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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內容是理論與實務兼具的整合性課題，從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思

維，導引學生認識文化創造優質生活的概念，更進一步透過實際的走訪，從實地

勘查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更甚成為問題的解決者；這是一個統整性的課程，

蘊含價值的發現、自我的認同、文化情感的凝聚等等特質，以下則將教學心得與

未來努力的方向，分述如下：

（一）課程設計可以培養社會人文關懷的行動者與實踐者

美感能力的培養是打造看不到的競爭力，然而美感在哪裡？教材在哪裡？

難道非得在美術館、名畫店尋找嗎？其實眾多的教材就充斥在生活之中，尤其就

藝術而言，大眾文化、視覺文化已融入生活，以真實環境為議題，更能培養學生

成為一位社會關懷的行動者與實踐者。以本課程而言，即大量安排實境參訪，例

如國際霹靂布袋戲、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文史館、「糖廠空間」何去何從…等等現

況，這些人、事、物，都在本校學生的生活範圍之中，卻鮮少有人注意它們的過去

和未來；而這些教材，可以引發學生對「藝術」與「文化」的關注，進而結合「創

意」，幫助地方找出新的生命，而此一歷程，學習者將可對社會人文的關懷，真實

地內化與吸收，並轉化為具體的行動者與關懷者。

（二）課程內容兼具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的特質

本課程跳脫一般通識教育的藝術課程，教學者認為過往通識類的藝術課

程，太過精英化、刻版化，例如藝術鑑賞、視覺藝術欣賞等等，一般學生透過一

學期的學習，雖然欣賞能力提昇了，但還是不會應用，不會落實，因為所學與生

活沒有關聯；有鑑於此，教學者認為，通識教育的目的並非培養藝術專業人才，

但很重要的能力是「活用知識」；而本課程即是以「藝術」為窗口，「在地文化」

為橋樑、「生活環境」為媒材，學生的學習和發現的對象，是朝夕相處的「社區環

境」，而學習者可以針對生活中藝術環境的現況，提出各種增強方法，其價值隱

含了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的精神，而此指標亦是未來大學藝術通識教育可以

努力的方向。

（三）「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可以廣為運用於藝術教學

本研究運用了「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於大學藝術類的通識課程，對

教學者或學習者而言都是一種嶄新的挑戰；因為學習者必須被放置於問題情境

中，而教學者則必須尋找場域、了解問題場域；因此在實踐過程中，最大的困難

點，莫過於場域的勘查與瞭解，此歷程並非一週兩個小時可以完成，教學者和學

習者都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進行前置資料的蒐集，方能呈現多元的解決方案。

然而一個充滿創意與挑戰的課程與制式的教學型態不同，教學者或學習者都必

須付出相當努力，其歷程是一種教學相長。透過此研究，研究者亦深切感受，「問

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可以廣為運用於藝術教學，因為透過此策略，藝術的學

習更具有價值性，藝術的應用更具有感染力。

 
備註：本課程設計獲教育部96學年度第一學期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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