語言社群的方式，

以及如何去瞭解身處在國際同儕關係中的自我，都是藝術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一項由 Fukumoto (2007) 主導的研究，其研究對象為來自九個國家的兒

童與教師，目的是瞭解他們對「藝術午餐」概念的看法。這是因為人類對食物

的基本需求是種普遍存在的吸引力，但結果卻可能反映出文化差異。研究引導

了身處不同文化區的兒童去省思食物準備、裝飾、供應、分享和食用的各種方

式。他們有機會思考食用足以維生的食物量，以及世界上承受缺糧危機的區域

所隱含的意義。隨著課堂運用科技的現象越趨普遍，跨文化質詢的可行性也更

高。在議題本位的課程中教授物質文化，有助於學生看見、理解不同文化群體

運用視覺將世界編碼的方式，亦有助學生明白信念體系和實踐如何透過物質文

化工藝品明顯呈現出來。 

棘手的物質文化棘手的物質文化棘手的物質文化棘手的物質文化    

Fukumoto (2007) 的研究計畫顯示，相對而言低度爭議性的物質文化，如

午餐盒，可以扮演教學、學習的推手，也可能成為實踐寬容或不寬容的催化劑。

例如，Anna Makolkin (2001) 執導了一項分析政治旗幟的研究。她指出古往今

來，競選行程和激情旗幟的數量，已引起如暴力等事端。這可能是旗幟搖動造

成的結果，或者是她在文中所稱的「旗幟狂熱 (flagomania)」，而旗幟狂熱一

直都是電視新聞上常見的事件。究竟，搖動旗幟、穿戴旗幟、焚燒旗幟或向旗

幟致敬，代表著什麼呢？ 

照片如同旗幟，屬於給為人類帶來歡愉或造成痛苦、憤怒甚至恐懼的物質

工藝品。Linnap (2007) 在研究中仔細思量那些獲得拍攝或無法拍出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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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該限制所傳遞出的社會訊息。隨著更多人得以拍攝更多照片，這亦成為藝

術教育的重要論述環節。 

藝術教育若以議題為本位，並且納入物質文化脈絡中，其教學法便會採用

以藝術為本的研究形式。個人或組別研究的作品，可成為對工藝品或新聞報導

的視覺和／或書寫回應。單獨的學生可發揮其個人回應，而小組學生可一齊合

作。藉由這些研究計畫，學生有能將文化解碼，並發展批判性思考與鑑賞力。

以藝術為本的研究教學法，不只是簡易的基礎藝術教育，而是一種以學生與文

化為導向，內容豐富、力量強大的藝術教育。它恐怕不會像老派藝術教育一樣

安全、單純或毫無爭議，但卻是充滿變化。 

「許多富有影響力的社群，逐漸偏好擁護、支持較為『安全的』藝術，這

點明白地指出，此等藝術的力量隱而不顯、靜靜蟄伏」(Linnap, 2007)。較偏

鋒的藝術，以文化脈絡和學生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學生有必要學習傳統上流藝

術的知識，因為它代表著文化資產。但他們亦需顧及其他物質文化，例如女性

藝術、藝品、設計、科技文物，以及其他源自多元文化的工藝品。這可以豐富

藝術教育課程的內容。所有類型的物質義符（功能性與非功能性皆是），對於

認知而言，都是潛在的富饒據點。同時，它們也是學生和藝術家省思物質文化

創造的參考點。 

對於有志連結當代學生的教育者而言，將物質文化視為藝術教育的基礎，

是確保了一條生氣蓬勃但兼具風險的道路。這是充滿陷阱的途徑（因為教師不

一定知道所有答案），但為人師者若願意協同學習，不妨與學生共同激盪出答

案。如欲滿足當代藝術教育的需求，物質文物畢需經過質詢、解碼等步驟，並

且通過實物技術技巧教學與批判性再編碼。同時，學生也在培養他們的思考與

藝術創造能力。新媒體、廣告、儀式、服裝、個人飾物、精緻藝術、流行文化、

都市景觀、室內設計和傳統工藝品，均有其管道進入藝術教育論述，且能用以

質疑看法與賦予事物意義。解讀來自多元文化和相異觀點的各種物品，便會自

然獲得形成論述與工作室產出的後設論證。相關活動仍是藝術教育實踐的焦

點。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運用以物質文化議題為本的方法教授藝術，無可避免地增添了教師使命的

複雜程度，因為適合藝術教育課堂討論的潛在主題隨之激增。若單純只用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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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典範作視覺參考，將會簡單得多。 Terry Barrett (2008) 便曾指出：「很少

有人質疑藝術史文本中研究的藝術品好壞」（pp. 1-2）。 既然有這麼多不同的

藝術品和事件在爭奪大眾的注意，忙碌的藝術教師難免要想：該將何者納入考

量，又該如何理解工藝品隱藏的意識形態。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藝術教

師一定要作出抉擇，納入或排除某些物品、意識形態、性別、種族、性徵和／

或階級，以符合課程需求嗎？不一定。選擇物質文化教育內容時，應該先從與

學生生活、文化、經驗和認知相關的看法和議題著手，同時考量課程目的和目

標。理想上，課程內容是師生經過協商的合作結果，包含跨領域研究，並以相

關議題和有意義的論述為焦點。 

以物質文化議題為本的藝術教育其重點是思索這個領域中，過去經過各種

排列組合變化卻不曾被詢問過的問題：為何這是重要的？誰說這是重要的？為

何我們要相信他們？在這系列工藝品中，弱勢群體和女性的聲音在哪？這場展

覽或這幾個範例，滿足了誰的利益？ 

物質物品在當代藝術教育中佔有關鍵地位。它們是人類思考、學習、記憶

和參與生活體驗的基礎。它們是現實感知扎根的基礎，也是引導我們從過去邁

向未來的試金石。對學生有意義，且與其文化體驗產生共鳴的物品，就能作為

有效連結藝術教育的跳板。透過學習，學生就能針對文化、文化實踐、傳統和

體驗相關的藝術，實施解碼及編碼。從工業繪圖，到現代主義以兒童為中心的

自我表述，再到鑑賞層次的建築模型與學科本位的教育，直到最近的議題本位

物質文化課程（包括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朝向物質文化邁進的現象，也是藝

術教育理論的一環。以物質文化為焦點的藝術教育最佳狀態，是具批判性的、

偏鋒的、廣泛的、整體的，且與文化和產品有著相互影響。廣義的藝術適合這

個幾乎是即時傳遞電子圖片、政治訊息和意識形態的全球文化。對藝術教育而

言，使用所有感官（包括視覺）而將文化質詢／解碼，且創造／編碼，是相當

合適且適時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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