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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設計之緣起與理念

壹、研究背景

德、智、體、群、美雖並列為我國學校教育的五大內涵，理論上五育

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曾接觸學校教育者皆體認到智育掛帥的實

際現象。相對於德智體群，美育是最晚被提出的一環；長年以來，美育也

被認為「即使欠缺亦無立即損害」。因為，缺乏德育，學生的問題行為不

斷干擾學校與社會；欠缺體育，直接影響學生身體健康；少了群育，導致

學生難以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欠缺美育，只是那「不影響升學就業的藝術

科目成績」欠佳，似乎無關緊要。或許正因如此，美育成為學校教育中名

符其實的「懸缺課程」（null curriculum）。然而，美育不等於狹義的視覺

藝術、音樂、表演藝術教育，目的也不在於培養擅長於某種藝術表現技巧

的孩子，而在於讓所有孩子成為具有欣賞與表現能力的人。當一個社會裡

的人普遍難以欣賞與表現「美」，這個社會就無法創造美好的環境，無法

產出具有精緻品質的產品，也無法追求具有品味的生活。就此而言，欠缺

美育對個人與整體社會的傷害並不下於其他四育。然而，眾所周知，我們

的學校教育一直將讀寫算視為最重要的「基本」能力，用大部分的時間著

力於讀寫算的訓練，忽略引導孩子學習如何在生活中覺察與感知事物的

「美感」，導致學生對事物不覺知，對人無感受。

人可以透過繪畫、舞蹈、歌唱、書寫等不同的表徵方式，尋找自己的

意象、觀點，開展人的多樣性。他也因而了解，可以用什麼方式發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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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什麼」、「感覺什麼」、「想像什麼」，並且讓這些進一步發展

成為某些內容。在這樣的歷程中，人就可以經驗到美感的開展（sensuous 

openings） （Greene, 1991）。所以教育目的應該包含一種立基於生活情境

中的想像與覺知的激發，養成觀看與理解事物的敏覺性。早在 1943年，

Herbert Read即將教育界定為「表現型式的培養」—教導人如何創造出聲

音、意象、動作、工具和器皿（呂廷和譯，2007, 89）；而在這創造歷程中

表現得好的人就是優秀的藝術家。著名的藝術教育學者 Eisner（ 2002）也

贊同此說法，他指出，所謂「藝術家」並不是專指詩人、畫家、音樂家、

舞者，而是泛指：在各個領域內，可以發展觀念、感覺、技巧、想像，以

創造出相稱的、精心構成的、充滿想像力作品的人。學校教育若能重視美

感的體會，將有利於學生發展覺知、感受與表現的「基本能力」，幫助學

生對這個世界進行覺察與回應。欲使學校教育產生美學的轉向，教師應當

如Read所言，在教育過程中引領學生「欣賞美的事物」與「表現美的感

受」，為此，教師本身也應當具有美感素養。這就涉及教師的專業養成教

育問題。

多年來，國內關心美感教育的人士雖多方呼籲重視學校的美感教育，

但教育政策上一直未將美育納為政策重點。總統府漢資政寶德於民國 102

年 4月 3日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之國政評論，發表「有效的推動美感教

育」，指出美感教育必須被視為國家的重要政策，在國民教育體系中長期

推行，希望教育界正視「視覺美感」的生活性及普及性。也具體說明：實

施美感教育的教師必須是可以培養美感的人；他們不必是藝術家，卻必須

是美的鑑賞家。呼籲教育部要推動美感教育，就必須先有一套師資培育計

畫。讓教師除了個人有鑑賞能力外，還要有辦法把這種鑑賞力教給孩子，

培養孩子審美的習慣，成為其品性的一部份。其後，102年 6月 20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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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核定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 103年─ 107年）規劃報告之

工作項目，其中一項即是：推動教師參與「藝術與美感知能」研習課程。

教育部隨即於 7月 8日以臺教師（一）字第 1020100273號函核定設置核心

規劃團隊，以協助推動辦理「美感教育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暨種子學校與

大學基地學校計畫」，本研究為其中一項子計畫，關注中小學師資培育學

程（以下簡稱師培學程）的美感課程建構。

貳、設計理念

建構一項課程首應確認課程實施對象的需求，而非僅憑藉課程設計者

一廂情願或片面的主觀假設。本計畫期望建構一項可於師培學程實施的美

感課程，首先即應了解目前臺灣中小學教師美感素養的一般狀況，以及教

師們對於在師培學程中開設美感教育課程的認可程度。為此，本計畫進行

一項「中小學教師美感素養需求調查」，由北中南東各區的高中、國中、

國小教師中隨機取樣，結果發現大多數教師在視覺形式美感的「知覺」方

面大致表現良好，但是在審美態度與實踐方面以及批判反省能力上普遍偏

弱。此項調查的主要結論為：

第一，教師的批判反思與論述能力皆顯得不足。教師對於現象與問題

的批判分析能力，是進行日常美感教育相當重要的基本素養。當教師對於

日常生活中「美」與「不美」的問題欠缺分析與判斷能力，通常對相關議

題習焉不察、視而不見，或者只是跟隨媒體或常俗的觀點，自然也不可能

與學生討論美的問題。所以，師資生應該在職前的培育過程中，有更多機

會對美感問題進行思辨與論述，以提升審美分析能力。

第二，提升教師的美感知覺與判斷能力，不能只憑藉藝術科目；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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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接觸藝術，了解基本的美感形式與原理，更要讓師資生多留意觀察日常

生活事物與現象，練習由不同面向感受事物中美的形式與內涵。

第三，美的形式要素或原理原則的認識，雖然不是審美知覺與實踐的

充分條件，但是引導師資生用美的原理原則來欣賞多元的藝術型態，可以

讓學生歸類、判別、整理、省思美與不美的現象和問題。

要培養師資生的美感知覺、分析與實踐能力，以目前各大學的課程結

構來看，可在通識課程與師資培育學程兩方面著力。多數大學在通識課程

中設有關於「藝術與美感」的領域，師資生可由修習相關課程提升個人在

藝術與美感方面的專門知識與技能。但是，有關「如何引導學生覺知與探

討美的現象或問題」這方面屬於一位教師的教育知能，則須藉重師培課程。

然而，在現有的中小學教育學程結構中，與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有關的科目

已佔據絕大多數學分，視覺美感教育的相關課程只能成為選修科目。研究

者評估，在師培學程中實施美感教育，最具可行性的方式即是設計一門美

感教育的選修科目。

大學開設的科目與內容向由開課教授主導，即使未來大學有意願於師

培學程開設此類科目，可能各人想法差異頗大。因此，研究者提供的並不

是一套課程架構，而是一套可供師生討論的教材。

基於調查研究的發現，未來的教師最重要的美育知能是：

1. 能知覺到環境中美與不美的現象和問題。

2. 引導學生以審美的知覺去觀看、欣賞、批判環境中的事象。

3. 引導學生採取實踐行動讓生活具有美感。

要在一個科目裡培養師資生上述的知能，不能侷限在美感理論的闡

釋，而應當引導師資生去探討、分析那些與教師工作有關的事象中，所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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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美感問題。於是研究者採取「案例分析」的形式設計美感教育教材，

以供有興趣開設此科目的師培課程教師運用。

本教材以貼近教師工作的案例作為探討材料，以實作和小組討論為模

式，從中引入相關的美學理論，讓師資生針對日常生活與教育活動中美

的議題進行辯證討論，再進行美感教育的教學設計。此種課程的型式為

problem-based curriculum （PBL），乃是以某個問題為起點，統合與此問題

有關的各向度理論以進行探究，具有理論與實際統整的優點，有別於過去

談美育原理時，常常是先依美學發展史，依序呈現各美學理論派別，後段

課程才進入實際問題探討。由於本科目的任務不在系統性的探討美學史及

美學理論，而在引導師資生覺察、分析、批判思考日常生活中美的問題，

並思考如何在學校中進行美感教育，所以PBL模式更為適合。此課程的設

計構想可圖示如下（見圖 1）：

 

 

  

 

圖 1：美感教育案例的教材設計構想

引入美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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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案例選擇係以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為範圍，包含社會環境、

校園環境、學校行事、藝術與流行文化等四大面向。各面向的案例包含有

關美感形式與原理、文化與社會脈絡、實用性／機能性或環境永續等與美

感有關的要素（見圖 2）。

參、使用建議

一、本教材的每一個案例都包含案例背景、問題討論、評論三部分，

有些案例另有延伸學習活動的設計。授課教師可請師資生於課前先行閱讀

案例背景與問題，並蒐集其所見所知的相關事件或現象，帶到課堂中共同

討論；亦可指定與本案例問題有關的文獻，請學生課前閱讀，以輔助其思

圖 2：美感案例包含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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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問題。「評論」部分是撰寫者參照相關理論所提出的觀點，可供師生討

論時參考。為免限制學生對問題的思考，建議於課堂上再行提供。

二、各案例所涉及的要素（見圖 2）不盡相同，可帶入討論的理論觀

點亦深淺有別，授課教師可視學生的背景知識選擇採用。尤其，在問題討

論時，不宜讓學生停留在個人主觀意見，而應引介相關理論、文獻讓學生

閱讀，以提升學生對美感問題分析的層次。

三、「延伸學習活動」包含觀察、體驗或實作性質的學習，授課教師

若能斟酌使用，可增加本課程的多樣性，亦有助於審美實踐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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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課程案例之設計理念

「美感」一詞包含「美」和「感」；美是主體感覺、觀察、思考的一

個過程，如果學生「無感」則無法感受「美」。生活美感是一種生活方式

的選擇，也是一種美感的生活享受，但卻不是憑空而來的；透過生活中事

物的體驗、觀察、探索、分析與應用，我們才能學習在生活中找到美。因

此本書所舉的案例皆取材於生活，包含校園環境、學校行政、社會環境、

藝術與流行文化等四個面向。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期望開展學生與自我、與他人、與社

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將所學的知識、技能、態度化作素養，將學

習落實在真實的世界當中。美感生活課程即是一種個體自發的感知，從客

體中發現、探索美的愉悅，與物件、空間、環境產生溝通互動，並期能參

與社會，有善念，為生活的共好而付出。所以，美感教育不僅充實美感素

養與藝術涵養，更強化學習者對於周遭人事物與環境關懷的公民素養。

美感課程在教育上的實踐，首重個體的覺知（awareness），其次是客

觀的鑑賞能力（appreciation）培養，最終期望學生有行動（action）的實踐。

以下列舉本書的三個課程案例以說明設計理念。

第一個例子「整潔之美非難事」來自學生每天生活的校園環境，所強

調美感是一種基本的公民素養。由客觀的美感直覺而言，人們應該比較喜

陳育淳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師

臺北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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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整潔的環境，從教室的清潔、桌椅、書本的排放整齊，置物櫃的整理以

及教室的布置，公告的張貼，只要能符合清潔與整齊的基本條件，整齊劃

一有秩序就容易產生美感，也能讓使用教室的師生們擁有愉悅、共好的

環境。

「調和的環境色彩」屬於社會環境的探討。此案例探討街景的招牌、

變電箱、街道的設計、違章或加蓋的建物，甚至在大自然中突兀的人造物

等議題。透過街道與環境實景的觀察，學生可以發現「統一中有變化，變

化中有統一」的秩序所顯現的美；如果從色彩的向度來討論，調和的色彩

就是環境看起來統一舒適的要素。文中所提麥當勞為配合城市色調，而將

企業識別標誌更改為咖啡色調或轉換成低調的黑白，可見為了提升城市的

美感，就算是跨國企業也須換裝配合。經由對美的原理原則的理解與應用，

可培養學生較深入的鑑賞能力。

「施工也可以有美感」的課程則是以經常出現在城市施工地點的工地

旗手為主題，除了探討其突兀的狀態，也讓學生思索如何讓「工地旗手」

這位城市裡陌生的熟客不破壞環境景觀。此課程所探討的是美感教育如何

讓環境變得更美好？此時需要學習更複雜的美感知識與技能。

關於藝術與流行文化的部分，涉及藝術批評的相關美學涵養，教師可

以「比較法」帶領學生討論，以多種面向去探討、思辨，例如：生活經驗、

傳統文化價值、當代思維、藝術批評觀點等進行對話，尋求客觀的共識。

美感是一種公民素養。本書所提供的生活案例，試圖引導學習者進行

覺察、分析、思辨與判斷，尋找一種美感共識—一種適用於社會環境的合

宜狀態；讓學習者思考如何讓自我、事物、環境可以更好、更美，以實踐

自發、互動、共好的理想。就此而言，這些課程案例其實可以邀請所有對

美感有興趣者一起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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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近年來少子化問題嚴重，無論國中小無不卯足全力招生。因此，在各

校門口往往都可以看見校方掛滿學生參與各項比賽榮獲佳績的宣傳布條，

抑或以 LED電子公布欄循環放送師生獲獎的榮譽榜，加上校方經常要配合

政府機關進行各項宣導活動，因此在校門口掛上許多布條。但是這些布條

往往未經設計，色彩濃烈、字體偏大、材質粗糙，LED電子公布欄則是顏

色鮮艷、文字內容流動、閃爍，置放於校門口時，往往與原先設計的校門

難以搭配，於是看似補丁，一塊塊的陳列於校門與圍牆之上。

圖 1：中學圍牆張貼學生升學高中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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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每次經過校門口，我都覺得在校門口貼上這

些布條好醜！」

阿寶：「不會呀！我覺得這樣做很不錯，可以讓我知

道這所學校的辦學情況如何？以後如果要為我的孩子挑學

校就讀，我就可以參考他們的『功績』了！」

小花：「可是，你不覺得孩子每天都在學校裡生活，

校園布置的『境教』也很重要嗎？你看，這些布條一塊塊

的張貼在圍牆上，紅色底、白色字，感覺太醒目，還有校

門口上頭那個 LED燈，一直在流動、閃爍，有些俗豔⋯⋯

阿寶：「他們既然是要讓大家都看到學校的好，當然

是要設計得醒目、耀眼啦！而且我覺得這樣做很好，把學

校和師生得獎的事蹟宣傳出來，如果還能附上照片，會讓

得獎的人很光榮，就會更努力參與各種比賽了！」

小花：「我還是覺得要宣傳學校不一定要用這種方法，

這樣做使得原來設計的校門口變得很雜亂，圍牆像是補丁

一樣，一塊一塊的，缺乏原本整齊、清爽的樣子⋯⋯」

這天，吃過午飯後，小花與阿寶兩人一同散步，經過大海

國小校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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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上述小花與阿寶的想法，你贊成誰的呢？為什麼？

2. 你認為美感和實用目的的關係為何？它們有可能並存嗎？

3. 承上題，如果美感與實用目的可以並存，請以下圖學校校門口為例，

從色彩、比例、構成等面向思考，想一想，你會如何設計呢？

圖 2：簡單乾淨的校園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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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活動

師生可以實際探訪，觀察學校校門口和校園的景觀設計，思考並說明

校園是否需要或適宜懸掛布條以宣傳政令、佳績？若有功能性需求，再進

一步思考如何設計更具美感，能與校景融合的相關宣傳物件，以達到功能

性與美感並存的效果。

評論

本案例從校園常見的功績牆和 LED電子公布欄出發，探討學校宣傳師

生得獎訊息、升學佳績、政令宣導時的常見現象。希冀藉此引發思索：學

校是否有必要，或可以因為招生、鼓勵得獎者而任意在學校圍牆上張貼布

條、訊息？相信多數學校在當初設計校門時，校門的功能多設定於保護師

生安全、隔絕外界干擾等，因而校門設計多是以校方欲傳達給外界的整體

觀感為考量，有些偏於溫馨，有些沉穩大方，也較少會特意留置公告區域，

但之後校方為了招生或宣傳而貼上、掛上的公告，本來就是一種外加的行

為，超出校門原有設定的實用性功能。因此，我們可以思考學校是否有必

要為了招生或宣導而張貼公告或電子公布欄？若是我們認為校門可以成為

宣傳學校或政令的一個區域，那麼就更應該進一步探索如何在顧及校園原

有風貌下，設計出可以美化或融合校景的宣傳方式，使美感成為生活的一

種態度。

朱光潛（1982）在《談美》書中，以觀看古松的三種態度為例，說明

了不同觀看態度會產生出不同的認知結果。其中，美感態度最大的特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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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它是審美者會將注意力集中，不去計較實用性，也不推求因果關係，而

是專注的欣賞事物之美。事物部分之間的和諧關係或適當的比例是美的基

本條件，不同時代有各種論述「美」的學說，但可以發現它們大多認同

「美」是一種感性認知，擁有和諧、一致、完整等特質，可以透過直觀、

想像、形式等方式來獲得一種情感的快感和滿足。

這次的美感教育計畫提出從「色彩」、「比例」、「結構」、「構成」、

「構造」和「質感」六大主題來探討生活環境中的美感，藉由這些面向，

我們也可以回頭檢視校園環境中，掛滿布條、以 LED燈宣傳各種政令或比

賽佳績的做法與設計，讓學生思考該如何兼顧功能性與美感，使「美」落

實於生活中，不再被界定為生存之外的高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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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朱光潛（1982）。談美。臺北：漢京文庫。

圖片來源

圖 1∼圖 2：薛丞堯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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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教育的途徑除了「言教」、「身教」之外，「境教」也具有重要功能。

良好的境教可以發揮陶冶學生身心、激勵學習興趣，涵養開闊胸襟等潛移

默化的作用，所以教育人員通常會用心著力於校園環境安排，希望學生藉

由每天接觸環境中經過設計的內容，產生期望的學習效果。

檢視現今許多學校的環境布置，由於受到社會多元化的影響，新興的

課程議題或內容不斷增加，但是既有的學習領域時間有限，於是許多學校

行政人員便運用校園空間，設置各類學習內容，希望學生平時經過這些地

方時就能順便學習，以達到「宣導」與「境教」的功能。

走訪校園，可以發現許多學校在地面、樓梯布置學習物件，例如：為

了宣導交通安全，在走廊畫上交通標線，讓孩子以遊戲方式認識交通安全

標誌；或是在樓梯畫上行進箭頭，指示學生上、下樓梯的方向。為了讓學

生記憶英語、閩南語單字或句子，順便融入品格教育，在樓梯貼滿單字以

及名言佳句，以期學生在行走時也能學習。廁所的便座前貼上詩詞或短文，

希望學生在使用廁所的短短幾分鐘也能順便讀一首詩詞或短文。為了推廣

閱讀，在樓梯轉角或玄關走道，不忘設置一個書架或平台以擺放書籍。

有人認為學校是學生的生活場所，學校環境以簡約舒適為上；有人認

為學校既是學習的環境，應盡可能善用每個角落安排學習內容。事實上，

只要經過良好設計，豐富與簡約的環境都可以顯現美感；但若只是為了配

合政令宣導，或是未經審慎規劃，往往反而讓校園環境處處顯得突兀且雜

亂失序。

姑且不論校園處處充滿學習物件能否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

果，或是學生會不會因為身處其中，習以為常，忽略這些情境設計。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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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感觀點來看，這些設計往往造成人們在行走時的視覺干擾，破壞校園

地面整體的乾淨、清爽。加上地面原為人們行走所使用，時間一久，許多

標語、油漆剝落，地面膠帶因沾附灰塵而留下痕跡、號誌圖案殘缺不齊，

反而造成殘破、髒亂之感，這些對校園美感而言往往是一種破壞與斲傷。

豐富學校境教不必然與校園美感衝突，但是如何讓學生在整體的規

劃、設計中，潛移默化進行學習，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圖 1：走廊地面上黏貼道路標線 , 徒然造成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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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廁所牆面黏貼圖片或詩詞

圖 2：樓梯間布置英語單字或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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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你贊同在校園地面和樓梯設置學習物件嗎？若可以，在設置時應該考

慮哪些因素以免破壞美感呢？

2.  就美感教育的目的而言，你喜歡的校園環境傾向於設置許多學習物件，

或是以簡約為主？請從「境教」的角度，談一談你的觀點（P.S.可參考

下面兩張圖片，進行比較、說明）。

圖 4（上圖）：樓梯間布置英語教材
圖 5（下圖）：樓梯間保持簡潔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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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活動

勘查校園地面與樓梯，請學生思考學校是否需要，或是可以有一些不

同的地面或牆面的景觀設計呢？應該如何做，才能使境教具有美感？

評論

校園學習情境的布置與美感相互衝突嗎？答案當然「不是」，但觀察

許多學校引以為豪，號稱可以讓孩子處處進行潛移默化學習的情境布置，

往往破壞校園整體乾淨、清爽的美感，不禁令人思考：孩子每天在學校生

活八個小時以上，而學校應該追求什麼樣的「境教」？又該如何使境教也

能兼顧美感，讓孩子生活其中可以獲得舒適、愉悅的感受呢？

教育中，許多的議題和學習固然都很重要，但是，現在許多學校多以

張貼海報或貼紙的方式來進行宣導，於是，校園中充斥了閩南語、英語、

交通安全和詩詞等多樣布置，常常顯得過於雜亂，而我們是否應該更細緻

的考慮校園整體的環境美感，否則這樣的「境教」如何能達到所謂「陶冶

學生身心、激勵學習興趣，涵養開闊胸襟」的功能呢？還有，學校的教育

功能性需求十分重要，不過，一旦它會傷害校園整體美感時，我們的選擇

還是必須犧牲美感嗎？這些問題在各校不同情境下，樣態和程度都有所差

異，但是，我們或許可以從美感角度思考，畢竟相較於有形的教育功能性

布置，無形的環境涵化對孩子而言，帶動的是一種內在涵養與情感，也需

要獲得重視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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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 1∼圖 5：薛丞堯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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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宜政  屏東縣建興國小教師

  黃祺惠（評論）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與教學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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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學生一天在學校學習與遊戲的時間，大約有 8-10小時，約佔一日時間

的三分之一以上。學校裡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對於學生的生活美感有

極大的影響。但是我們經常在校園之中，發現一些凌亂的角落，長期處在

缺乏美感的生活環境中，容易養成姑息苟且的習慣，對於髒亂的環境視而

不見。

走訪一趟校園中經常會發現幾處零亂的角落，譬如：宣導用的海報或

小標語隨處張貼；海報紙撕下後殘留貼紙膠痕；為了工作方便隨意放置清

掃用具；失物招領區的物品任意堆放。似乎這些狀況愈來愈令人習以為常

而不加聞問。試問學生每天生活在這樣雜亂無章的環境裡進行學習與活

動，如何能涵育美感素養？

在學校辦公室裡常聽到這樣的聲音：

A 老師：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每次來考評都要看學校有沒有宣導？

B 老師：我哪有空去整理門上面的貼紙殘膠，那應該叫工友來做吧？

C 老師：經常有學生弄丟衣服，不掛出來，他們怎麼知道要來尋找？

D 老師：洗手台和花圃又不是我管的，找工友去？

學校工友：我要做的事那麼多，每天都要澆水，水管放在地上方便就好，

收到儲藏室整理得太整齊，太潮濕容易發霉！

大家都很忙，這些問題該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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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為了評鑑需要標語宣導，有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可以兼顧標語宣導與

校園美感？

2. 學校環境的美感，最基本的是清潔整齊，其次再求美化。如果你是學

校教師，你會提出什麼可行的建議？

圖 1：隨意張貼的海報或標語
圖 2：撕下標語後遺留的殘膠
圖 3、圖 4、圖 5：隨意放置物品的校園一隅

圖 1

圖 3 圖 4 圖 5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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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手實踐以改善校園生活一隅：相關課程設計活動，讓學生實際動手

改善髒亂的環境，營造美感的生活空間。

1. 重複單一元素層面

（1） 請學生在校園中探索，發現校園中原本有哪些重複單一的元素？

例如：教室課桌椅、老師辦公室桌椅⋯等。

（2） 找到重複單一元素後，判斷是否美觀？

（3） 如果美觀，請寫出為什麼？如果不美觀，請提出改善計畫。

2. 成套的概念層面

（1） 舉例如果老師辦公室，物品雖然已經擺放整齊，但卻仍然不美

觀，請問學生可以怎麼樣改善。

（2） 運用統一的美感概念，例如同色系或同形狀。

延伸學習活動

一、票選出校園最髒亂的角落：

1. 先列出校園中幾項認為不美的地方。

2. 讓學生進行投票票選（複選、排序選）；歸納並列出認為不美的原因。

3. 找出最需要、或最簡單、或最明顯需要改善的地方。

二、尋找討論改善美化環境的方法：涉及各領域專業知識，例如：

1. 如何去除殘膠（生活科學）

2. 花圃修剪與種植（植物生長學）

3. 種植植物顏色種類選擇（色彩學）

4. 植物的香味（蝴蝶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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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異的元素」與「整齊與韻律」層面

（1） 教室裡面的所有物件幾乎都是相異的元素，因此常讓人感覺雜亂

無章。

（2） 討論如何讓教室裡面的各種元素，重新排列組合，例如先分類。

（3） 書籍類分一區，用書架將書本按照大小高低排放整齊。

（4） 教具區：教師經常用紙箱或塑膠夾鏈袋將教具分類，但都擺在櫥

櫃上面，方便取用，但教具通常在教學單元結束後，往往還擱置

在櫃子上面，建議可用整理箱收納，標示整理內容物的貼紙，盡

量大小顏色相同，且統一貼在相對相同的位置。

圖 6：掃地用具擺放整齊後的中央草地
圖 7、圖 8：設置公布欄，統一海報張貼位置

圖 7

圖 6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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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一、整潔為「美感」之本

美可經由比較而來，要在生活經驗中實踐美感，首先必須懂得從發現

「美」與「不美」的地方，欣賞美的原因為何，並思考不美之處要如何改

善的方法。在案例背景中，我們可發現雜亂無章的環境與美感是相違背的，

漢寶德教授曾提及：「清潔是美感的真正初階」，如同「窗明几淨」是一

句帶有正面意涵的成語，亦是一種美感的展現。而提到「清潔」，便會聯

想到「整齊」，漢寶德教授認為「清潔」是「整齊」之本源，而「整齊」

則是秩序的動力，秩序得以和諧，是美感的基本要件（陳瓊花，2015）。

因此針對本案例的問題，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透過票選的方式，發現與

選擇校園中最美與不美的角落，再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去改善不美的角落，

實際動手操作取得改善環境美感的生活經驗，進一步內化為一種生活技

能，再透過改造前後差異的比較，引導學生歸納出「美的原理原則」，爾

後可結合專業藝術課程，加深學生對於美學原則的學理認知，結合課程設

計，培養帶得走的能力，讓學生除了學校外，可在家庭及社會中實踐，進

一步改善家庭美感生活品質與社區美感總體營造，以達到社會的共好。

二、環境美感的維持須自律與同理關照

案例背景中提到的老師或工友對於校園雜亂角落無法改善的抱怨聲

浪，可看出許多人尚未將美感內化為一種習慣，認為美感必須刻意營造才

能達成。美感中隱含著自律的精神，因為維持整潔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必

須透過長期的維繫與堅持。如何讓空間具有美感呢？首先必須對於美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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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察的能力，且必須認同美感在生活中的價值，願意付出心力來經營整體

的美感，尤其是公共空間的美感，許多人或許對自己家中的美感環境較重

視，但卻忽略了公共空間的美感要求。因此群我之間的倫理文化必須要調

整，在「人我關係」上，由「個體人」的位格延伸為「群體人」的位格，

從公共環境的觀照、生命的同理心的思維，來實踐美感教育的內容（喻肇

青，2016）。

美感的產生不一定是加法，有時是一種減法。因此「美感生活的實踐」

並不是靠雄厚資金的挹注，而是透過美感素養與審美行動的累積來呈現。

因此，只要我們願意在生活中多觀察，「美感生活」將不再是夢想與口號，

期待學生能實踐力行，以創造更有美感的生活。

參考資料 圖片來源

喻肇青（2016）。看見美的故事。新北市：
國家教育研究院。

陳瓊花（2015）。從「視覺形式」─開啟「美
感之門」。教育脈動，2。
取自 http://pulse.naer.edu.tw/Home/Content/579da966-
7fbc-4ab0-9138-10e219bb6998?
p a g e d = 1 & i n s I d = f 6 2 8 a 8 5 6 - b d d a - 4 9 8 6 - 9 3 c 4 -
da58a908d1fc

圖 1∼圖 8：劉宜政拍攝

美感案例-0728.indd   85 2018/7/28   下午12:04



86

整潔之美
非難事

#12

  陳育淳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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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小齊、阿仁和遙遙走進教室，看到陳老師正在撿地上的垃圾。

小齊走上前說：「我要幫忙掃地！」

陳老師點點頭說：「謝謝你喔！教室是大家的，環境的整潔需要大家

共同維護！」阿仁和遙遙聽到後大聲說我們也可以幫忙，大家迅速的將教

室檢查一遍，撿起地上的垃圾。

陸陸續續班上同學都到齊了，陳老師走向講臺問：「大家知道為什麼

放學前要大家將教室打掃乾淨嗎？」

小齊馬上舉起手回答：「教室是大家的，環境的整潔需要大家共同

維護！」

陳老師笑了出來，小齊真是現學現賣喔！

陳老師在螢幕上播放一張照片（圖 1）。

建華說：「我知道這家店，在我家附近而已，很漂亮，是臺北市街角

遇到設計的特約商店。」

為什麼漂亮呢？

同學們七嘴八舌地回答：「很乾淨；顏色看起來很舒服；玻璃很明亮；

綠色的植物讓眼睛休息；前面告示牌的字很好看；有設計感；顏色很統一，

都是灰、黑色；對耶！信箱跟門牌號碼的顏色一樣，下方的黑板也是黑

色的！」

陳老師接著跟大家討論：「在我們居住的社區中，一樓大多是店面，

很多都是住商混合的社區。商店的設計會讓人家覺得美觀的原因，除了經

過設計師的巧手，也需要店家不斷地維護，才能保持美感，讓顧客想要持

續上門。」

我們繼續看另外一張令大家大吃一驚的照片！（圖 2）

「好可怕喔！」靜宜叫了出來：「亂七八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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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上圖）：臺北市健康路商店「小草圖」。
圖 2（下圖）：街景一隅。

「這戶人家怎麼了？垃圾擺在門外，連衣服也晾在路邊！」阿仁瞪大

眼睛著說。

陳老師問：「想跟他當鄰居的請舉手？」同學們扁扁嘴、搖搖頭，沒

人想舉手。

這戶人家就在剛剛店家的轉角。一個好的社區環境，不是一戶人家或

商店努力地維持就能產生效果。要達到「共好」的層面，是需要每一個人

將美感當作是平時的修養，從自家的整潔開始動手。

陳老師隨後給大家看一張圖片。這個街景看起來舒服多了，門口盆栽

排放整齊，房屋色調樸素調和，保持清潔，以不影響他人為原則。如果每

個人都能為社區的美感盡一份心力，維持自家門口的整齊清潔，就是邁入

社會「共好」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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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陳老師微笑著要大家接著想想下面幾個問題：

1. 想一想為什麼整齊、清潔是美感的第一步呢？

2. 他家的門口可不可擺垃圾呢？自私、利己的行為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3. 清潔、整齊、色調統一的環境為什麼讓人看起來舒服？

4. 對於教室環境的整理，我們該怎麼做才不會讓別人看起來不舒服呢？

延伸學習活動

1. 整理抽屜、置物櫃或書櫃：請每位同將抽屜或櫃內的東西拿出來，將

不需要的東西丟掉，接下來分類，以大小、色彩、功能歸類，再整齊

的排放好。

2. 教室公佈欄布置：將公佈欄上的東西全部拿下來，整理乾淨，按照大小、

色彩分類，擺放時注意構成上隱形的格線，讓畫面整齊有秩序，又能

清晰的傳遞訊息（如圖 3）。不要將公布欄弄得像圖 4一樣骯髒不整齊。

圖 3：整齊的的公佈欄 圖 4：不美觀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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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美感是一種公民素養。所謂的素養是平時的修養，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就應該有的知識、行為和態度。清潔是美感的真正初階的本源，清潔後接

著要求整齊，整齊為秩序的動力，而有秩序就有美感，秩序所求就是和諧，

也就是美感的條件。 

在教室與校園的環境中，教室的清潔、整齊是會讓使用者感到愉悅，

因此每位學生除了分工打掃公共區域外，對於自己的私領域的課桌、置物

櫃也要經常得整理，畢竟大家都處在同一教室環境當中，個人桌面、抽屜

的混亂會影響別人視覺的觀感，個人的垃圾沒有立即丟棄或置放在自己的

垃圾袋中，常常就會飄向各處，這樣會造成公領域清潔時的困擾。

教室閱讀區的書櫃也是一樣，很多學生將書本抽出或是放回去的時候

都只是隨便的亂丟，書本常常東倒西歪，看起來就讓人感到混亂。如果每

個人可以根據書本的高低、大小、甚至顏色整齊的擺放，教室看起來就會

更有秩序。另外的細節包含開窗的方式可以統一，教室佈置色調能夠調和，

告示的黏貼或擺放可以對齊，有隱形的格線產生秩序，都會增加教室的美

觀。如果可以有點小盆栽綠化也是一個好選擇。

營造良好整潔的環境，可以提升生活的品質，也讓身心愉悅，髒亂沒

有了，身體也會更加健康，如能進一步布置美化生活的環境，每個人都為

共好而付出，生活環境也會更加舒適優美喔！

圖片來源

圖 1∼圖 4：陳育淳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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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進士  高雄市福山國小校長

  黃祺惠（評論）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與教學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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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學校是學生每天生活中待最久的地方，校園環境也因而成為學生學習

的重要來源。具有學習意義的校園往往能發揮正向的潛在課程作用，在每

日生活的潛移默化中，陶養學生知識與性情。近年來，校園的建築與空間

營造備受重視，美感自然是極重要的元素；然而，「美」若是脫離了在地

文化，將與學校及其所在社區的人疏離。

景義國小位於高雄市內門鄉，在地的羅漢門文化（陣頭、鴨母王的故

事等）傳頌久遠，社區居民視以為特色。在景義國小著手研議學校改建工

程時，也思考是否可能將地方的特色納入校園空間，又能藉以增添環境美

感。以下有幾張學校改建前後的照片，仔細看看改建前與後，有哪些發

現呢？

問題討論

1. 改建前的校門與洗手臺是不加裝飾的，校方在改建時做了哪些改變？

加入了什麼樣的視覺形式元素？

2. 校門口與洗手臺改建後，加入了內門的文化要素，你認為此種設計可

能對該校學生或進入校園的訪客有何種學習意義？

3. 校園可以置入文化，成為美感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家裡甚至社區可以

如何營造？不妨從空間賦義與角落故事開始，想一想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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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改建前校門口 圖 2：改建後的校門

圖 3：改建後的校門 圖 4：立柱上的娘傘

圖 5：改建前的洗手臺 圖 6：改建後的洗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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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校園是學生生活中最久的場域，歷經時空更迭，校園通常會呈現多時

期的建築與植栽，若欠缺美感素養，我們的學習空間則會雜亂而冰冷。目

前教育部正在推動「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即是透過有計畫進行中小學校美化再造，以形塑具有特色的美感校園環

境，達到美感境教學習之成效。計畫中提到：「可兼顧與融合校園的自然

環境、在地文化、學校需求等整體視覺美感，彰顯學校特色」。

因此在本案例中，可看到空間的改造是從文化脈絡的角度切入，結合

在地的文化，如跳鼓陣、內門鴨母王朱一貴的養鴨傳奇故事等，在情境中

被巧妙安排：原校門口老舊狹窄，改採學校跳鼓陣為設計意象，主要立柱

上之「娘傘」周邊圖騰，以竹林及群山擁抱，象徵學校所處地理環境；「德

智體群美」書法字環繞，象徵五育均衡發展；內嵌 LED燈，隱含引導學子

邁向人生明燈。配合螺旋而上的跳鼓陣圖案陶磚，期許校務及學子「蒸蒸

日上」；進入校門後，跳鼓陣鐵雕呼應門口主題，而擋土牆以跳鼓陣為題，

製作陣頭陶壁，與學校民俗陣頭「跳鼓陣」相互輝映，讓進入校門的所有

人，都能感受到在地的特色。破損的洗手台，用內門在地鴨母王意象重新

改裝，提供小朋友清潔的好場所，水籠頭用雛鴨→成鴨→天鵝造形裝置，

期許學子努力蛻變，必能從醜小鴨變天鵝。

除了運用文化當縱軸連串校園空間環境的營造，也不能忘了校園環境

改造的初衷，即以美感為橫軸作為空間的特色，因此在造型色彩材質的選

擇與運用相當重要，尤其前後差異的比較，改造後是否更增添了美感？是

改造的重點之一，不容忽視。透過學生參與營造，能讓校園裡充滿了活潑

的色調卻又協調，環境在這學校不僅是美，還美的有生命力與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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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圖片來源

李進士、張惠英（2009）。雁門煙雨話羅漢。
高雄：景義國小。

張　華（2006）。生態美學及其在當代中國
的建構。北京市：北京中華。

首頁、圖 1∼圖 6：李進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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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的
公共藝術

#14

  張百惠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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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為了美化校園，學校裡也會設置一些公共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可能是

師生的創作，也可能委請校外人士設計。究竟什麼樣的作品適合安置在校

園？應設置在哪個位置才適得其所？這需要費心考量諸多因素。

星星國小的這片草地稱為文化廣場（圖 1），原本只有孔子的石像，

有一天突然多了三個「公共藝術品」（圖 2）。經過文化廣場的學生互相

問道：「誒？這是什麼？」「為什麼要擺這些東西啊？」⋯⋯有位家長送

孩子上學時，與站在大門口迎接學生的校長有一段對話。

家長： 多了這幾樣東西，好像變得更擁擠了。

校長： 原本的草地比較單調，所以才設計一些公共藝術品放在這兒。

家長： 有一片草地感覺很開闊，也不錯呀！

校長： 老師們的想法也不大相同。看看大家有什麼意見，以後再來

調整。

圖 1：星星國小文化廣場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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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什麼是公共藝術？公共空間裡安置藝術品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2. 公共藝術在美感的呈現須考量哪些因素？

3. 一件合宜與／不合宜的公共藝術，對校園環境及學生將產生哪些影響？

4. 你最喜歡的校園公共藝術是哪一件？為什麼？你認為它設置的用意是

什麼？

延伸學習活動

說明校園公共藝術的附加內涵，讓學生體會其形式之美與深層價值意

義，並請學生分享對校園公共藝術的先前印象和再次欣賞的心得。另外，

讓學生假想成為校園公共藝術家，以學校作為主題發想，嘗試設計出屬於

自己的文化廣場。

圖 2：多了公共藝術品的文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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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校園公共藝術是學校建築的一部份，具有潛在教育的特性。它不只是

為了美化校園而施作，還能提供學生對於空間感知的體驗與情境想像的學

習機會，當藝術介入空間時，藝術能和空間產生對話，因此校園公共藝術

是一種活教材，可作為美感教育的媒介。校園公共藝術的題材可結合學校

的歷史文化、鄉土人文、教育理念和校本課程等面向，傳達出其價值意義，

另外一方面也必須強調美感設計，根據形式美學原理，讓觀者引起審美經

驗，並漸漸培養出審美知覺。

透過校園公共藝術，教師可和學生討論兩個重要的議題，其一是藝術

的公共性，包括設置的歷程、公眾討論的過程、師生參與的程度、與社區

／場域的連結等，並引導學生了解藝術品背後的創作理念與深層意涵，其

二是公共藝術的蘊含的美感元素，包括在造型、色彩、材質、比例上的呈

現手法，經由校園公共藝術的賞析，能培養學生對美的事物的欣賞能力與

藝術創作的能力。

學校應重視公共藝術的永續發展，加強校園公共藝術的維護工作，讓

作品能歷久彌新，而不是將此地的藝術光彩停留在某一個時期，並且讓學

生瞭解藝術品存在於校園環境的理由，如此一來不旦能讓全校師生從中獲

得美感經驗，進而連結師生情感層面，透過表現意義對校園環境有認同與

歸屬感，間接激發學生的公民美學、文化素養與學校認同的精神，如此便

能彰顯校園公共藝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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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新知（2010）。學校建築美學新趨勢── 
國民小學學校建築美學理論與指標分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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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 1∼圖 3：張百惠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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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乎？
環保乎？

#15

 陳錦惠  基隆市武崙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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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多年來，校園環境布置存在著一股裝置藝術的創作風潮，而這些校園

裝置藝術常常與「環保」議題互涉，因為校方大多希望讓學生體會到：資

源回收物經由設計、改造，也可以成為美化環境的藝術品。

這股「改造資源回收物」的裝置藝術風潮，因為強調「環保」，因而

受到認同，甚至是學校執行環境教育的一種指標。於是，校園角落常可以

看到一些以保特瓶、鐵鋁罐、舊課桌椅等物品製作而成的裝置藝術。但是，

使用回收材料進行藝術創作，因為受限於媒材的造型與特性，往往需要更

多巧思，否則成品縱然有些趣味性，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日曬雨淋後，容易

導致作品損壞，而學校若沒有即時更換、處理，裝置藝術往往再次成為廢

棄物，此與當初美化環境的構想落差甚大，此外，即使是剛做好的裝置成

品，如果做工粗糙，本身就已經不具美感特質，更遑論美化校園。

資源回收再利用固然是很好的環保教育，但回收物是否是裝置藝術媒

材的最佳選項？學生的設計能否達到美化環境的效果？這些問題仍有討論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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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以保特瓶創作的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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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運用回收物進行校園裝置藝術的做法，在教育界一直受到相當程度的

肯定，你認為「環保」與「美感」的關係為何呢？ 

2. 運用回收材料製作裝置藝術品時，需要留意哪些面向和要素，才能兼

顧創作目的與美感呢？

圖 2：運用花盆製作的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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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活動

以校園、班級內的資源回收物，如：紙箱、廢棄電腦設備、保特瓶等

物品為例，探討它們是否適合改造為環境中的裝置藝術品？又創作的過程

中，需要進行何種設計與處理，才能使作品更具美感，並融合於情境，發

揮裝置藝術的功能。思考問題如下：

1.  探討資源回收物本身的外型、結構、顏色和材質等，思考是否適合做

為裝置藝術品的材料？

2.  對於裝置藝術品放置的空間進行觀察，思考作品應如何設計，才能與

環境融合、協調？

3.  發揮創意，構想與設計資源回收物可以做成的裝置藝術品。

4.  創作過程中，思考與解決回收物本身的材料特性，設法創作兼具環保

與美感的藝術品。

5.  將作品陳列於環境空間中，探討是否增進環境美感，又該如何維持與

保養，以使作品持續發揮妝點環境的效果。

圖 3：使用電腦廢棄設備做成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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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臺灣的藝術教育，特別是小學階段，曾經興起一股資源回收再利用的

創作風潮，許多老師在課堂上帶著學生以回收物進行創作，因為頗具趣味，

又結合環保概念，一時之間蔚為風尚，各校爭相仿效，藝術課經常刻意安

排這樣的課程，還被視為「應然」，後來延伸至校園裝置藝術，陸續有學

校以學生的回收物創作來布置校園。

這樣的做法不一定不好，但是利用回收物製作，素材本身有許多限制，

雖然說某種程度的限制是激發創造力的條件，但有些限制會干擾創作。例

如：保特瓶和鐵鋁罐的材質不容易相互黏合，很多學生索性用透明膠帶來

黏貼和纏繞，無形中造成更多資源的消耗，不但不美，也不環保。另一種

限制在於創作手法的限制，例如：鐵鋁罐的罐裝造型，讓人們大多只能選

擇一片片的剪開，像花一樣翻開，但是這樣的造型就容易缺乏變化。此外，

這些回收的瓶瓶罐罐，外表大多印有鮮明的商標與花樣，處理上也會帶來

限制，所以，如果真的要利用回收物來創作，而且希望能展現美感，就要

好好的思考這些條件限制，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否則，或許應該將環保

與美感切分思考。

但是，現在校園中仍舊可以看到許多以回收物製作的裝置藝術，製作

手法粗糙，缺乏美感，有些擺在校園角落，乍看之下甚至像是垃圾堆。而

探究背後原因，或許是因為許多人將「美感」視為「裝飾物」，他們強調

的意識其實是「環保」，透過回收物的藝術創作，成品就等於「有美感」，

但是「環保」與「美感」實在不應該混為一談。其次，許多人把藝術創作

等同於美感表現，但是當代藝術創作很多時候具有強烈的實驗性，目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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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 1 ∼圖 3：薛丞堯拍攝

不見得是表現美感，所以，即使這些回收物製作可稱之為藝術表現，也未

必具有美感。

另外，一個重要思考不可忽略，就是校園裝置藝術所涉及的是公共性

問題，並非個人私領域的布置，既然以「美化」為出發點，當然必須追求

具有美感的呈現，否則任意以粗糙的物品作為美感對象，反而會造成學生

美感觀念的混淆，更遑論形塑他們藝術涵養與品味。透過「環保」與「美

感」的再思考，希望可以引發更全面的關照校園裝置藝術設計，不再盲目

追隨潮流，將美感作為一種「必然伴隨出現」，或是一種「高層次追求」，

得而錦上添花的思考。

美感案例-0728.indd   111 2018/7/28   下午12:04



112

一塊
校園荒地

#16

  夏可泰  屏東縣唐榮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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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校園中的角落有一塊看似廢棄的場域，這裡的樹木沒有修剪，這裡的

草沒有除，這裡不噴藥來抑制害蟲的生長，這裡彷彿是一塊荒野，物種在

這塊荒野裡自然的生長著，生命在這塊荒野裡自然的演替著。

家長看了這塊「荒野」後，向學校提問：「為何不把這塊土地好好整理，

讓這裡的環境變得乾淨整潔，這麼雜亂的環境，萬一學生被裡頭的生物咬

了，那該怎麼辦？」

教師看了這塊「荒野」後，向學校提問：「為何不把這塊土地好好管

理，讓這裡變成一塊花園，種植一些美麗的花朵，一些好聞的香花來美化

校園呢？」

督學看了這塊「荒野」後，向學校提問：「為何不把這塊土地好好運用，

讓這裡變成一棟建築，增加幾間排列整齊的教室，讓它清潔美觀來幫助美

化校園呢？」

學校回答：「為何一定要好好的整理呢？為何一定要好好的管理呢？

為何一定要好好的運用呢？」荒野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有自己的管

理法則，讓裡頭的生物與環境達到平衡的狀態。學校留下一塊角落成為荒

野，讓裡面的生態系自行運作，自行管理，同時可以讓學校的師生就近接

近真正的大自然，觀察物種與環境的互動，有第一手參與及體驗，並從中

省思人與自然的關係，所以校園裡的這塊荒野正好能為我們提供身心安頓

之處外，還能培養孩子的美感，留給孩子最珍貴的禮物。

家長等人不滿意學校的回答，他們仍然覺得這個地方一點都不美，這

樣的地方怎麼能算是給孩子最珍貴的禮物呢？他們覺得美應該是有秩序

的，是井然有序的，是被好好安排的，是要整理的，乾淨的⋯，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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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全；他們希望學校能聽從他們的建議，將這塊所謂的「荒野」好好地

整頓一番。

究竟在校園中，存在一塊講求物種多樣，自然演替的「荒野」算不算

是一種美呢？校園內是否能保留一塊看似雜亂的生態場域？

問題討論

1. 如果你是學校的負責人，你要怎麼來應對來自各界的質疑呢？上述你

贊成哪一方的做法？為什麼？

2. 你認為有關荒野中的美學思考是什麼？它和秩序、整潔、安全等管理

層面能夠並存嗎？

3. 如果要讓校園呈現出荒野的美，你會怎麼做呢？

延伸學習活動

一、 教師利用 Google蒐尋美麗校園的圖片，引領學生說出圖片中這些所

謂美麗校園的圖片，存在著哪些規則，例如整齊的、單一的、乾淨的、

有秩序的、重複的等等⋯。

二、 師生可以實際探訪校園，觀察校園內的景觀，嘗試說出哪些景觀是美

麗的及其原因。

三、 教師帶領學生觀察校園中看似雜亂且缺乏整理的荒地（如果學校沒

有，可以利用 Google搜尋到的圖片取代），指導學生思考這樣的環

境符不符合美感，之後教師再說出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對此荒地的評

價，讓學生進一步思考這樣的環境究竟與美學有什麼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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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一、環境美學

依據王鑫（1991）所提出的環境美學教育三大層面圖，若環境教育互

動的過程中有直接的參與或間接的獲得（直接的參與包括味覺、嗅覺、觸

覺、聽覺、視覺等，間接的獲得指的是透過文學、繪畫、照相、音樂等媒

體），在教學活動中有認定、解釋、表達等活動，便是在環境教育上應用

了環境美學。

環境教育所強調的就是欣賞的教育，同時也是美學的，期待透過感官

意識和美的欣賞，在自然中感覺自然，進而發展出珍惜環境的態度，激起

保護環境的使命感。

環境美學強調人文性。人不可能完全遵從自然的生態，還要根據需要

以及人文精神來創造家園。環境美的根本性質是家園感。環境美學的景觀

需要人根據文化內涵與審美理想來參與、創造，有著人的審美和文化需求。

自然景觀的欣賞，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時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擺脫

對自然的膜拜與恐懼，對自然有一定的認識、能利用自然之後，而自然審

美意識、情趣的發展，對欣賞自然景觀也至關重要，如中國的山水文學、

山水畫對山水審美的推動，西方「如畫」觀對自然風景審美的推動等。現

代西方欣賞自然景觀的盛行，正是由於對工業化漠視、破壞自然的批判而

興起。農業景觀與城市景觀就更是關係到人的生存與生活，滲透著人文性。

二、生態美學

生態美學研究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關係，首先是把它作為一個生態

系統的整體來看待的。生態學認為，一定空間中的生物群落與其環境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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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相互作用，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功能複合體，即生態系統。系統中各

種生物因素（包括人、動物、植物、微生物）和環境因素按一定規律相聯

繫，形成有機的自然整體。

生態美學研究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關係，首先是把它作為一個生態

系統的整體來看待的。生態美學按照生態學世界觀，把人與自然、人與環

境的關係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和有機整體來研究，既不是脫離自然與環境去

研究孤立的人，也不是脫離人去研究純客觀的自然與環境。

生態美學不限研究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它包括研究人與整個生態環

境的關係。人類生態環境問題，應是生態美學研究的中心問題。生態美學

需以審美經驗為基礎，以人與現實的審美關係為中心，去審視和探討處於

生態系統中的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去研究和解決人類生態環

境的保護和建設問題。生態美學則更強調人與環境作為生態系統的有機整

體性。

三、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

賈森•希姆斯（Jason Hims）《生態學新型式的美學意蘊》認為，環境

美學只承認靜態、平衡的自然，生態美學卻接納自然系統中動態、侵擾、

非平衡的自然。生態美學的思想來源有李奧波德（Leopold）的大地倫理學、

瑞秋‧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呼籲保護各種生

物的生存權。陳望衡在其著作《環境美學》中指出：「準確來說，生態並

不是美學範疇，但是它可以成為審美的一種視角，當它成為審美的視角時，

生態就成為美的重要前提了。」生態是處理人與然關係的一個維度，生態

美學是幫助人思考如何與自然共同繁榮、和諧相處，改變了以往人征服、

改造自然為我所用的美學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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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是美學最重要的維度：「環境美學哲學基礎的第一位應該是

生態」。由於人是生態系統中的一環，如果不尊重生態規律，一味將人的

需求、利益淩駕於生態之上，只會造成災難性後果。因此環境離不開生態

系統。以人的意志來破壞生態，就無審美可言。青山綠水變為窮山惡水，

大部分物種滅絕後的寂靜春天，即使瓊樓玉宇、紅磚碧瓦、亭臺樓榭造型

再富有詩情畫意，高樓大廈再宏偉，也談不上環境美。

四、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的相互依存

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有著本質的區別，生態美學為美學與藝術提供關

注生態的新維度，環境美學側重於將環境作為審美對象進行欣賞、創造，

具有應用操作性。相對於生態美學，環境美學以人文性作為其核心原則。

但是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又有相互依存的關係。環境美學離不開生態美

學，因為環境美學必須要以生態為其準則，人文性與生態性都不可或缺；

而生態美學的審美維度要落到實處，最終是通過環境美學的景觀來表現其

生態觀。

環境美學離不開生態維度。因為生態性重視維持生態平衡，人的文化

生產活動，以及創造農業景觀、城市景觀，都是建立在自然生態之上，不

能違反生態性。當代的重要環境美學家分別從環境美學的學科範疇與發展

歷史、環境美學的哲學基礎、環境的概念、景觀的創造幾個方面，闡明了

環境美學的生態基礎。

儘管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有著本質的區別，但都是反思人如何與自然

共處，它們在推動生態平衡、建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這一宗旨上可謂殊途

同歸，它們彼此的關係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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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首頁圖片：朱玉璽拍攝，授權使用

美感案例-0728.indd   119 2018/7/28   下午12:05



120

  

美
感
教
育
案
例

美感案例-0728.indd   120 2018/7/28   下午12:05


	美感案例封面設計
	美感案例 印刷檔 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