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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不僅是目標，也是教科書，近來更

以學習經驗來概稱，顯然課程的範疇及內涵

隨著定義變動。然社會大眾對於課程的認

知，多以教科書或課表為主，其科目範圍與

內涵雖然廣泛，但受限於升學考試之影響，

對其重視程度常有所偏頗，誤以為列入考試

科目者為主科，比較重要，未列入考科範

圍，則無所謂，可以忽視。此外，就學習能

力的觀點來檢視：學校科目或教學中，比較

偏重邏輯思考訓練，忽略藝術人文等領域，

對於發展學生美感能力的關注。因此，長期

以來，數理課程、邏輯思考能力或其相對應

的職業常成為教育重心。

課程範疇既然包括學習經驗，就必然要

涵蓋所有課程，也要關注整體、直覺與鑑賞

等層面。就課程內涵中文學、音樂、藝術等

內容，也非邏輯推理思考等能力足以掌握，

藝術與人文課程更需要意境想像及讀者體

會。換言之，美的感知，有其個殊性，不僅

不易理解，也難以傳達，其教學的難度更高。

雖然美感教育未受到同等重視，不過對於學

生發展及生活品質提升，有其價值與意義，

就教師教學而言，對美感教育應採取何種態

度？如何運用？茲提出五點供教師參考：

㆒、認識美感教育本質

美感教育的教學，不僅限於美術、音樂

等課程的學習，其內容包括所有課程中有關

美感的各種活動與經驗。美感教育在於透過

教育歷程，發展學生潛在的審美能力，除強

調情意方面的學習外，也兼重知性與感性的

陶冶，期能在學生的德、智、體、群四育之

均衡發展，並豐富其學習內涵。總之，美感

教育可以促進文化的多元性，對學生身心、

情緒與品格發展至關重要；美感教育目的，

並非培養藝術家，而是在發展國民創造、理

想及態度，成為能應用於日常生活，能欣賞

美感的判斷力，進而提升全民美感素養。

㆓、認同教育目標的多元性

教育有其理想與目的，如培育健全公

民、促進生涯發展，發展德、智、體、群、

美五育，實踐全人教育的目標等。美感教育

則要培養學生審美情操與氣質，發展學生想

像、創造及鑑賞力，促進身心和諧成長，調

和個性與群性，求人格之充分，並能培養藝

術的興趣，俾能豐富與充實生活內容。換言

之，教師不宜受限於本身對於教育目的認知，

要以多元彈性的態度，讓學生個人能自主的

探索世界。因此，教師對於教育目標，應該

以更包容的態度，讓學習者能欣賞、感受進

而創造美的事物，發展學生的美感經驗。

㆔、理解課程多面性

課程是人類知識的組合，既有的知識架

構來自人類對於外在世界理解，目前學校課

程包括人文藝術及自然數理學科，雖然課程

呈現多樣化內容，但對於課程的重視程度，

卻仍有偏頗；隨著人類理解範疇不斷拓展，

對於課程架構與知識內涵也必然不斷的變遷

與改變，教師相對應的必須同步成長，以理

解課程內涵豐富。因此，教師本身不但要重

視課程的均衡性，也要不斷進修，理解如何

在環境及所有學科領域教學中，融入美感教

育，以期全方位的實施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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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採取開放的教㈻態度

教學包括理性邏輯推理思考，也涵蓋感

性認知的審美情操，感性與理性是人類感知

與瞭解世界的方式，但在學校知識體系與教

學中，較偏愛發展邏輯推理的能力，重視數

理課程學習，相較之下對於人文領域科目感

受、體驗與想像等能力之發展，則因授課時

數、測驗方式及教學難度等因素，而未受到

相同認可，因此教師應該在教學上，採取更

為開放的態度，強調人文學科及能力的重

要，協助學生發展均衡的能力。

㈤、欣賞及發展㈻生的獨㈵性

每一位學生，都來自不同的家庭，有其

獨有的經驗與價值觀，美感教育可以有系統

陶冶學生的欣賞、品味及感性批判能力，雖

然對教師而言是一項挑戰，但教師應該認同

學生擁有的獨特性，欣賞其差異性，進而順

其個性引導發展，讓每一位學生都能發展成

為具有美感素養及獨特品質的個人。總之，學

生是擁有獨特個性的學習者，教師在面對具有

不同個性的學習者，需要有專業素養，才能在

教育的引導下，激盪出美育的智慧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