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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以中部地區某國民中學美術班師生為研究對象，旨在於瞭解美術班

師生參與比賽的原因與對美術比賽的看法。訪談四位教師與問卷調查該校美術

班學生後發現：1. 教師認為比賽能增益學生創作經驗，並有助學生肯定自我

能力，加強學習美術動機，使美術課程多元化。然而教師協助學生參賽，除了

上述理由，實際上也導因於來自招生與行政上的壓力；2. 學校為美術比賽資

訊來源的重要管道。六成三的學生在大部分情況下是自願參與比賽，但會因參

加美術比賽而感到有壓力。八成美術班學生因比賽帶來的正面效益而喜歡參

賽。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參與比賽，無法得獎所帶來的挫折，則讓學生不喜歡參

賽；3. 受訪美術教師體認美術比賽的利弊得失，發展出相對措施以輔導學生，

並指出美術比賽為人詬病與須改進之處。  

 

關鍵詞：美術學習、美術比賽、美術班、藝術教育、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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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壹、緒論壹、緒論壹、緒論    

在臺灣，美術比賽是美術班學生藝術學習過程中常會接觸到的一環。各式

各樣公辦與私人企業贊助的比賽儼然成為一種能力評選與認可的工具。就獲獎

學生而言，比賽得獎可以給予個人正向激勵，獲得親友師長的肯定，亦可能因

得獎紀錄有助下一階段的升學。當所指導的學生參加比賽獲獎，指導老師亦可

能得到記功敘獎的肯定，教師對於美術比賽的態度也因此格外引人好奇。例

如，教師是否將學生比賽得獎視為個人美術教學成果展現的最佳證明？教師是

基於教育理念鼓勵學生參賽，還是基於無奈，配合指導學生參賽？ 

此外，雖然參加美術比賽得獎或許能增進得獎學生的自信心與創作動力，

然而比賽結果是否公允，未得獎時對學生心理層面的影響，以及比賽是否影響

正常化教學等面向亦不時引發疑慮。由於現階段的研究，較缺乏美術比賽對美

術班教學影響的相關研究；尤其是美術班教師與學生面對美術比賽的態度如

何，實須進行更深入的瞭解，以了解美術班教師與學生對於美術比賽抱持的觀

點。本研究因此以中部地區某國民中學美術班教師與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 

1. 促使美術教師鼓勵學生參加美術比賽的原因為何？ 

2. 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原因與對美術比賽的看法為何？ 

3. 教師面對美術比賽的實際做法與觀察建議為何？ 

貳、文獻探討貳、文獻探討貳、文獻探討貳、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部分，首先追述日治時期美術展覽會的舉行，以及其後臺灣美術

比賽之盛行。其次論述臺灣現階段美術比賽之相關研究。 

一、一、一、一、臺臺臺臺灣美術比賽的濫觴灣美術比賽的濫觴灣美術比賽的濫觴灣美術比賽的濫觴    

西元 1895 年所訂立的《馬關條約》，將臺灣與澎湖列島割讓日本，日本

自此領有臺灣。由臺灣教育會舉辦的首屆「臺灣美術展覽會」（臺展）於 1927

年舉行；日治時期許多展覽會的進行，對殖民政府來說有助於其宣揚治臺成效

（顏娟英，2004）。於官辦美展中贏得獎項的創作者，除了可以贏得獎金，媒

體的報導間接提升畫家的知名度與社會地位；新的社會環境使得畫家有了新的

活動空間與發展（林柏亭，1995）。此外新的創作觀念與訓練方式，藉由臺展

的開辦與新式教育理念的實施，由日本引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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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因中日戰爭而停辦的「臺灣美術展覽會」，1938 年由臺灣總督府

重新辦理，改稱為府展。二次大戰後，藉由「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省展）

的舉行，除了希望延續日治時期美術展覽會的設置，並希望透過展覽「增進藝

術研究興趣及提高藝術文化水準」（侯壽峰，2005，頁 1）；第十五屆以後省

展宗旨進行修正，增加對美術創作精神的強調，其後並以推行美術教育，鼓勵

美術創作，提升美術水準為目標。 

長期以來提供專業創作者競技舞台的展覽會，隨後逐漸發展出來以在學學

生為徵件對象的比賽，例如：1951 年起有「臺灣省全省學生美展」的舉辦。

這項比賽隨著時代氛圍調整改變名稱與比賽方式，成為迄今仍持續舉辦的「全

國學生美術比賽」。此外，教育部、各縣市政府與區域也常舉辦各式各樣的比

賽。活動目的洋洋灑灑，由早期的保密防諜，反菸反毒，到檢視美術教育成效，

開發學生美術潛能，推行環境保育或生命教育等多元的目標。 

除了官方舉辦的展覽與競賽，許多民間團體與企業也長期支持藝文展覽與

競賽活動的舉辦。整體而言，由早期少數官辦大型競賽性質的「展覽」活動，

到現今大大小小美術比賽，活動對象已由專業創作者逐漸涵蓋各年級的學生；

各式活動的舉辦結合政令宣導、提升美術教育、促進文化交流、提升企業形象

等目的。而本文所關切的比賽，即是以在學學生為對象的美術競賽。 

二、美術比賽相關之文獻二、美術比賽相關之文獻二、美術比賽相關之文獻二、美術比賽相關之文獻    

美術比賽的存在以及與校內教學的連動關係，已有學者發表質疑批判的聲

浪，不過亦有研究和論者對比賽表示支持的態度。以具批判的眼光來看，倪再

沁（1991）認為各式的兒童美術比賽，把純真的兒童美育帶進了競爭性，使家

長、教師與孩童都落入了以得獎為榮的功利主義圈套；由於學校、家長往往利

用得獎與升學情況評估美術班的成果，美術班課程忽視美術理論，轉而強調密

集技術訓練，引導學生勤練特殊技巧，爭取拿獎機會，扭曲美術教育的功能。 

張世宗（1996）指出傳統以靜態作品評定名次的美展或比賽，使參賽者無

不盡量在作品中呈現精緻度、完成度、技巧的純熟度與精煉準確度；求得獎的

心裡驅動下，參賽者可能為了評審「口味」而迎向創作非發自內心的作品，偏

離創作與教育的意義。林曼麗（1995，頁 48）亦指出「比賽文化」「作品主

義」是臺灣幾十年來美術教育的最大特色之一，被製造出來的「兒童畫」成為

比賽文化中的主流，「表面上它標榜兒童的創造性，與重視兒童的自我表現，

實質的根源是根植於美術主義、技術主義的傳統價值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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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於上述的立場，吳王承接受訪問時提出，「比賽是一種被動的推廣方

式」，「它是一種刺激」，「其他科目的考試與測驗不都是比賽嗎？用各個角

度來看比賽，只是名稱的用法不同而已」（蕭靜娥，2003，頁 33）。他認為

藉由比賽和展覽可讓家長與學校老師重視美術教育，使教師得到肯定，產生催

化作用。潘元石亦認為國際性的競賽有助增強學生的信心，然而比賽是一種手

段，並非目的；因此並不認同老師為了追求獎項，過度干預孩子的表現（徐憶

嘉，2003）。丁占鰲受訪時亦指出：「比賽是一個手段，但不是目的，偶而比

賽當然是可以，但是不要有功利的想法」，因此建議教師和家長勿過度熱心參

與，以致干預學生的創造與自主表現（邱玉如，2003，頁 34）。 

除了散見於期刊的論述，現階段國內有數篇碩士論文針對比賽議題進行研

究。葉王強（1996）針對 1966 年至 1995 年舉辦的「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

進行研究，並針對比賽制度提出多項具體建議。王世慈（2003）則以臺中市國

小組書法類為案例，探討「全國學生美術展覽」的審查制度，在此制度下形成

的書法風格，以及此制度如何影響美術課程規劃設計。陳羽鵑（2003）調查苗

栗縣國小高年級學習參加美術比賽的現況，發現大部分學童對參加美術比賽抱

持喜歡的態度，只有少部分不喜歡參加；學童認為參加美術比賽的次數與繪畫

能力成正比，但不清楚為何得獎；得獎後則會增強學習興趣。 

吳冠勳（2004）針對五位雲嘉地區的國小美術教師進行深度訪談與觀察，

以了解被研究教師的美術教學、個人對美術競賽的參與情形、以及他們對美術

競賽的觀念與看法。張麗蓮（2006）以一個國小美展為例，瞭解校內美展發展

過程，分析影響發展的因素，並探討校內美展在美術教育的價值。 

綜合觀之，現階段的研究由審查者、教師與學生的角度切入；除了指出學

生展覽或比賽帶來的正面效益，也提出不少善意提醒與改進制度的建議，並點

出參與者信念、比賽制度與得獎作品風格之間的相關性。 

參、研究設計參、研究設計參、研究設計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係以九十七學年度中部地區某國民中學之美術班師生為研究對

象。透過提問，本研究訪談四位美術班教師；並透過問卷，瞭解個案學校美術

班學生對美術比賽之看法。選擇此校係因該校為縣內首先成立美術班，並於中

部地區頗具有知名度與指標性；研究團隊成員對校內教師學制與美術班課程內

容較為熟悉，因而選擇該校進行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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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對象與實施一、訪談對象與實施一、訪談對象與實施一、訪談對象與實施    

接受訪談教師共有四位，分別為 A 老師、B 老師、C 老師與 D 老師。以

下對各位教師的背景作簡要的描述：A 老師於此校任教超過九年，專門教授水

彩、素描、版畫等術科科目。B 老師則已有超過十一年的教學經驗，主要教授

水彩、素描科目；並且因擔任過特教組長，熟悉學校內的行政事務。C 老師先

前任教於友校美術班，受訪前才轉任至此國中，因此累積相當美術教學經驗，

並熟悉設有美術班學校的教學狀況。D 老師已於此國中任教逾十一年，教授水

墨課程，亦曾經擔任過行政職務，瞭解學校的行政運作。 

訪談前，事先擬定大綱預先提供給受訪教師，訪談過程首先瞭解「教師對

於美術比賽的看法」、「引導學生參加美術比賽的動機」。接著請受訪教師舉

例說明「美術比賽與美術課程的關係」，並詢問「教師對學生於美術比賽得獎

的相關感想」、「美術比賽得獎與學校的關係」以及「美術比賽與美術資優教

育、家長對比賽的態度」等面向，最後以「美術比賽對美術教育的影響」作為

訪談的結尾。 

二、問卷對象與實施二、問卷對象與實施二、問卷對象與實施二、問卷對象與實施    

問卷發放的時間為 2009 年 1 月。研究對象則為當時就讀該校美術班學

生，包含國一 30 位；國二 30 位；國三 30 位，共 90 位學生。回收後剔除三

份填答不完整的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 87 份。 

問卷設計除了參考相關研究（陳羽鵑，2005）提問方式，並配合本研究主

軸，重新設計與刪減排序，並經研究團隊成員反覆討論修訂。問卷總共 18 題，

其中 5 題複選，13 題單選；其中 12 題詢問學生感受之題目，採用李克特四等

第選項的方式呈現。問卷內容包含「學童基本資料」、「得知美術比賽資訊的

來源」、「參加美術比賽的形式與頻率」以及「美術比賽與美術課程」之間的

關聯性。此外蒐集學生「對美術比賽的感受」以及「美術比賽對學生的影響」。

於問卷最後則探討「美術比賽與學校的關係」與「美術比賽對美術教育的影響」

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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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分析肆、研究結果與分析肆、研究結果與分析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研究結果與分析部分，首先呈現教師鼓勵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動機，其次

說明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原因；進而論述教師將美術比賽融入校內課程的實際

做法以及相關輔導措施。 

一、教師鼓勵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動機一、教師鼓勵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動機一、教師鼓勵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動機一、教師鼓勵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動機    

基本上，受訪教師對於將美術比賽列入課程的教學態度多為正向的態度，

「是沒有硬性規定他們參加比賽，但是會鼓勵」（B9809003）。積極鼓勵的

態度中，D 教師提及將比賽規劃於課程的前提是「盡量不影響學生的課業與學

習的心情」（D9809020）。 

（（（（一一一一））））體驗創作意涵、增強學習動機與豐富課程內容體驗創作意涵、增強學習動機與豐富課程內容體驗創作意涵、增強學習動機與豐富課程內容體驗創作意涵、增強學習動機與豐富課程內容    

對於將美術比賽列入課程的動機層面，C 老師表示：學生於平時的靜物描

繪，屬於訓練基本繪畫技巧上的「習作」，少觸及學生個人的內心情感表現。

透過激勵學生參賽，或可有助其深入體驗創作意涵。此外，若學生於美術比賽

中得獎，此種榮譽感使學生美術才能受到肯定，進而加強其學習美術的動機。

藉由比賽帶來的壓力，有助改善學生於平時習作練習中被動與學習怠惰之情

形。再者，學生參加美術比賽作品將是學習美術過程的一種歷程紀錄，可以經

由作品或是畢業畫冊上個人的學經歷與得獎紀錄，回顧就學時期的美術學習歷

程。 

此外，B 老師認為：參加校外畫室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較常有接觸美術

競賽的機會；學校教師的協助鼓勵可使未參加畫室學習之學生體驗不同的學習

經驗。而比賽本身包含不同的競賽類型，準備作品參賽的過程，能豐富課程內

容。除了上述教學方面的考量，教師亦提及他們所感受到來自校內行政上的壓

力。 

（（（（二二二二））））來自校內行政主管人員的高度期待來自校內行政主管人員的高度期待來自校內行政主管人員的高度期待來自校內行政主管人員的高度期待    

在友校亦設有美術班的狀況下，教師認為：美術比賽的得獎於否影響家長

對學校的看法。校內行政主管人員著眼於校譽以及招生壓力，相當重視美術比

賽成績，行政人員的高度期待進而影響校內美術班課程走向。B 老師認為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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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得獎資訊公告，可以讓外賓或家長認為「嗯～這個學校在推動美術的課程

上，好像還滿用心的」（B9809012），以增進外界對學校的正向看法。 

學校在面臨少子化衝擊的情況下，招生情況是極為實際的問題與壓力的來

源。C 教師表示學校高層與家長極為重視比賽成績，也讓比賽牽涉很多層面：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環環相扣，最無辜的就是什麼（人）？老師！真的

是最無辜。沒有一個老師會閒到一直要幫學生一直改畫，可是有的時

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C9809019）。 

 

教師為顧及招生，雖然不想介入學生作品表現，確又因為現實因素考量，

而必須幫學生的作品「加工」，以爭取好的成績。 

（（（（三三三三））））部分比賽規定境內設有美術班之學校須參賽部分比賽規定境內設有美術班之學校須參賽部分比賽規定境內設有美術班之學校須參賽部分比賽規定境內設有美術班之學校須參賽        

縣賽層級的學生美術展覽由區域內設有美術班之各個學校輪流舉辦。為了

避免徵件數量不足，或由於地方主管機關的要求，使區域內設有美術班的學校

常有參賽的「義務」。 

綜觀受訪教師們鼓勵學生參加美術比賽的動機，包含教學方面為協助學生

美術學習上的考量，亦包含被規定參賽、考量招生與行政壓力下等現實因素。 

二、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原因及對比賽的看法二、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原因及對比賽的看法二、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原因及對比賽的看法二、學生參與美術比賽的原因及對比賽的看法    

上述教師鼓勵學生參加美術比賽的動機是否具說服力或許見人見智。然

而，以在學學生的觀點而言，他們又是如何得之美術比賽相關訊息？是否因參

加美術比賽而感到壓力？壓力的來源為何？參與比賽的動機為何？比賽對於

個人的影響為何？以下說明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問卷中以複選的方式詢問學生得之美術比賽資訊的來源。結果顯示，87

位接受調查的學生中，有高達 90%（78 位）的學生經由學校教師的告知而得

之美術比賽相關訊息，顯示學校為美術比賽資訊來源的重要管道。其次亦有

37%（33 位）的學生因家長提供而得知比賽訊息；27%（24 位）的學生經由

報紙、電視或上網時看到相關比賽資訊；24%（21 位）的學生則透過畫室老

師告知而得知比賽訊息。 

於「你曾經因為要參加美術比賽而感到有壓力嗎？」調查中，57%（50

位）的學生表示「有時候會」，6%（5 位）的學生則表示「每次都會」因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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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而感到壓力。當採用複選方式進一步詢問感到壓力的原因，勾選此選項的

55 位學生表示導致壓力的原因包含：「不知道要畫什麼題材」（62%）；「怕

輸給其他同學」（58%）；「害怕不會得獎」（36%）；或對「畫畫沒興趣但

被指定參加」（9%）。此外，亦有 32 位學生（37%）表示「不會」或「從來

都不會」因比賽而感到壓力。調查顯示，參加美術比賽對學生造成的心理壓力

存在個人差異，但整體而言除了創作過程面臨的心理壓力，比賽結果亦是影響

學生心理壓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詢問學生「你認為你是自願參加美術比賽的嗎？」，勾選「每次都是自

願」與「大部分都是自願」的比例分別為 21%（18 位）與 42%（36 位）。

87 位學生當中，有 36%（31 位）學生表達「有時候不是自願的」以及「每次

都不是自願的」（1%）。綜合上述，六成三的學生在大部分情況下是自願參

與比賽的，不過「每次都是自願」參與比賽的比例僅為 21%。顯示許多學生的

確在非自願的情況下配合參賽。 

而詢問「喜歡參賽的程度為何？」，2%（2 位）學生表示「非常不喜歡」；

14%（12 位）學生表示「不喜歡」。高達 75%（64 位）學生表示「喜歡」參

賽；並有 9%（8 位）學生表示「非常喜歡」參賽。進一步提問顯示：學生喜

歡參加美術比賽的原因相當多元，其中 92%（66 位）學生認為比賽可「增加

繪畫經驗」；74%（53 位）表示「可自我挑戰」；67%（48 位）學生認為有

助「提高美術能力」；64%（46 位）學生認為「得獎對升學有幫助」，學生

也會因為「為了獲得獎金、獎品」（57%）與獲得「老師」「家長」（50%）

的鼓勵而參賽。學生喜好參加美術比賽的原因，彙整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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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生喜好參加美術比賽之原因。 

 

而先前回應不喜歡參加美術比賽的 14 位學生，則表示不喜歡參加美術比

賽的理由，包含：不喜歡被逼迫參賽（8 位）；「得獎次數太少」（6 位）；

「沒有機會得獎」（5 位）；「比賽不公平」（2 位）與「不喜歡畫畫」（1

位）等。以上回應透露被逼迫參賽、未能得獎與質疑比賽公平性等因素，影響

學生對美術比賽的態度。 

學生面對比賽，似乎並非全面性的強烈反感；經由鼓勵或「勸服」，學生

普遍認同比賽可以帶來正面效益。雖然八成四的學生表示喜歡參賽，但六成三

的學生表示比賽伴隨著心理壓力。部分學生則由於非自願性質的參賽，無法得

獎而感到挫折，使比賽帶來學習上的負面情緒與失落感。 

此外訪談過程中，雖然教師普遍提到學生相當在意比賽成果，有多年參賽

經驗的受訪教師們，則指出獲獎與否對教師本身已沒有太大的新鮮感，透露出

比賽常態下的疲乏感。 

 

其實這個得獎…我們自己其實已經都覺得有點麻木了，有時候只是為

了…不要說交差啦…反正就是自己例行公事中的一部分這樣子

（A980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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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A 老師來說，教師因來自學校高層的期待而將美術比賽納入課程，多年

下來，參加比賽已成為例行公事中的一部分。由於不少美術班學生課後參與畫

室，部分畫室教師也習於指導參賽作品。若作品於課後完成，校內教師並不清

楚學生自己於作品中自主完成的比率為多少；也因此憂慮若畫室老師介入指導

甚至代筆，將失去參加比賽的意義。 

問卷中亦詢問學生「你參加美術比賽時通常有沒有人指導你？如果有的話

是誰？」。結果顯示，62%（54 位）的學生參加美術比賽的作品通常為學校

教師所指導；而 36%（32 位）的學生由課外畫室教師指導，或由校內教師與

畫室老師共同指導。僅有 14%（12 位）學生通常在沒有人指導的情況下參賽。 

至於學生是否「會因參加美術比賽落選而對自己失去信心？」，美術班學

生選擇「還好」的人數，佔百分比 51%；28%（24 位）以及 14%（12 位）學

生分別表示「不會」以及「絕對不會」因此失去信心。不過，亦有 7 位（8%）

學生坦承會因比賽落選而失去信心。 

比賽的結果如上述，只是學習過程參考座標之一，不過得獎與否是否會影

響學生未來職涯發展呢？C 教師認為比賽結果或多或少影響學生未來升學： 

 

他得獎之後，他就覺得「欸，我在這方面獲得很大的肯定。」之後他

可能就覺得高中他也會想繼續唸美術；如果每次都沒有得獎…他可能

就覺得「欸…我是不是不是這一塊料」（C9809004）。 

 

美術比賽的得獎成為一種回饋機制，學生可能因此受到肯定或挫折，影響

日後朝藝術領域發展意願的高低。當詢問學生「你認為參加美術比賽得獎會對

將來的美術升學有幫助嗎」？ 52%（46 位）的學生認為參加美術比賽得獎有

助於升學；42%（37 位）的學生持保留態度；6%（5 位）的學生則認為得獎

無助於升學。 

三、教師面對美術比賽的實際做法三、教師面對美術比賽的實際做法三、教師面對美術比賽的實際做法三、教師面對美術比賽的實際做法    

無論鼓勵學生參賽的主要原因為何，受訪教師均曾有透過美術課程協助學

生參賽的經驗。以下描述教師如何協助學生參賽以及輔導未得獎的學生。 

（（（（一一一一））））    準備參賽過程的引導方式準備參賽過程的引導方式準備參賽過程的引導方式準備參賽過程的引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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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教師對於如何將美術比賽安排於美術課程各有其做法，不過整體而

言，受訪教師們最為看重的是以徵件方式為主的學生美展，以及中部五縣市水

彩寫生兩項大型比賽。其餘比賽教師表示多不干涉，由學生自由參與。  

過程中，教師會規劃特定的時間，運用美術班上課時間協助學生參與學生

美展與寫生比賽作品的進行。教師除了說明敘述比賽性質、課程內容，簡要地

說明整個流程與目標，並邀請學生自行準備相關的資料，激發其創作靈感。教

師表示其定位為從旁輔助，提醒學生思考其創作理念，構思屬於自己的創作。

此種引導方式與平時的靜物練習等訓練方式不同。教師會過程中提醒學生參加

比賽有助經驗的汲取，但不須將比賽結果看得太重忽略創作本質。至於最後選

擇哪些作品參賽，教師表示：最主要取決於作品是否符合比賽主題者為考量。 

受訪教師認為藉由此過程有助 1. 同儕間的相互激盪學習；2. 使師生雙方

知道學習困難點所在。在學習過程中，由於創作主題多由學生自主發想，學生

可以藉由同儕間的相互激盪，促進自我成長。而由於創作過程免不了遇到阻礙

或挫折，藉由師生間的交流，能讓老師更瞭解學生的需求與困難點，或使學生

清楚自己的優勢與須改進的地方。 

（（（（二二二二））））    比賽結果公布後的輔導措施比賽結果公布後的輔導措施比賽結果公布後的輔導措施比賽結果公布後的輔導措施    

此外教師表示，得獎與否的確是影響學生學習情緒的主要因素。A 教師觀

察到，學生得獎後，面對美術的學習似乎較有自信感，會在美術課堂中展現較

為積極的態度，得獎有助於美術學習意願的正向提升。縣級的學生美展，由於

學生多數認真投入，得獎結果明顯影響成績公布後幾天內的學習情緒。學習意

願低落，甚至萌生想放棄的負面想法。而中部五縣市寫生比賽，相較之下，學

生準備此比賽所付出的心力較少，得獎與否的影響程度也相對較小。 

有鑑於部分學生因參加比賽而有學習情緒的極端表現，教師因此調整縣賽

的校內初選機制；不在校內初選結果出爐後即退還未獲得提名學生的作品，而

是等待縣賽的成績公布後，才將未得獎與未能獲得校內初選提名的作品一起還

給學生，以降低對未被提名代表參賽學生的影響。此外，B 教師會向學生說明：

比賽因評審不同，其評選的角度不一；未得獎的作品，教師也會依其性質表現，

改送其他的比賽。至於對於未得獎學生的相關輔導，教師們各有其主張，整體

而言包含以下做法： 

1. 肯定學生的努力：教師藉由肯定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努力，平衡其失落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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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調美術的主觀性：教師說明比賽中評審的觀點會影響比賽結果，而

對於美術的欣賞觀點各有所主張。教師們藉由向學生分析評審可能考

量的因素，盡可能降低學生可能有的困惑。  

3. 重申創作的本質：美術本為個人的情感思維展現，B 教師表示他會跟

學生強調：「創作出來的作品，可能自己覺得相當地開心，畫得開心，

那是比較重要，或者是說你能夠覺得表達自我的想法那比較重要」

（B9809009）。B 教師強調不應過度看重比賽結果，因為創作過程中

的體認與收穫是學習的重點所在。 

4. 解釋運氣為部分影響因素之一：對 D 老師來說平常的實力累積雖然必

要，但「我覺得真的主觀因素蠻重的」，使「運氣」成為影響比賽結

果的因素（D9809011）。 

5. 說明日後的術科考試才是重點：由於高中的美術班入學除學科成績

外，亦會參考術科考試成績。因此，教師會邀請學生分析自己的實力，

說明之後若有要朝藝術相關科系發展，日後的術科鑑定考試才是最後

的依歸，而目前比賽的成績並不代表往後的升學情形。 

四、美術班教師對美術比賽的看法與建議四、美術班教師對美術比賽的看法與建議四、美術班教師對美術比賽的看法與建議四、美術班教師對美術比賽的看法與建議    

教師與學生對美術比賽的觀點相當多元，以下針對幾個常被提及的議題提

出討論。 

（（（（一一一一））））對評選方式的質疑對評選方式的質疑對評選方式的質疑對評選方式的質疑    

受訪教師表示：美術的領域很廣，美術教學本身也可以很多元，即使學生

在特定媒材或項目中得獎，對教師來說，得獎只是教學過程中的一部分，難以

反應得獎學生現階段的整體美術學習狀況。此外，比賽只是一個過程，教師認

為：學生若喜歡創作，便能在過程中挖掘其中的學習重點，有助其對自我興趣

與能力的瞭解。 

比賽的結果雖不致影響教師的信心，教師們的得失心在多年的歷練下也逐

漸可以看淡，但是指導學生參賽的過程中，由於清楚學生的創作過程，選件參

賽時往往會考量學生平日的學習情形。然而比賽時，評審主要依據作品進行評

選，比賽結果與教師的選件眼光有出入的情況下，常常讓老師感觸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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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說那個小孩子交件出去，有時候跟我自己的排名…跟我自己的預

期全完不一樣，所以其實說有的小孩子很努力，其實不見得得名。那

種看法是見仁見智的（A9809016）。 

 

如果說這個比賽它的評審太單一的…就是他取件的那種標準太單一

化，或者是說太侷限於某種風格，有的時候就會變成就是反而是一種

限制或妨害（B9809018）。 

 

此外，A 老師依據以往參與經驗，針對評過程與標準提出質疑。他認為得

獎者的技巧與能力不一定優於未得獎者，因為比賽過程中，評審委員的聘任、

評選的審查標準其實往往包含人為的操作與權力的不平等關係，進而影響了比

賽的結果。  

 

可能評審群裡面有一個是比較長輩級的，可能他講話就比較有份量，

或者是我也看過那種評審方式是「喔，我覺得這張還不錯，你覺得怎

樣？」就是那種，感覺上有人出聲了，其他人大部分都是附和，我看

過一次是這樣啦…（A9809028）。 

 

也就是說，由於美術比賽的結果主要仰賴評審的判斷。評審的主觀意識、

有心人士企圖影響比賽結果等原因，可能導致比賽不夠公正、無法全面性地看

待學生的創作，而埋沒了學生具原創性的表現。 

此外，B 老師分享他與多位美術教師，對評選結果的共通心得。教師們認

為，許多比賽，例如學生美展，城市與鄉村學校學生的得獎比例相差懸殊。 

 

那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鄉下的小孩的作品，感覺上評審會

認為不夠好？是因為我們真的水準是差人家，還是說因為評審的觀感

不同」？如果是因為觀感的不同的話，我就覺得這個比賽好像意義上

有點走向太偏了（B9809020) 。 

 

教師們觀察：比賽得獎比例，呈現城鄉差距。因此懷疑是否鄉下小孩的創

作表現方式，不符合特定審美觀點，引發對比賽的意義與公平性的質疑。訪談

過程中，所有受訪老師均提及評審過程的主觀性，並對於評審委員無法瞭解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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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學生的創作過程，憑藉個人美學眼光看待作品的評鑑方式提出質疑。評選結

果與預期不同的情況下，也讓教師認為得獎與否無法真切反映教育與學習成果

與創作過程的投入程度。 

（（（（二二二二））））比賽制度的弊端與建議比賽制度的弊端與建議比賽制度的弊端與建議比賽制度的弊端與建議    

僅重視成果展現的比賽方式，多年下來衍生出來許多得獎的應對策略。老

師對此心知肚明，又莫可奈何。其中教師最為擔心指導者介入學生作品的問題： 

1. 參賽的美術作品恐非學生第一手創作參賽的美術作品恐非學生第一手創作參賽的美術作品恐非學生第一手創作參賽的美術作品恐非學生第一手創作    

教師指出徵件式的比賽中，雖然有些好作品是由學生自主發想，然而許多

情況下，教師的介入甚深：  

 

像現在學生美展淪落到最後，很多時候都是老師在指導，就是說他們

理念不是自己想的，而是老師幫他（她）想的，甚至很多就是老師代

筆，到最後你已經很難從那個作品是不是這個學生他最初衷的、他最

原始的想法跟創意（C9809001）。 

 

 尤其協助指導參賽的教師，除了校內老師還包含校外畫室老師，受訪教

師尤其擔憂畫室老師在追求得獎心態驅使下，過度指導學生作品。作品即便獲

得評審青睞，由於學生參與程度不深，可能導致創作熱忱的消失。 

而對於比賽方式，若採用現場寫生，學生須於比賽指定地點自主完成， C

老師表示也有教師發展出來相對應訓練學生的方法，例如「事先去拍照，那拍

完照之後呢拿回學校，老師先畫一張然後他臨摹」，「有的主辦單位根本也不

知道他在哪裡畫，甚至很多就直接把老師的作品拿去，然後一邊這樣子做（參

考），所以也會有這種弊端」（C9809002）。 

於徵件方面，其弊端最主要可能為老師的過分指導；而在寫生方面，亦可

能發生比賽過程學生違背現場寫生的原則，使得其比賽原意盡失。因此，C 老

師語帶不滿的指出教師過度介入學生創作的普遍現象，過多的「改畫」或教師

想法介入的情況下，「那…這樣子比賽到底是『學生美展』還是『教師美展』？」

（C980090019）。單純地學生美術競賽意義因此被扭曲，甚至變成教師間的美

術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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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主辦單位的建議對主辦單位的建議對主辦單位的建議對主辦單位的建議    

教師多年的接觸，對比賽該如何更為妥善的進行，也有不少個人的觀察。

教師也曾於比賽籌備會議中提出改善比賽辦法的主張，但主辦單位在考慮成本

等現實狀況下，往往少被採用。許多不錯的想法，在追求省時便利、與經費考

量的情況下被打入冷宮。行之多年的比賽方式，逐漸成為一種例行公事。D 教

師表示，「如果說變成行之有年，然後變成一種既定的形式的話，那這個意義

上可能就比較薄弱一點」（D9809001）。為了能讓使美術比賽更為有意義，教

師提供以下作法與建議： 

（1）訂定明確的評審標準訂定明確的評審標準訂定明確的評審標準訂定明確的評審標準        

對於比賽的評審方向，教師建議可以將之公佈，使供參賽者得以準備，

也讓比賽的評審方式更為公平、公正。 

（2）獎項應廣為設置獎項應廣為設置獎項應廣為設置獎項應廣為設置        

教師認為比賽結果往往「鼓勵少，那失望的比較多」，因此建議比賽

的獎項應廣為設置。「多多鼓勵孩子，讓他們能夠有多的機會可以獲

得獎項，然後也藉此能夠得到心靈上的肯定」（D9809009）。 

（3）比賽方式多元化比賽方式多元化比賽方式多元化比賽方式多元化    

教師們並建議比賽的方式可以多元化，例如「現場創作不要只侷限於

在做寫生的東西」，建議可以考量立體創作或是複合媒材創作等多元

媒材，或藉由觀摩性質的展覽促進交流，才不會使比賽向現在一樣「越

走越偏了」（B9809020）。 

 總體而言，教師建議評選的標準應該明確訂定，避免評審委員依據個人主

觀偏好選件。此外多多給予鼓勵，能給予學生正向激勵。更多元的比賽形式，

能避免現有比賽方式的弊病，加強相互交流觀摩的意義。 

伍、結論與建議伍、結論與建議伍、結論與建議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教師們對於美術比賽的相關談論各有所主張，對於美術比賽

的利弊得失多能有所觸及。學生對於比賽的觀點，則呈現些許矛盾現象，例如

多數學生並非自願參賽，並提及準備比賽過程伴隨的壓力，卻又肯定參賽可能

帶來的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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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一、結論一、結論一、結論    

 以下依據研究問題，彙整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一一一））））教師協助學生參賽的動機教師協助學生參賽的動機教師協助學生參賽的動機教師協助學生參賽的動機    

教師將美術比賽列入教學活動部分導因於現實招生考量以及或是受限於

縣內設有美術班之學校須配合參賽的規定。在教學方面，教師認為：比賽能豐

富課程內容，藉由參加美術比賽讓學生體驗創作活動，瞭解自我的優勢與須改

進的地方。而比賽得獎可以肯定學生自我而加強美術學習動機，並有助未來科

系與職涯的選擇；此外，學生參加比賽之作品或得獎紀錄亦為學習美術的歷程

寫照。因此於教學態度上多為鼓勵之正向立場，亦讓學校成為美術比賽資訊傳

播的重要來源。 

（（（（二二二二））））美術班學生對美術比賽的看法美術班學生對美術比賽的看法美術班學生對美術比賽的看法美術班學生對美術比賽的看法    

六成三的學生在大部分情況下是自願參與比賽，且會因參加美術比賽而感

到有壓力。導致壓力的原因包含：「不知道要畫什麼題材」、「怕輸給其他同

學」、「害怕不會得獎」，或對「畫畫沒興趣但被指定參加」等等。 

喜歡參賽的學生認為比賽可以「增加繪畫經驗」、「自我挑戰」、「提高

美術能力」、「對升學有幫助」、「獲得獎金、獎品」、獲得「老師」與「家

長」的鼓勵。然而「每次都是自願」參與比賽的比例僅為 21%；部分學生（8%）

表示會因比賽落選而失去信心；亦有 16%學生因為曾被逼迫參賽、未能得獎、

質疑比賽公平性等因素，表達不喜歡參賽的立場。學生對比賽的態度呈現多元

化看法，比賽結果對個人的影響程度亦有極大差異。 

（（（（三三三三））））教師針對美術比賽結果的輔導措施、觀察與建議教師針對美術比賽結果的輔導措施、觀察與建議教師針對美術比賽結果的輔導措施、觀察與建議教師針對美術比賽結果的輔導措施、觀察與建議    

為了降低未得獎結果對學生的衝擊，教師採用相關輔導措施，例如：1. 肯

定學生的努力以平衡未得獎學生失落感；2. 強調美術比賽評選主觀性，評審

是主要關鍵因素；3. 重申創作的本質；4. 解釋運氣為部分影響因素；5. 說明

日後的術科考試才是重點。 

正面來說，教師認為美術比賽過程能使學生同儕間相互激盪學習，並能使

師生雙方瞭解美術學習困難點。比賽得獎學生可能因此展現自信，並提高美術

學習的意願。反面來說，於學生參賽的過程中過度指導恐會本末倒置，而未得

獎會降低部分學生的學習情緒與意願。此外，比賽結果與個人教學理念不甚相



InJAE9.2 ○○○○C  NTAEC 2011 

個案國民中學美術

班師生對美術比賽

之看法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Education 

169 

符的情況下，令教師頗感無奈；美術比賽審查標準，似乎仰賴委員的直觀經驗，

亦頗受教師質疑。有鑑於此，教師建議審查標準應明確化，讓比賽形式更為多

元，增加獎項，多給與學生鼓勵。 

整體而言，教師雖然肯定美術比賽可能帶來的正面效應，但是訪談過程中

亦透露須配合行政需求指導學生參賽的無奈、表達教師過度介入比賽現象的疑

慮、質疑審查的公平性、並指出比賽流於形式，得獎比例呈現城鄉差距等現象。

雖然多數學生自認其對於比賽結果可以平常心看待，亦有部分學生表示比賽結

果影響其信心，並對於被迫參賽的現象感到反感。 

雖然教師普遍意識到不應介入過多，然而學校與畫室教師指導參賽的比例

極高，美術比賽因此難以跳脫美術老師間競技的疑慮。美術比賽是否真能有助

美術教育的推行，或扮演檢視美術教育成效的功用，頗值得深思。雖然美術比

賽的正負面效應或許終將並存，本文透過教師與學生的觀點的呈現，期待提供

省思與改進的可能。 

二、建議二、建議二、建議二、建議    

在比賽風氣或許仍將持續盛行的情況下，以下針對學校、教師、學生、主

辦美術比賽單位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並期待美術比賽能有更為完善的發展。 

（一）學校方面（一）學校方面（一）學校方面（一）學校方面 

學校行政單位應多回歸至教育的本質，並瞭解教師們於招生與行政壓力下

的處境與心聲。期待校方與教師共同研商擬定更有助於學生的美術教學方向，

且不因招生壓力或校譽等需求，影響專業美術教育發展方向。 

（二）教師方面（二）教師方面（二）教師方面（二）教師方面 

教師或許可以參考本研究中受訪教師的作法，例如：向學生說明參加美術

比賽的心態在於學習成長，而非得到獎項；並於賽後針對於學習情緒低落的學

生有完備的輔導。透過正向的激勵，盡可能降低美術比賽於美術教育上的負面

影響，並且注意到學生對比賽的多元化態度，避免強迫參賽或過度指導的情形。 

（三）學生方面（三）學生方面（三）學生方面（三）學生方面 

參加美術比賽的心態若調整為美術學習的一部分，並對結果抱持平常心，

或將有助於自己對於創作理念的思考，更能掌握參加美術比賽的真正意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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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於美術比賽的看法，亦可經由適當管道向教師與家長溝通，避免被迫參賽

的情形。 

（四）主辦美術比賽單位（四）主辦美術比賽單位（四）主辦美術比賽單位（四）主辦美術比賽單位 

研究中，受訪教師們提出具體的建議，諸如訂定明確的評審標準、獎項廣

為設置與比賽方式朝向多元化發展等，皆值得主辦單位參考，以讓美術比賽的

舉辦更有意義。此外，美術作品雖是呈現美術教育成果的重要方式，確非其主

要目的；美術比賽若能兼顧創作過程與結果（作品），應當更能闡揚美術教育

的本質。 

（五）未來研究建議（五）未來研究建議（五）未來研究建議（五）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中未能針對學生、學校行政人員與家長部分進行訪談。未來研究建

議收錄學生、學校行政人員與家長的主張或建議，彙整不同的關切面向，進而

思考如何降低比賽的負面影響或弊端。而畫室教師對於美術比賽所報持的觀點

與實際做法，亦為有待探討釐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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