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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藝術教育課程經由藝術作品及文化遺產之介紹，增進學⽣們對於文化的多元性的認識以及參與在地文化的能⼒。然⽽科技

⼤學學⽣的學習常以未來實務應⽤為主要之導向，不喜歡太多的理論講述課程或內容，因此本研究以藝術家傳記電影和創作作

品作為藝術教育多元文化探究的文本，透過藝術家多采多姿的⽣命經驗和作品探究的⽅式，協助學⽣從課堂討論的過程，了解

不同社會脈絡下之藝術家特⾊，及其如何透過創作⽅式與社會文化進⾏對話。研究之⽬的在了解以藝術家傳記電影和創作作品

作為多元文化議題探究文本⽅式的學習成果。

關鍵詞：傳記電影、多元文化、藝術教學、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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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多元文化素養與多元文化教育內涵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6）資料，臺灣新住⺠⼈數由2004年的33.6萬⼈，快速成⻑⾄2015年的50.9萬⼈；新住⺠⼦女約占

國中⼩學⽣數的10.6％。隨著新住⺠⼦女的增加，學⽣接觸到新住⺠文化的機會也提⾼了，事實上臺灣從過去的歷史⾄今，早

已接觸許多不同的族群，⽣活中更融合了多元文化的⾜跡，在這多元文化脈絡下的當代臺灣學⽣更應具備國際觀與多元文化素

養。

       何謂多元文化素養？Hoskins和Fredriksson（2008）認為素養（competences）是知識、技巧、態度和價值的整合，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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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適應社會、⾯臨⼯作挑戰、⽣活所需，與提升⽣活品質的整合性能⼒。Banks（2004）曾提出多元文化素養的內涵，包含能

識別知識創造者及其興趣的技巧與能⼒，揭露知識的假設，視知識來⾃多樣的族群和文化觀點，以及運⽤知識引領⾏動以創造

⼀個⼈道且公正的世界等。⽽王雅⽞（2007）整理並分析文獻時提出教師之多元文化素養量表之內涵，應包含：「多元文化認

知」、「多元文化情意」、「多元文化技能」、「多元文化意識」、「多元族群意識」、「多元語⾔意識」、「多元文化環

境」以及「多元文化關係」等八類別。另外，陳伯璋（2009）曾指出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能讓學⽣了解文化的多元、尊重與包

容，進⽽建構⾃我文化的認同，且能幫助學⽣理解⾃⾝的處境與社會脈絡關係，以達到⾃我解放與增能的⽬標（劉美

慧，2009）。

       綜合上述可知，多元文化素養即是能具備識別、揭露族群與文化的知識與技能、理解⾃⾝文化與其他文化間差異的能⼒，

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培養具雅量與包容胸襟的態度。

⼆、藝術與多元文化的關聯性

       藝術傳遞文化訊息，⽽影像創作者與藝術家透過視覺意象與當代的文化現象進⾏對話，將欲傳達之意涵經由創作媒材與作

品內容傳達給欣賞者。藝術教育課程則經由藝術作品及文化遺產之介紹，增進學⽣們對於文化多元性的認識以及參與在地文化

的能⼒。因此藝術課程在通識教育中的功能則是透過視覺影像為媒介，引導學⽣進⾏社會環境、文化等現象的關懷、批判與反

思（黃秀雯、王采薇，2008）。此種運⽤視覺影像為媒介，透過與文本（藝術品）、創作者，以及其他欣賞者的對話，進⾏藝

術探究與欣賞，不但可以學習到個⼈思想與感受的表達，亦可習得視覺解讀的溝通能⼒，透過邏輯思考與分析能⼒去進⾏藝術

與社會文化脈絡關聯性的洞察，理解不同族群與社會文化的特性，進⽽培養對他者的關懷與欣賞，省思與建構⾃⾝存在的認同

感與價值感。因此，藝術教師應以後現代的觀點來透視且批判社會及歷史間的關係，以建構理想的教育情境，透過視覺圖像／

影像和藝術作品能讓學⽣認識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不但可幫助學⽣體認到藝術對文化發展的重要性，也能協助其學會以具有

批判、反省、象徵的閱讀⽅式，探討隱藏在藝術形式背後的文化意涵，以及當時代、環境與社會間脈絡關係，並建構⾃⼰的認

同。事實上這樣的跨文化認識與了解以及⾃我覺察即為多元文化能⼒的⼀部分（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5），⽽多元文化能⼒⼜常強調文化素養的重要性、跨文化知識與實踐上的技能（Green et al., 2005）。

三、科技⼤學學⽣的學習特性

       本課程設計考量科技⼤學學⽣學習常以未來實務應⽤為主要之導向，不喜歡太多的理論講述課程或內容，且研究者過去教

授通識藝術課程時，多數學⽣們反應喜歡看電影。過去針對技術學院學⽣學習型態的研究報告中也顯⽰，技術學院⼆技學⽣最

喜歡的課程類型是偏重實務，其次，為有助於就業的課程（廖苹邁，2004）。因此，要促進科技⼤學學⽣主動學習的⽅式，則

是讓學⽣有機會能學習參與，從做中學的過程中，啟發學⽣的學習興趣與動機，了解學習的意義所在，及知識的應⽤價值。且

劉若蘭（2009）也建議教師應強化合作學習與實作能⼒。透過師⽣的互動機會，引發學⽣的參與動機，也因教師真實地關懷學

⽣，也將對學⽣的學習、⼈格與發展產⽣影響（羅寶鳳，2005）。若學⽣的學習動機增強時，其學習滿意程度和學習績效也會

跟著提⾼（邱道⽣、林宗輝，2009）。綜合上述之研究結果可知，學習內容或型態能引發學⽣的學習興趣或動機，將能提⾼學

習成效。

四、課程設計內涵與研究⽬的

       根據過去技職院校學⽣的學習特性相關之研究，以及Banks（2004）和王雅⽞（2007）多元文化素養概念，研究者以藝術

家傳記電影和創作作品作為⼤學通識藝術課程探究多元文化議題的文本，期望透過藝術家多采多姿的⽣命經驗和作品探究的⽅

式，協助學⽣從課堂討論的過程，了解不同社會脈絡下之藝術家特⾊，及其如何透過創作⽅式與社會文化進⾏對話。從探究他

（她）⼈的經驗，幫助學⽣體會⼈類存在的多元意義，並透過觀賞電影之視覺能⼒去感受與理解多元文化，進⽽省思⾃⼰和觀

看他者的視域，建構⾃⼰的價值與認同感。換⾔之，這項課程安排旨在培養學⽣對於不同文化的了解、欣賞與尊重，具備多重

文化觀點以及溝通能⼒之多元文化素養。

       本研究聚焦⼀所科技⼤學⼆年級的⼤學通識選修課程，兩班選課學⽣共計80位，課程名稱為「視覺素養與文化多元性探

究」，主要的研究⽬的在於透過期末問卷資料，來了解以藝術家傳記電影和創作作品作為多元文化議題探究文本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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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安排與設計

       本課程架構分為四⼤部分，第⼀部分為了解視覺文化、電影藝術與多元文化的關係；第⼆部分為藝術家⽣平與作品概略介

紹；第三部分為藝術家傳記電影欣賞與學習單、第四部分為⼩組多元文化議題探究（如表1，課程⼤綱請⾒附件⼀）。每⼀位

藝術家將會安排兩週的時間分別進⾏藝術家介紹、電影欣賞與多元文化議題討論等活動，在觀看電影前，老師會先概略性的介

紹藝術家的⽣平及其作品，讓學⽣對於該藝術家有所認識，再讓學⽣觀看影片，次週則是帶領學⽣分組進⾏議題的報告與討

論。

表1

課程架構

       本次課程安排了五位藝術家，這五位藝術家均出⽣於19世紀，分別來⾃不同的國家，讓學⽣能從電影中去發掘不同國家的

⺠族差異與共同性。男性藝術家的部分以梵⾕（Vincent van V. W.）（如圖1.）和莫迪利亞尼（A. Modigliani）（如圖2.）為

主，兩位男性藝術家的共同點在於均熱愛繪畫，但繪畫的主⾓不同，⽣命歷程均屬於早逝，但他們⽤不同的⽅式來展現藝術的

⽣命⼒。另外，三位來⾃不同家庭經濟背景的女性藝術家，她們的共同點在於具備現代的新女性的作風，勇於挑戰當時社會對

女⽣既有的性別框架之束縛，並敢於追求⾃⼰的理想與⽬標。

       梵⾕的畫⼤家都相當的熟識，知道他割⽿的瘋狂舉動，但對於他的⽣平卻不太了解，27歲才開始立志當畫家的梵⾕，在他

⽣前卻是默默無聞，⽣活總是不如他所願，最後因投入繪畫中，似乎找到了⾃⼰的理想（陳彬彬，2010）。⽽莫迪利亞尼的⼈

物畫作品相當有⾃⼰的風格特⾊，他出⽣於義⼤利的望族，但因⽗親經商失敗宣告破產，然⽽⺟親為知識分⼦，即使家道中落

亦相當重視教養，發覺莫迪利亞尼繪畫天分，帶他逛遍家鄉附近的博物館。雖然莫迪利亞尼被視為才⼦，卻因為種族與家庭環

境的緣故，讓他婚姻⽣活受阻，加上⾝體的病痛，促使其吸毒⾃⽢墮落，但卻也有⼈認為他是個透過繪畫禮讚⽣命和愛情的⼈

（何政廣，2012）。

       研究者期望經由觀賞這兩位男性藝術家不同的⽣命歷程，課堂中引導學⽣討論「梵⾕的繪畫和他的⽣活經驗、家庭背景、

宗教理念間有什麼樣的關聯性呢？」、「⼗年的繪畫⽣涯，並沒有受到買家的青睞，是什麼⼒量讓梵⾕拼命的作畫？」、「梵

⾕想要透過繪畫來表達什麼呢？繪畫在他⽣命中所扮演的⾓⾊為何？」，以及「莫迪利亞尼的義⼤利猶太⼈⾝分，對於他的繪

畫創作和婚姻有何影響？」、「莫迪利亞尼繪畫特⾊？以及為何在他畫中⼈物的眼睛沒有眼珠呢？⽤意何在？」、「比較莫迪

利亞尼與畢卡索，不同的社會階級背景，在⽣活態度、繪畫創作中的表現有何差異性呢？」透過這些問題的討論希望學⽣們能

認識了解並探究其中的社會階級、宗教、種族與文化差異…等多元文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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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梵⾕傳DVD                         圖2. 畢卡索與莫迪利亞尼DVD

        女性藝術家以⽣命歷程相當多采多姿的芙烈達（Kahlo F.）（如圖3.）；富有創造⼒、想像⼒和觀察⼒的童書創造者波特

⼩姐（Potter H. B.）（圖4.），和引領潮流的時尚女王香奈兒（Chanel G.）（圖5.）為視覺文本。

圖3. 芙烈達．卡羅DVD           圖4. 波特⼩姐DVD                  圖5. 香奈兒女⼠DVD

        選擇《揮灑烈愛》這部影片的原因是：芙烈達．卡羅為少數在世時即成名的墨⻄哥女性藝術家，18歲時因為⼀場⾞禍導致

下半⾝癱瘓，⽇以繼夜都只能躺在床上休養，⽗⺟親為了讓她能打發時間，特地買了畫架並於床上安裝鏡⼦，開啟了她的繪畫

⽣涯。⽇後不斷地復健終於能再度站起來，為了不讓⾃⼰成為⽗⺟親的負擔，她決定找當時墨⻄哥知名的壁畫家狄亞哥

（Diego R.）指導，以確定⾃⼰是否能透過繪畫為⽣，後來兩⼈因興趣和政治理念相投，陷入情網步入婚姻，但狄亞哥仍不改

多情的個性，甚⾄與其妹妹克莉絲汀發⽣關係，促使芙烈達絕望⾄極（蔡佩君譯，2003）。她的繪畫很多的元素都來⾃於⽣活

中的事物與感觸，例如：常透過兩個⾃⼰或是頭髮來傳達其⼼情。她是個勇於作⾃⼰的⼀位女性，於其⽇記中並不諱⾔其具有

雙性戀的傾向，因此研究者期望透過以下的問題：「芙列達．卡羅是個什麼樣的藝術家？」、「她的作品與⽣活有何關聯性

呢？」、「你覺得哪些事件或原因形塑她具有雙性戀的性別傾向？」、「從她的作品中，你可以找到她透過哪些元素來傳達⾃

⼰的⾝分認同與情感？」、「卡羅為什麼要畫那麼多幅的⾃畫像呢？⽤意為何？」、「從芙烈達的⽣命史中，你學習到什

麼？」讓學⽣探究性別、政治…等多元文化議題。

       選擇《波特⼩姐與彼得兔的誕⽣》這部影片的原因是，同學應該都看過彼得兔的商品，但是卻不知道繪畫者是誰？波特⼩

姐出⽣於保守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家境為富裕的中產階級，因此從⼩便與家庭教師習字與繪畫，由於本⾝相當具想像⼒

與觀察⼒，⼜熱愛動植物，因此童年時光幾乎都與弟弟和動物⼀起渡過。⽗⺟親熱衷於參與各種的宴會場合，但波特⼩姐卻相

當的內斂不擅於外交，在那保守的時代，思想前衛的波特⼩姐於11歲時便決定不結婚，後來因為想出版童書與出版商接洽的過

程中，與負責出版其書籍業務的諾曼結識，因理念相同彼此互有好感，兩⼈決議結婚，但波特⼩姐的家⼈卻因為對⽅是商⼈，

認為⾨不當、⼾不對堅決反對，但波特⼩姐仍極⼒與⽗⺟親爭取，後來因諾曼⽣病去逝⽽終結了此段姻緣。直到47歲時，才與

⼩時候渡假農場附近認識的威廉結婚。由於波特⼩姐熱愛⼤⾃然，有感於農場開發與都市建設會破壞⾃然⽣態，於是⽤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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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版稅的收入，致⼒於收購⼤量的農場⼟地，去逝時更捐贈4千畝的⼟地給國⺠信託基⾦，使得這些⾃然⽣態得已保存（張

⼦樟等⼈譯，2008）。⼀個在保守時代，可以無憂無慮過⽣活的女⼦，為何會有不婚的前衛思想，⼜為何會有⽣態保育、⽔⼟

保持的環保觀念，致⼒於農場的保存呢？研究者期望學⽣能進⼀步思索⽣活富裕帶給波特⼩姐的優缺點，她有哪些現代女性的

特質，以及她如何靠⾃⼰之⼒完成夢想，討論的問題包含：「在英國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對女性的限制為何？」、「中產階

級的家庭背景，對於波特⼩姐有何影響？」、「波特⼩姐具備哪些現代女性意識的特質？」、「波特⼩姐如何突破傳統，成為

舊時代裡的新女性？」、「波特⼩姐為何想開創⾃⼰的童書事業？」、「她最終的理想是什麼？您覺得是什麼讓她有這樣的想

法呢？」，期望透過這些議題能帶領學⽣思考社會既有傳統對於階級與性別的限制。

       最後⼀位要介紹的女性藝術家則是引領時尚風潮的設計師—香奈兒，許多⼈多知道香奈兒這個法國知名品牌，會認為她應

該是出⽣於名媛家庭，但殊不知香奈兒女⼠其實是在孤兒院⻑⼤，為了成年後能⾃⼒更⽣，於孤兒院中習得縫紉技巧，離開孤

兒院後從事縫紉的⼯作，晚上則在酒館裡唱歌。因相依為命的姐姐欲與居住在巴黎郊區的公爵結婚，因此兩姊妹就此分離。香

奈兒也決定要到巴黎闖⼀闖，於是藉故居住在於酒館中結識的巴頌公爵（Balsan M.）家，但初期巴頌公爵對香奈兒僅是抱持

著玩世不恭的態度，常辦理宴會邀請朋友⾄家中聚會。香奈兒想盡辦法滯留於巴頌家，儘管巴頌對他並未真情以待，她仍是忍

辱負重，並企圖製造機會以融入他們的⽣活圈，結識貴族、中產階級與知名的女演員，發揮其對於帽⼦和服飾的特有眼光，以

簡潔、⾼雅的型態獨樹⼀格，吸引上流社會⼈⼠的注意。後來在宴會中因為認識英國的商⼈波伊（Boy C.），兩⼈陷入熱戀，

波伊資助她在巴黎開設第⼀間帽⼦店，但兩⼈的感情因為波伊出⾞禍去逝⽽宣告終⽌。香奈兒則透過服飾的設計⼯作來轉移注

意⼒，她所設計的簡約服裝因為時代的變遷⽽⼤受歡迎，後來更引領時尚風潮（段慧敏譯，2010）。

       坊間關於香奈兒的傳記影片有三部，分別描述她不同的事蹟，選擇這部影片的原因在於其呈現出香奈兒⼩時候的家庭環

境，以及她如何透過⾃⼰的縫紉才能和獨特的眼光，⼒爭上游進入上流社會的歷程。研究者期望同學們能⼀起探究以下之相關

問題：「20世紀初，低下階級的女性地位與⾓⾊為何？」、「香奈兒在當時是個什麼樣的女性（擁有哪些個⼈特質）？」、

「家庭背景以及⼩時候的經歷對於香奈兒的影響？」、「香奈兒如何運⽤她的女性特質，以及獨特的眼光，開創她的時尚事

業？」、「香奈兒之所以能夠創造潮流，帶動簡約、⾼貴的穿衣風格的原因是什麼？」，與學⽣⼀起思索階級、家庭因素、社

會文化環境對於個⼈的影響。

參、研究發現

⼀、量化學習成效分析

       由於本文篇幅有限，因此研究結果僅以期末問卷分析結果來探討此次的學習成效，期末問卷的設計以教學⽬標作為題⽬，

讓學⽣們⾃我陳述⾃⼰的藝術與多元文化學習情形，設計7題結構性問題，除了第7題為複選題外，其餘題⽬填答與計分⽅式均

採Likert-type五點量表，以了解學⽣在該堂課中的學習成效。

       從表2中，可以看到6項教學⽬標的平均數都在4分以上，且沒有學⽣填選「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選項，由此可以說

明學⽣們均認為⾃⼰有達到學習到藝術家創作作品之特⾊、能了解藝術作品與藝術家⽣活經驗的關聯性、習得視覺影像的解讀

技巧、能對倫理與道德之議題進⾏理性分析與判斷、具備包容與尊重多元文化的雅量，以及學習到批判思維與⾃我省思的能

⼒，對於這些藝術學習的成效都持肯定的態度。

表2

⾃陳量表學習成效（n=67）

題⽬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

意
平均數

1我認識藝術家創作作品之特⾊。 0 0 11.9 50.7 37.3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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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能了解藝術作品與藝術家⽣活經驗的

關聯性。 0 0 13.4 49.3 37.3 4.24

3我習得視覺影像的解讀技巧。 0 0 19.4 56.7 23.9 4.04

4我能對倫理與道德之議題進⾏理性分析

與判斷。
0 0 20.9 56.7 22.4 4.01

5我具備包容與尊重多元文化的雅量。 0 0 17.9 49.3 32.8 4.15

6我學習到批判思維與⾃我省思的能⼒。 0 0 20.9 53.7 25.4 4.04

註：%   

       從表3中，可以發現學⽣普遍認為在這⾨課中習得理解（85.1%）與分析（71.6%）能⼒，原因應該是教學者每週之學習單

和期中、期末考試的形式都是以申論題的題型呈現，⽬的在於希望學⽣能夠⾃⼰整理出上課內容的重點，也幫助他們理解每位

藝術家的⽣命歷程和作品特⾊，培養他們理解和分析⽅⾯的能⼒。但在應⽤（22.4%）和批判（23.9%）能⼒⽅⾯，卻是學⽣

認為本課程較無法提升的部分，也是待加強的部分。

表3

學⽣習得能⼒的⾃評（n=67）

能⼒項⽬ 次數 % 名次

記憶 23 34.3 4

理解 57 85.1 1

應⽤ 15 22.4 6

分析 48 71.6 2

批判 16 23.9 5

創造 24 35.8 3

註：學⽣習得能⼒為複選題。

⼆、半結構性質性資料分析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7年12月,第12期

觀賞藝術家傳記電影培養多元文化素養的學習成效

第 6 頁，共 10 頁



       為了能更了解學⽣的學習情形，期末問卷中也設計了半結構式的問題，如：「這學期看了五部的藝術家傳記電影，看完他

⼈的⽣命經驗史後，是否有引發您們進⼀步的思考或是反思能⼒呢？有實際的例⼦可以舉例說明嗎？」以及「您覺得在這⾨課

中，讓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您有哪些收穫呢？請您舉例說明。」以下分別敘明之。

        （⼀）能了解藝術家的作品與⽣命經驗中的關聯性

        學⽣認為這⾨課中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是：可以知道藝術家的個⼈特質、⽣平和經歷，和藝術家創作作品的特⾊為何。

印象深刻是老師為大家講解很透澈，包含在看電影時，收穫是更了解課堂所教的藝術家，我會記得那張畫是誰的作品，特色是

什麼。（問卷228）

影片吧，看到很多藝術家不為人知的ㄧ面，不然每次聽到他們的名字，只知道他的畫作光鮮亮麗很有名，卻不知道生平，讓我

收穫很多。（問卷133）

了解到許多藝術家的特質與人生經歷。（問卷113）

        其中有⼀位同學，她能從這⾨課中發現藝術家⽣命歷程與創作作品間的關聯性，且⾃⼰也會試著去解讀作品的意涵。

       了解到⼀個⼈的⼈⽣經驗對作品的影響⼒很⼤，學會解讀那些作品的內涵，作者本⾝的故事也很精彩，我本來不認識的那

些藝術家，也不會去看相關的東⻄，不過我現在會去看那些作品背後的故事及內涵，ㄧ定會非常有收穫!（問卷101）

       （⼆）提升個⼈的觀察、分析、思考與想像⼒

       從觀看電影與藝術作品的介紹中，學⽣指出他們學習到影像解讀與分析的能⼒，也能從⼩處著⼿去觀察和理解他⼈，並能

提升個⼈的創造和想像能⼒。

在這門課中，從最基礎看圖片解讀、分析、想像力，到現在能慢慢探討畫家的生活點滴。讓我有創造的空間和想像力。（問卷

219）

讓自己更能分析問題（問卷215）

讓我們能清楚的表達想法，從一些小地方看出一些想法，多多去觀察便能了解他人。（問卷223）

增加思考力，例如：看圖畫會思考圖畫所繪畫的名義，想表達的是什麼。（問卷224）

        （三）從他⼈經驗到⾃我的反思

       從藝術家傳記電影中，學⽣們是否從他⼈的經驗學習到反思能⼒及對他們有所啟發呢？學⽣們提到⾃⼰

「會去思考他們的生活和人生經驗，是如何造就了這位藝術家，每個作品的背後蘊含了什麼樣的意義和故事，本來我是很少在

看展覽，但是我現在會開始去看展覽，或是上網看紀錄片等等。（問卷101）」。

       由於最後⼀部電影是讓學⽣觀看香奈兒女⼠的影片，因此學⽣對此部影片印象深刻，對於香奈兒女⼠創業的精神⼤表認同

外，也開始期望⾃⼰能有著不凡的想法和⼈⽣。

看到香奈兒的傳記我才覺得，我像那些庸俗的貴婦一樣，隨波逐流，卻不知道自己想要、需要的是什麼。我很想像香奈兒一樣

有著不凡的想法，不凡的人生。（問卷106）

香奈兒的品牌創造。讓我有更多想法在裡面，讓我也想有創造品牌的機會，香奈兒女士的精神、設計讓我尊敬。（問卷219）

香奈兒的故事，就算出身低又怎樣，有實力和堅持才會成功！於裁縫店工作，有裁縫技巧，有辦法自行改衣。（問卷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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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同學發現教師選擇的5位藝術家的傳記電影之共同特點，並認為他們的特⾊就是即使⾯臨困難與艱辛的難題時，仍能堅持

⾃⼰的夢想。

其實我覺得這5部都有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會去堅持自己的風格。即使不被接受，他們不會放棄。而是做得更好讓人接受！

這倒是提醒了我，做任何事只要是正確的就不要輕易半途而廢。（問卷120）

看完了5部電影對於自己有了反思與想法，很多藝術家的生活環境很困苦，但還是堅持自己的夢想，而自己卻那麼不認真，對

於這點讓我檢討自己了一番。（問卷123）

發現藝術家們共同的特質，就是堅持自己的想法，我們常因為別人的ㄧ句話，而妥協、放棄自己想要的，能夠堅持自己的想法

很不簡單。（問卷129）

甚⾄有學⽣從這些藝術家的立志過程中，也開始省思⾃⼰的⽣活態度，認為⾃⼰應該要有些堅持和表現。

他們堅持自己的想法，懷抱熱情去做自己想做的，我常常會想自己是否會堅持當初的想法，是否懷抱熱情，最近功課多，就對

畫畫的熱情減少了，我想是時候回到最初了！（問卷107）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目標，而為了達成目標去努力，或許也要為自己設立目標，朝目標前進，現在沒有想到，但卻想為自己做一

件有意義的事。（問卷222）

了解其實我們比一般人幸福多了，像這些藝術家，許多都出生不好，可是卻用夢想為自己，創造了一條成功的路。（問卷

204）

感謝老師讓我知道這些藝術家的故事與生活，讓我發現我自己的目標與生活。（問卷217）

了解很多不同的人生經驗，有值得學習的，也有自己要反省的…（問卷128）

看了幾位藝術家傳記影片，深入了解他們的生命經驗，讓我進一步的反思。（問卷129）

三、⼩結

       在期末問卷中，學⽣透過⾃我陳述的⽅式，認為⾃⼰已學習到藝術家創作作品之特⾊、能了解藝術作品與藝術家⽣活經驗

的關聯性、習得視覺影像的解讀技巧、能對倫理與道德之議題進⾏理性分析與判斷、具備包容與尊重多元文化的雅量，以及學

習到批判思維與⾃我省思能⼒等6項的教學⽬標。

       就習得能⼒的部分，學⽣普遍認為能從這⾨課中習得理解與分析能⼒，但在應⽤和批判能⼒⽅⾯，卻是本課程較為缺乏的

部分。從質性資料中發現，學⽣認為這⾨課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是他可以知道藝術家的個⼈特質、⽣平和經歷，和藝術家創作作

品的特⾊，以及發現藝術家⽣命歷程與創作作品間的關聯性，且⾃⼰也會試著去解讀作品的意涵。也有學⽣指出他們學習到影

像解讀與分析的能⼒，也能從⼩處著⼿去觀察和理解他⼈，以提升個⼈的創造和想像能⼒。甚⾄有學⽣能找出5部藝術家傳記

電影之共同特點：即使他們遇到再困難、艱辛的問題，仍舊會堅持⾃⼰的夢想。並透過他⼈的經驗學習到反思能⼒及對⾃⼰的

未來和⽣活態度有所啟發。

       雖然在期末問卷中學⽣的回答較少直接敘明關於多元文化的部分，但多數學⽣反應習得分析、反思與覺察的能⼒，⽽此種

識別、觀察、分析與省思的能⼒，也是發展多元文化素養的基礎，即讓學⽣能從識別與理解差異中去尊重他⼈的文化，已經了

解社會文化、環境與個⼈間的關聯性。

肆、結論與建議

       ⼀般⼈會認為看電影是休閒活動，然⽽本研究從觀賞藝術家傳記電影以培養多元文化素養的學習成果中可以發現，觀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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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只是讓學⽣能引起動機，透過藝術家的傳記電影除了有助於學⽣理解⼀位藝術家的⽣命歷程和⽣平事蹟，最重要的還是觀看

後透過多元解讀的⽅式來探究藝術家與創作作品間的關聯性，以及多元文化相關議題討論的部分。

       在後現代教育提倡多元詮釋與開放性的課程中，我們應該允許多元的聲⾳（歐⽤⽣，2006），從多元解讀中學習資料辯證

的思維模式，影片的拍攝即是導演和腳本編劇對於藝術家的詮釋，其中可能為了更吸引關注⽬光⽽誇張或斷章取義，然⽽這都

是他們對於該藝術家的詮釋。除了導演的詮釋，教師必須引導學⽣蒐集相關資料，透過不同的資料來源進⾏辯證與論述，學習

問題探究的思維模式，從他⼈的⽣命經驗中習得相關的知識，進⽽反思⾃⾝的價值性與建立⾃我認同感。藝術教師應以後現代

的觀點來透視且批判社會及歷史間的關係，透過視覺圖像／影像和藝術作品讓學⽣認識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幫助學⽣體認到

藝術對文化發展的重要性，也協助其學會以具有批判、反省、象徵的閱讀⽅式，探討隱藏在藝術形式背後的文化意涵，以及當

時代、環境與社會間脈絡關係，並建構⾃⼰的價值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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