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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的學習與成長是在生活中發生的，生活是一個多面向的有機體，含蘊人

 間、時間、空間各種複雜的環境因素，時時牽繫著個體的變化與發展，為了使人和

 環境相互依存的關係能夠臻於和諧，藉由教育提供兒童生活必要的養分，讓生活有

 目標，生命有希望。生活課程是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課程的終極精神是希望

 把自然、社會與藝術環境中其、善、美的本質，充分體現在生活申。本研究以「藝

 術體驗」教學來探究國小低年段學生的生活能力，透過生動活潑的「藝術體驗」學

 習活動，開展兒童視覺、聽覺以及動覺等多元智慧，從多重感官的體驗與訓練，喚

 起兒童對於生活環境的知覺，進而轉化為具體行動去適應生活、改變生活甚至創造

 生活。本研究雖以「藝術體驗」為名，但在本研究中它作為一個途徑、手段，卻不

 是最後的目的，其最後的目的是回到生活。本研究為期兩年，針對國小一、二年級

 的學生進行藝術體驗教學，並藉以發展其生活能力。研究目的如下:

 一、透過文獻與文件分析、藝術體驗教學的觀察與分析，建構學生生活能力。

 二、經由學習過程的觀察、學生作品與教師及家長的評量，瞭解低年級學童在藝術

 體驗教學申其生活能力的表現情形。

 三、根據上述發現，提出未來生活能力後續研究以及藝術體驗教學之建議。

 本研究透過藝術體驗教學途徑所發展出的學生能力，共有六個生活能力項目，

 五十三條行為特徵，依據身心內外的交互作用，按「覺」、「知」、「行」、

 「能」的發展，依序分為:

 (-)生活的敏銳度

 生活敏銳度有七條行為特徵，分別是: 1．主動察覺教室中人、事、物形

 式的改變; 2．仔綱觀察環境變化的現象; 3．對於教師的提示有所反應; 4．留

 意到媒材質感的殊異性; 5．瞭解別人的讚美或批評; 6，對於特殊情境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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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動^ 7J體會別人的用心。

 (^)生活的知覺性

 生活的知覺性有八條行為特徵，分別是: 1．知道相關的知識與概念;

 2．明確描述當下發生的情況;趴瞭解自己的優勢; 4．比較分析之後再做選

 擇; 5．分析狀況並解釋原因; 6，記得學習的各種經驗; 7．推測事情的可能結

 果; 8．對別人的提問明確回應。

 (三)生活的計畫性

 生活的計畫性有八條行為特徵，分別是: 1．提出構想草擬計劃; 2．確

 立方向目標; 3．準備媒材工具; 4．安排進行程序步驟; 5．決定採取行動的方

 法; 6．預估每個階段的成效; 70反復修正提出的計劃; 8．結構與組織有系統

 性。

 (四)生活的行動力

 生活的行動力共有十條行為特徵: 1．即時行動活力十足; 2．出於自動自

 發的表現; 3．主動探索並蒐集資料; 4．尋找資源善加利用; 5．全心投入學習

 活動; 6．發現問題並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7．利用工具和策略有效解決問題;

 8．對於操作性的活動勤加練習; 9．延續與應用所學發揮所長; 1^．連結其他

 領域擴大學習效能。

 (五)生活的創造性

 生活的創造力有八條行為特徵，分別是: 1．想像力的開展; 2．求新求

 變積極發揮創造力; 3．見解獨到與眾不同; 4．勇於體驗與嚐試; 5．創新改造

 或發明^ 6，個殊性的脫軌表現; 70懂得變通解決問題; 8．營造趣味度或新鮮

 感。

 (六)生活的美感性

 最後一項生活的美感性，共有十二條行為特徵，分別是: 1．樂意接納

 別人的意見; 2．講究並遵守生活的秩序; 3．喜愛美好的事物; 4．考量個別與

 整體的效果關係; 5．專注欣賞人事物的特色; 6．品評之後表達自己的想法或

 意見; 70關愛環境愛好和諧; 8．分享自己喜愛的美好事物; 9．收藏生活的各

 式物品; 10．裝飾自己或作品; 1^．適度合宜的搭配; 1^．美化生活空間和環

^-^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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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對於低年段學生之學習表現作分析，並提出透過藝術體驗教學建構學生

 生活能力之結論:

 一、學生生活能力的建構需經歷長期的時程。

 二、藝術體驗教學途徑適合應用於低年級生活課程。

 三、學生生活能力的養成過程漫長。

 四、學生生活能力表現各有強弱。

 五、教師特質影響學生生活能力的表現。

 六、藝術體驗需透過潛在課程的方式進行，而非指導式的教學。

 七、鼓勵學生各種的表現方式，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找到自己的舞台。

 最後，本研究提出八項的具體建議如下:

 一、生活能力應在不同年段的教育中持續經營。

 二、尊重兒童的價值，方可能發揮兒童的潛在能力。

 三、生活能力的觀察應該有多方面的關照。

 四、回歸生活是培養生活能力的不二法門。

 五、生活能力的培養理解學生芷提供不同的學習途徑。

 六、藝術體驗教學教師素養外，教師應該具備更大的包容力及感受力。

 七、善用資源營造環境是藝術體驗教學的重要途徑。

 八、藝術體驗的過程應重於成品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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