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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幼兒畫展現出幼兒所見、所知、所感和所想。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幼兒畫

的創意表達，在個人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究竟是受到哪些文化設計因素的

交互影響。本研究利用六個月時間，觀察一位六歲幼兒創作750張的繪畫歷程，

並分析個案的28本繪畫檔案夾。經由脈絡性的對話與觀察研究，深入探討幼兒

繪畫在創意表達和個人／社會文化互動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幼兒繪畫的主題和

圖像，在不同階段受個人和文化的因素所影響。本研究界定了四個幼兒繪畫學

習的發展階段，命名為意識、轉換、自由和統整階段，並研討歸納出這四個階

段受個人／文化互動影響的繪畫創意表現。本研究建議在幼兒不同的繪畫學習

階段，提供高品質的文化刺激，可強化個人和文化的互動經驗，此將有助於激

發幼兒更多的創意表現。 

 

 

 

 

 

關鍵詞：兒童畫、創造力、創意表達、幼兒、美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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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每個小孩均具有創意潛力，能表現畫作的構思和想像，而社會文化背景脈

絡提供了重要線索，來瞭解兒童的想像世界和作品表現。世界各地有許多的研

究也指出，文化如何影響了兒童的繪畫(Cox, 2005a)。 

繪畫對小孩子來說是非常普遍的藝術活動，特別是在幼兒階段，小朋友藉

畫圖表達他們的感覺、認知、思維、感受、想像和創意。Cox(2005b)在幼兒園

進行觀察幼兒繪畫的思維和意義表達，研究指出幼兒畫構圖是有目的性、意義

性和認知性。Cherney, Seiwert, Dickey & Flichtbeil (2006)指出兒童畫猶如心

靈反射之鏡。對於幼兒而言，繪畫可作為一種獨特的心智發展工具(Brooks, 

2005）。 

Brooks (2005)檢視幼兒畫作的人際彼此間及個人內在的對話，發現如果

給予幼兒適當的平臺來表達自己，他們將有能力探索複雜的想法。幼兒經常陶

醉在畫畫和說話中。Tay-Lim 和 Lim (2013)的研究指出，「畫與話」的方法記

錄了「意義製造」的繪畫活動歷程，這種方法有助於廣泛理解兒童的觀念與繪

畫表現，是很有潛力的研究方法。孩子把想說的話畫下來，我們應該讓兒童說

他們的畫，對於兒童所說的話和所畫出的畫，應一併考慮。畫與話是兒童的兩

種語言，Tay-Lim 和 Lim(2013: 70)建議結合這兩種「語言」於一體，才有機

會去察覺兒童繪畫世界，獲取重要的資訊。 

本研究試著將文化因素融入兒童作畫的過程中。當兒童的作畫過程結合文

化因素，兒童畫將成為一種符號的語言，它結合了兒童的經驗，創造力和視覺

溝通的表達能力。綜觀上述，本研究目的是經由脈絡性的觀察，來探討幼兒繪

畫的創意表達，究竟是受到所處文化脈絡中，哪些文化設計因素的交互影響。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1.幼兒畫的理論架構幼兒畫的理論架構幼兒畫的理論架構幼兒畫的理論架構 

(1)兒童繪畫表達出個人的概念兒童繪畫表達出個人的概念兒童繪畫表達出個人的概念兒童繪畫表達出個人的概念 

繪畫提供兒童一個安全的場域，來鍛鍊他們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繪畫通常

被用來表達個體潛意識的經驗。Brown 和 Campione (1971)認為兒童個人的概

念可透過作品的筆觸、線條、結構和色彩加以了解，因而孩童的構想和概念可



InJAE12.1 ○○○○C  NTAEC 2014 

幼兒畫創意表達

受個人/文化互動

影響之觀察研究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Education 

77 

經由觀察而得知。。。。繪畫是文化和社會習俗表現下的產物，繪畫也是轉換兒童見

聞認知和有效複製生活脈絡的圖像表達方式(Pinto & Bombi, 2008; Pinto, 

Gamannossi & Cameron, 2011)。 

(2)兒童經由繪畫活動進行思考和溝通兒童經由繪畫活動進行思考和溝通兒童經由繪畫活動進行思考和溝通兒童經由繪畫活動進行思考和溝通 

繪畫被廣泛認同為一種視覺語言，能幫助孩子與他人溝通。Papandreou 

(2014)認為兒童會使用繪畫與人溝通。當他們畫畫時，經常會運用思考和符號

來產生意義，以便進行有效的溝通。透過繪畫活動，幼兒能喚起先前的經驗和

知識、發展新概念和開拓新思維，產生策略，並解決問題，以及反映出他們的

心理活動。藉由繪畫產生意義而能表達心智的溝通活動，開展了兒童畫與文化

環境間的協同互動，可以幫助兒童構建符號和意義。Papandreou 的研究讓兒

童從畫畫者，轉變成意義的製造者；他的研究也證明了繪畫活動可支援思維和

溝通。 

(3)建構兒童社會文化互動鷹架建構兒童社會文化互動鷹架建構兒童社會文化互動鷹架建構兒童社會文化互動鷹架 

Vygotsky(1978)的社會文化理論提供理解兒童繪畫的觀念架構，如此一

來，我們可以觀察兒童畫有意義的結構是如何被嵌進社會文化環境中(Kendrick 

& Mckay, 2004: 111)。根據 Vygostky 論點，兒童是可以發展高層次的心智能

力（例如邏輯記憶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和語言溝通能力），但僅在大人提供兒

童社會文化互動機制和學習能力協助的近側發展區得宜時，兒童學習潛能的最

佳鷹架作用可被建構(Vygotsky & Cole, 1978)。兒童發展是在歷史賦予時間點

的社會和文化交互作用結果，假使兒童學習環境中的社會文化互動設計的協助

得宜的話，這對於兒童和鷹架作用效果來說，都有加乘作用。誠如 Edwards 

(2010)強調社會歷史理論(指 Vygotsky 社會文化心理學理論)認為兒童近側發

展區是可以促使兒童行為表現容易銜接主體表現，兒童的社會世界也會因近側

發展區的鷹架作用，協助成人和兒童創發更多未來。 

(4)兒童展現兒童展現兒童展現兒童展現動態動態動態動態的的的的藝術經驗藝術經驗藝術經驗藝術經驗 

所有的藝術經驗都是動態的；每一經驗將引出更多的經驗；發現可產出更

進一步的探索(Eglinton, 2003)。目前學習科學研究顯示支持學習是重視學習經

驗中的脈絡角色 (Bransford, Brown, & Cocking, 2000)、情境認知(Greeno, 

1989)、分散式認知(Cole & Engestrom, 1993, Hewitt & Scardamalia, 1998)

和社會文化學習論點(Wertsch, 1985, 1991)皆重視學習環境的重要性（Eckh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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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今日資訊社會更是可以觀察到兒童受到各種文化價值、文化產品，以

及每天面對事物的思維影響等等動態演繹。 

2.兒童畫研究新觀點兒童畫研究新觀點兒童畫研究新觀點兒童畫研究新觀點 

Ivashkevich(2009: 51)分析兒童畫的研究有兩種研究取向：第一種在於探

究兒童的造形發展，希望能藉由理解兒童的造形心理，介入適當的教育，相關研

究者有Burt (1921)、Goodenough(1926)、Luquet(1927/2001)、Lowenfeld(1947)、

Plaget & lnhelder(1948)、Gardner(1973,1980)、Cox(1992)、Feldman(1980)、

Freeman(1980)、Wolf & Perry(1988)、Kindler & Darras(1997)、Parsons(2003)。

另一種研究取向形塑了兒童畫的新視覺觀，將兒童畫視為一種藝術形式，激發

了對兒童畫中的美感與形式品質的賞析，造形的普遍法則和形式美感可作為兒

童畫的表達媒介，代表性的研究者有 Read(1945)、Arnheim(1954, 1969)、

Kellogg(1955, 1969)、Gardner(1973)、Korzenlk(1981)、Wilson & Wilson 

(1982)、Alland(198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研究取向，都已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了相當

大的修正。第一種發展取向的探究方式，已經從自然的、具普遍性的線性發展

轉為非線性的模式，建議應將社會文化的影響和兒童的個別差異納入考量。而

第二種研究取向，最初關注於識別兒童產生的象徵符號和具美感形式的造形原

則，現在已認知到文化習俗會深深影響到兒童的繪畫表現(Ivashkevich, 2009: 

51)。這些轉變，對本研究有很大的啟示，前輩學者已發現文化介入將會影響

兒童的繪畫表現，但如何影響，還需進一步探究。 

儘管有這些重要的改變，這兩種方法基本上仍維持著物件導向，亦即畫作

本身，並把主要重點放在造形(Ivashkevich, 2009)。Pearson (2001)認為，這

種以產品為導向的探究模式，將焦點放在作品成果展現，而忽略了社會和文化

體驗的情境複雜性，這是早期學者在研究藝術時，僅關注於藝術品本身的殘留

模式，並不適合用來研究當代的兒童畫。因此，Ivashkevich (2009)呼應Pearson

的觀點，以一種可轉化的、在特定情境脈絡下，並且以過程為主的研究方式，

來探究兒童自發性的繪畫，並將社會文化的現實和兒童時期的經驗相連結，例

如兒童與同儕的互動、日常活動，以及在流行文化中參與社會文化實踐等。 

由於 Ivashkevich (2009)和 Pearson(2001)皆認為兒童畫的表現是動態發

展的，交織於社會文化和生活經驗中，兩位學者的論述可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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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研究者因而假設，文化的要素會影響繪畫表現，兩者之間可能存有著密切

的關係。 

Tay-Lim and Lim (2013)也指出最近有關兒童畫的文獻探討，主要的論述

在於意義的建構，導致了兒童畫的研究採用新的範式，意即在兒童繪畫過程中，

尋求觀念與含義的整合，例如Cox(2005b)、Coates 和Coates (2006)以及Mukherji

和Albon (2010)。這一理論的立場反映了當前的視覺理論，它強調解釋性的概念層

面和兒童畫的感知層面，兩者之間的相互聯繫 (Tay-Lim & Lim, 2013)。 

Papandreou (2014)參考社會文化框架(Vygotsky, 1962, 1978)和符號學

的觀點來研究幼兒畫。她認為，繪畫的過程是一種製造意義的活動，發生在作

畫者所屬的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她所提出的論點，挑戰了傳統對幼兒畫的研

究觀點，從專注於幼兒畫本身的成果表現，轉移到認為這是一種社會文化符號

學的活動，包容與展現了更現代的觀點。她還建議，適當的學習環境和教學策

略，可強化兒童的繪畫活動。Ring(2006)的研究提醒我們：當兒童畫被認為是

重要的、有價值的，並且能從他人的反應獲得肯定，那麼孩子們會喜歡畫畫。 

兒童經常用很有創意的方式玩耍，對有趣的物品感到好奇。Gardner (1982)

認為幼兒在進行遊戲和探索的新任務時，他們的產出往往是具有高度原創性

的。Zabelina 和 Robinson (2010)的研究顯示，這種操作對於比較內向的人尤

其有效，因為內向的人通常是較缺乏自發性的，更固守於日常生活中。這個研

究結果啟發本研究的構思，擬以內向的兒童為研究個案。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研究對象是一位六歲小女孩 Sandy，父母皆是具

有博士學位的大學教師，父母都喜愛藝術但不擅長繪畫，個案基本背景資料

如表 1所示。 

表 1  個案資料 

類 別 特 質 

姓名 Sandy(S) 

年齡/性別 6 歲/女性 

人格特質 內向，好奇，敏感，有耐性 

興趣 畫畫，玩遊戲，聽看故事，聽音樂，扮家家酒 

教育程度 在家教育，未上幼稚園 

繪畫經驗 自己畫畫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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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重視脈絡性的觀察研究，輔以非正式的對話訪談，讓兒童「說

畫」。觀察的目的在於探索幼兒繪畫歷程和文化互動設計之間的交互作用，為

獲取個案創意行為表現資訊，研究者扮演完全參與者的角色，但是個案並不知

道觀察者的研究角色。觀察期間，觀察者就像一位提供幼兒文化互動的設計者

和提問者，文化互動設計包括提供藝術、文學、教育和生活習俗等參與機會，

觀察者會隨時提問有關繪圖作品的相關問題，同時也是傾聽者和分享者的角

色，傾聽和分享幼兒繪畫經驗的敘說。 

本研究觀察 750 張 Sandy 的繪圖作品和 28 本繪畫檔案，透過觀察 6 個月

時間加以分析有關研究主題的繪圖脈絡。質性的分析方法包括了描述、分析、

比較的方法，用以詮釋研究所要探析的繪畫歷程和文化互動設計相關性。研究

者依照 Sandy 訂下畫作主題和創意表述想法，以及對於文化互動設計的影響，

觀察後分類成幾個不同範疇，最後，經由幾次比較分析討論後，歸納出四個繪

畫學習階段。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幼兒繪畫在創意表達和文化互動之間具有顯著交互影響作

用，並界定了四個受文化刺激而影響繪畫的學習發展階段，依序為意識階段、

轉換階段、自由階段、統整階段。以下輔以兒童畫作的觀察實例，具體說明四

個階段的學習角色、文化補充內容和作品表現特色。 

1. 意識階段意識階段意識階段意識階段 

第一個繪畫學習階段稱為「意識階段」。此乃由於 Sandy 對研究者所提

供的文化刺激物感到好奇，並專注地玩弄和觀察。她有意識地與文化刺激物互

動，例如玩玩具、看漂亮人物圖片，並重複畫出她喜歡的物件。觀察她的作畫

過程並讓她「說畫」，發現她模仿了文化刺激物的主題、人物造形、物體形狀

與色彩。 

從圖 1 到圖 4 幼兒 Sandy 的一些畫作表現，可以看出她對於禮品包裝、

書本封面和玩具廣告有著高度的觀察興致。對於究竟是圖或文字還無法認知或

分辨差異的幼兒，即會用心觀察禮品上的包裝，被較為突出或獨特之處所吸

引，專注意識到漂亮的圖案，而畫出如圖 1 和圖 2 的畫作。隨後，她意識到包

裝封面上女性害羞的表情，如圖 3；最後觀察到月餅盒子封面的女性有飛揚的

袖子，如果可以像她的玩具書的人物，她就可以飛上天空，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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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想像世界是充滿感官意識的張力，在文化互動設計的觀點，我見我

聞我說我思，處處顯露幼兒運用感官和外界互動的意識作用，例如中秋節、月

餅、民間傳說故事，是每個臺灣小孩都會經歷的節慶、食物和聽講故事，從圖

1、2、3、4 即可發現：如果小孩會對有興趣的文化意義，願意進一步地觀察

並試著以繪畫方式創意表達，就會如 Sandy 一樣，因為意識到差異而積極建

構其圖畫的特色和主題。 

因此，在意識階段的繪畫表現，文化互動設計扮演影響性作用的角色。幼

兒很容易學習和複製文化物到她所繪畫的主題和圖像上，不同的創意端視幼兒

專注和有興趣在何種文化互動層面上。 

 

 

圖1  嫦娥 圖2  麻糬 

 

圖3  害羞 

 

圖4  我想要飛 

說明：構想來自於中秋節和嫦娥故事 

2.轉換階段轉換階段轉換階段轉換階段 

第二個繪畫學習階段稱為「轉換階段」。幼兒 Sandy 對研究者所提供的

文化補充物仍感到好奇和專注。她的觀察力似乎進步了，對喜歡的事物相當投

入，當然也樂於一畫再畫，尤其會刻意加強她所關注的部分，因為這對她來說

是有意義的，文化補充物激發了她的靈感和想像力，經她修改後的造形、姿態、

或局部的誇張表現，讓畫面產生了生命力和故事性，較前一段的形式拷貝更形

活潑。 

從圖 5-8，可以看出 Sandy 很著迷於改編金庸「天龍八部」小說改編的電

視連續劇，因為觀賞此連續劇知道劇情中峨嵋派的女生，都有長長的指甲、各

種武功招式，還會使用兵器。 

在轉換階段，個人與文化互動的經驗同樣會激勵幼兒繪畫，但是此一階段

並非只是「依樣畫葫蘆」，或僅是處理所見聞外觀而模仿作品特色而已，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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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轉換情緒在塗畫過程中。觀察 Sandy 的畫作表現出凶狠、厲害、高強武功、

糾纏對抗等內心情緒世界，Sandy 似乎已將「擬情」作用到她所畫的人物圖譜

當中；她嘗試要用自己所認知的劇情角色身分，去闡釋和修正故事角色的演繹。 

 

 

圖5  尖爪A 
 

圖6  尖爪B 

 

圖7  尖爪C 圖8  比武 

說明：圖 5-8 構想來自於金庸小說【天龍八部】 

3.自由階段自由階段自由階段自由階段 

第三個繪畫學習階段稱為「自由階段」。Sandy 因為沒上幼稚園，她似乎

更能掌控它的文化互動場景，例如她可以玩芭比娃娃、聽音樂、和保母互動，

以及在房子裡玩各種玩具和傢俱擺設飾物，她的創意在這個階段，是相當有自

由彈性地和各種不同資源互動。她想在畫中說出她的想法，例如，圖 9-12 展

現了她期望唱歌表演（圖 9）、和姐姐一起打扮得漂漂亮亮（圖 10）、設計家

庭擺設（圖 11）和畫出可愛的自畫像(圖 12)，凡此種種，皆是她日常生活中

的創意自我表現和文化互動的行動詮釋。 

在自由階段，此時的文化互動設計並非消極被動地由成人為她安排規劃，

相對的是她會主動設計她想要的文化環境。她的身分就像一個提供者和接受

者，學習如何從文化供給找尋屬於自己經驗中的文化環境，例如從生活和遊戲

中。選擇判斷的機制在於何者對她而言是有意義。也因此，有彈性的文化互動

使她的表達更顯得多樣化有創意，這時繪畫的創作就端視其自發性學習文化互

動對象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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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演唱會 圖10  俏姐妹 

 

圖11  家庭擺設 

 

圖12  自畫像 

說明：圖 9-12 構想來自於生活和遊戲 

4.統整階段統整階段統整階段統整階段 

第四個繪畫學習階段稱為「統整階段」。此階段可分為前統整階段和後統

整階段，以具體案例說明如下： 

4.1 前統整階段前統整階段前統整階段前統整階段 

持續觀察 Sandy 的畫作並聽她「說畫」，發現此時的她已不需要複製任

何由成人所提供的文化互動樣本，而是能統整外在的學習經驗，加以轉化後，

由自己來創造作品。在此階段的創意畫作(如圖 13-16)呈現出她統整了觀察與

想像，並結合藝術、文學、音樂、科學、教育和生活等的各式文化互動，所詮

釋出來的意義。 

例如，圖 13 寶石王子的繪圖，她聯想到波斯帝國故事的王公貴族藏有許

多寶石和神祕的面紗，此時，她已經不需要一一看樣本故事書，按照圖示畫出

寶石王子的樣子，而是有自我想像意識想要替王子做各種造型設計；圖 14 的

羽扇公主，是希望能表達出婀娜多姿的踮腳尖、拿扇飛舞的神情；圖 15 芭蕾

舞公主身上穿著 Sandy 設計的漂亮舞衣，綁著蝴蝶辮，跳著舉手踮腳的美麗

舞姿，畫面呈現出有趣的動態平衡，也展現了她的設計能力、創意和美感經驗；

圖 16 是把媽媽每天晚上講的沙漠金蛇故事，用自己的想像畫出沙漠金蛇碰見

兩個美女，想要發展沙漠金蛇故事的續集。 

就 Sandy 個人與其生活文化脈絡的互動作分析：因為 Sandy 愛看各種故

事書，因而知道人物的角色，她畫了人物背景的裝飾、動態舞姿、服裝設計等。

這些作品表現主要來自她的日常生活經驗，並與其想像整合在一起。從其畫作

中觀其創意表達，甚具流暢、變通、獨創、精密和敏覺的創意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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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寶石王子 圖14  羽扇公主 

 

圖15  芭蕾舞公主 

 

圖16  沙漠金蛇 

說明：圖 13-16構想來自藝術、文學、音樂、教育和想像的觀察 

4.2 後統整階段後統整階段後統整階段後統整階段 

圖 17-28 是 Sandy 的 33 張完整童話繪圖所摘取出來的 12 張圖，這個想

像故事是敘述一位公主想要去無人島冒險旅行的歷程，從一開始施用法術變出

一個泡泡，當成她在大海旅行的交通工具（圖 17），這時她發現自己在泡泡

裡，好像自己在媽媽的肚子裡一樣，是個小嬰孩的樣子（圖 18），到了無人

島發現了一隻小狗，於是邀請小狗陪她一起去旅行，他們一起經歷了許多有趣

的經驗，包括：她神奇變了龍捲風，把小狗和自己捲進龍捲風裡頭，開始飄呀

飄到島上各地方去旅行（圖 19），她學會弄食物來吃（圖 20），她縫製枕頭，

和小狗一起睡覺（圖 21），餵狗狗喝湯（圖 22），後來她媽媽來找她，她帶

媽媽去摘島上的椰子（圖 23），遇上惡魔制服惡魔（圖 24），結果這個事件

上了報紙報導這個訊息，公主在看報紙報導（圖 25），隔天公主仍然必須要

吃三餐，於是到他們開發的菜園拔菜（圖 26），抓雞（圖 27），烤魚（圖 28），

過著新鮮又快樂的日子。 

觀察 Sandy 的作畫過程並與她聊天，看到 Sandy 如何從這個繪圖故事中，

展現出她個人與文化互動的經驗，這些經驗結合了漂流、龍捲風、縫製、打獵、

做菜、看報紙、制服惡魔等等事件，這些人物特色的繪圖構思和故事情節發展，

意味著兒童想把想像中的經驗、再認知，將創意和繪圖技巧整合到畫作中。簡

言之，Sandy 已成為文化互動中的貢獻者和推動者，而不只是一位模仿者的角

色而已。作為一位創作者，她獨特而成熟的畫作的創意表達，是取自於她獨有

的文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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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泡泡 圖18  公主小時候 圖19  龍捲風 圖20  備餐 

   

圖21  縫製枕頭 圖22  舔 圖23  看媽咪 圖24  制服惡魔 

 

圖25  閱讀報紙 圖26  準備食物 圖27  抓雞 圖28  烤魚 

說明：圖 17-28構想來源為自我創作的故事和繪圖 

 

在統整階段，Sandy 擁有更多個人的意見，也展現出更多的想像力。成人

提供的文化互動設計僅是她繪畫的參考資訊，但更多元有創意的表現，是她想

把個人意見和想像融入到她的繪圖中，她想要創造新的故事，因而自編故事情

節。此時，研究者的角色，僅是激發她表達創意的推進劑，而她的創造力，有

賴於兒童本身在社會文化互動中，同化或轉化了哪些元素。 

Sandy 的這 28 張繪畫顯示藝術、文學、音樂、科學、教育和生活經驗，

與其創意表達有高度相關性。誠如 Pinto、Gamannossi、Cameron (201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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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為和認知的機制包含於文化轉換的象徵溝通當中，而這些亦應考量嵌入

環境的文化歷史特色，就像所賦予的社經文化事實的變異性。 

表 2「繪畫階段與個人／文化刺激分析表」為本研究個案 Sandy 在意識、

轉換、自由和統整四個繪畫學習階段，受到本研究所提供之各類文化刺激，而

影響其畫作創意表達的歸納整理。 

表 2  繪畫階段與個人／文化刺激分析表 

文化刺激 
繪圖階段 相關主題 

藝術 文學 音樂 科學 教育 生活 

意識階段 

圖 1-4 

1.中秋節 

2.中國童話故事 

3.禮物包裝 

設計 故事  物件 

觀察 

節慶 習俗 

轉換階段 

圖 5-8 

1.中國功夫 

2.武打連續劇 

戲劇 小說  物件 

觀察 

運動 遊戲 

自由階段 

圖 9-12 

1.教養節奏 

2.芭比娃娃 

3.住家環境 

4.畫像 

建築 

玩具 

設計 

芭比 

文化 

節奏 結構 

觀察 

自我 人生 

前統整階段 

圖 13-16 

1.CD 故事書 

2.床邊說故事  

舞蹈 寓言 

故事 

舞蹈 

配樂 

 創意 想像 

後統整階段 

圖 17-28 

漂流記 表演 自編 

故事 

 自然 

觀察 

閱讀 經驗 

魔術 

 

本研究的文化互動設計包含藝術、文學、科學、教育情境和生活習慣等，

經由數度分析個案畫作的成長軌跡，歸納出四個學習階段，稱為意識階段、轉

換階段、自由階段、整合階段，而畫作的主題和內容表現會受文化互動設計所

影響，基於前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兩個重要觀念，討論如下： 

1.繪畫的創意表達在不同階段有學習差異性繪畫的創意表達在不同階段有學習差異性繪畫的創意表達在不同階段有學習差異性繪畫的創意表達在不同階段有學習差異性 

分析 Sandy 的畫作，發現她在意識、轉換、自由和統整四個繪畫發展階

段，有明顯的學習差異性。 

在第一階段，Sandy 的學習角色是模仿甚於創造。本研究將第一個繪畫學

習階段命名為意識階段，是因為幼兒意識到有東西，而這個東西影響了她的繪

畫。本研究認為在這個階段，成人(研究者)所提供的文化互動設計對幼兒的繪

畫內容和造形表現，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幼兒有意識地學習，並且複製文化刺

激物到她的畫面，包括繪畫的主題、人物造形和色彩表現。例如，本研究個案

的繪畫主題為中秋節，她還模仿月餅盒上的人物，皆是與研究者所提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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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物互動的結果。她在圖畫中直接地複製月餅盒上的人物，很少去思考和改

變畫面構圖、色彩和線條等表現。在這個學習發展階段，繪畫的表現服膺於文

化的刺激，模仿多於創作。 

進入轉換階段，創意繪畫表達則著重文化互動觀察後的意義省思，並與想

像融合。個案 Sandy 很快被天龍八部武俠小說的電視連續劇所吸引，並對劇

中人物產生價值判斷，例如畫壞人時，她會刻意強調出尖銳的指甲或用武器暗

器來傷害他人，無形之中，整個人物表現武功的肢體動作相當靈活，不再只是

拘泥於模仿人物外型。本研究案例以文學戲劇的電視節目作為文化互動設計，

在她繪畫表現能力提升的同時，也伴隨著意義的表達。 

在自由階段，Sandy 在生活中一一觀察、挑選和應用家中所有的文化互動

資源，她想在畫中「說出自己的看法」，而置入文化互動的詮釋意義，例如，

她期望唱歌、打扮得漂漂亮亮、設計家具擺設和畫出可愛的自畫像等。此時的

文化互動設計並非被動地由成人為她安排，而是她會主動設計，她的身分就像

一個提供者和接受者。文化互動多與她個人的生活經驗有關，例如從生活和遊

戲中，選擇判斷的機制在於何者對她而言是有意義的。 

而到了統整階段，漂流記的故事創作更是充分發揮想像創意，Sandy 藉繪

畫表達想像，自己可以翱翔無人島的樂趣，文化互動設計經驗讓她內心期望假

日快到，可以外出旅行、觀賞大自然景物、遇到各種棘手情境能順利化解和想

要有狗狗陪伴等美夢「畫成真」，此時，她的畫作已融合情感、認知和想像，

文化互動設計如同觸媒，可引發她的創意表現，不同的創意畫作有賴於她對文

化互動的吸收與轉化。 

2.繪畫創意表達的內容與個人繪畫創意表達的內容與個人繪畫創意表達的內容與個人繪畫創意表達的內容與個人／文化互動的學習鷹架有關文化互動的學習鷹架有關文化互動的學習鷹架有關文化互動的學習鷹架有關 

Sandy 從 3 歲到 6 歲的繪圖過程中，並沒有進到繪畫班接受專業教師指

導，也未就讀幼稚園。她待在家裡，有很多的時間做她喜歡的事，例如：玩玩

具、看故事書和畫畫。她喜歡和家人一起出遊、欣賞大自然，有時，她有機會

參加文化活動，例如民俗節慶、藝術表演和展覽等。她的生活處於和家人互動、

家庭擺設、玩具、故事書、偶而外出旅遊見聞，和大自然景觀與文化事件互動

的環境脈絡中。這些經驗對她的作品有很大的影響，促使她經歷了模仿學習、

意義創造、行動詮釋和未來想像的繪畫成長階段。 

研究者觀察分析 Sandy750 張畫作和 28 本畫冊，加以分類挑選後，本文(圖

1-28)是以其中 16 張畫作和一本故事繪本來舉例說明，可明顯發現 Sandy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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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表達繪圖內容與接受文化互動鷹架形式有關。她從各式文化互動中，吸收和

學習，從而建構鷹架，由學習鷹架所衍生的繪圖創意表達內容，包括人物、景

物、故事畫、生活想像畫等，無一不是其見聞思維想像結果。這些由成人或

Sandy 本身所提供的文化互動設計，影響了她的繪畫內容，呈現幼兒獨特的意

義製造和創意表達，亦即，這些畫作展現了她的所見、所知、所感、所想，猶

如一面鏡子反映了她的心智。 

本研究發現良好的文化互動情境是提供幼兒發展創意繪圖表達興趣的重

要驅力。當兒童的作畫過程結合文化互動，兒童畫可作為符號傳達的語言，幼

兒可利用這種語言來表現她的想法並與別人溝通。而個人與文化互動的學習鷹

架可幫助幼兒整合過去的經驗與知識，發展新想法和觀念，運用創意策略解決

問題，如同本研究個案畫作中所展現的。本研究因而建議適當的文化互動設計

對兒童建構學習鷹架和促進繪畫創意表達，是非常重要的。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個人與文化互動的經驗對幼兒的繪畫表現有強烈的影響。觀

察兒童畫的創意表達和個人／文化互動的關係，研究者界定了四個繪畫學習發

展階段，命名為意識階段、轉換階段、自由階段、整合階段。針對每一階段的

作品，進一步對比分析，發現四個階段間有明顯的學習差異。 

在意識的階段，個案 Sandy 有意識地觀察和把玩文化刺激物，從中學習

並複製其主題和圖像到她的作品中；成人所提供的文化刺激，強烈影響兒童的

繪畫表現；Sandy 在第一個學習階段發揮了模仿的角色，而不是創造者的角色。 

在轉化階段，幼兒經由文化刺激物提升了觀察能力和繪畫表達能力；

Sandy 重複畫她喜歡的東西並不斷地修正，這些繪圖動作和內容表現，是基於

她的觀察和思考，意即兒童一方面接受文化刺激，另一方面也融入自己的情緒

和理解，試著在圖畫中製造意義；在第二個學習階段，兒童發揮了文化接收和

詮釋的角色。 

在自由階段，文化交互設計是由研究人員也由她自己提供；在第三學習階

段，兒童擔任提供者和接收者的雙重角色，在這個階段，Sandy 的創造力相當

自由、有彈性，並樂於和各種文化資源互動，她不但從文化中吸取養分，更連

繫到個人經驗；靈活有彈性的個人與文化互動，使得她的繪畫表達更多元化和

富有創意，而繪畫的創意表達就端視其如何從文化資源中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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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合階段，多樣的文化刺激繼續提供給孩童參考，Sandy 的圖畫透露出

更多的個人意見和想像力；個人與文化的互動經驗結合了豐富的想像力，文化

刺激在此階段啟發她的創意比其他階段多得多，各種創意表達得力於她對於文

化資源的吸收和轉化；兒童在第四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位促進者，能善用

文化刺激物來提升她在畫作中的創意表達。 

本研究所提供的文化互動設計影響了幼兒畫的創意表達，觀察 Sandy 的

繪畫進程，經歷了模仿、製造意義、自主學習和整合經驗與想像的四個學習階

段。研究者認為兒童畫是一種個人與文化互動的產物，幼兒經由生活中的文化

互動設計，將所觀察的現象結合個人經驗描繪在作品中，呈現她的認知與想

像。文化互動設計提供幼兒探索和可遊藝其中的平臺，更可結合繪畫展現她的

創意，誠如本研究所呈現的內涵。本研究建議對於幼兒設計優質的文化互動情

境，讓其有機會使用文化資源和個人經驗，將有助於發展幼兒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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