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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的創新與人才的培育 

 

【文／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盧秋珍】 

【圖／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2011 年國際陶瓷藝術節】 

鄰近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鶯歌陶瓷博物館，近期舉辦「2011 年國際陶瓷藝術節」，活動豐富多樣

化，而其中的主題特展「百年風華——臺灣陶瓷品牌經典特展」，融合文化、創意、產業、生活、

美學等元素，參展的品牌分建築、工業、日用陳設、衛浴等陶瓷產業，展覽內容呈現陶瓷產業逐漸

從代工角色轉而重視品牌概念，並蛻變為新興文化創意產業。筆者自參觀展覽後，對於文化創意人

才的培育與目前的教育環境有一些思考。 

美感與創意是臺灣未來最重要的競爭力之一，如何營造良好的生活文化環境，提升民眾生活美

感素養，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因此，文建會自民國 97 年開始推動「臺灣生活美學運動」，希望能運

用藝術思維和手段，建構國民社會美學的基礎，提升民眾對生活美學的重視及美學涵養，以改善臺

灣目前生活環境的狀況並提升臺灣的競爭實力。此外，為順應全球經濟型態之改變，迎接知識經濟

時代的來臨，政府近來持續將提升創造力列為主要的國家發展策略：積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於

2011 年公布「文化創意產業法」，以建構具有豐富文化及創意內涵之社會環境；推動臺灣產業文化

與觀光動線結合，經濟部早於民國 92 年開始推動觀光工廠輔導計畫，並篩選其中各產業領域中足以

表率的觀光工廠示範點，讓遊客在參觀產業製程並認識文化產業之餘，能安心享受一種結合休閒與

學習的文化體驗之旅。而教育部為配合當前九年一貫之教育政策與各項教改目標，於 2003 年公布

「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其施行範圍涵括從幼稚園到大學各教育階段，採全方位觀點將創造力教育

融入各生活層面，並分別制定合乎創造力教改主軸之政策原則。以上種種政策乃在實現創造力國度

之終極願景。 

【教育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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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鏈包括文化、創意、產業三大部分，文創產業的源頭與底蘊是文化，藉由人才的創意

發想，將其包裝成行銷國際的文化商品。對於教育體系而言，學校可藉由文化創意產業協助培育學

生的文化與美學素養，相對地，文化創意產業也需要學校教育創意人才的培育，但是如何在各教育

階段與生活環境啟發學生的創意思維？如何培養學生美學素養？以供應文化創意產業所需的源源不

絕的創意人才資源。文化創意產業以創意為核心，推陳出新，要求創意人才具備創新意識。文化創

意產業強調文化藝術與經濟的結合，向大眾提供文化、藝術、精神、心理、娛樂產品，以滿足人們

的精神需求。因此，要求創意人才除了掌握必備的專業基礎知識和專業技能之外，尚需具備較好的

創新意識、文化與美學素養。創意需要想像力的促發，杜威《藝術即經驗》（Art as experience）：

「想像是一種洞悉事理與感受周遭的方式，它能將熟悉的舊事物轉變成為新的經驗。」而卡爾森

（Carlson，1964）認為要促發原創想像必須有幾個要件，如：自由與開放學校與家庭環境、感官自

覺的學習環境，激勵正向思考、發展好奇心與質疑心、發展擴散性思考等等，這些看似簡單的條

件，卻是常被忽略的部分。其次，塑造良好的校園人文環境，發展多樣化的校園文化活動、人文講

座、藝術展演與社團活動等，從各方面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的文化素養。賅言之，開放而自由的教

育環境，富有感官自覺的學習經驗，濃厚的文化氛圍，有助於學生想像力的激發與創造力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