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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針對一項特教教師教導智能障礙學生 (ID) 的專業支援與調查研究提

出報告。研究目的是找出教導 ID 學生視覺藝術欣賞與批評時衍生的問題與應

變之策。本研究透過一項問卷調查、教師與學生數次訪談以及課堂觀察等研究

工具，發掘問題並尋求有效的教學策略。主要的問題在於教師缺乏視覺藝術欣

賞與批評的相關訓練、ID 學生的語言溝通障礙、教師保守的教學方式。研究

結果發現，教師對課程題材的知識與教學策略的規劃能力還有待加強。提昇教

學效益的建議包括：連結藝術欣賞批評以及藝術創作；應用日常生活中的案

例；讓學生有機會進行更多非語言的藝術詮釋，並重新思考藝術欣賞與批評的

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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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香港的高中與高等教育學制在 2009 年做出重大變革，教育局 (EDB) 提

出一系列全新科目教程（教育統籌局，2005）。新高中 (NSS) 的選修科目之

一，視覺藝術課程的課程架構與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智能障礙學生 (ID) 首

次與一般學生使用相同的課程架構，香港政府同時出版指導綱領（課程發展議

會，2009），提供學校課程計畫、教學方法建議與評量標準。為呼應全球的融

合教育風潮，教育局表示，讓智能障礙學生參與「一體適用課程架構」是達成

融合的一種方式（課程發展議會，2009）。在此架構下，智能障礙學生使用的

新高中視覺藝術課程是一套彈性、連貫與整合的課程。建議教師遵循教育局的

一般指導原則，同時自行規劃教學方式。就某種程度而言，這項政策可謂部分

實現了融合教育的原則，而且顯然有將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經驗推向「主流」

的趨勢。 

如同一般學生使用的課程架構，智能障礙學生的新高中視覺藝術課程與舊

制課程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高度著重藝術欣賞與批評能力。施行新制課程

前，主流的藝術教育教學 (Ma, 1998)，尤其是特殊教育學校，都將重心放在

藝術創作上。儘管藝術創作過程中，多少會融入藝術欣賞與批評的某些元素，

但視覺藝術課程中不曾正式且有系統地介紹過藝術欣賞與批評。為了培養特教

學校視覺藝術教師教授新課程的能力，教育局委託筆者進行「智能障礙學生高

中視覺藝術課程發展與施行之研究調查與專業支援 (Research Study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Visual Arts Curriculum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計畫。此計畫的範疇不僅限於藝術欣賞與批評的教學，同時也包

含新高中視覺藝術的整體課程。本文僅討論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相關的研究結

果。筆者認為，目前香港的教育現況，十分適合檢驗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

批評的教學狀況。 

本研究目的為回答下列兩個研究命題：(1) 教導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

批評時，面臨的問題為何？(2) 教導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能力的有效

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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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欣賞與批評的教學模式藝術欣賞與批評的教學模式藝術欣賞與批評的教學模式藝術欣賞與批評的教學模式    

大眾教育系統中，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最早出現在 1920 年間 (Bennett, 

1923)。當時學習藝術欣賞與批評的基本目的，其實是因為學生成為藝術消費

者的機會較高，而非藝術生產者 (Bottorf, 1947)。1960 與 1970 年間，美國

藝術教育文獻舉出了多種藝術批評模式 (Geahigan, 2002)。香港的學校教授

藝術欣賞與批評時，便是使用這些被廣泛利用的藝術批評模式 (Tam, 2007)。

Broudy (1987)、Feldman (1992) 與 Anderson (1995, 1997) 等人的模式中常

見的藝術批評過程／階段，也被香港「視覺藝術課程指引（小學一年級至高中

三年級）」（課程發展議會 2003）多所引用。儘管有些人不贊成以論述的形

式教授藝術批評（如，Geahigan, 1999；Gooding-Brown, 2000），但香港藝

術教師普遍的教學策略仍是要求學生進行論述，包括描述、分析、解釋與判斷

等。 

這些高度仰賴語言的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方式，讓香港的視覺藝術教師，

尤其是特教學校的教育工作者，感到十分憂心。Wong (2004) 指出，教師在

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面臨的兩大難題，在於學生的語言能力不足，以及聯招制

度常強制連結藝術欣賞與批評以及藝術創作。Wong (2007) 在另一篇研究中

證實，許多教師認為藝術欣賞批評與語言能力密不可分，這種關係可能會直接

影響部分學生的表現。這種論點與 1980 年代開始推動批評與脈絡研究時，許

多英國藝術教師的反應十分相似 (Hickman, 2005)。儘管智能障礙學生不需參

加聯招，但仍需接受特定的校內評量。事實上，特教老師最關心的不是評量方

式為何，重點是，口說或書寫語言能力不足的智能障礙學生，如何學習藝術欣

賞與批評？ 

有不少相關文獻探討智能障礙學生的視覺藝術教學，但是這些研究主要在

找出並改善師生在藝術創作過程中遭遇的困難 (Gerber, 2006, Hume, 1998; 

Schirrmacher, 2002)。然而，在預設課程架構下教授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

批評，則是前所未聞的嘗試，在筆者進行的文獻回顧中，這個領域基本上還是

一片空白。上述文獻中的教學策略，只有少數幾種可應用於藝術欣賞批評的教

學。Hume (1998, p. 116) 提出一些可用的教學策略如下：(1) 放慢教學進度；

(2) 鼓勵學生做出的努力；(3) 給予更多學習時間；(4) 提供材料以供選擇；(5) 

以非語言方式溝通，以及 (6) 去除可能分散注意力的事物。Schirrmacher 

(2002) 則建議教師不要只注意學生的缺點，而是應該先重視他們的優點。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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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這些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可行，但仍需要更具體的建議，才能解決藝術欣賞批

評教學的核心問題與議題。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模式，由筆者擔任觀察者，陪同參與研究的教師，尋

找與擬定有效的教學策略。研究可分為兩個部分：專業支援與研究調查。本研

究的主要參與者是 5 位來自不同特教學校的教師（不包括研討會與問卷調查）

（請參閱表 1）。這 5 所學校招收中度至重度智能障礙的學生。在專業支援

方面，筆者主持兩場工作坊活動，說明 ID 學生適用的新高中視覺藝術課程，

並介紹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策略。接著筆者與 5 位參與的教師進行 3 次面

談，針對研究中進行觀察的兩堂課程內容，討論與修改教案。專業支援實際上

是一種介入活動，為教師提供新的教學元素，找出更有效的教學方法。表 2 列

出專業支援與目標參與者的類型。本研究採用混合式的研究方法，同時收集量

化與質性資料，並使用分析方法檢視介入的效果，找出第二個研究命題的答

案。表 3 列出研究調查與參與者中，各項研究命題使用的資料收集方式。 

表表表表 1  參與教師的背景資料參與教師的背景資料參與教師的背景資料參與教師的背景資料 

教師 性別 年齡層 
特教學校教學經驗

（年資） 
學生的智能障礙程度 專業藝術訓練 

A F 20 – 30 2 輕度 有 

B 男性 40 – 50 8 重度 有 

C 男性 30 – 40 2 中度 有 

D F 20 – 30 5 中度 有 

E F 50 – 60 18 輕度 有 

表表表表 2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支援與目標參與者支援與目標參與者支援與目標參與者支援與目標參與者 

專業支援 目標參與者 

兩場 NSSVA (ID) 課程工作坊 香港所有特教學校的視覺藝術教師 

與教師舉行 3 場會議，討論與修改教案 來自 5 所選定學校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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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研究命題、目標參與者與資料收集方法研究命題、目標參與者與資料收集方法研究命題、目標參與者與資料收集方法研究命題、目標參與者與資料收集方法 

研究命題 目標參與者 資料收集方法 

� 香港所有特教學校的視覺

藝術教師 

� 問卷調查 

 教導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

與批評時，遇到哪些問題？ 
� 來自 5 所選定學校的教師 

� 教師訪談（2 輪） 

� 課堂觀察 

� 來自 5 所選定學校的教師 
� 課堂觀察 

� 教師撰寫的心得報告 
教導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

與批評能力的有效策略為

何？ � 來自五間指定學校的教師 � 學生訪談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筆者舉辦兩場內容相同的工作坊，協助特教老師教授智能障礙學生新高中

視覺藝術課程。工作坊的活動包括演講、小組討論、實作活動、教學錄影觀察

與批判。工作坊的五大主題為課程的原理與策略、藝術欣賞與批評理論、藝術

評論與藝術創作之整合、建立教學計劃與尋找有效教學策略。這項活動開放給

香港所有特教學校教師參加。共有來自 46 所學校的 71 名教師參與這兩場工

作坊，高達 87% 的學校派員出席。 

與教師會談與教師會談與教師會談與教師會談    

筆者與 5 位參與的教師進行 3 次面談，針對研究中進行觀察的兩堂課程

內容，協助準備教案。每次會議時間約為 1 至 1.5 小時。第一次會議前，教

師必須提交一份教案草稿。會議當中，筆者與教師一起討論，並對教案提出建

議與意見。同時鼓勵教師運用工作坊中習得的知識與技巧，改善其教案。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針對香港所有特教學校視覺藝術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目的是找出教師在教

授新高中視覺藝術課程時遇到的問題與困難。相較於過去學校自訂的課程，新

高中視覺藝術課程最大的差異在於藝術欣賞與批評課程的內容，因此相關問題

在問卷中佔了較大篇幅。共發出 159 份問卷（中文）至香港所有特教學校（53 

所學校，每所學校 3 份問卷）。其中有 28 所學校回覆本次調查，共交回 54 

份問卷，學校回應調查的比率有 53%。問卷共有 29 個項目，分為五大類：

學習目標成就 (C1)、整體課程規劃 (C2)、課程規劃：整合藝術欣賞批評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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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創作 (C3)、教學策略：藝術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 (C4) 與評量策略：藝術

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 (C5)。要求教師以 5 分的量表，為每個項目的難度評

分，從最「不困難」(=1) 到最困難 (=5)。進行 T 檢定，評估各項目平均值在 

95％ 信賴水準下與 3（中間值）是否有差異。 

課堂觀察課堂觀察課堂觀察課堂觀察    

進行課堂觀察，以便解答兩項研究命題。筆者前往 5 所選定學校，觀察 3 

堂新高中視覺藝術課程，了解實際教室環境、師生互動與教學策略使用的詳細

情況。每所學校的授課時間不同，介於 60 分鐘至 120 分鐘之間。課堂觀察

期間，筆者記錄教師使用的教學策略、教師的表現、學生整體表現，以及藝術

欣賞批評及藝術創作方面的表現。所有課堂內容全程錄影，以供進一步分析。

筆者運用專業判斷能力，由課堂觀察的各個部分取得相關資訊，解答研究命題。 

教師訪談教師訪談教師訪談教師訪談    

來自各選定學校的參與教師均接受 2 次訪談（使用廣東話）。第一輪訪

談活動基本上沒有特定結構，教師可以自由抒發指導智能障礙學生視覺藝術時

的經驗。第二輪為半結構式訪談。其中許多問題來自問卷調查結果與第一輪訪

談內容，以便深入了解教師的看法。例如，每位教師必須對問卷中列為最困難

的 4 個項目表達意見，包括「培養學生的藝術欣賞與批評能力」、「培養的

學生創造力與想像力」、「邁向自我導向學習」、「培養學生整合藝術欣賞批

評與藝術創作的能力」。此外，教師必須對接受觀察的課堂活動提出意見。所

有訪談均會錄音、聽打，再翻譯成英文，作為主題分析資料。 

教師的心得教師的心得教師的心得教師的心得    

我們請 5 位參與教師，針對目前研究的各個層面，寫下與兩大研究命題

相關的 500 字心得報告。根據他們在兩堂觀察課堂上的經驗，參與教師必須

審視自己修改過的教案、教學策略，說明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以及如何進一步

改善這些結果。 

學生訪談學生訪談學生訪談學生訪談    

3 所選定學校中，共有 9 位學生接受訪談。其他兩所學校的學生因為語

言溝通有困難，故未參加訪談。訪談以廣東話進行，為時 5 至 10 分鐘。部

分學生為個別訪談，其餘則為集體訪談。採半結構式訪談，請學生針對兩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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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觀察的課堂活動發表意見。所有訪談均會錄音、聽打，再翻譯成英文，作為

主題分析資料。 

研研研研究發現與討論究發現與討論究發現與討論究發現與討論    

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的問題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的問題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的問題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的問題與議題與議題與議題與議題    

關於這項研究命題，我們使用三種方式收集資料：問卷調查、2 輪教師訪

談與課堂觀察。問卷調查中，共有 18 個項目的平均值與中間值 3 有顯著差

異，其中 12 個項目的平均值顯著高於 3，另外 6 個項目的平均值顯著低於 

3 (p <.05)（見表 3）。表示平均而言，受訪者認為 12 個項目「困難」，6 個

項目「不困難」，11 個項目為中間值。在比較 29 個項目的平均分數時，我

們發現項目 Q1c（「培養學生的藝術欣賞與批評能力」，x  = 3.76）被評為

最困難的項目，而項目 Q3c（「培養學生整合藝術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的能

力」x  = 3.69）為第二困難的項目。 

表表表表 4  教師評為困難的項目（平均值與教師評為困難的項目（平均值與教師評為困難的項目（平均值與教師評為困難的項目（平均值與 3 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p <.05）））） 

項目代碼 項目 平均值 

Q1c 培養學生的藝術欣賞與批評能力 3.76 

Q3c 培養學生整合藝術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的能力 3.69 

Q2g 邁向自我導向學習 3.63 

Q1a 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與想像力 3.63 

Q1d 讓學生了解藝術的時空背景 3.55 

Q3b 藝術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 3.54 

Q5d 向家長與學校說明評量的目的 3.45 

Q5b 擬定藝術創作的評量標準 3.44 

Q4a 擬定有效的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方法 3.43 

Q4g 利用教學專案加強藝術學習 3.42 

Q5a 擬定藝術欣賞與批評的評量標準 3.39 

Q5c 評估專案成效 3.35 

 

以下筆者將整合訪談結果、課程觀察與教師心得，找出培養學生藝術欣賞

與批評能力時，經常遭遇的特定問題與議題。請注意，由於學生無法回答研究

命題，因此學生訪談的結果不納入下列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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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缺乏藝術欣賞與批評的訓練教師缺乏藝術欣賞與批評的訓練教師缺乏藝術欣賞與批評的訓練教師缺乏藝術欣賞與批評的訓練 

從兩輪訪談中，筆者可以確認「培養學生的藝術欣賞與批評能力」（問卷

中教師最感困難的項目）的確是許多教師共同的問題。教師們認為，由於極度

缺乏該領域的專業知識，使得問題更加嚴重。A 老師表示： 

 

我唸師範學院時，藝術欣賞與批評並不是重要的課程。因此我並未學

習過必須的教學技巧，難以教導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此外，這類課

程 [教導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 在特教學校中也不常見。我自己都無

法完全掌握藝術欣賞與批評能力，更別說如何指導學生。 

 

教育局頒布的課程與評量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9），只提供教學方法

的通則，並未針對教學方法提出通用的說明。許多教師擔心自己會誤解指引的

內容，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果。課程指引中，藝術教育鑑賞與批評的定義為「學

生自己及不同背景藝術家創作的藝術作品與藝術現象，對學生所造成的感官吸

引力及批評性鑑賞的直接反應過程」（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7，20），但未提供充足的範例，說明如何將這種過程運用至實際課程教

學活動中。 

學生在表達藝術見解時的語言障礙學生在表達藝術見解時的語言障礙學生在表達藝術見解時的語言障礙學生在表達藝術見解時的語言障礙 

關於教育局對藝術欣賞與批評之定義中提到的「直接反應」，教師一般都

認為是以口說或書寫方式來表達反應。但對於嚴重智能障礙的學生來說，運用

語言是十分困難的事情。筆者觀察到的幾個案例中，學生最多只能點頭或搖

頭。教師在訪談中表示，有時候他們也無法判斷學生到底想要表達什麼。同樣

地，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授課內容是否已順利傳達給學生。學生很可能正在努

力詮釋一件藝術品，但卻無法將意見傳達給教師。例如，D 老師提到有些學生

雖然智能僅有輕微障礙，但卻因為體能障礙而無法使用語言溝通，她說： 

 

「他們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表達，但因為無法以語言表達，我們也

無從得知他們的想法。我們只能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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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這些疑問讓我們重新思考藝術欣賞與批評的本質。進行藝術欣賞與

批評時，語言是否為預設的必須條件呢？遺憾的是，香港教育局的課程指引當

中並沒有提出答案。 

教師保守的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策略教師保守的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策略教師保守的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策略教師保守的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策略 

教師的教案反映出他們對藝術欣賞與批評的了解程度。筆者發現大部分教

師都選擇介紹不同媒材與形式創作的多元藝術作品。顯示他們對各種藝術形式

與風格都相當熟悉。但是，他們的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方法往往過於平面化，

並侷限於現代的教學策略。教師常對學生提出封閉式問題（例如，「這幅畫美

不美？」），阻礙學生深入表達的機會。當代藝術常有開放的詮釋空間，這種

問題並無法幫助學生欣賞藝術。某些當代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可能比創作成果

更具意義。這種觀念也可用於思考藝術欣賞批評以及藝術創作。教師必須更新

自己對藝術欣賞與批評的了解，多接觸新近的藝術創作觀念。後現代主義的藝

術欣賞與批評策略，強調藝術品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藝術品對觀眾所顯示

的意義，端看觀眾個人的詮釋而定，沒有單一或標準答案。 

無法整合藝術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實踐無法整合藝術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實踐無法整合藝術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實踐無法整合藝術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實踐 

大部的教師的確嘗試連結藝術欣賞批評與藝術創作，他們也了解兩者之間

的關係與重要性。但問題不在於他們對這種關係是否了解，而是教師如何在實

際教學中將兩者連結在一起。儘管並非有意，部分教師仍採用單一而傳統的二

分法，區隔藝術欣賞批評以及藝術創作。大部分的教學過程都是先講授藝術欣

賞與批評，接著再進行藝術創作。教師往往無法找到藝術評論與藝術創作活動

的重點。這些重點可能包括一個藝術概念、一種視覺元素、一場藝術運動或一

種藝術形式。教師們並不明白，藝術欣賞批評以及藝術創作之間並沒有一套標

準的整合方式。教師必須依照教學策略與實際課堂情境，連結藝術創作與藝術

批評。 

結構鬆散的提問技巧結構鬆散的提問技巧結構鬆散的提問技巧結構鬆散的提問技巧 

在藝術欣賞批評相關的提問技巧方面，許多教師顯得十分生疏與經驗不

足。提問的方式缺乏連貫性與發展性。以下是一段課堂觀察的摘錄，供各位讀

者思考： 

教師：大家覺得這件作品怎麼樣？ 

學生：很好。 

教師：沒錯！ 



InJAE11.2 ○○○○C  NTAEC 2013 

智能障礙學生視

覺藝術欣賞與批

評教學：挑戰與 

策略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Education 

131 

教師無法由淺入深地組織問題，只能停留在非常基本的問題上。因此提問

過程停留在描述，無法進入分析、詮釋與價值判斷的層次。此外，教師也沒有

把握詢問後續問題的機會，沒有根據學生的回應進一步提出更深入的問題。因

此整個提問過程變成由教師主導，被動而缺乏互動性。 

教學資料的視覺品質未達標準教學資料的視覺品質未達標準教學資料的視覺品質未達標準教學資料的視覺品質未達標準 

視覺藝術是有關感官、美感與創意的經驗，以視覺體驗為基礎，視覺藝術

教學也應該如此。因此，視覺藝術欣賞與批評教材的視覺品質必須比其他科目

的教材更好。這是有效教學與學習的重點之一，教材的視覺水準會直接影響學

生的學習注意力。智能障礙學生在表達與接受資訊時，反應較不直接，也較缺

乏系統，因此需要更強烈的視覺刺激與更多時間，才能獲取資訊、處理資訊然

後提出意見回饋。根據筆者在課堂中的觀察，教材的視覺品質還有許多進步空

間，例如藝術品圖片的解析度。因此降低對學生的視覺衝擊與吸引力，也影響

原本應有的學習成果。 

智能智能智能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的有效策略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的有效策略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的有效策略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批評教學的有效策略 

如同前一章節，筆者從課堂觀察、訪談與教師心得中，尋找有效的教學策

略。這些策略包含筆者針對發現的問題所設計的對策，有些則是教師本身採用

的方法。調查研究的各個階段中，筆者與參與教師同時也在不斷發現問題與議

題，並進行修正。行動調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藉由問題的評估與反省，逐漸發展

出理想的教學策略。 

將藝術欣賞與批評帶入日常生活中將藝術欣賞與批評帶入日常生活中將藝術欣賞與批評帶入日常生活中將藝術欣賞與批評帶入日常生活中 

形式、表達與背景脈絡都是教授藝術欣賞與批評的基本方向。從形式主義

或表現主義的角度來看，藝術欣賞與批評的重點是藝術品內的元素（例如色

彩、調性、構圖等）以及其引發的情緒。另一方面，從藝術品的背景切入時，

探討的則是外在因素，如藝術品的歷史、社會、哲學與心理底蘊。特教學校的

教師大部分偏好從視覺特色（形式）與表達的情感（表現）來了解藝術品。其

中一項原因是這兩種策略比較直接，比較不需要進行抽象的詮釋。另一個原因

可能是他們本身並不熟悉許多藝術品的背景資料。 

在各種脈絡因素中，智能障礙學生最容易瞭解的是與他們日常生活相關的

元素。筆者從課堂觀察中發現，學生對於他們熟悉的事物較有興趣。因此，一

開始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先透過日常生活事物學習藝術欣賞與批評。好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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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事物很容易就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其次，應該要讓學生明白，藝術欣

賞與批評不限於世界著名的大師傑作。教師應該考量學生的生活經驗與日常生

活環境，挑選適當的主題與藝術品，作為藝術欣賞與批評的教學重點。 

一位參與的教師在引導學生欣賞安迪．渥荷的《瑪莉蓮夢露》時，利用夢

露的臉部表情、手勢與明星魅力說明名人的概念。但是由於大部分的學生並不

認識夢露，因此教師以本土明星劉德華作為比較，以便解釋夢露在美國社會的

地位。兩位明星都深受愛戴，名噪一時，媒體經常大篇幅報導他們的消息。教

師問學生是否曾在報紙、雜誌或電視節目上看過劉德華，藉此來說明劉德華以

及夢露的知名程度。利用這種對比方式，教師讓學生了解普普藝術的一個重要

主題，展示日常生活重複的單調與庸俗化的影像。教師若能從學生的生活經驗

來解釋藝術品的意念、背景與意義，便可提昇學生的理解並激發他們的興趣。 

進行更多藝術詮釋進行更多藝術詮釋進行更多藝術詮釋進行更多藝術詮釋 

詮釋是藝術欣賞與批評的重心。但是對於智能障礙學生而言，進行「自由

描述」與「形式分析」的階段已經十分困難（課程發展議會，2009，12）。

廣義而言，詮釋是推斷藝術品的意義，並對這些推斷提出論證。如同前面提到

的課堂觀察情況，教師提出的問題十分封閉，很少提出詮釋性問題。首先，教

師必須了解，詮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提出這些問題時，教師應該強調問題的

開放性（例如，「這件作品的哪個部分你最喜歡？為什麼？」）。如果學生真

的無法自行開始解釋或闡述自己的答案，教師可以幫忙提供各種相關選項（例

如，「你覺得這幅畫的顏色怎麼？你覺得它們很單調、很歡樂，或是很傷感？

為什麼？」）。要求智能障礙學生表達自己獨立的詮釋看法的確太過強人所難，

但既然詮釋藝術品沒有固定答案，教師應該採取更開放的態度，讓學生有嘗試

的機會。例如，E 老師問學生是否聽過瑪莉蓮夢露，一位學生誤以為她是一位

本土電視明星。但是 E 老師並沒有忽略她的回應，反而利用這個錯誤答案說

明知名公眾人士的觀念。第二，教師除了讓學生表達他們對藝術品的感受之

外，還應該讓他們討論和探討影像的意義。許多特教學校的教師認為，學生也

許沒有能力進行這種較高層次的思考。藝術品的意義也是開放性的問題。教師

應該試著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根據學生的能力與經驗，教師可決定是否

需要告訴學生一些既有的詮釋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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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語言在藝術欣賞與批評活動中的重要性思考語言在藝術欣賞與批評活動中的重要性思考語言在藝術欣賞與批評活動中的重要性思考語言在藝術欣賞與批評活動中的重要性 

許多教師認為藝術欣賞與批評是一種語言活動，學生使用口說或書寫語言

表達意見回應、分析、討論與批評。筆者的課堂觀察也證實，語言的確扮演關

鍵的角色，但也因此提高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難度。然而，Geahigan (1999) 曾

指出，藝術欣賞與批評不僅是一種語言為主的活動，還涉及學生個別的反應活

動、研究活動與概念及技巧的發展。藝術欣賞與批評其實是一項探索的過程。

作為開始，教師應該重新思考「反應活動」的概念。學生可以透過肢體動作或

圖像與藝術創作過程來表達反應。教師應該為無法流暢使用語言反應的學生，

開發不同的非語言溝通方式。B 老師在書面心得中提到： 

 

學生面對課程主題時，應該試著利用不同的媒材來表達自己，如照相

和製作裝置藝術。 

 

B 老師也嘗試使用多種教學策略，引發學生的非語言反應。其中之一是利

用投票或角色扮演，進行藝術欣賞與批評。課程一開始，他先利用線上互動遊

戲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生可以改變遊戲裡《蒙娜麗莎》的嘴巴和眼睛，做出不

同表情。接著學生從許多眼睛與嘴巴的圖片進行挑選，貼到《蒙娜麗莎》的臉

上。大家再從更改過的圖片中票選出最喜歡的一張，並說明理由。課程結束前，

三位女學生打扮成蒙娜麗莎的模樣，由其他學生對三位不同的《蒙娜麗莎》提

出評論。 

動態整合藝術欣賞批評以及藝術創作動態整合藝術欣賞批評以及藝術創作動態整合藝術欣賞批評以及藝術創作動態整合藝術欣賞批評以及藝術創作 

在藝術欣賞與批評階段，學生如果能事先計畫後續的藝術創作，並擬定粗

略的視覺圖像，會很有幫助。另一方面，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如果提醒學生相

關的藝術理論與事實資料，也會大有幫助。在筆者的課堂觀察中，A 老師在整

合兩者方面表現的非常好。進行藝術欣賞與批評時，她引導學生欣賞不同形式

的藝術品，以藝術品的特質作為範例，鼓勵學生思考藝術品的創作過程。在藝

術創作過程中，她也會提醒學生在藝術欣賞批評階段討論過的重點。例如，在

一堂課上，她向學生展示兩張不同類型料理的照片（如壽司、港式點心、義大

利麵與披薩），和學生一起討論品嚐這些食物的經驗。展示圖片時，她引導學

生注意食物的造型、比例與質地，同時對學生發問，激發他們思考與討論以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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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塑造食物的過程。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她也時常提醒學生之前討論過的問

題，提昇作品的素質。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教導智能障礙學生視覺藝術欣賞與批評，在許多方面

都困難重重，而導致這些問題與議題的因素來自教師與學生雙方。學生本身的

智能障礙是妨礙他們思考、學習與溝通的根本原因。但是筆者也發現，教師採

取的某些實踐活動不僅無法帶來幫助，有時反而使問題更加惡化。這些問題與

教師對學科主題的專業知識、教材與策略的組織與選擇息息相關。為了解決這

些問題，筆者協助教師修改他們的教學策略。提出這些修正建議時，筆者的目

的是說明智能障礙學生其實有足夠能力，能夠學習視覺藝術欣賞與批評。儘管

教師必須負起修正策略的沈重責任，但在加強對藝術欣賞與批評主題的了解，

以及認識自己教學活動的不足之後，教師日後將能更從容地處理問題。最後筆

者想再度重申，目前發表的研究文獻中，不曾對教導智能障礙學生藝術欣賞與

批評進行過任何討論。因此我們籲請藝術教育工作者正視這個領域，不僅可以

實現融合教育的理想，也能拓展藝術欣賞與批評研究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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