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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感教育向前行─陳碧涵立法委員訪談錄 1

訪談時間：2014 年 7 月 31 日

地 點：立法院陳碧涵委員國會辦公室

訪 談：洪詠善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邱鈺婷　前國家教育研究院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博士後研究員

文字編撰：阮凱利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兼任助理教授

前言

陳碧涵立法委員（2016 年 2 月卸任）國會辦公室長期以來推動美感教育，

自 101 年 8 月 31 日召開《美感教育專家學者座談會》後，責成教育部提出美感

教育中長程計畫，並多次透過質詢、臨時提案、國是論壇、院長總質詢等方式，

呼籲臺灣落實美感教育之重要與急迫性。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於 102 年 8 月頒布，並宣布

103 年為「美感教育年」。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於 103 年 7 月 31 日拜訪立

法院陳碧涵委員，探究陳立委推動臺灣美感教育的心路歷程。

一、推動臺灣美感教育的背景與動力

過去這一年來，在大大小小的美感教育研討會或工作坊或共識營，總是會看

到笑容可掬的陳碧涵委員親臨會場。她會跟大家分享自己對美的學習與夢想，她

會跟大家坐在一起聽老師說故事，說出大家對美的渴求 ... 即使再忙，她還是會

騰出時間。為什麼她如此不遺餘力地推動臺灣美感教育呢？就是這次訪談的第一

個好奇。

陳委員說：「可能是覺得我們國家在這方面是非常空白的吧！」

1　編者按：本文係依 2014 / 07 / 31 當日訪談陳碧涵委員之逐字稿整理編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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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涵委員從小到大都在很棒的環境成長，父母親教育開明，給她許多適性發

展的機會。委員對藝術和文學充滿想像力，她做過學校社團的文藝社社長、女童

軍隊長、合唱團的指揮、編舞組團…在這些經驗中，她真切體悟到：「教師一定

要有豐富的想像力，以及對美的感受能力跟經驗，否則他們就沒有辦法釋放學生

的人格特質或對社會的敏感度」。後來她成為老師了，就試圖要讓學生擁有更多

的能力，更多元的學習視野。她說：

……臺灣的孩子從來就不差，舉例來說，臺灣的學生到國外去讀書的時

候，因為技巧被訓練的很成熟，但在這個體制下成績不是頂尖，可能是

被老師認定的分數很低；但到了國外環境，卻成為了最好的學生，有了

自己的成就。所以我認為臺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很壓抑學生的表現

的，換句話說，這些學生已經夠優秀，但在臺灣教育氛圍裡，因為壓抑，

並沒有讓一個學生的本質適度得到釋放。因此，我認為，「德智體群美」

當中，群育常被強調了，因為我們講究團隊精神，或者各種活動裡面都

要求學生具備團隊合群概念，才可以有好的成就；德育也是，雖然現在

大家說人心不古，但身處儒家社會的我們，德育觀念還是很被注重；智

育就更不用說了；唯獨「美育」，非常的空白！

因為這樣的體悟及感慨，陳委員進到立法院後時常思考：「我可以做些什

麼？」委員覺得上天要給她一個機會，有不同的使命，那麼會是什麼樣的使命

呢？後來因為教育改革思潮興起，九年義務教育將延伸至十二年國教，陳委員再

次審度：

「如果要改革，我們要把人改到什麼方向去呢？要不要產生質變呢？如果要

質變，那麼教育的『德智體群美』」面最缺的是什麼？如果不去補足最缺少的部

分，又怎麼可以稱為教育的質變？」

於是就向教育部提醒：在十二年國教裡，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必須要做的，

就是美感教育！如果有了美感教育，這會是個真善美的社會。雖然推動美感教育

很多人認為無法成功或是無法推動，因為大家對美感的定義不同。但是陳委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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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只要努力，就有可能落實。為此她還和教育部長一同訪視了一些學校，深受部

長與現場教師的肯定。

推出美感教育的時程其實是按照我們所計畫的。當時就只有一點我比較

不認同……

陳碧涵委員回憶說：

教育部原本構想第一期五年計畫先從教育部本身推動，「跨部會」是在

第二期計畫中，但我認為如果第一期計畫沒有跨部會推動，這計畫註定

是會失敗的。因為「教育」不僅是在學校發生，如果我們只將美感教育

框架在學校裡面的教學活動或學校環境的經營，而放學後的所有食衣住

行娛樂全部跟美感無關，那美感教育一定胎死腹中。所以我非常熱心、

著急，又召開了跨部會議，為教育部搭了一個平臺請各部會來闡述整個

觀點。這件事情馬上得到了調整，大家都認同了「美感教育必須延伸到

整個食衣住行的環節」，所以接著我們找了交通部、文化部都來參加，

還有像社區整體營造的農委會，他們也有很好的經驗，這幾個部會也就

漸漸搭起了平臺，也讓我對美感教育充滿了期待和希望！後來，就這樣

推動了！

委員爽朗的笑聲中輕鬆地說著這段歷程，而我們則聽到了她執著的付出與

堅持！

二、對於臺灣美感教育之想像藍圖

推動美感教育，最直接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做？如何落實？陳碧涵委員語重

心長從學校教師開始談起，指出三個須要努力的方向：

（一）教師是很重要的角色。我們希望理想的老師就是「A ∕ R ∕ T」，現在

大部分的老師做到了 T（Teacher），也許將來可以做到 R（Researcher），朝研

究去發展，但是缺少的是 A（Artist）的藝術經驗探究。不過，我寧可講 A 是美

感、美學家。理想中的老師他應該被培育成具有美感經驗，又能夠靈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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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地教學，也有能力表述個體的意義。我們應該提供什麼樣的師資培育，以

及如何讓在職老師增能，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事。」

（二）美感，它不是一門科目、不是一門學科、它不是只談藝術教育，所以它（美

感）會在各個領域、在生活裡。它應該要被納進去所有提供機會給學生感受的

課程中去實施。假如我們的老師不知道怎麼把它具體化，就會產生問題。所以，

如何讓這些老師能體會、擁有經驗，然後應用在所教的課程上，就是成敗的關卡：

如果教師没有突破這個關卡，後面再怎麼推動、吶喊，其實是很困難的。所以，

如果某位老師已經有一個很好的課程設計，可以邀請所有領域的老師們都來，

大家一塊腦力激盪，看看要如何帶入所謂的「美感」。再來，「美感」是那麼

難形容的東西，教師可以從「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自然（環境）」去想

要怎麼做，比如說：我今天教語文課，我從自我的角度、他人的角度、社會的

角度去設計課程，融入感官、音樂導入、或是影片等，讓學生去體驗。而且教

育部也可以提供綱目給實施者，這樣教師可以知道自己在推動美感教育中扮演

哪一種角色，然後借助他們的專業去發展美感教育。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不

能失去方向，認為隨便老師怎麼做都可以，這樣的話，教師增能很可能就失敗，

計畫也就不會成功。

（三）大家要好好留心做一件事。例如，交通部可以辦一個全國的檳榔攤比賽。

臺灣檳榔攤很多、很有特色，但老實說也很雜亂、不好看，可是它很有特色啊！

我們來辦一個臺灣十大傑出檳榔攤，讓檳榔業者有展現的機會，檳榔業者就會

去思考乾淨、明亮或在地特色等等，結果因為辦了這個活動，檳榔業被看見了，

或者覺得想證明有某種美感，所以參與了，這就變美好了。再比方說，很多人

認為公寓最髒的就是樓梯角落，廣告、垃圾亂丟，又陰暗潮濕。我們就可以辦

個「美麗就在轉角間」的活動，讓全民一起做；或者美化馬路天橋、淨灘…。

像這樣的事，人民可以感受，也可以行動，然後又可以發展成學校或社區特色，

大家一起做，成為了一個美感新生活運動。

（四）美感從幼起，對於剛出生的幼兒或兒童，我們應該把它當成美感教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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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主力，因為這些幼童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著眼於從幼兒園到這個國、高

中這一群孩子，如果能夠把他們的美感素養融合於生活中，我們國家一定會有

競爭力。所謂的競爭不是指檯面上爭取名次，而是一種軟實力的表現。我們的

孩子會因為有美的眼光，欣賞別人、肯定自己，也願意成就他人，有這樣的美

善的心，我們的國家是非常有希望的。

三、對於臺灣推動美感教育的深切期許

教育部推出 2014 年是美感教育元年，陳委員認為元年就是一種革命、一種

開始，它必須產出一種動能！所以推動美感教育可能不需要許多響亮的口號或旗

幟，但必須有清楚明確的方向，而且要得到社會和人民的支持、認同與參與。

美感教育元年，我們在做什麼呢？這個必須被看見！碧涵委員指出如果社會

大眾知道了，就會是一場美感新生活運動。例如，把字寫好，體會條線的變化；

把茶泡好，去體會茶葉的製作過程，水溫與茶之間的關係；喝茶的時候，感受一

下心靈的撫慰…這些簡單的事做好了，美感教育就落實了。

為了要落實美感教育的推動，她對公部門也提出幾項期許：

在執行過程中，要隨時回去檢視我們原來的出發心。首先，我希望公部

門不僅是發包和結案這兩種執行動作而已，要先瞭解什麼叫「美感」。

然後，我也很希望「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可以做很好的前導領航

中心，研發明確的工具與方法，協助各界有效的去推動。所以「亞太地

區美感教育研究室」應該是一種常設機構，不斷地把亞太經驗跟我們國

家的特色發展出來，然後跟著我們未來的主人翁一起變成世界舞臺的主

角。所以「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要承擔起這樣的重責大任。

另外，對於既有的計畫，一定要好好的再檢視，不能只是因為計畫盤點

歸納到美感教育的專案裡就算完成了。我覺得美感要落實，真的只要加

一點心思就可以，所以教育部所有的既有計劃裡，能夠跟美感教育結合

的計畫，應該用一點新的思維，只要花一點巧思，就可以得到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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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訪談即將結束時，陳委員說出她一路走來心中最殷切的期望：

在我心目中，「世界大同」就是最高的治國境界，即使幾千年後依然適

用。從哪裡做起呢？其實就是從美感教育。因為如果我們能夠用善意的

心、禮讓的心去成就別人的美好的時，道德自然就會顯現它的力量；因

為道德不是規定，是心甘情願、發自內心的；如果沒有利他的精神，怎

麼可能有好的情操

好的情操可以成就一個「真善美」的社會，這是美感教育最終的目標，

因為有了美感，就會尊重理解他人，然後成就自己又成就他人，也多

了一份包容的力量。當教育的「德智體群美」完整了，就是一個全人

教育的理想。美感教育就是我們教育的地下水道工程，美感教育是影

響深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