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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當前藝術教育理論的趨勢是從後結構主義、符號學、文化與社會學理論的

視角，重新將人類定義為一個能在視覺文化中主動建構意義、同時也被建構並

予以回應的主體 (Anderson, Gussak, Hallmark, & Paul, 2010; Chung & Kirby, 

2009; Duncum, 2010; Smith-Shank, 2004)。這些當代思潮奠定了新興理論架

構的基礎，由此我們得以建立一套實現社會正義的批判性視覺識讀教學法。批

判性藝術教育希望培養年輕一代的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使他們更從容地面對

這個視覺媒體主導的社會，並具備力量對抗文化表達／消費當中的商業霸權，

同時參與以解放與民主為目標的視覺實踐政治。致力於培養批判性視覺識讀的

藝術教育強調解構式文本的批判與創造能力，希望讓下一代能順利適應不斷擴

張的（虛擬）社會，傳授他們必備知識與技能，以處理深具娛樂性、但也常夾

帶性別與種族歧視、同性戀恐懼症性戀與背離人性等特質的視覺奇觀。本文旨

在探討以社會正義為目標，進行視覺識讀教育的觀念性基礎。文中將介紹幾項

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的開發策略，並指出視覺識讀能力可以促使年輕人（尤其

是中等／高中階段）推廣社會正義與文化民主精神。 

 

 

 

關鍵詞：藝術教育、批判性識讀能力、視覺識讀能力、視覺文化、社會

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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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讀能力的擴展識讀能力的擴展識讀能力的擴展識讀能力的擴展 

隨著視覺文本（如媒體廣告與電視廣告）逐漸成為消費與身分建構的主要

表達與溝通形式，識讀能力的概念也跟著擴大。長久以來，新媒體科技改變了

識讀內涵，也改寫了視覺識讀教育的風貌。現代主義時期的識讀能力是與社會

背景、文化或權力無關的一套技能。以手工業經濟為主的現代時期資本主義要

求工人精通生產「硬體」產品所需的技能 (Luke, 1994)。後現代時期資本主義

則以資訊經濟掛帥，資訊成為交易貨幣。後現代時期勞工必須擁有彈性且批判

性（不只是技術性）的技能，以執行多重「軟體」工作 (Luke, 1994)。當社會

從工業時代邁入資訊經濟時代、從平面識讀走向多元識讀，生活在影像（虛擬）

社會裡的學子更應培養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 

後現代資本主義造成了美學商品化現象，尤其在虛擬空間裡，不斷提供青

少年刺激感官的視覺奇觀。透過虛擬空間的學習環境，青少年可以建構個人身

分認同，同時體驗許多精采的多媒體活動。在各種虛擬活動裡，他們學到的不

比在課堂上少。Steinberg 與 Kincheloe (1997) 提出的「文化教學法」認為，

學習可以發生在各種教學環境裡，包括學校教育與媒體。文化教學法不再要求

學生忍受單調無味的課堂講課，也不一定要待在課堂內學習，它鼓勵運用創新

的學習活動，如奇幻王國、動畫玩偶故事與多媒體遊戲 (Gaimster, 2008; Parks, 

2008)。而嫻熟科技的年輕世代所沈迷的感官性活動，也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

不時接觸的美感場域／景觀。 

藝術教育的文本理論藝術教育的文本理論藝術教育的文本理論藝術教育的文本理論 

符號學理論家，Roland Barthes (1964) 認為「文本」超越了言語／文字

的範疇。文本事實上可以泛指任何溝通模式中的社會建構。換言之，任何可被

看見、感知、聽見、經驗或記憶的事物都可稱為「文本」。重新理解圖像與其

他所有視覺場域、符號與景觀等概念，對於一般性視覺文化教學法，尤其是批

判性視覺識讀能力教育都具有實用性意義。在本文中，文本是指涉包括視覺在

內所有事物的一種反省方式。文本的建構與詮釋，乃是建立在人們賴以生產意

義的論述法則與常規之上（例如玩電動遊戲時，需要運用特定規則與常規來控

制虛擬角色）。雖然符號學最初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溝通性語言，但現今媒體科

技已進一步擴展符號學疆域，將各種多模態與相互連結的文本都納入其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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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所有文本都存在於一個互相指涉的狀態當中 (Yeoman, 1995)。互文性

的概念讓藝術教育工作者與學生能從更深入、更多元的視角來檢視與瞭解視覺

實踐活動，對於批判性視覺識讀教育而言更是如此。根據 Duncum (2010) 的

說法，互涉文本讓我們能探索視覺文化教育當中，錯綜複雜又交互影響的權

力、意識形態與再現方式。 

如果藝術創作是一種製造符號、象徵與圖像的方式，那麼社會符號學可以

幫助我們理解其產品與意涵。社會符號學可以為批判性視覺識讀教育帶來更深

刻的見解，因為它強調的是「意義的社會效應」(Rose, 2001, p. 70)。社會符

號學旨在「幫助“觀看者／讀者”滲透廣告表面呈現的獨立性與現實，揭發其

中的意識形態底蘊」，並顯示意義如何在使用過程中不斷變動與被改變 (Rose, 

2001, p. 71)。文本永遠是物質性衝突與相互競爭的社會關係不斷交鋒的場

域。事實上，我們應該把文本當成一種意識形態的動力學，永遠受到整套社會

及政治性符指的影響。社會符號學企圖說明語言與圖像在各種社會建構（如種

族、性別或階級）當中的運作方式，這些建構又進一步決定了我們對世界的認

識與瞭解。當觀看者將圖像與各種視覺場域、符號與景觀都當成表達某種意識

形態的文本時，也許他們可以不再只是關注藝術表現的物質層面，而更注意到

文本傳遞的多重意義。換言之，觀看者更有可能將圖像視為一個提出問題的主

體，而不是一個等待被欣賞的客體。在觀看藝術時，觀看者面對藝術／文本的

觀賞位置、注意力和態度已從被動轉為主動，從藝術鑑賞者成為文本探究者，

因為將圖像視為文本就等於在「閱讀」圖像，以期達到詮釋、意義建構與溝通

的目的。主動的觀看者會對藝術品的創作時間、方式與原因提出疑問，以判斷

藝術品的意義與目的。 

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 

如果識讀能力代表讀與寫的能力，則圖像識讀能力指的是「閱讀」和生產

各種視覺文本的能力；例如，符號、圖像、藝術品、廣告、告示板、網站橫幅

廣告和其他所有文化產品。圖像識讀能力是 1960 年代興起的教育運動，它倡

導學生需要瞭解圖像的使用方式與背後的權力問題 (Gitlin, 2001)。視覺媒體文

本在今日的全球化文化中不斷擴充，因此視覺識讀能力已成為一種必備技能。

目前正在發展的「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有別於 1960 年代的圖像識讀能力運

動，前者追求的已不僅僅是「分析」和「瞭解」視覺對象的能力。批判性視覺

識讀能力涉及並取法自批判理論、批判式教學法與批判性識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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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的特點是「批判主流、參與解放和運用批判與反省來賦能」

(Stevens & Bean, 2007, p. 124)。批判理論建立在一套自我反省與批判系統

上，目的是揭開隱藏在「常識」假說中的偏見，以挑戰主流論述、揭露知識與

權力架構之間的並存關係，同時奉獻知識研究於社會改革運動。批判理論透過

強烈的批判能量，其終極目的是解放人類，「將人類從奴役他們的困境中解放

出來」(Horkheimer, 1982, p. 244)。批判理論試圖質疑主流文化團體所核可的

知識與社會實踐。 

除此之外，批判教學法也影響了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教育。Freire (1970) 

強調識讀過程中，閱讀文字與閱讀世界之間的互文性。批判式教學法認為識讀

能力能幫助受壓迫與邊緣化的弱勢群體瞭解外在世界，並提供他們獲得賦能、

解放與社會正義的機會 (Freire, 1970)。批判式教學法認為識讀能力本身就是

一種解放，因為意義是「多聲部且分散的，它抗拒固定的閉鎖狀態」(Giroux, 

1993, p. 369)，當意義用來質疑權力結構，解放受壓迫與邊緣族群時，便能邁

向一個解放的身分，最終達到改革不公平社會的目標。教育工作者透過批判式

教學法，培養學生研究與改變受壓迫社會實踐的能力，進一步打造更美好的世

界。 

識讀能力不再只是閱讀文字的能力，Freire 與 Macedo (1987) 認為識讀

能力是一種回應與改造世界的社會行動，這個想法也受到  Lankshear 與 

McLaren (1993) 的認同，他們聲稱批判性識讀能力使「人類主體更加瞭解與

關懷日常生活政治，追求真正民主的社會秩序」(p. xviii)。Ciardiello (2004) 則

認為批判性識讀能力是「一套識讀實踐活動與公民能力，它們協助學習者培養

批判意識，瞭解文本在表達特定觀點時，同時也往往壓抑了其他觀點」(p. 

138)。實踐批判性識讀可幫助學生檢視多重視角、辨識社會分化的隔閡並重新

形塑自己的身分。學生必須重新思考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說法，針對再現、邊

緣化與利益等層面提出問題 (Stevens & Bean, 2007)。 

大部分有關批判性識讀的學術研究都未將視覺藝術當成培養批判性識讀

能力的主軸，而就我所知，至今尚未有同時探討視覺藝術與批判性識讀教育的

專書出版。藝術教育一般被認為是一種休閒課程；因此，培養批判性識讀能力

對於藝術教育與一般教育領域而言，意義更為重大。批判性視覺識讀是探討視

覺文本的社會、文化與經濟「脈絡」的能力，目的是瞭解與揭露社會中的權力

關係。如果學習旨在抵抗霸權、解放壓迫與不公平現象，那麼學習就成功地發

揮了批判功能。批判性視覺識讀旨在讓學生學習欣賞文本的美學價值、分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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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的意識形態角力現象、批判性地反覆探討各種意義與視覺（謬誤）再現的

問題，並使用創意工具來實現自我解放與社會行動的目標。學生在解構文本的

過程中，主動地質疑不同類型的視覺文化，並以創意之聲來創造一個平等而民

主的社會。批判性讀者能夠仔細觀察與分析文本、解碼文本中的想法、意圖、

觀點與偏見；將文本置入社會政治脈絡中思考；最後創造出自己的文本，將不

平等的權力結構去合法化。基本上，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希望能推動社會正

義，因為它主要在檢視文本如何形塑個人與團體的態度、信仰與價值觀。它將

文本視為改革行動所需的政治性場域、符號與景觀。 

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之策略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之策略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之策略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之策略 

Lewison、Flint 與 Sluys (2002) 指出批判性視覺識讀實踐可運用的四個

批判性識讀層面。包括破解常識、提出多重視角、重視社會政治議題與提倡社

會正義。以下我將就培養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提出幾個探討文本的批判性策

略。這些策略需要更細緻的文本分析。階級研究應該著眼於不同視角的集體交

換過程，方能探知文本中的偏見與假說，並揭露其隱藏的政治意圖。教師應該

培養學生成為批判主體，為了個人和社會改革進行開放與改革性對話 (Apple, 

1990)。為了培養有力的社會行動者，應該讓學生參與「文化反堵」、創作顛

覆性廣告，並進行游擊式溝通，以追求社會正義與文化民主（參見 Chung & 

Kirby, 2009）。 

後結構主義分析後結構主義分析後結構主義分析後結構主義分析 

後結構主義文本分析主要在檢視文本當中二元對立觀念（例如，善／惡、

男／女、或黑／白等概念）的侷限。媒體文本往往以過度簡化方式來描繪人物

或事件，造成對特定弱勢群體的誤解和偏見。教師可與學生討論文本當中二元

對立之間與之外的問題，揭露其中與性別、性向和種族相關的隱晦意識形態與

偏見。二十世紀初期的兒童玩偶和圖畫書中的圖像，就是省思種族偏見的極佳

教材；例如，美國圖畫書裡的白人都是好人，黑人則是壞人，男性是強壯的保

護者，而女性則是需要保護的弱者。這些偏見與附帶的刻板印象在今日的動作

公仔和電視卡通節目中仍屢見不鮮。教師還可引導學生思考文本傳達的不同價

值觀（例如熱門電視卡通節目，「辛普森家庭」當中的性別角色）。為了協助

學生研究相關的藝術產品，教師應該提出疑問，或讓他們自行構思問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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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這套公仔所顯示的種族刻板印象也啟發了美國藝術家 Michael Ray Charles 創

作出一系列討論種族議題的藝術品。作者拍攝。 

誰建構了這件藝術產品，原因為何，以及當這些文本持續強化偏見的同時，這

些藝術品會對觀看者造成何種影響。教師也可安排田野調查活動，讓學生親身

造訪當地玩具店，研究動作公仔或玩偶造型身上是否隱含哪些偏見、刻板印象

與成見。例如，流行的動作公仔往往讚頌種族主義。如圖 1 所示，黑人公仔

造型宛如一隻野獸，手長利爪，身披豹皮，佩掛動物牙齒組成的項鍊。白人公

仔外表文明多了，配件也比較現代化。教師可在課堂上討論這種動作公仔，鼓

勵學生展開更多田野調查。 

 

 

 

 

 

 

 

 

 

 

 

 

 

 

後殖民主義分析後殖民主義分析後殖民主義分析後殖民主義分析 

後殖民主義理論主要在分析文本如何透過對族裔的刻板印象與異族神話

來（錯誤）再現其他族群。文本，尤其是西方描繪非西方人的文本，往往可顯

示西方如何（錯誤）再現其他族裔，以將自己剝削與主導世界文化的行為合理

化。文本當中顯示社會中的大量權力運作，以及主流團體宣揚其文化信仰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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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的方式，同時透過刻板印象來矮化擁有不同價值觀或具體特性的文化弱勢

族群。 

兒童的族裔玩偶就是很好的例子（如中國與日本芭比娃娃），這些從歐洲

中心角度在西方製造與銷售的玩偶通常都穿著前現代時期的異族服飾。這些身

著前現代服飾的玩偶，所展現的異國情調與角色定位不只暗示它們來自不文明

的族群，甚至在傳播弱勢族群的定型化印象。檢視族裔相關文本，如美泰兒公

司出品的多元族裔玩偶或族裔藝術品時，教師應該提醒學生注意文本中描繪的

族群刻板印象與邊緣化和弱勢化之間的關係，思考這些文本如何（錯誤）再現

這些族群。例如，我曾要求大學部學生研究那些協助深化文化／族裔刻板印象

的在地文本。其中一位學生在德州一間紀念品商店發現，裡頭許多描繪牛仔競

賽與牛仔的文本（商品），都是根據當地人的刻板印象來製作。牛仔一律被描

繪成參加牛仔競賽、配戴粗扣皮帶、穿著馬靴的硬漢。事實上，現實生活中的

牛仔根本就不作這種打扮。讓人驚訝的是，以刻板形象來推銷本土文化的行

為，不但未受到質疑，反而備受鼓勵。另一個適合研究族裔刻板印象的地方是

博物館的紀念品商店。許多博物館紀念品店會銷售文物的複製品，但卻沒有提

供關鍵的背景資訊，造成族裔刻板印象不斷強化，誤導了使用文物產品的消費

者。 

女性主義分析女性主義分析女性主義分析女性主義分析 

文本，特別是媒體中的文本，往往是一種社會控制工具。有史以來，男性

一直是再現文化文本中女性和其他陰性事物的主要作者。在大部分社會中，女

性身體始終是滿足異性戀男性慾望的性別化商品與景觀（引述 Keels, 2005）。

女性主體在文化文本中遭到噤聲，女性成為集體異性戀男性凝視的物化對象。

根據 Luke (1994) 的看法，「文化產業一直是由男性文化來製造女性刻板印

象與不實再現，女性主要的角色是男性身邊的花瓶、男性追求與操控的對象，

不然就是愚笨的家庭女傭、腦殘的性感辣妹，或是神聖的超級媽咪」(p. 32)。 

女性主義評論十分重視流行媒體文化中的性別歧視現象，因為即使是最先

進的社會，也仍存在將女性身體物化為性慾商品的意識形態。例如嘻哈音樂影

片便常將女性身體當成服務男性、暫時滿足性慾的客體。美國嘻哈音樂將女性

呈現為夜店舞者和妓女，而饒舌歌手（通常為男性）則將自己美化成有錢的皮

條客，使用煽動性語言來貶低女性。這種現象暗示，女性為了在男性主導場域

裡生存，只能淪為滿足男性性需求的附屬品。除了這些充滿性別歧視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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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嘻哈音樂影片也常歌頌暴力與拜金主義。這些藝術表現不僅刻劃女性的負

面形象；同時也質疑女性對社會的貢獻。若要挑戰這類嘻哈音樂影片，教師可

以讓學生比較與對照那些醜化女性的影片，和那些由女性主義饒舌歌手演出的

影片，如 Queen L atifah、Sister Souljah、The Real Roxanne、M.C. Lyte 和 

Salt-N-Pepa。雖然這些女性饒舌歌手的音樂影片並非完全符合女性主義的意

識形態，但仍可用來反駁嘻哈音樂中慣見的女性身體剝削現象。 

Judith Butler (1990) 將性別視為表演的理論，可有效解構嘻哈樂的性別歧

視現象。相對於社會對性別角色的傳統界定，Butler 認為生物性別的二元化（男

性／女性）只會強化社會中兩性的差異與不平等。對 Butler 而言，性別不是

一種生物條件，而是行動或表演（例如以語言、服飾、動作或行動來表達）。

換言之，性別是社會建構的流動變數，牽涉到人在某些情況中的行為模式： 

教師在應用 Butler 的性別即表演理論來檢視嘻哈樂影片時，可協助學生辨別

嘻哈表演中的性別歧視行為與態度，並進一步說明特定性別表演中傳達的表面

與隱晦訊息。若將性別視為一種表演，便可拆解影片畫面訊息，並分析嘻哈演

出者搬演性別角色時採用的文化資本（如服裝、姿勢／手勢、臉部表情、言談

模式或角色扮演）－換言之，影片當中的視覺與語言文本如何製造不平等的性

別角色印象。教師可利用下列問題（無特定順序）來引導高中生分析典型性別

歧視影片畫面，並詮釋有關態度、價值觀、自我形象和社會期待的意義： 

• 影片使用哪些圖像元素／設計技巧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 這個畫面想傳達什麼訊息？（觀點、信念或價值觀） 

• 這個畫面的功能何在？ 

• 這個畫面是否呈現刻板印象？哪種刻板印象？ 

• 我們怎麼知道這算是刻板印象？這個畫面中是否表現出性別歧視，我

們如何得知？ 

• 這個畫面企圖引起觀看者的哪些反應？ 

• 影片如何描繪女性舞者？ 

• 畫面中是否有其他隱含訊息？ 

• 觀看這個畫面時你會做出哪些假設？ 

• 這個畫面教導社會中年輕女性與一般大眾哪些事情？ 

• 你是否想到任何方式可以挑戰性別歧視的再現？ 

• 你在媒體中還常看到哪些性別歧視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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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藝術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利用上述問題來辨識與研究自己社區當中

社會／文化的性別實踐。例如，我有一位學生在她的田野調查中，便檢討男性

與女性的萬聖節服飾。如圖 2 與圖 3 所示，各個年齡層的萬聖節服裝都有相

當可議的性別呈現。我在課堂中利用這些照片，從不同角度探討男性與女性在

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將文本的語言和象徵用法予以互文化，以揭示隱藏在表層內容之

後的思想。商業行銷廣告可說是最大規模的心理遊戲，但它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卻常被忽略。媒體文本藉由隱喻和象徵方式傳達被壓抑的願望和幻想，以此召

喚觀看者的潛意識心理。廣泛傳播的文本（例如媒體廣告與電視廣告）往往成

為意識形態場域，它們形塑了兒童對現實的看法，進而建構其態度、信念與價

值觀。精神分析可以促使年輕人質疑美國企業對媒體廣告與節目的主宰狀況，

及其如何影響人們的消費、經驗與信仰。 

   
 

圖 2 與圖 3  於當地一間販售萬聖節服裝的商店裡拍攝。男人／男孩的服飾多為保護者的

角色，女人／女孩的服飾則強調性感、服務男性與幻想角色。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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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試著解構與重建媒體文本，並透過游擊式傳播與線上社交網絡平台

來傳播新創作的文本，如此也許可以達到瓦解文化霸權的目的。文化反堵行動

是推翻以商業為主體，主導人類日常消費與經驗模式的一種重要策略。這種抗

爭運動的主要目的在於干擾這些霸權、操控與文化影響。文化反堵者認為象

徵、商標和廣告標語都是孕育資本主義論述的優勢文本。他們製作顛覆性廣告

來顯示美國企業的公眾形象與商業行為後果之間的巨大差異，並針砭不道德的

商業行為（見圖 4）。文化反堵者散播對主流媒體建構的諷刺言論，試圖打破

其文化主導權，揭發隱含的商業企圖。 

 

 

 

 

 

 

 

 

 

 

學生從這裡可以學習分析和解構媒體建構，而幾乎所有與品牌或商標相關

的獨特設計元素都可用來創作成顛覆性廣告。我曾在課堂上向中學生介紹文化

反堵、顛覆性廣告和解構等觀念。這對年輕一代來說很重要，因為他們在公眾

與私人空間裡，無時無刻都接觸到大量媒體影像與訊息，這些訊息總是試圖教

導他們應該如何消費、判斷、存在和成長。瞭解這些重要觀念後，學生可以思

索更重要的社會議題，並從中選擇一個議題，在 Adobe® Photoshop® 上用

商標和標語來創作一個顛覆廣告。學生會特別注意到自己創作的顛覆性廣告如

何揭露或說明商業行為造成的後果，或討論一個特定的社會議題（見 Chung & 

Kirby, 2009）。我會反覆說明商標設計如何有效運用各種元素，好讓學生在設

計自己作品時也能充分運用。例如，一個成功的顛覆廣告應該表達明確訊息、

易於辨識（不使用過多顏色或複雜的構圖）、顯示適當的設計原則（如空間與

一致性）、說服觀看者、傳達強烈情感並挑戰一般感知。 

完成作品後，學生彼此分享創作，說明他們想探討的議題、說服大眾的方

式以及作品想達到的目的。透過這種媒體識讀能力藝術計畫，我們希望學生能

 

圖 4  這則學生創作的顛覆性廣告試圖質疑不道德的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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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媒體（錯誤）再現以及它們影響整體人類與社會的方式有更多瞭解和不同見

解。學生透過設計循環（調查、計畫、創作與評價）可以思考與反省自己生活

的媒體世界，想辦法改變它和啟動正面的改革能量。計畫的終極目標是讓學生

深入現實世界中，對於當今人類面臨的重大社會議題培養出更強烈的公眾意

識。學生將自己設計的顛覆廣告印在轉印紙上，再轉印到 T 恤上。然後穿上

自己設計的 T 恤參加文化反堵行動，實踐游擊式溝通策略。1 透過游擊式溝

通，學生從被動的觀看者變成主動參與文化生產的行動者。學生穿上猶如行動

告示牌的 T 恤，化身為文化製造者來吸引大眾評論與反應。 

酷兒理論分析酷兒理論分析酷兒理論分析酷兒理論分析 

酷兒理論的文本分析著重性別與社會性別認同，以及表演在形成與維持認

同身分過程中的重要性。酷兒理論試圖挑戰優勢的異性戀常態論述並批判性別

與性向的社會建構。異性戀常態化是指異性戀者這個社會主流團體，把持了政

治權力以合理化並且推動其異性戀中心文化、經濟與教育思想。主流團體從異

性戀中心的普世觀點來定義與管理文化價值和社會常規，如性別關係、婚姻制

度和家庭結構。酷兒分析試圖探索性別與社會性別身分認同改變或抗拒改變的

方式，以及權力和異性戀常態化之間的關係。描繪同性戀的文本可以讓學生重

新思考自己對同性戀、陽剛與陰柔特質的看法，同時面對同性戀恐懼的議題。 

教師可利用同性戀者在公開場合表達情感的影像（如圖 5）來探索男女同

志議題，如同性戀恐懼症、同性婚姻和刻板印象。在大部分社會中，異性戀者

可以在公開場所大方示愛，但對同性戀者而言則是冒大不晦的社會禁忌。在美

國與其他許多國家，年輕學生使用同性戀恐懼症話語來羞辱同儕或惡意取笑的

情況屢見不鮮。對同性戀議題缺乏認識的學生很可能抱持偏頗的態度，並使用

冒犯性言語和／或行為來對待同性戀者。異性戀中心的性別與社會性別角色滲

透於主流意識形態中，後者幾乎掌控了社會實踐的各個層面，將同志視為異

類，連帶對努力瞭解自己和建構個人身分的年輕同性戀者造成極大傷害 

(Chung, 2007)。 

 

 

                                                 
1
 游擊式溝通是一種溝通策略，也是一種政治干預行動，利用設計街頭表演／活動或公眾參與

活動來干擾或改變大眾的視角。 它企圖瓦解常態，揭露主流行為規範所遏止的潛藏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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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在課堂中利用英國藝術家 Banksy 的街頭藝術來探討同性戀相關

議題。在倫敦市區多個街頭和網路上都可以看到 Banksy 的警察接吻圖像（兩

位穿著制服的警察在街頭接吻）。這個警察的呈現方式迫使行人重新思考自己

對同性戀與陽剛特質的既有看法，並面對同性戀恐懼症議題。教師在展示 

Banksy 的警察接吻圖或其他藝術圖像時，可同時與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 你對這幅畫的最初反應為何？這幅畫企圖引起觀看者的哪些反應？ 

• 這幅畫想傳達什麼訊息？你觀察到哪些具有象徵性的圖像元素嗎？

你認為畫家如何創作出這幅畫？ 

• 這幅畫在何處呈現？它的展出地點重要嗎？為什麼？這幅畫算是藝

術嗎？為什麼？ 

• 警察是我們社會中的權威人士嗎？社會能接受警察這樣的舉動嗎？

如果其中一名警察是女性會比較容易為社會接受嗎？為什麼？畫中

是否有其他隱含訊息？ 

• 社會可以真正平等與民主嗎？我們社會如何歧視同性戀者？我們該

如何創造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涵蓋跨領域的藝術教育，以培養視覺識讀、批判能力

與人類能動性。它試圖爬梳文本的文化、社會政治與經濟脈絡，並關注文本背

後的權力結構如何影響我們的認知。批判性視覺識讀具有解放功能，因為教師

 

圖 5  德州休士頓一間酒吧外展示的公眾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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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在學習旅程中，與學生分享自己的權力，共同突破意識形態霸權與思想。

它能讓學生從分析角度來質疑常識假說與不公義現象，「探索現狀為何如此、

過去為何如此以及未來如何改變；同時創作文本來再現被壓抑與不實呈現的內

容」(Comber, 2001, p. 1)。要獲得批判性視覺識讀能力，學生需要有意識地思

考文本中顯示的特權與不公平，同時透過批判文本、（重新）創作文本與邀請

大眾參與文本，來討論人權議題，奠定社會正義的基礎。 

視覺識讀能力與解放力量共同形成批判性識讀的基礎，將文本當成渠道來

檢視霸權、管道與平等的複雜性與議題，並透過教育實踐活動來改變壓迫性結

構。批判性視覺識讀運用學生的真實世界知識與真實生活的經驗來檢視社會建

構的文本，並批判日常生活的消費與社會文化經驗。學生成為社會變革的能動

力，他們能解構與瞭解（虛擬）社會的視覺奇觀所帶來的愉悅與矛盾，並進一

步分析這些奇觀的生產方式，思考特定價值觀和往往失之公允的觀點如何塑造

與建制這些奇觀。為此，我們必須為年輕人打造一個不受查禁的環境，讓他們

學習獨立思考、培養自主能力並透過創意管道來參與政治論述／行動 (Jenkins, 

1997)。 

傳統識讀教育禁止年輕人獲得「真實世界」的資料（例如查禁或爭議性圖

像），這是相當可議的做法。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明白現代兒童對文化的看

法與成人世界的監督、價值觀與品味階層大異其趣 (Jenkins, 1997)，因此如

果我們還幻想他們存在於充滿種族、階級、性別與性向紛爭的現實世界之外，

便無法讓兒童成功培養批判性思考 (Rose, 1984)。保護兒童不接觸查禁／爭

議性圖像等於剝奪他們的主體能動性，以及批判、分析圖像的能力。查禁與審

核行為是將兒童當成無力的受害者，彷彿他們無法創造自己的命運並為自己辯

護。 

批判性視覺識讀教學法的核心議題是知識的政治化現象，它認為學校教育

本質上便是施行霸權課程與教學法的政治組織。無論在何處發生的學習活動都

是一種政治行為。因此，教師應該提高對知識政治性的意識，特別注意視覺實

踐是在為誰的利益服務、誰獲得（或被剝奪）權力，誰享有（或失去）權力。

教師應思考視覺（謬誤）再現系統的問題，以瞭解今日你我所知的世界如何被

權力關係所建構，又如何受到階級、社會性別、種族與性向等因素影響。我們

應該將文本視為一種社會建構，分析文本維繫現狀的方式，以及我們該如何擾

亂社會中的主流敘事，讓邊緣群體發聲，並以具體行動參與重要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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