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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回顧藝術教育的三大理論：創意自我表達、歷史與文化、以及通俗視

覺文化。這些理論無論是作為藝術課程的基礎，或是作為藝術課程的要素，皆

廣獲稱頌。此外，不管是單一理論或是組合理論，均公認當代藝術的價值對學

生學習極為重要。本文列舉及討論幾位來自全球不同區域的當代藝術家，作為

學生學習的範例，並就可能的學生學習，討論當代藝術家的六項典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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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 2008 年 6 月在台北舉行的世界創造力高峰會演講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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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的藝術教育內容，包括美國在內，分為幾個主要類別。學校的兒

童與青少年利用傳統美術材料、美術原理以及傳統技法創作藝術。他們從自己

的文化以及世界其他文化學習藝術史，並從不同時期及風格，認識重要的作品

及主要藝術家。最近學生透過日常生活經常接觸到的大眾媒體及廣告來學習視

覺文化，這個現象受到廣大重視。三種主要理論皆可造就優質的藝術課程，這

一點已由世界各地藝術教育的優良範例證實。 
無論使用哪一種方式，藝術課程納入現今視覺藝術，即當今藝術家的作

品，都對學生大有助益。兒童與青少年對同年代的藝術較感興趣，也較容易產

生迴響。這篇文章分析多位傑出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從教育的角度來發掘重要

概念、歸納觀點以及經驗，以促進學生學習的興趣。每位藝術家的作品都傳達

不同概念、感受、價值觀及想法，在視覺藝術方面摒棄傳統的作法。這些藝術

家與其作品運用各式媒體，表現當代藝術的創造力，例如裝置、影像及環境藝

術等。作者建議今日的藝術教育，應該更注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與生活，以及

過去其創意表現曾受高度讚賞的藝術家。 

藝術教育的三大理論 

藝術教育課程通常建立在藝術教育一項或多項重要理論上，廣義而言，包

括：創意自我表達；歷史與文化；以及通俗視覺文化。 

創意自我表達 

Viktor Lowenfeld (1947)、Victor D’Amico (1942) 以及 Manuel Barkan 
(1960) 等學者提出各項創造力理論，提供學生增進創造力並發展完整人格的

方式。在創造力及心智成長方面，Lowenfeld 強調孩童成長的七個方向，或許

可透過藝術教育予以培養。智力；情緒；社交；感知；體能；美學；及創意。

藝術課程讓學生透過藝術創作，促使其人格發展更多元、更完整。這項理論在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蔚為主流。 

創意自我表達的方法強調兒童及青少年能經驗創作藝術的歡樂，自我表達

的愉悅，以及對美學經驗的全心滿足。人類一直致力追求藝術創作，兒童很早

就接觸記號製作以及圖畫溝通，接著在各方面逐步發展，與語言發展的進程類

似 (Hurwitz & Day, 2007)；也許沒有其他人類活動，能像藝術創作一樣讓兒

童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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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兒童及青少年以傳統美術材料創造作品，他們通常畫出自己的生活

經驗、情緒感受，以及日常生活的活動。美術材料的探索通常是創造力課程的

重點，鼓勵兒童自由創作，不必過度考慮技巧或成品。有些課程強調傳統藝術

模式及藝術技法，兒童從事藝術創作時所學到的技巧，是學校其他學科的課程

無法提供的。兒童可以透過藝術表達創意的想法及感受，也許比在其他學科表

達得更多。藝術創作持續成為許多國家藝術課程的重點。 

歷史與文化 

Barkan 於 1962 年發表一篇重要文章，批評創造力自我表達的方法太過

重視藝術創作，他鼓勵藝術教師注重視覺藝術的訓練。這個新方向激發許多相

關理論，以藝術史及世界文化與藝術創作的結合為根據。多元文化、跨文化、

學科取向、社群導向以及地方取向等理論自 1970 年代起開始盛行，進入 21 
世紀後延續至今。 

這些理論認為兒童需要學習傳統藝術，以及其他民族及文化的藝術。他們

從自己的文化以及世界其他文化學習藝術史，並從不同時期及風格，認識重要

的作品及主要藝術家。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自己的藝術史及文化史，這些文化

都值得學習。學生常根據他們的文化及歷史學習來創作藝術，學校是學生學習

傳統藝術，並從其他文化及時代體驗視覺藝術的最佳場所。兒童需要透過藝術

認同其傳統資產，並學習尊重世界不同的文化。 
綜合或稱學科取向 (Greer, 1984) 的理論擴大了藝術範疇，涵蓋美學及藝

術評論，成為學習藝術創作、藝術史及文化的輔助。這個方式強調藝術知識及

技法，並強調所有學生對一般教育的需求，為具備特殊藝術興趣或才能的學

生，提供繼續進修藝術教育，或作為未來職業的基礎。 

通俗視覺文化 

最近學生從日常生活經常接觸到的大眾媒體及廣告來學習視覺文化，這個

現象受到廣大的重視 (Freedman, 2003)。隨著現代通俗文化盛行，兒童及青

少年越來越常接觸以藝術手法傳達的商業訊息，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影響。電

視、電影、電玩、網路、手機，以及招牌和賣場櫥窗展示等等，各種形式的廣

告所傳達的影像及訊息，都是通俗視覺文化的一部分，青少年經常在生活中接

觸到。 
其中有些影像及訊息是隱晦的暗示，有些通俗文化的訊息則直接明顯，說

服力十足。許多訊息對兒童並無助益，甚至有害身心。兒童是當今通俗文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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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廣告的接收者（或目標），他們迫切需要學習數位環境的動機、隱藏的

訊息以及策略。他們需要學習分析及解構的技巧，以了解商業訊息出資及製作

背後的目的。現在越來越多藝術教師，開始教導學生如何區辨、分析視覺文化

所傳達的諷刺與價值。 
視覺文化方法較不注重文化起源、文化歷史以及藝術史，而重視當今的通

俗視覺文化。上一代的成長過程中，並沒有手機、電玩、全球定位系統等裝置，

現在的年輕人在數位時代中長大，具備科技的優勢。今日的兒童，通常比父母

和老師更了解媒體。許多學生都能了解公司及企業積極運用藝術相關媒體，以

影響年輕人的想法。在許多藝術課程中，視覺文化的學習佔很大比重，不過可

能需要在藝術教學中適度分配時間。 

向當代藝術家學習 

這三個藝術學習的領域值得讚賞，值得編入完整的藝術課程中。藝術教育

理論與時代的趨勢有關，很少會完全消失。例如 Daniel Pink (2006) 等學者主

張，要在新世紀中掌握經濟與文化優勢，更需要重視藝術，以刺激右腦能力。

Pink (p.1) 表示： 

未來的贏家與過去大不相同，他們擁有豐富心智，能夠從事創作、感受情

境、辨識模式，並創造意義。藝術家、發明家、設計師、作家，還有能夠

照顧及撫慰他人、懂得思考遠大目標的人，將獲得社會最大的肯定，分享

至高的喜悅。 

在某方面而言，這個觀念是傳統創造力理論的全新詮釋；同樣的，在藝術

教育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發現歷史／文化理論及視覺文化理論的不同詮釋。 
然而，其中往往缺乏一大要素。許多藝術課程忽

略了現代的視覺藝術，也就是與學生同時期活躍的現

今藝術家作品。這位作者經常觀察主修藝術評論及當

代藝術課程的大學生，學生常說：「我還以為所有重

要的藝術，早就由畢卡索、梵谷、達利這些偉大的藝

術家完成了。我不知道原來當今也有從事新式創作，

令人激賞又具創意的藝術家。」 這不禁讓人好奇，學

生為何對當代藝術這麼陌生。原因在於學生上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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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直以來只注重藝術創作、藝術史以及文化，視覺文化只佔一小部分；

沒有老師引導他們認識現今的藝術及藝術家。學生開始了解  Andy 
Goldsworthy、Nam June Paik、Barbara Kruger、Faith Ringgold 以及 
Guerrilla Girls 等當代藝術家後，常為之著迷，印象深刻。青少年與兒童對當

代藝術，也就是與他們同時代的藝術，特別能產生認同及共鳴。 
每個文化中現今的藝術家，作品不但具有創意、激勵人心，還能引發想像

力。有些藝術家甚至透過其創造力及創新作品，改變了整個藝術界；有些藝術

家以其價值觀為創作動力，有些則以體現個人特質為創作理念。我們可以說： 

․現今的藝術家，已創造出精彩的新藝術形式。 

․現今有些藝術家擁有令人欽佩的個人特質。 

․現今有些藝術家創造出精緻優美的作品。 

․現今的藝術家面對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普世的問題。 

․有些藝術家傳達了社會及政治議題的本質。 

․幸運的是，現今有些藝術家作品充滿幽默與想像。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對以上貢獻良多的當代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對藝術教師而言

大名鼎鼎，但對很多學生卻相當陌生。 

藝術課程中的當代藝術 

現今的藝術家，已創造出精彩的新藝術形式 

當代藝術家激發出大量創造力，因為他們勇於捨棄

傳統視覺藝術形式，而開創出新形式。當代其中一位重

要的藝術家，是已故的韓裔藝術家白南準 (Nam June 
Paik)，一般尊稱他為錄影藝術之父 (Bussman, 1993)。
許多藝術愛好人士，有幸於藝廊及美術館中觀賞白南準

的裝置藝術，包括 2000 年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所舉辦

的白南準精采作品回顧展，以及在韓國首爾國立當代博

物館展出的錄影塔。白南準以當時新興的錄影技術，創造

出全新的藝術表現形式。 
英國藝術家 Andy Goldsworthy 是另一位當代的獨特藝術家。他選擇大自

然為作品的主題及來源，限制自己使用自然的方式創作，摒棄傳統的藝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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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材料。他的作品反映出簡單的概念，例如葉片顏色

的變化，或以沙、雪或石頭創造蜿蜒的形狀等等。

Goldsworthy 的藝術也表達對時間、自然的損耗，以

及 生 命 瞬 息 無 常 的 概 念 。 如 同  Christo 及 
Jeanne-Claude 等環境藝術家，多數 Goldsworthy 
的作品都是短暫性的，主要透過藝術家的攝影照而保

留下來。例如他的雨影作品，實際上只能保存幾分

鐘。這位藝術家 (Goldsworthy, 2004 影片) 表示：

「我的作品難得『接觸』到大自然的內心，這樣的機

會相當可貴。」  
青少年被他的作品吸引，通常因為他們能夠理解他創作中自然的本質。想

嘗試 Goldsworthy 創作手法的學生，可輕易取得同樣的大自然材料。學生嘗

試以同樣方式，以樹葉、沙子、石頭、木材或其他材質創作藝術時，便能對事

物產生新的見解，並發展對大自然的新視野。學生體驗了創作過程的艱難後，

也對 Goldsworthy 的作品產生敬意。欣賞 Goldsworthy 
的作品時學生同時學到，即使最成功的藝術家也有失

望和氣餒的一刻；必須下定決心，不屈不撓，才能完

成高品質的作品。 
蔡國強是一位中國藝術家，畢業於上海戲劇學

院，曾於日本居住工作過，目前作品已在世界上許多

國家發表。他的許多想法都來自傳統中國文化，他對

畫卷、版畫製作以及火藥的興趣，都展現在他的火藥

繪畫中。他的許多作品都與煙火有關，有些作品則混

搭廣泛的媒材及技術。時機錯失是在麻薩諸塞當代藝術博物館內，一連串多路

燈管所做的裝置；表達在危險世界存在的問題，現實與媒體似乎融而為一。 
蔡國強指導 2008 年北京奧運開幕及閉幕式中的視覺特效，2008 年他也

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進行大規模的作品回顧展。 

現今有些藝術家擁有令人欽佩的個人特質 

年輕人傾向將電影明星、運動員、樂手以及名人，視為英雄及偶像。家長

常擔心有些深具號召力的名人，是否會投射不當的價值觀。藝術家 Chuck 
Close 對許多年輕人來說並不有名，但他足以登上英雄榜。20 年前，Close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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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成功的紐約藝術家，在藝術界享譽國際，但後來他

得到脊髓動脈瘤，成了四肢麻痺的患者。在太太及孩子

的支持下，他努力改善病況，繼續從事繪畫創作。他的

作品在他病後甚至更上一層樓，他也繼續作畫，在藝術

界相當成功。在他的作品價值之外，學生可以透過 
Chuck Close 這位藝術家的努力、勇氣，以及戰勝不可

能的故事，獲益良多。他的故事讓欣賞他作品的人，生

命更加豐富。 

現今有些藝術家創造出精緻優美的作品 

受歡迎的藝術家 Joan Mitchell，多數無題的繪畫

作品都在法國完成。她已經與世長辭，但她令人愉悅的

作品，是學生學習的最佳範例。Mitchell 將四周景色引

發的情感，致力融入繪畫之中。哲學家 Suzanne Langer 
(1967, p.87) 曾有一句名言：「藝術讓人類的感覺具體

化。」  鬆散的語言不能說明的，只能透過藝術表達。 
Barrett (2008, p. 73) 對 Mitchell 畫作的評論中，提出

這項定義： 

風景激發人的情感，引人沈思，是存在經驗的隱喻。這項定義很複雜，

包括大自然、色彩及視覺主體的概念，還加上白日的色調、死亡的暗

示，以及畫家個人的情感抒發。對 Joan Mitchell 而言，地方不只是地

方，地方上充滿了對人們的記憶。 

Dale Chihuly 是另一位捕捉美感的藝術家，並透過

作品展示給世人。Chihuly 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發

跡，從舊世界學習傳統玻璃藝術，特別是義大利威尼斯

的技藝。這位藝術家的創造力源源不絕，將玻璃藝術轉

變為新的形式、內容及意義。他的創作呈現出精緻美感

與高度水準，其影響力也遍及全世界。過去美感不受視

覺藝術重視，現已透過當代藝術家的作品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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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藝術家面對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普世的問題 

當代錄影藝術家 Bill Viola 追隨白南準的腳步，其

作品的獨特性不只在錄影技術的創新方面，探究人性的

普世主題也極具見解，包括生、死、奧妙、變形及重生。

Viola 透過錄影藝術，從他對禪宗、伊斯蘭教以及基督

教神秘主義的學習，探討精神層次的概念。 

這位藝術家其中一件作品，是在雕像台座上放置兩

台面對面的電視螢幕，問道：「人類的世世代代如何連

結？」 一個畫面是 Viola 母親生命的最終時刻，另一

個畫面則是 Viola 兒子生命的初始時刻。兩段影片面

對面播放，相互反射影片的螢幕畫面，暗喻主體生命跨越短暫的世代交替。 

有些藝術家傳達了社會及政治議題的本質 

Barbara Kruger 是一家著名女性雜誌的平面設計師及影像編輯，這項工

作對她成熟的藝術風格影響很大。她結合攝影影像與疊印文字，傳達直接、挑

釁，甚至是個人的訊息。她的作品使用「我、你、我們」等人稱代名詞，讓觀

眾與作品之間，產生直接的接觸或衝突。身為觀眾，「你」自然而然便涉入作

品的對話中，與作品互動。 

 

Kruger 擁有令人驚奇的能力，能捕捉複雜社會問題的本質，將其轉變成

簡單的視覺影像。他的作品影像有些駭人，有些則十分幽默，但全都能引發人

的觀感。Kruger (1993) 指出：「你的身體是一個戰場」，緊接著當代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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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問題大量浮現，雜誌、報紙及電視新聞所報導的，包括厭食症、肥胖、墮

胎、虐待、賣淫、整形手術、器官捐贈、代理孕母，以及其他與身體有關的問

題，都讓身體成為戰場。想和學生探討上述議題的藝術教師，可介紹這位受高

度讚賞的現代藝術家 Kruger。 
Krzysztof Wodiczko 的母親是猶

太人，她從二次大戰中倖存下來，但她

的家人全部死於波蘭華沙的猶太區。

Wodiczko 的童年就在這些可怕的年

代度過，讓他格外能夠理解並同情在戰

亂傷痛下存活的人。他的作品為許多人

發聲，包括廣島原子彈事件的倖存者、

犯罪橫行的內地都市居民，以及墨西哥

蒂華納貧民區的受害者。在作品蒂華納計畫中，這位藝術家擺放一台錄影機，

鏡頭直接對準倖存者的臉龐，其影像投射在球面的建築物，該建物便是蒂華納

文化中心所在 (PBS, 2005)。受害者自願出面作證，說出自己倖存的故事，讓

作品的觀眾看見並聽到。 
Wodiczko 的作品「探討人權及民主的概念，還包括暴力、疏離感、不人

道等現實情況，反映出現代社會的部分面向。」 (Art 21, p. 229) 藝術家為他

的投影影像畫出詳細的草圖，這些草圖將成為特定場域的藝術裝置。 

現今有些藝術家作品充滿幽默與想像 

值得欣慰的是，世上並非全是灰暗與嚴肅的事物。Brad Bird 是皮克斯 
(2003) 動畫電影超人特攻隊的編劇兼導演，由電腦動畫製作一個超人家庭，

運用其超能力幫助人類。學生可從此作品中，學到許多藝術手法及媒體的運

用。Goldsworthy 及 Mitchell 等藝術家喜歡獨立創作，而蔡國強、Viola 及 
Bird 則為一群創作團隊提供創意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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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藝術的基本態度 

我已為藝術教育提出三個重要的證明或方向，每一個都值得詳加考量。這

些理論的差異及組合，能列出一個豐富、充滿活力又切題的藝術課程表，提供

幼兒到高中學級的課程參考。 
青少年從學校畢業後，應具備一定的藝術知識、藝術技巧及藝術經驗，讓

其智力發展更為完整。著名教育哲學家 Harry Broudy 問過一個問題：「藝術

是必需品，還是點綴用途？」Broudy (1979) 認為，世界上充滿許多「點綴」

的美好事物，應該納入課程之中。但仍然需要提出理由，說明藝術是使教育更

完整、更均衡的必要元素，而且藝術能達到的教育成就，是其他學科無法企及

的，否則日漸繁忙的學校生活根本沒有時間排進藝術課程。 
藝術教育應該透過創作及欣賞藝術，以及學習藝術史、世界文化及通俗視

覺文化，提供豐富的美學經驗。所有兒童應該在優質的藝術課程中，接觸到正

面經驗及價值。優良的藝術教師，必須具備教授藝術課程的能力，並傳授學生

藝術知識和專業，分享他們對藝術的熱情。 
藝術領域在專業及技術方面蓬勃發展，現在正是成為藝術教學工作者最佳

的時機。教師可自由運用這些理論，理論已證明，藝術教育是所有兒童及青少

年一般教育的必要組成元素。圖像及數位科技的發展提供教師豐富的藝術教學

材料，也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從過去到現在的最佳藝術與視覺文化。藝術課程可

培養創造力行為及實際的藝術技巧，並增進對藝術的知識以及了解；教師可透

過正面、愉快的學習方式，提供學生其他學科無法給予的藝術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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