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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藝術統整課程長久以來一直被用來補充核心學習科目。雖然這種方法很普

遍，但作者認為，若從學習科目之間是否是密切聯繫的關點來看，這種階級式

的教育的品質將會面臨危機。作者認為面對生活環境的快速變化，藝術統整課

程應該追求一個具有連貫性、連續性、全面性的教學方針才能對學生的學習有

長遠的影響。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概念來闡述如何從藝術和生活

經驗中獲取並了解知識的變動性。  

作者在這篇文章中： 1） 用隱喻將常見的美術課程計劃進行分析歸納、

從設計的結構和教學方法中探討它們對美術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影響； 2）闡述

為什麼藝術是課程設計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3）檢視教師、學生和學習科目之

間的關係；4） 提出「橋樑型的教案設計」 為有效地統整藝術課程的理論架

構；5） 提供應用的實例來總結「橋樑型的教案設計」是藝術教育與普通教育

課程設計的基礎架構。 

 

 

 

 

 

關鍵詞: 藝術統整課程教育、隱喻、以學習者為中心、課程設計、全人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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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藝術融入課程是拓展學習的重要方式。儘管教師普遍認同運用藝術的優

點，他們也因為缺乏成功的理論架構有效地設計藝術統整課程而感到沮喪

（Strand，2006）。加上他們的藝術經驗有限，對藝術的定義的偏差可能會使

學習的品質產生負面的影響，甚至打擊他們的信心。因此，有必要幫助他們先

了解藝術統整的特點，並建立理論架構來協助教師實踐跨學科課程，強調藝術

其實存在所有科目中。 

藝術相藝術相藝術相藝術相關的課程和其他學科的區別關的課程和其他學科的區別關的課程和其他學科的區別關的課程和其他學科的區別    

從教學目的、內容、評量來探討藝術相關的課程和其他學科的區別，可以

看到其他學科，譬如數學、科學和語言的教學架構遵循認知能力的發展，注重

邏輯思考、分析能力來解決具體的問題；進階地、階段性地介紹某一主題然後

不斷地加強演練。一般學科的學習評量的結果以測驗為主，黑白分明、絕對性

高。另一方面，和藝術相關的教學目的以實踐美術經驗為考量。內容常以特定

的藝術理論或技巧為主軸來啟發學生創作美術作品。藝術相關的課程學習評量

絕對性低。我認為藝術相關的課程和這些學習科目最關鍵的區別有二：（1）

藝術相關的課程以創造力為核心;（2）藝術的學習允許犯錯的機會。這兩個概

念其實相輔相成。因為以創造力為核心，教學的內容可以適性發展、即時呼應

時代的重要議題。因為允許犯錯，我們可以在求知的過程裡引導孩子真正了解

「做中學」的實踐精神。因此，老師們需明白，一個成功的藝術統整課程不光

只仰賴美術的實務層面，它更需要知性的深度與學習的一貫性。 

數學、科學、語言等核心科目被認為是未來適應社會的鑰匙。根據

Robinson(2011) 的說法，教育的失敗是因為「現行的教育系統是以線性、整

合、標準化為主的。人才都在教育僵化的系統中被埋沒。然而，現實生活是有

機、適性發展、有差別性的」（p. 8）。他警告：「教育…是培養人才和情感，

通過它們我們可以獲取最好的生活和創造出最好的未來」（pp. 9-10）。因此，

教育的新焦點應該是「創業、創新、創意」（p. 11）。的確，身為教育者所要

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讓教育系統確實呼應 21 世紀社會變動的需求。我們必須體

認「這個引導轉變的核心仰賴的並不是一個規律的線性訓練法則，而是充分運

用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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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藝術融入其他學科的迷思用藝術融入其他學科的迷思用藝術融入其他學科的迷思用藝術融入其他學科的迷思    

可是，我們對統整教育的理解和應用還是混沌不清。老師們通常用兩種方

式來將藝術融入在學科裡。一個是在主要學科之後加上一個簡化的藝術活動。

藝術勉強算是教學的附屬品，它並沒有確實融入課程的核心。這個方式隱隱顯

示學科和學科之間的階層關係：什麼是比較重要的(主要學科)，什麼是比較不

重要的(藝術相關的科目)。另外一種統整的方式，則是將藝術活動與主要學科

做形式上的連結。這當中藝術似乎和其他學科分享同一個主題。然而這些連結

往往忽略或誤解藝術的真義。譬如:要統整數學，Escher 的鑲嵌(Tessellation)

便浮現在腦海裏；若要統整動力學，我們就想到 Calder 的動力學雕塑

(Mobile)；若要統整歷史文化，製作面具、圖騰都是老師們經常運用的。從表

面上看，這些課程設計和美術實務上的確與其他學科有強烈的聯繫。但我們必

須探討為什麼要讓學生製作這些美術活動？它們有什麼意義與價值？通過這

些美術活動可以延伸什麼樣的議題？對學習的課題和學習者之間又有何意

義？ 

藝術課程計劃型式的分類藝術課程計劃型式的分類藝術課程計劃型式的分類藝術課程計劃型式的分類::::它們的隱喻和面向它們的隱喻和面向它們的隱喻和面向它們的隱喻和面向    

我認為在�找出藝術統整教學的理論架構之前必須先了解藝術課程的教學

架構和實踐內容。美國美術老師常用《校園美術雜誌》、《藝術與活動》以及

《美術教育期刊》作參考。我很好奇這些課程計劃裡，他們所隱含的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和方法是什麼？為了了解教學計劃和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我把從

《校園美術雜誌》、《藝術與活動》以及《美術教育期刊》的教學計劃用「內

容分析」的方法(Borg & Gail, 1989)找尋它們重複的特徵，然後，將它們的普

遍性歸納成不同的類型。從上述的期刊中，我先逐一篩檢從 1995 到 2010 年

關於藝術統整教學指引的文章（《美術教育期刊》）以及藝術統整課程計劃的

成功案例（《校園美術雜誌和藝術與活動》）。根據文章所述的課程、教學法、

和學生的作品，我試著找出課程所隱含的相關教育理論、學科和學習成效之間

的關係。起先我把資料分成三類：技術本位、藝術家為中心、文化為核心。可

是，我發現這些類別太過侷限，無法概括課程計劃的複雜性。更何況一個課程

計劃往往運用多種教學法和教育理論。我因此選擇用隱喻來形容、了解、聯想、

連結既有的資料，把焦點放在藝術統整的教學內容。我研究的目的不是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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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找出廣泛現象裏隱藏的架構。這個架構是以學習者為考量總合搜集的藝術

統整課程的結果。 

我用隱喻來將這些藝術課程計劃做分類。在社會學的領域裏，隱喻法不僅

強化與個案的溝通，對個案的自覺性也有極大的幫助 (Lyddon et, al. 2001; 

O’Brien, 2009)。Lakoff & Johnson (1980) 強調隱喻不是只侷限於語言學。我

們的思考、行動所產生的認知都受到隱喻的影響。因為，隱喻是以一種不尋常

的溝通手段來引導舒發內心複雜而難以有條理陳述的問題。在視覺藝術上，

Parsons(2012)認為隱喻的思維可以有效理解當代藝術所隱含的意義。這些學

者對隱喻的正面評價，再一次證明隱喻對於理解能力的獲取有極大的幫助。我

特別選擇大家熟知的辭彙作為隱喻的類型。這些辭彙也和藝術或教育理論有所

關聯。從我搜集的資料，藝術教學的課程計劃用隱喻可以歸納成以下四種類型: 

時間機器、百寶箱、主題公園、遊樂場。 

時間機器型的美術教案時間機器型的美術教案時間機器型的美術教案時間機器型的美術教案        

「時間機器型」的藝術課程提倡「時光之旅」的學習經驗。「時間機器」

可以引領我們回到過去，緬懷重溫一個特定的時代；或是穿越時空到未來去探

索新知。這樣的藝術課程裡以老師為主導、以說明性的教學策略為主。常常對

某個特定的畫家的風格年代做深入的研究。敘述事實來強化藝術教師希望學生

學習的某種「主題」。藝術活動像時間機器旅行一樣偏向單一化。老師們經常

在藝術製作的過程裏鼓勵學生參與角色扮演的學習經驗。學生所創造的美術作

品與風格很直接的反映到他們正在學習的藝術家。例如，在《校園美術雜誌》

裏經常可見的梵谷教案。老師往往介紹與梵谷有關的故事，然後鼓勵學生運用

梵谷式的作畫風格，來激發學生「類梵谷」的創作 (Bellet, 2009)。 

百寶箱型的美術教案百寶箱型的美術教案百寶箱型的美術教案百寶箱型的美術教案    

「百寶箱」是自然科學與人類學領域經常使用的語彙，用來描述陳列來自

不同文化的各種各樣的文物的方式。「百寶箱」存在的焦點全然以撩動人們對

於「稀珍」所引發的驚奇性和好奇心，和物品本身的文化、社會價值並無多大

關聯 (Greenblatt, 1991)。它的存在象徵著財富、權力，雖然有教育的功用，

但也呈現夾帶政治性的附加價值。 

「百寶箱型」的美術教學計劃常常出現在介紹非西方文化的藝術品的課

程。老師教學策略以說明性為主。陳述事實的角度經常用西方美術設計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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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析文物裏特有的風格。文物只是一個媒介，是展示的對象。教學並不是以

探討文化為主，而是針對學生動手做某種類文化的需要提供的例子罷了。 

以非洲面具為例，老師們忽略在非洲每個區域和族群根據面具的功能所設

計的風格、顏色、材料、符號設計都不同，在不同的社交祭典活動中也有不同

的意義。有些教學課程會約略地介紹這些面具的文化背景。然後，針對面具上

的特殊圖形與設計加上解釋，進一步要求學生運用符號來裝飾自己的面具。但

主要的教學目的還是以設計元素來引發學生的聯想和創作  (Hubbert, 

2008)。 雖然自九十年代中期起，藝術教育學者們呼籲美術老師們以社會文化

學的角度來詮釋其他文化文物。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大部分的藝術教

學課程普遍地仍停留在以產品型錄為主軸。創作成品的重要性大過於文物本身

所有的意義。不論是面具、蠟染、圖騰等等，目的只在於讓學生在創作的過程

中有個依據的對象。簡單的說，「好奇百寶展示櫃型」的美術教學計劃只是一

個類文化、簡略文化、抄襲文化的學習過程。 

主題公園型的美術教案主題公園型的美術教案主題公園型的美術教案主題公園型的美術教案        

就像去一個主題公園遊玩的經驗一樣，「主題公園型」的美術教學計劃全

面地以一個主題將所有構成的必備元素環環連接。「主題公園型」的美術教學

計劃中，教學的目標從每個細微的環結裏讓所有的元素共同反映一個總的概念

或想法。希望有效運用學生先前具備的知識或人生經驗更深層地讓學生來理

解。教學策略是螺旋式、著重順序性與整合性。其他課程相比，「主題公園型」

課程的主幹更明確，內容也可以多元化。但它也有隱藏的危險。舉例來說，一

個以「母愛」為主題的教學計劃裏包括從四個代表不同文化、年代、風格的藝

術作品 (Schneider, 1995）。在此，一個多樣化的藝術組合把人的情感或經驗

當做一把主題傘。它直接假設每個人都了解母愛的意義。每個人都經歷過、感

受到母愛般的情感。然而，這樣的教學計劃只是反映了一個「藝術的美與和諧

的人際關係」的假像罷了（Price,1989, p. 37）。類似這樣的課程頻頻可見。

在表面上這類課程有助於學生的藝術鑑賞。可是，美術教育工作者並沒有意識

到它的危險性：它隱約地呈現一個普遍性的錯覺。在這個錯覺裏，任何美術作

品裏所有獨特的個性和其所代表的文化特點都消失不見了。 

遊樂場型的美術教案遊樂場型的美術教案遊樂場型的美術教案遊樂場型的美術教案    

「遊樂場型」的美術課程也是以一個明顯的主題為基礎。但是，它和主題

公園型的美術教學計劃根本的分歧在於它使用的教學策略是用「遊戲」來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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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討論的議題。把「遊戲」做為一個手段，有計劃的挑選一組藝術作品，然

後套用預設的遊戲模式。類似「找一找．．．」和「Waldo 在哪裡？」的遊戲

最受歡迎。譬如「藝術品裏的動物」鼓勵兒童們從不同的藝術品裏找出動物

(Roland, 2010)，企圖從遊戲中激發學生的興趣。 

「遊樂場型」的美術教學是互動式的。以「發現」為基礎來解決問題。但

我們得試問，除了測試學生的眼力之外，我們到底有沒有試圖推動學生們批判

性思考的潛能？找到動物之後呢？除了分析動物的形式和各個藝術家描繪動

物的風格，我們是否忽略了這些動物在不同文化裡所代表的特殊意義？在這樣

的片段局部的教學裏我們簡略地組合，圖一個方便。忽視動物們在自然科學方

面的教育價值和歷史文化的意義。相對的，也就失去融合其他學科做深層討論

的機會了。 

藝術教育的本質藝術教育的本質藝術教育的本質藝術教育的本質    

從結集的教學設計中，我也看到意識形態的更迭：多文化著重「我」與「他」

的關係，打破西方美學的窠臼尋求互動了解的空間；多元化則試圖與其他學科

領域做一聯合與整合；視覺文化重視對美感素養的培養；社會勢力議題則呼籲

教育者重視對大環境的醒思；全球化的思維把藝術教育「視為傳統審查和知識

理念共享的領域」(Steers, 2012, p. 7)；全人教育期盼培養學生成為「創意階

層」(Darras, 2012, p. 23) 的貢獻者或是支持者。這一切都是期許美術老師能

夠打破框架，拓展教學的領域。提供學生一個思考的機會，從藝術現象與社會

思維為起點來促進藝術與生活之間緊密聯繫的經驗。 

一個圖像含括千言萬語，是包括虛擬意象的組合體，充滿象徵性的元素。

要了解一個圖像得從形成圖像的角度做一個全方位的了解 (Mitchell, 2006)。

Duncum (2010) 很明確地將視覺文化所影射的含意歸納總結來引導學生了

解、解析圖像隱藏的意義。藝術教學的內容更具活力、充滿象徵、龐大而多樣

地積極貫通反映全球的議題。就像我們現代生活中的實際經驗一樣，是動態

的、是經常改變的 (Villeneuve & Sheppard,  2009; Chung & Kirby, 2009; 

Shin, 2010; Lai, 2009)。而且，藝術代表的不僅是藝術家發揮創作的成品，它

反映藝術家透過藝術行動所要傳達的意念、價值觀、對文化或社會的關懷。我

們看藝術時必須認清在現代主義的頻頻出現的反身自省的態度。從文化的角度

來看，我們不能否認藝術是人生經驗的果實。在這樣的「藝術行為」裡 

(Dissanayke, 1998, p. 9)，藝術是一個社會行動 (Dissanayke, 1982; 

Dissanayke, 1998; Anderson, 1990)。詮釋藝術的方式可以從一個文化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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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文化和文化間的交流和疏離來考慮。觀者本身所處的社會、生活態度與文

化成長也是重要的因素。看藝術的角度得超越形式，必須以互動性的文化為觀

察重點。從人類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藝術的「個人性 / personalhood 」 反

映某種文化現象或文化儀式 (George, E. M. & Fisher, M. M, 1999)。我們詮釋

文化現象時需了解「文字是話語的一種表示．．．它代表著自我反思的評論經

驗、抒發情感、反映自我．．．它揭示了行為上和概念上所有顯著的反應、對

比、或是模糊的公共文化形式」（p. 54）。 

正如 Dewey (1980) 所說，「藝術是權力的儀式和慶典的延伸」（p. 271）。

藝術自然而然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因此，從古到今，從現在到將來，圖

像的功能便成為一種生活紀錄的方式來紀念或是慶祝持殊的歷史片段。它也可

以是一種批判人生的縮影，實實在在地反映了人類經驗的獨特性。Zakia (1997) 

提出，由圖像引發的「聯想」和我們從生活經驗裡集結的視覺記憶有很大的關

係。個人的文化背景對顏色所含的意義的敏感度，往往左右一個圖像的詮釋。

圖像會產生「等值」的現象 (p. 90)。意即，我們常常因為圖像的某個元素喚

醒某個記憶。圖像也有通感的能力，它強烈地挑動我們除了視覺之外的其他感

官的活動。 

的確，詮釋圖像的方向是多樣的、複雜的。在處理圖像和它們所代表的直

接的或是間接的信息的時候，有一個問題漸漸地在我的心裡盤旋：圖像，對當

下現在的我，具有什麼意義？就是因為這個「現在」和「我」的兩個概念，我

的統整課程設計的研究方向有了戲劇性的轉變。這個轉變，超越片斷，超越時

光機器的凍結時間的經驗。它跨越學科，直接連結到學習者的現在的生活。它

就是「橋樑型的課程設計」。 

「橋樑型的課程設計」和其概念「橋樑型的課程設計」和其概念「橋樑型的課程設計」和其概念「橋樑型的課程設計」和其概念        

我用橋樑來比喻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統整課程架構。在實際生活中橋樑最重

要的功能遠超過實際的連接 A 點到 B 點。除了縮短外在的距離之外，橋樑把

兩地文化聯繫起來。它提供促進溝通的機會，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並且建立

關係。然而，我們必須明白，當兩個文化初次接觸時難免會有衝突發生，不斷

地相互調整和妥協。明顯地，文化融合的演變是一個不休止的進行式。新舊文

化中所有的教條規範、隱藏的價值 / 偏見、和諧 / 衝突、信仰 / 神話等所代

表的含義不斷更新。一個橋樑的建立對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環境極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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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開展視野、拓寬生活經驗。它也在衝突中不斷地找尋和平共存的解決方案並

積極地立訂價值。 

「橋樑型的課程設計」的特點就是這個不斷更新的過程。它以學習者為中

心 (見圖 1) ，具備跨學科的性質。Cavicchi, E., et al (2009) 認為學習課題，

「它」，「可以詮釋成是各種學習的方式和對學習課題了解的深度。．．．雖

然，老師知道『它』的程度比學生所知的更多。在它、老師、學生這個三角關

係中，老師並不是傳授知識給學生的主導者。相反的，老師主要在幫學習者和

『它』之間建立互動的關係。．．．一旦關係建立，學習者有能力在學習結束

後，不需要老師的參與，持續保有並更新互動的關係」（p. 198)。 

學習者本身就是一個綜合體。他的學習成效往往受到自身和學習環境的影

響。學習者對於學習科目的理解也和學習者自身和學習環境的互動息息相關。

因此，在設計課程計劃時，老師們必須正視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本質：它是一個

多元變動的主體（圖 1）。 

教師和學生不斷地學習和討論一個特定的課題以及課題本身對學生的意

義。老師是輔助者。隨機適性指導但不干涉、不獨霸。全面性的引導學生自發

自省的能力。教師努力探索人生經驗，提供在課本上與不在課本上的重要的題

材來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讓學生嘗試、探索、建設、界定學習課題的意義。它

強調學習課題和學習者之間的互動。除了重視學習的過程與啟發之外，更重視

學習的長效性。 

 

圖 1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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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橋樑型的課程設計」的三個步驟 

 

「橋樑型的課程設計」有三個步驟：詮釋、反思、創造（圖 2）。 這些

步驟是幫助授課者和學習者擬訂價值觀、形成新知識的必要途徑。步驟完全以

學習者為主導。因此，每一個步驟，都應該考慮到學習者自身的知識背景、人

文生活、思維模式和信仰價值。詮釋、反思、創造，乍看之下雖然呈現一個線

性的流程； 然而，它所產生的深層思考、自我認知以及深度聯結對於學習者

卻是一個無止境地循環。對學習者的認知具有長遠的成效性。在學習的過程

中，詮釋、反思、創造這三個階段都必須不斷地回到學習者本身，做調整，再

出發。 

雖然，藝術教育的教學課程中有絕大的一環以創作為主。然而，創作必須

是有意義的創作項目。老師提供創作以外的活動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是「橋

樑型的課程設計」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譬如，適當的文字遊戲、日記紀錄、

實地考察、案例研究等。其中，實地考察與案例研究最為重要。這兩個活動要

求學生積極地把現實生活和人的互動緊密地連繫到學習的課題中。 

「橋樑型的課程設計」應用與實例「橋樑型的課程設計」應用與實例「橋樑型的課程設計」應用與實例「橋樑型的課程設計」應用與實例    

為了對「橋樑型的課程設計」有更清楚的解釋，我在這裡提供一個我在華

盛頓州立大學三鎮分校教授職前老師的實際應用「橋樑型的課程設計」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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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實例，來證明「橋樑型的課程設計」是藝術統整教育的有效的課程設計

架構。 

商場文化與消費主義商場文化與消費主義商場文化與消費主義商場文化與消費主義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商場文化：詮釋商場文化：詮釋商場文化：詮釋商場文化：詮釋    

為了讓學生能親身體會視覺經驗和生活行為習習相關，職前老師們在購物

中心進行考察。我讓學生研究購物中心裡對消費者的購物有正面影響的視覺設

計元素。他們針對商店的海報、展示櫥窗、購物袋、賣埸擺設和任何吸引他們

的注意力來紀錄可以讓他們駐足再三，甚而打開荷包的視覺設計。在課堂上學

生們興奮地分享紀錄心得。學生們以 Express 為例討論獨特設計的櫥窗（圖

3)。雖然，它以店名為主，用文字來凸顯一個簡單的設計，學生們卻認為簡單

凸顯出服裝店的特殊風格：具獨特性、隨性、簡約大方。在探討櫥窗海報展示

時，學生們提到 Eddie Bauer眼鏡店的海報展示十分討喜。海報上有一對完美

組合的情侶 / 夫婦照片。情侶 / 夫婦的愉悅表情加深了設計的整體性與和

諧。它展露出一個舒適愉快的生活態度，彷彿沉浸在只有彼此的二人世界中。

學生們也發現，以風景畫當佈景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賣點（圖

4）。可能是它在放眼所及一片衣服、商品、人潮裏有鶴立雞群的獨特性；也

可能是風景提供了一個購物者嚮往的精神心靈休憩的機會。許多學生認為鑑於

美國社會現況：永遠結束不了的戰爭、下沉的經濟等因素，都增強人們對未來

的不確定性與不安性。因此，這樣的店面設計成為一個舒解壓力的出口，強烈

地引起一般美國人民的共鳴，也直接表露出期望和平的願望和安寧的生活。 

認識商場文化：反思認識商場文化：反思認識商場文化：反思認識商場文化：反思    

 我們進一步透過社會、經濟、心理和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商埸文化的價值與

意義。我們認為購物商場的功能有： 

1. 大家的購物中心 : 購物中心跨越社會階層、族群。商家很有技巧的包括不

同的膚色、不同年齡層的模特兒。我們可以說購物中心徹底展現現實社會

中少見世界大同與族群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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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Express 商店店面。以文字為設計的主要元素。 

 

 

 

 

 

 

 

 

 

 

 

 

 

 

2. 反映人類行為的購物中心：商場以販賣慾望為主。消費者買要滿足一種我

也想要的渴望。 

3. 社交功能性的購物中心 : 從早到晚，購物中心扮演著不同的社交功能：它

是運動中心、交誼廳、也是免費的安親場所。在商店還沒營業之前，購物

中心變成一個健身運動的場所和社交談話的園地。等到商埸正式開業，購

物中心又成為很多家庭主婦和年輕的母親的天下。晚上則變成青少年社交

聚會的埸所。 

        
 

圖 4  學生田野筆記。  

左: 卡片店的顏色排列組合分析。 

中: Eddie Bauer商店店面以風景為背景的設計。 

右: 糖果機器的地點和他們的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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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總結購物中心的優缺點。優點是它是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地

方。它提高生活的方便性和安全性。它在經濟上促進商圈周邊的發展，提供社

交機會和就業機會。購物中心的缺點在於傳統家庭式的商店逐漸消失以及社區

明顯的隔閡增加。另外，性和人性慾望已成為一種販賣商品的手段。而且，許

多店家販賣海外製作成本低廉的產品，再以高價賣出，除了顯露人性貪婪的一

面之外，更暗示道德和價值觀淪落。 

消費消費消費消費文化文化文化文化與藝術連結與藝術連結與藝術連結與藝術連結：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學生們接著以「自己的店」為一個主題，用寫作和藝術創作來反映從實地

考察中總結的心得。學生陳述開店的宗旨、商品的特性和販售的對象。然後學

生運用 Escher 鑲嵌的原理和技巧，以鑲嵌的方式設計商店的識別標誌。在這

個創作中不是為了做鑲嵌而做鑲嵌。而是把鑲嵌作為一種形式、一個橋樑。它

已超越數學和藝術形式上的連結。購物商場的考察經驗讓學生有目的地賦予鑲

嵌一個更深的意義：來闡述某種在現實生活中的現象。商埸實地考察結集的資

料和課堂的討論為這個創作活動提供一個良性的學習背景。學生們可以重新思

考、重新連接到他們看到的東西來對商場文化進行深度的批判。他們款款流露

對社區的關懷和期許。這樣的教學計劃讓學生的學習視野更廣大、學習成效更

久遠。以往我在教學生鑲嵌時都只鼓勵學生腦力激盪大玩「變形狀的遊戲」，

而不是和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繫。「橋樑型」的教學方式讓我重新思考這個課程

計劃的可能性。我也發現學生的設計作品比較有特定的目標和個人的聲音(圖

5 – 7)。他們的作品反映的不只是學到的藝術知識和技法，也充分表達學生對

商場文化隱藏的意義所代表經濟環境現況的關懷。 

 

 

 

 

 

 

 

  
 圖 5  職前老師商場文化鑲嵌設計作品範例「城市之光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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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職前老師商場文化鑲嵌設計作品範例「看電影時間：二手影碟交換店」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橋樑型的課程設計」概念和當代藝術教育的思潮的觀點緊緊密合。把教

學計劃當做橋樑，授課者和教學者透過詮釋、反思、創造三個步驟，帶領學習

者對知識做深層學習的探究。它可以連接到日常的生活經驗和美學探討。它提

供學生從功能、語境、社會意義，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藝術所代表的意義。

它強調一種多感官的學習模式來和藝術有關的圖像經驗進行解碼和創造新意

義。橋樑的意象的連接不但超越自己和他人，也超越時間和空間。它具有機動

性、包含力。它跨越學科，能夠從各個角度落實無止境的學習動機。橋樑連結

 
圖 6 職前老師商場文化鑲嵌設計作品範例「文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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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者、知識、學習者。將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互動的文化。它實在地提供了

和生活習習相關、永遠不結束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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