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二○○三年暑假筆者有機會於英國

倫敦羅漢普頓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

Roehampton)的藝術教育國際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Art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簡稱CAEIR)修習藝

術教育課程，而該中心與國際學生的互動

相當密切，世界各國的學生會到此來進修

碩士(M.A.)及博士(Ph.D.)學位。在「藝術

教育國際研究中心」舉凡研究與教學都有

顯著而卓越的貢獻，在研究方面以跨文

化、多元文化及文化交流尤為特色；在教

學方面，該中心的初等教育是全國最大的

小學師資培訓中心。而在 Roehampton校

區擁有美麗的校園，寬闊的

草原、濃密的大樹、童話

般的森林小徑以及具有

古典風格的歷史建築、

巴洛克式的庭園造景等

等，整個校園瀰漫著人

文藝術的氣息，而該

校區鄰近瑞奇蒙公園

(Richmond Park)及普

特尼(Putney)河畔，

距離倫敦市中心只有

六哩遠，交通十分便

利。

此次修習的課程，兼具學術性及文

化性，共分為三部分，分別為：鑑賞英國

的藝術及設計(Appreciating British Art and

Design)、比較藝術教育學(Comparative

Art Education)、藝術教育中博物館及美術

館的應用(Using Museums and Galleries in

Art Education)。其中博物館及美術館應用

的課程，讓我有相當震撼的感受，除了充

分利用倫敦知名的博物館、美術館、劇場

及近郊具有歷史性的地點作為教學資源之

外，並實際瞭解英國的國家課程，如何制

定教學方針，引導藝術教師利用社區的文

化遺產進行教學；而且透過此課程筆者有

機會參訪：英國國家畫廊 ( N a t i o n a l

Gallery)
1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泰德英國館(Tate Britain)、泰德現代美術

館(Tate Modern)
2
、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 Albert Museum，簡稱V&A)等

等六間博物館，除了發掘美術館及博物館

作為藝術教學資源的可能性之外，並進一

步瞭解英國博物館如何與學校教育互動。

此趟豐碩的文化藝術學習之行，對

我而言最大的收穫，該是蒐集了英國博物

館與學校合作的課程，這些課程讓我充分

領悟到學生面對藝術的學習，是具體的，

是活生生的，博物館內的環境、擺設、氣

氛帶給學生的感受是直接、強烈的，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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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戀英倫 —
London Impression: the Opinions and Thoughts

Gaining from Visiting the Museums

■ 廖敦如 Tun-Ju LIAO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兼任講師

博物館教育參訪心得



不同於教室內的學習，所謂他山之石足以攻錯，雖然台灣目前的博物館、美術館

教育生態與規模，無法與英國相比擬，但是台灣自八十年代以降，大型小型博物

館如同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各類型博物館皆有其文化及地區性特色，學校教師

非常容易從社區中博物館的典藏特色，發展與學校課程相關的連結；據以上的理

念，本文首先介紹英國國家課程中有關博物館學習的課程，以及如何透過博物館

資源發展教學活動，並以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V&A)為例，介紹其教育活動

的特色，最後則具體提出省思和建議，希望能給予藝術教師一些新的啟發。

二、英國「國家課程」與「藝術和設計」課程的關係

英國於一九八八年的教育改革法案(the Education Reform)中提出「國家課程」

(National Curriculum)
3
，規定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公立中小學之義務教育課程必須

遵循的標準，此國定課程前後曾歷經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九年三次

的修訂，現今其課程內容分為：核心科目(core subjects)和基礎科目(foundation

subjects)，前者包含英文、數學、科學，後者包括設計和科技、資訊和傳播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歷史、地理、現代外國語、藝術

和設計(art and design) 
4
、音樂、健康教育、公民教育(QCA, 1999)；而義務教育階

段分為四個關鍵期(key stage 1~4)，第一關鍵期指五至七歲，一至二年級的幼兒；

第二關鍵期指七至十一歲，三至六年級的兒童；第三關鍵期指十一至十四歲，七

至九年級的兒童；第四關鍵期指十四至十六歲，十至十一年級的兒童。而每一個

科目和每一個關鍵期的學習指標皆由兩部分內容所構成(National Curriculum

online, 2003)：

1. 學習方案(programmers of study ) － 每個關鍵期中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所安排的學

習計畫，其中有兩個類型是必備的，分別為「知識、技巧和理解」以及「學習

的廣度」。

2. 成就目標和水平

敘述(attainment

targets and level

descriptions) －

成就目標說明不

同能力的學生在

每個關鍵期結束

時所需獲得的知

識 、 技 能 和 理

解；而水平敘述

則將學生能力區

分成數個層級，

並描述各關鍵期

的學生可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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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內學生以展示品為對象進行速寫。(廖敦如攝)



的水平成就，讓教學者便於評鑑。

以「藝術與設計」為例，國家課程

設計教學手冊，提供給教學者參考，並區

分小學及中學兩部分(詳細教學內容可參

考www.nc.uk.net網站)；在「學習方案」

部分導向的重點是：什麼是兒童應該被教

的？並針對知識、技巧和理解部分，期許

學生未來的發展性，此部份含及四個重

點：探究(exploring) －探究和發展想法；

調查(investigating) － 調查和製作藝術、

手工藝和設計；評量(evaluating) － 評量

和發展作品；知識(knowledge) － 發展知

識和理解(Art and Design, 2003)。在「成

就目標」上則說明不同能力和不同成熟度

的兒童在每個階段期結束時，在知識、技

巧和理解上所需的程度；而「水平描述」

則分為八個層級，每個層級敘述了學生實

踐的種類、範圍以及特徵的實例，所有的

「水平描述」共同組成了「成就目標」。

在「藝術與設計」領域中，國家課

程並提供了工作方案(schemes of work)給

予所有的教學者，這些方案的設計並非法

定的(statutory)，而是非常彈性，因為每

一個方案的每一階段發展皆包含學習目

標、教學活動、學習結果和重點摘錄，所

以教學者可以任選某一個單元，或其中的

某一個階段，根據實際的教學狀況，自由

轉化和連結，因此具有以下特色：確實可

行(using)、有順序性(sequencing)、可改編

(adapting)、可連結(combing)(Schemes of

Work, 2003)，是非常實用的教學手冊。而

在所有的方案中，有一方案非常值得國內

發展博物館教育與學校教育合作的參考課

程 －「參訪博物館、畫廊和遺址」
5
，以

下則將此方案的設計簡述如下：

◆單元名稱：參訪博物館、畫廊和遺址

(實施對象以第三關鍵期的學生為例，

執行時間以一學期為主。)

◆單元簡介

本單元適用於任何校外的參訪活動，

特別是針對博物館、畫廊和遺址，此

單元可適用於參觀前、參觀中、參觀

後，旨在透過此課程培養兒童觀看藝

術品的能力，並有助於學生返校之後

養成建立經驗和資訊收集的能力。

◆哪些地方適合此單元？

博物館、畫廊和遺址透過此單元可以

和學校維持一個夥伴關係，或發展成

長期的課程。

◆預期的成果

1. 大部分學生將有能力：可以使用紀錄的

方式整合視覺和其他的資訊，比較並評

論作品，包含想法、方法、研究，以及

作品的製作脈絡。

2. 部分學生無法有較多的進步：為利用參

訪的經驗融入作品的創作，進而去評論

或論述相同、不同或有關的事件。

3. 部分學生在未來將可以發展：從不同歷

史觀點評定視覺和資訊的能力，包括影

像、手工藝、社會和文化脈絡，並使用

這些資訊發展想法，並藉由參訪過程中

所得到的證據，評論博物館、畫廊和遺

址對現今社會、文化的關係性。

◆學習資源

1. 面對原作需要：速寫本、筆記型電腦、

活動單、相機、錄音機等等。

2. 參訪學生的需要：參觀的計劃說明、參

訪的概覽圖、網址，特別活動的海報、

學習單等等。

3. 參訪老師的需要：事前的預備(研習或

受訓)、地圖、導覽的資源、課堂能運

用的作品圖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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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流程

歸納以上的課程方案，可發現單元的設計，除了藉由各種校外參訪活動，認

識國家文化遺產，並在討論、收集資料、省思、批判的過程中，認同了國家的文

化，在藝術教育的價值中，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再者此單元特別強調，從藝

術作品中培養觀察能力，利用視覺和聽覺的方法去記錄，鼓勵學生收集資料進行

研究，並且提出預期的成果，針對大部分學生，可能完成的任務進行評估，此份

教學方針，的確拉近了學校和博物館、畫廊之間的距離。

Jewels of the Art World 7776

學習目標 可能的教學活動 學習結果 重要觀點

為什麼要參訪博物館、畫廊和遺址

博物館、畫廊和遺址將可以幫助我們學習什麼？

為什麼這個參訪活動將被喜愛？

實際參訪

發展活動

討論和批評博物館、

畫廊和遺址的功能

和角色？

討論即將參訪的地

方，比較這些地方的

特色，思考將會有哪

些學習經驗。

評斷參訪地方的功

能，定義參訪地方與

學校間的關係。

為何要參訪的理由將

逐一被澄清。

鼓勵學生檢視物件在

該場域的獨特性、活

動的價值性。

從參訪中定義資訊並

找到回應作品的相關

問題。

瞭解作品的重要性，

釐清不合理的期待。

教師說明參訪的完整計

畫、常規、態度。發展

學生感受作品的能力，

並將參訪的細節利用各

種方式記錄下來。

對不同類型的參訪地

將能釐清概念，並呈

現各種紀錄資訊的方

式。

老師事前妥善的規劃

非常重要，且學生能

利用各種方式參訪並

記錄。

發展獨立研究或小組

研究，設計活動讓學

生完成各種任務，確

定學生是否確實蒐集

各式的參考媒材。

學會收集資料的方

法，並能體驗參訪處

的氣氛，從各種資源

綜合想法。

老師確定參訪的目的

並善用暖身活動引發

學生興趣，設計比較

同類型的兩件作品。

再思考作品多面相的

價值，並使用媒材發

表心得，鼓勵學生進

一步以E-mail方式與
館方互動。

可以描述參訪的經

驗，並收集各式參考

媒材，藉由問題發展

未來的參訪。

與教育部門溝通學習

結果，期待學生未來

能根據資訊獨立參

訪。

討論和作品在博物

館、畫廊和遺址中的

關係。

什麼是參訪中最被期

待的？秀出最受崇敬

的部分？觀察並針對

不同的目的進而探

究。

可以發展想法，分析

作品的意義，並提出

價值判斷的理由。

未來能修改和精練作

品，並用不同的方法

組織和呈現資料。

表1 「參訪博物館、畫廊和遺址」課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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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博物館資源學習藝術的方

法

藉由課程的研習，筆者有機會在泰

德英國館(Tate British)與維多利亞和亞伯

特博物館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V&A)親身感受英國的學生如何利用館中

資源進行學習，其過程由館方教育人員直

接講解，並以館藏中經常發展成課程的幾

件作品為例，讓我們領略博物館與中、小

學學生互動的狀況。筆者則將上課的講義

及筆記，以及如何利用博物館的資源來發

展學習的方式，整理成兩部分，一是觀看

藝術品的方式(Watts, 2003)，二是以實物

為主的學習方式 ( H o o p e r - G r e e n h i l l ,

1994)，分別敘述如下：

(一)看的方式

觀者可根據以下標題：事實、氣

氛、內容、形式、過程等五個面向來認識

藝術品，在每個切面下有一些基本的問題

可以讓觀者思考、發現並尋找關聯性，繼

而引發更多線索，以下則簡述這五項的關

鍵點：

1. 事實(facts) —陳述事實

標題是什麼？作者是誰？畫作何時製

作？你知道有關藝術家的事情嗎？你

第一眼的感覺為何？

2. 氣氛(mood) —發現感受

什麼是畫中所傳遞的氣氛？有什麼樣

的感覺產生？藝術家如何表現此種感

覺？

3. 內容(content) —描述一切

在畫中看到什麼？畫中有什麼細節？

4. 形式(form) —分析構成

畫面的構成？線條、色彩、材質、形

式如何被使用？

5. 過程(process) —判斷製作的過程

畫作如何被製作？何種工具？技巧、

媒材如何被使用？

以上五個標題可以用來切入不同面

向，討論藝術作品產生的各種可能性，最

主要的目的是刺激學生思考他們所看到的

作品。

(二)以實物為主的學習方式

英國著名的博物館學者H o o p e r -

Greenhill，曾提出博物館內以真實展品為

主的學習方式(Hooper-Greenhill, 1994,

pp.237-238)，任何一個博物館中的典藏品

或美術館中的畫作，都可依據此學習模式

去發掘作品豐富的多元脈絡。利用實物來

發展課程，不但可以思考和延伸各種主題

(圖1)，更可以發展跨學科的連結(圖2)。

以圖1為例，學者Hooper-Greenhill以博物

館中十七世紀的法國椅子為範例，說明從

單一的椅子，教學者可以延伸的教學重點

及思考範疇，包括：作者、使用者、作品

型態、風格⋯等等；而圖2則是說明，教

學者可以依據單一作品引發出相關的歷

史、科學、數學、人文科學、技術、社會

研究等等跨學科的學習，以物件為主的學

習方式並不單指藝術的學習，還囊括其他

科目的連結。



四、記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的參訪

英國國立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

館(V&A)館藏了全世界最多的裝飾藝術

與英國雕像，以及十七世紀至今的流行

服飾、彩色玻璃製品、中古寶藏等等，

館藏量豐沛且多元。在參訪過程中，筆

者訝異館內有一展示區，完全展示著兒

童藉由博物館學習，所發展出的設計作

品，讓兒童成為博物館真正的參與者；

而在館方中華藝術教育部門主任的帶領

下，筆者參觀了館內的藝術教室，該藝

術教室的入口處有一教育諮詢室，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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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法

國的木製椅

擺設位置的型態

作品相同的收藏椅子的型態

木製的作品

十七世紀法國的作品 作品製造者

使用者

畫作

形式

藝術家

主題

收藏者

收藏品

博物館

顏料/畫框

藝術家工

作室結構

藝術

為誰

何時

為何

科學

技術

數學

科學

歷史

實際經驗

歷史

社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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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物件(objects)多元的脈絡(Hooper-Greenhill, 1994, p.237)

圖2  物件跨學科的課程發展(Hooper-Greenhill, 1994, p.238)

藝術教室的入口處有一教育資源櫃檯，內部除了有教育諮

詢之外，並有館內發行的各式各樣學習手冊，參觀者可自

由選取。(廖敦如攝)

思考重點：

1. 一個物件可以引導出各

種不同想法。　　　　　

2. 藉由物件將可以發展出

特別的研究或主題。

3. 討論相關的媒材(包括文

獻、照片、圖畫、建築

物、影片、人物)，作品

的組成是複雜的。



專人為參觀者做各項教育諮詢服務，並有

展示各樣出版品，有針對老師、學校團

體、兒童、家庭、親子、成人等不同對象

所設計的學習單及活動手冊，有興趣者皆

可任意索取；也由於到此參訪的學生非常

頻繁，所以館內亦針對學生設計了專用櫃

子，孩子一進入到這個環境，仍能井然有

序的放置個人用具；再者藝術教室內有各

式美勞箱、工具箱、展示區、影印機、電

腦、寬大的桌子等，設備非常齊全；而學

生來此參訪通常是一整天的時間，有部分

時間在館內進行作品定點參觀、解說，或

到觸摸區感受展品的質感，最後再回到藝

術教室製作由此課程所激發的藝術創作，

而館方人員則會依主題定期展示兒童的創

作於館內，這對兒童而言的確是莫大的鼓

勵。

V&A於英國的博物館群中，特別在

設計教育上扮演著核心的角色，所以

V&A博物館致力於發展設計和藝術實務

方面的技巧，以及相關學科的連結，並配

合國定「藝術與設計」課程的指標，適切

地開發出適合不同階段學生的學習活動手

冊，該館致力於教育的用心，由此可窺見

一斑；而V&A博物館亦於一九九九年調

查參訪的觀眾群，資料顯示有超過80%的

參訪對象，為學校團體、學生、專業人

士、家庭、成人和社區群體 ( V & A ,

2001)，而這些對象的共同的期許皆是希

望能在博物館中透過正式、非正式或自我

導向的學習，認識設計和藝術，也因此

V&A博物館特別重視藝術教育的功能

性；此外為了面對二十一世紀環境改變的

挑戰，館方更於二○○一年出版《創造網

狀:知識與靈感─ V&A博物館針對學習的

策略》(Creative Networks: Knowledge and

Inspiration - V&A Museum's Strategy for

Learning )一書(V&A, 2001)，文中強調了

該館的任務是成為公眾學習的中心，在新

的世紀中，更需藉由發展結構、網狀系統

和學習策略來符合大眾教育的需求。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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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博物館重視與學校藝術教育的互動，圖為藝術教室的教

育人員正為作者介紹兒童剛完成的作品。(廖敦如攝)

V&A博物館的雕像作品數量相當多，很多大學藝術系

的學生利用這裡的雕像實際描摹。(廖敦如攝)



藉由此次英倫短期藝術教育進修，以及校方精心的課程安排，筆者有機會從

理論的研討到實務的參訪，深切地感受英國藝術教育的豐富性和多元性，尤其在

藝術課程中強調文化的傳承，讓我深受感動，因而藉此對國內的藝術教育現況作

一番省思與建議：

(一)文化傳承在藝術教育中的價值為何？

英國本身是一個非常有歷史且充滿人文與藝術的國度，到處可見古堡、教

堂、遺址、遺蹟，英國的學生可以在自然的環境中充分地感受與體驗，這些地方

自然而然成為他們課程連結延伸的場所，文化的傳承亦在無形中得以延續；這不

禁令我聯想到國內目前「藝術與人文」課程，似乎過於強調於將視覺藝術、表演

藝術、音樂三領域的整合，而忽略了藝術教育真正的價值！在此盲點下，常見的

統整課程範例，表面上整合了三個領域，事實上只是完成了三個「活動」

(activity)，而實質訴求的「觀念」(idea)、價值(value)為何，並不知所以然；而英

國「藝術與設計」的國定課程中，則十分強調國家文化特色的融入，以「設計」

為例，因為英國的手工藝非常發達，所以在國定標準中，特別強調設計領域的學

習，無形中文化傳承得以延續。

(二)現行的藝術課程是否該關注鄉土文化？

在未實施「藝術與人文」課程前，藝術教育的課程中仍強調鄉土藝術的融

入，所以學生對台灣本土的藝術，如台灣的藝術家，民間的傳統藝術、廟宇文化

⋯等等都有一些瞭解和關懷，在學習過程中，不論學生、老師、教材設計者，都

會用心的去關心哪些是需要保存？哪些是需要修復？在此議題下無形建構了自己

的文化遺產；然而實施「藝術與人文」之後，這些文化傳承似乎逐漸被人遺忘，

筆者曾在一次教學視導的參訪中，實際看到一個誤導式的評鑑方式，該校認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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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博物館發行的學校教師使用手冊(2003-2004)，以供教學之查詢。



量「藝術與人文」的學習成果，最佳的方

式即是「兒童劇」，因為兒童劇的演出結

合了視覺藝術、音樂和表演藝術，所以全

校不論低、中、高年級期末的「藝術與人

文」評鑑，皆是分別演出一齣「兒童

劇」；在這裡我看到視覺藝術矮化成只是

舞台、佈景、道具的製作，我不禁深思教

改之後藝術教育的價值為何？

(三)結合地區社教機構的藝術資源發展

課程

英國博物館教育興盛的原因，除了

有所謂「公共藝術基金」(public money

for art)作為後盾之外，國定課程更有明確

的指導方針，教學者可依據主題自由選擇

部分課程或連結其他課程，此架構下所發

展的課程型態無疑是超學科的統整，因為

社區中擁有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

脈絡，從中學生可以連結許多相關人、

事、地、物的學習；再者國內自從八十年

代以降，各類博物館數量大幅驟增，尤其

社區型博物館、地方文化中心皆充分反應

出地區的歷史脈絡及人文景觀，這些豐沛

的藝術資源，無疑是學校教育延伸及連結

的最佳場所。但值得省思的是，國內的藝

術與人文課程指標，也提出社區資源融入

教學的概念，卻未能進一步發展課程方

針，這是可加強之處。

(四)第一線教學者應積極主動開發社區

藝術資源

「館校合作」 ( m u s e u m - s c h o o l

collaboration)的模式在歐美國家是常見的

教育模式，在台灣仍是一個非常新的概

念，或許會有教師認為將學生帶去參觀博

物館或美術館，就是充分運用社教機構的

藝術資源，其實未經事前妥善的規劃，僅

是單次的參訪、單一的活動，老師、學生

都只是被動的參與者，未能深切地掌握學

習的內涵；筆者認為在合作的過程中，學

校教師應具有積極性及主動性，因為老師

懂得學生的需要、懂得教學技巧，「館校

JAE  137     NTAEC  2004c

V&A博物館針對家庭親子設計的活動單。



合作」正確的理念，應是學校教師與博物館教育人員雙方共同規劃，根據博物館

中的藝術資源、學校課程的需求、學生的背景設計課程，作一中、長期的課程設

計，如此才能創造教育的雙贏目標。

註釋

1 畫廊(Gallery)和博物館(Museum)兩者名稱上的差異，據筆者授課教授Rachel Mason的解釋是，在英國以藝術類的畫

作為展示品的稱為畫廊，類似台灣所稱的美術館( Art Museum )；而Museum的涵蓋性則較廣，包含藝術類的設計、雕

刻、手工藝品等等立體與平面作品。

2 Tate Br itain 成立於一八九七年，展示特色以一五○○年到現今的英國藝術為主，詳細資訊可參考網站

(www.tate.org,uk/britain)；而Tate Modern則是成立於二○○○年，展示的特色則是國際間的現代藝術為主，詳細資料

可參考網站(www.tate.org.uk/modern/)。

3 英國國家課程的概述部分，係整理筆者授課教授Dorothy Bedford上課所提供的講義，並參照英國國家課程網站

www.nc.uk.net綜合整理而成。

4 在英國的藝術課程，是以藝術和設計(art and design)為名，在課程中涵蓋藝術類和設計類，最主要原因是設計、手工

藝在英國是十分有歷史的發展。

5 本單元的資料係綜合授課教授 Rachel Mason的上課講義及參照網站 www.standardards.dfes.gov.uk

/schemes2/art/museum/ 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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