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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說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對於藝術教育學習策略的重要性，並以詩

納卡寧威洛大學藝術教育碩士課程策劃的實地教學計畫作為觀察對象。這份計

畫體現出學習與社會理論的論點，筆者將引用教育價值與典範來探討此計畫的

目標、主要概念、原理及成果。以結論而言，此次實地教學計畫所帶來的學習

經驗，見證了詩納卡寧威洛大學在當代教/學方法學領域上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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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藝術教育一直是初等與中等教育的重要環節，而研究所階段的學生必須能

更廣泛地瞭解藝術教育的各個層面。詩納卡寧威洛大學藝術教育碩士課程委員

會於 2017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 日拜訪台北藝術大學，探索台灣的藝術

與文化傳統。美術學院院長 Rawiwan Wanwichai 助理教授帶領 45 名學術

代表訪台，成員為包括筆者在內的學術人員以及碩士班學生，這次特別的學習

計畫令我們獲益非淺。（照片 1 與 2） 

參訪過程中，我們與北藝大校長楊其文教授、行政主任與學術人員座談、

參加講座及工作坊、參觀北藝大教學設施，並參觀多間博物館、畫廊及文化創

意園區。這次參訪計畫也協助碩士班學生達成多項學習目標。 

本次的成果如下：1.學員得以瞭解如何實地調查、收集資料，並主動透過

各自的角色與互動，自動自發收集、分析與詮釋資訊，建構自己對藝術教育的

知識及理解。2.學員透過參與新想法與理念的途徑，學會自信、細心地解決問

題，並學會如何在跨文化背景中進行資訊交流。3.學員接觸其他文化活動並享

受其中樂趣，觀察其他人的行為模式並主動學習。此外，學員越來越熟悉自己

的教師和同儕，社交關係更形融洽。本文稍後將詳述這些學習行為帶給本計畫

的正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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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1  詩納卡寧威洛大學代表及北藝大行政主任於關渡美術館前合影詩納卡寧威洛大學代表及北藝大行政主任於關渡美術館前合影詩納卡寧威洛大學代表及北藝大行政主任於關渡美術館前合影詩納卡寧威洛大學代表及北藝大行政主任於關渡美術館前合影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2  詩納卡寧威洛大學代表與北藝大校長楊其文先生互饋贈禮詩納卡寧威洛大學代表與北藝大校長楊其文先生互饋贈禮詩納卡寧威洛大學代表與北藝大校長楊其文先生互饋贈禮詩納卡寧威洛大學代表與北藝大校長楊其文先生互饋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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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藝術教育實地教學有效的藝術教育實地教學有效的藝術教育實地教學有效的藝術教育實地教學    

此次實地教學之旅經過精心策劃，主要作法是讓學生參與當代建構主義學

習理論所提倡的教學策略。實踐中採用的學習原則，著重在學習者的自我經

驗；依據學習者自身對於藝術及文化的探究，進行探索、觀察、分析、詮釋與

闡釋。這些學習策略通常已融入 20 世紀的主流學習理論。建構主義或「建構

主義教育哲學」的奠基者 Jean Piaget 所提出的看法，或許可說是最清楚的

學習理論。Piaget 著重在探討「人類如何從自身經驗與理念的互動當中，找

出相關的意義」（Piaget, 1976）。學習者在博物館內觀賞藝術作品，透過自

己的雙眼親身體驗文化與藝術，這也是建構式學習強調的一種學習方法。「從

做中學」的學習理論基礎，是透過自身行動，以觀察和反思來學習（Dewey, 

1920）。本計畫有效協助學習者透過自我經驗來建構自身的知識。學習者依據

建構主義思想及探索學習法，與主題互動。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習者能受

到激發而成為主動的學習角色，進而擴展自己的知識，體會到被動學習者無法

獲得的趣味。 

主動式學習是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強調學習者應該建構或建立自

己的理解。學習是製造意義的過程。學習者不斷以更深入、進階的理解程度，

取代或調整既有的知識與理解（以先備知識為出發點）。如此一來，能產生有

效且有技巧的教學，提供學習環境、機會、互動、任務與指導，以培養更深入

的理解（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2015）。一名學員便表示：

「博物館之旅讓我享受並學習到許多台灣的藝術管理知識。這裡博物館的展品

介紹十分豐富且有條理」。 

學員的實務與學習策略反映了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證明這次海外實地教學

研究確實能提昇學習成就。大部分參與者表示能觀察到參訪的藝術機構和其規

劃、實行教/學的方式。本次實地教學模式的學習行為包含幾項主要活動，包

括演講、博物館參觀行程以及藝術工作坊。 

演講與大學參訪演講與大學參訪演講與大學參訪演講與大學參訪：在台北藝術大學聆聽兩場演講之前，參與者先行拜訪關

渡美術館，欣賞著名韓國女性藝術家受邀策展的作品。關渡美術館是最活躍的

美術館之一，具備國際級的展覽實務水準。該館的其中一項年度展覽計畫是關

渡雙年展，邀集全世界的藝術家共襄盛舉。關渡美術館的曲德益館長也是北藝

大美術學院院長，他在美術館策展人的陪同下，為我們介紹關渡美術館，包括

美術館的設立目標及使命。關渡美術館設有駐館藝術家計畫，開放給海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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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申請。代表團接著參觀北藝大藝術工作室（照片 3a、3b、3c），亦參觀了

電影與新媒體學院，並參加了一場有關媒體技術教學的演講，其中部分演講內

容是由北藝大美術學院學生所負責。這些學生的作品，顯示台灣的動畫媒體製

作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照片 4）。 

此外，代表團亦聆聽了江明親教授發表的「台灣傳統藝術與工藝」演講。

此處的學習方法是聆聽教授演講，佐上相關圖片的內容十分豐富。（照片 5） 

參觀台北的博物館參觀台北的博物館參觀台北的博物館參觀台北的博物館：參與本次計畫的學員共參觀了四間博物館。 

第一間是國立台灣博物館，學員在此認識許多台灣文化特有的布料、台灣

的多元族群以及中國大陸移民帶來的影響。基礎知識是文化在社群歷史的影響

下互相整合與發展（照片 6）。 

第二間博物館是台北市立美術館，學員在此學習與探索台灣當代藝術的最

新發展概況以及台灣藝術家的風格和理念。館內正舉辦大型攝影展「另一種目

線（Line of Vision）」，而臺北雙年展則有泰國藝術家蘇拉西•庫索旺參與展

出。其他幾間展廳則展示了幾位國際及本土藝術家的作品。美術館內亦設有兒

童藝術工作坊，以及供研究者使用的圖書室及研究室（照片 7a 與 7b）。 

第三間博物館是自 1925 年成立並對外開放的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的

收藏的古董文物，原先是為了皇室而製作。1933 年，故宮博物院將館藏文物

輾轉從北京遷至南京，這是由於日本侵華，為了保全中國珍貴文物而展開的浩

大文物遷移工作。故宮博物院保存和展示的文物皆十分珍貴且具有歷史意義。 

第四間博物館也是創新設計研究與開發的寶庫，即鄰近著名地標 101 大

樓的「松山文創園區」，座落在優美而古老的多棟建築之中。園區內設有博物

館、畫廊、書店和商店，更有工藝與產品設計工作坊，讓遊客可以坐下來參與

實作。此外，亦成立設計部門與研究中心，可見台灣政府鼓勵文創產業的用心。

這裡十分適合全家大小共同參與並學習文化活動（照片 8a 與 8b）。 

整體而言，台灣的博物館皆具備完善的組織系統，以先進科技（如數位系

統）來維持博物館與美術館的運作。此外，亦十分擅長推廣及保存從古至今的

珍貴藝術及工藝作品，讓參觀者能前瞻未來趨勢，延續創造力。 

博物館與工作坊博物館與工作坊博物館與工作坊博物館與工作坊：另一個學習新事物的好地方是台灣希諾奇檜木博物館，

館內陳列並販售木雕工藝與木雕製品。許多優美的木雕作品皆價格不斐，且已

經超出裝飾的層次，可說是為了真正瞭解木雕美學的收藏家而做。館內工作坊

提供絕佳的學習機會，每名學員彩繪一塊木頭，製作可作為紙夾座的藝術品，

藉此表達自己的創意並享受樂趣（照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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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舞蹈工作坊藝術與舞蹈工作坊藝術與舞蹈工作坊藝術與舞蹈工作坊：學員參加兩場有關傳統台灣藝術與舞蹈的工作坊。 

藝術工作坊的主題為台灣的中國書法，由美術學院的趙宇脩教授主持，學

員利用筆墨學習台灣繪畫的基本風格。教師有技巧地指導學員完成這場工作坊

活動。學員在聆聽、觀察與實作之後，獲得了豐富的學習成果，同時也與教師

交流傳統泰國藝術的風格特色。幾位泰國學員的作品融合了兩國文化的本土元

素（照片 10a 與 10b）。 

舞蹈工作坊由舞蹈學院的趙綺芳教授指導。趙教授為學員介紹台灣原住民

部落舞蹈，學員不僅跟著教授的指示練習舞步，更透過互動與改編方式，主動

瞭解台灣舞蹈的哲理。文化意義與價值的意涵最讓人印象深刻（照片 11）。 

總而言之，這項實地教學計畫旨在整合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的學習

策略。與上述學習理論相關的實務演練，讓藝術教育的學習發揮最大成果。學

員透過觀察、聆聽，發現，建構有關台灣藝術與文化的概念，並提出自己的反

思與詮釋。藉由這些作法，學員更能自動吸收觀念並發現未知的自我潛力

（Bruner, 2009），從他們身上可以看見更多主動學習的樂趣。 

另一方面，這次計畫的學習策略與學習者的行為，可透過「情境學習理論」

（又稱為「情境認知」）來理解。這套理論認為，知識建構於自我之內，並延

伸至與學生自身相關的活動、脈絡及文化中（Aydede & Robbins, 2009；

Brown、Collins & Duguid, 1989）。由於學習與集體合作和大眾相關，因此學

習的結果具有社會性質，並非孤立的個體經驗。人是透過共同活動和語言與他

人互動，並從中學習。這項理論鼓勵學生參與各種活動，來討論、分享知識並

解決問題。 

此次計畫採用的學習方法，對學員的學習能力帶來正面影響，其中的活動

有助於增進學員的知識建構並推動認知發展。學員透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提倡

的實作、探索學習、主動式學習和情境學習等學習方法，對學習理論有更深刻

的體驗。這些學習策略確實是藝術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從這次實地教學計畫

中，筆者發現學員能在短時間內，深入瞭解藝術管理、教/學方面的整體觀念。

除了獲取藝術教育與實務的背景發展知識，學員更透過自我體驗，快速掌握台

灣藝術與文化的整體知識體系。 

為了日後的發展，建議應該透過研究收集，彙整本次實地教學計畫的成

果。策劃實地教學計畫時可依據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並發展一套兒童藝術教育

模式，以利兒童學習、體驗藝術管理及文化發展的相關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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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3a  代表團參觀關渡美術館代表團參觀關渡美術館代表團參觀關渡美術館代表團參觀關渡美術館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3b  關渡美術館館長曲德益介紹美術館關渡美術館館長曲德益介紹美術館關渡美術館館長曲德益介紹美術館關渡美術館館長曲德益介紹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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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3c  代表團在台灣繪畫工作室中展示繪畫創作代表團在台灣繪畫工作室中展示繪畫創作代表團在台灣繪畫工作室中展示繪畫創作代表團在台灣繪畫工作室中展示繪畫創作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4  代表團出席電影與新媒體學院的教學專題演講代表團出席電影與新媒體學院的教學專題演講代表團出席電影與新媒體學院的教學專題演講代表團出席電影與新媒體學院的教學專題演講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5  江明親教授發表「台灣傳統藝術與工藝」演講江明親教授發表「台灣傳統藝術與工藝」演講江明親教授發表「台灣傳統藝術與工藝」演講江明親教授發表「台灣傳統藝術與工藝」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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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6  國立台灣博物館國立台灣博物館國立台灣博物館國立台灣博物館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7a  臺北市立美術館內展區臺北市立美術館內展區臺北市立美術館內展區臺北市立美術館內展區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7b 兒童藝術工作坊兒童藝術工作坊兒童藝術工作坊兒童藝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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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8a  松山文創園區景區繪圖松山文創園區景區繪圖松山文創園區景區繪圖松山文創園區景區繪圖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8b  松山文創園區內的創意作品松山文創園區內的創意作品松山文創園區內的創意作品松山文創園區內的創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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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9  希諾奇木雕工作坊希諾奇木雕工作坊希諾奇木雕工作坊希諾奇木雕工作坊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10a  美術學院趙宇脩教授主持的台灣中國畫工作坊美術學院趙宇脩教授主持的台灣中國畫工作坊美術學院趙宇脩教授主持的台灣中國畫工作坊美術學院趙宇脩教授主持的台灣中國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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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10b  台灣中國畫工作坊成果豐碩台灣中國畫工作坊成果豐碩台灣中國畫工作坊成果豐碩台灣中國畫工作坊成果豐碩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11  台灣原住民舞蹈課台灣原住民舞蹈課台灣原住民舞蹈課台灣原住民舞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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