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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附件 Content & Appendix 

 「藝術與翻玩日常」2.0 版： 

重建教材、介入評量尺規，檢驗感性與智性的學習成效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此計畫是反思與改進 109 學年度申請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藝術與翻玩日常」課

程。從教學現場、課後作業、問卷回饋中發現，此課程達到活潑教學情境、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卻也存在待改進之處。此計畫因此而生。 

 
109 學年度「藝術與翻玩日常」是「首次開設」課程，目標是設計一門與當代藝術相

關的創新教案，來回應大學通識教育中的藝術課程與當代藝術展/演脫鉤的危險。同時，

減少科技大學學生對講演式的賞析不感興趣，而有上課滑手機、注意力分散的現象。當

代藝術強調跨領域、多元融合、非技術導向的實作，相較古典藝術能貼近學生的生活經

驗。同時，當代藝術推崇多元價值、民主式對話與協商、反英雄主義式的藝術典藏、參

與式的藝術推進過程、問題導向的藝術創作，重視藝術與日常的互動與相互參照之關係。

因此，當代藝術可視為是觀察、認識、彰顯、提問、攪動、縫合社會的中介或方法，其

精神呼應現代公民核心能力所關注的：促進公共性、增強自主性、接納多元性等特質。 

 
「藝術與翻玩日常」的創新課程設計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開發課程。我設計小規模，

但是真實日常情境的藝術參與，以達到藝術介入日常的目標。在初次的課程設計中，我

憑著二十年教學經驗與想像力，設計自認為可行的課程單元（兩週為一單元）。然而，在

實際執行課程中，我發現課程單元的前後扣連度並不是很理想，課程的統整性有待加強。

這個缺失也被上課的同學感受到，而寫下「課程內容非常豐富，不但上課時間不夠用，

還有，一個單元結束，還來不及消化，就換了另一個單元。」。 

 
另一個教學上的問題是，如何透過實作，讓同學對於藝術與日常、社會議題有更深

刻的思考。這個要求，對於大部分科技大學選修通識的學生而言，是個挑戰。當代藝術

不再如古典藝術重視技術、再現，因此表面上看似較容易親近，然而卻更加重視思辨層

面。藝術哲學家丹托(Arthur Danto, 1924 –2013)說： 

 
……只要形貌有受到關心，任何東西都可以是藝術作品，而如果想要知道

藝術是什麼，你必須從感官經驗轉向思想，也就是說，你必須轉向哲學。

（林雅琪、鄭惠雯譯 2010:41） 

 
學生是否能從新的課程設計與學習單的問題做更深層的思考，是此次計畫觀察的重點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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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此計畫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為：從既有學習現象與回饋，反思課程架構與各

單元連接的統整性，並做修訂。再者，透過課後有明確問題的學習單，取代之前開放式

的作答，來掌握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思考深度。計畫目的是檢驗修訂後的課程架構與內容，

學生除了覺得上課有趣外，是否（如何）能增加感受性與智性上的學習。 

 

二、研究問題 

這個計畫主要對「藝術與翻玩日常」的課程內容與作業評量做修正。修正的總目標

是希望將課程從有趣、好玩的感受，在經驗與智性層次加深。課程修正重點有下面三項。 

 
1.更聚焦課程目標，明晰化主要目標與子目標之關聯。 

2.進行課程內容的修訂、替換，使整體課程架構更聚焦與連貫，並加強藝術與日常

關係之概念與辯證。 

3.利用評量尺規引導學生從感性的實作體驗中，將感受化為描述性文字，朝向知識

概念提升。使學生透過評量指標知道老師的要求，進行自我學習檢核。 

 
計畫的研究問題是去檢視學生作業、學習單的回饋，考察介入課程修訂與評量尺規

後，學習成效如何（是否）從經驗提升至思考與反思層次。「思考與反思」是指透過新知

識、新體驗，重省既有的想法、生活經驗，進而發現新的、不足的，或改變既有觀點。

由於每個單元的內容不同，我將根據每單元學習單與作業的問題檢視學生如何(是否)思

考、反思。此課程中，知識性的思考與反思之核心提問是：當代藝術的價值為何？藝術

與日常的關係為何？當藝術與日常的邊界模糊而難以區分，是否贊成當代藝術，還是反

對？為什麼？上述核心問題統整一個學期學生對當代藝術的體悟與思考。 

 
每個單元反思性問題的檢視，例如： 

 
1.學生如何發現日常聲音，察覺過去沒有意識到、注意到的音聲類型、來源與分貝

數。 

2.學生如何發現日常景致，反思自我對日常景物的忽視。 

3.學生如何思考參與式藝術的社會價值。 

4.學生如何透過創作與想像的經驗，打開對日常現象的提問、反思自我看待世界的

觀點？ 

 

三、文獻探討  

通識課程中藝術課程創新設計的論文多出現於千禧年之後，呼應臺灣整體社會、教

育的變遷，也呼應文建會 2004 年提出「文化公民權運動宣言」。1這些創新課程是以後現

代的教育與藝術理論提出課程改革，論文著重將理論應用於實際的課程設計，提出課程

                                                 
1 此宣言將文化藝術提升至公民必備的素養與責任，同時期待能以美感藝術作為軟性治理的中介，重建

社會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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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實例。（黃楸萍 2003；謝攸青 2005；謝攸青 2006；陳箐繡 2010；苟彩煥 2016）

根據趙惠玲(2004:15)的說明，後現代的概念在 1990 年代大量出現在(西方)藝術教育的文

獻中。相對於現代主義以藝術家個人為創作中心，後現代強調藝術和社會文化的交流互

動，拒斥個人中心主義與藝術作品之神聖性。同時，後現代的藝術反對藝術商品化與典

藏化，強調藝術可以不需實體，抵抗畫廊與美術館等機構，主張藝術可以發生在任何地

方，並以藝術事件的無法重複性對抗市場化的藝術世界，爭取藝術的自主性。(謝佩君 

2018: 53)據此，後現代視角下的藝術教育，從關注藝術作品的神聖性過渡到以藝術為中

介，強調藝術與社會文化的辯證關係。 

 
杜威論述的「經驗與教育」、提出的「藝術即經驗」最常被後現代藝術教育論文引用。

藝術家卡布羅，與提倡「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波伊斯（Joseph Beuys 1921-1986），他們的

理念成為課程設計的參照與發想。據此，「藝術結合生活」、「跨領域統整教學」，此兩個

概念最常被運用於後現代藝術教育觀點的課程設計中。「藝術結合生活」指得是藝術不

再侷限於精緻藝術作品，日常的活動經過創意的重新設計，或者，文化的深度認識，皆

可被視為藝術性的體驗。「跨領域統整教學」強調生活教育的理念，透過活動並加以脈絡

化地討論特定議題，抹除學科分際，再以多元的藝術形式表達與展現。(陳箐繡 2010:17；

謝攸青 2005:77)  

 
「藝術與翻玩日常」與上述課程設計的不同地方在於，課程設計緊扣當代藝術的展

/演方式，與所彰顯的社會議題。換言之，以往課程強調藝術「融入」日常的設計，在日

常活動中加入創意的元素，豐富日常現象。我則希望以藝術之眼「介入」日常。「介入」

的意思是指透過特定視角，使平凡無奇的日常問題化並產生張力，以便開啟重新思考現

象的可能。日常因為驚喜與怪異化而獲致的智性反思或難以言說的身體感，是此門課欲

達到的目標。因此課程更期望從實作中有所發現，來擾動原有的知識、預設、習慣。透

過藝術介入、裁剪、編輯、製作日常，我們得以回過頭來重新檢視我們是以怎樣的信念

與價值經驗日常。 

 
此次計畫前半學期的核心放在「化平凡為不凡」，透過藝術之眼「介入」日常，以便

重新經驗日常中不被注意的視、聽覺經驗。反思這些經驗如何形塑我們的環境與身體感，

影響我們日常的視覺美感、聽覺的敏銳度。 

 
後半學期的課程集中在「參與式藝術」，體驗與討論各種不同的參與式藝術事件與議

題，擴大學生理解參與式藝術的目的與效用。參與式藝術的理念可以從杜威的「藝術即

經驗」延伸到卡布羅的藝術觀點。參與的動態過程會促使參與者身心動起來，有意識地

反應或進行選擇。活動過程必須反應與作出選擇，甚至改變活動的結果，意味此類活動

不是技術性的模仿，而是帶有自主性的應變能力。 

  
 參與式藝術（或社會參與藝術）重要的特徵是社會交流，也就是透過藝術啟動與他

人交流與互動，從中不只能彌合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進一步認識到每個人對所持價值

的異同。參與式藝術的起源可追溯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歐洲歷史前衛主義，延續到 1960 年

代歐美蓬勃的社會運動。（Bishop Clair, 林宏濤譯 2015；Pablo Helguera, 吳岱融，蘇瑤



5 
 

華譯 2018）因此，參與式藝術也是藝術界朝社會轉向、介入社會的中介。參與式藝術是

建立在真實（而非想像或假定）的社會行動上，過程無法由藝術家完全主導，因此具有

不確定性，或處於藝術與非藝術之間的曖昧狀態。這樣的過程削減了藝術家的角色與大

眾對藝術家的崇拜，也不適用於藝術品收藏於美術館的慣例，因此曾經被用來對抗市場

化的藝術運作模式。參與式藝術可視為是一種縫合與探問社會的方法。 

 

四、教學設計與規劃 

此計畫希望透過聚焦課程主軸、改變課程單元，並透過課後學習單，檢視此次課程

修訂是否（如何）轉變學習成效，特別是在思辨層次。例如：深化藝術與日常關係的辯

證；反思對日常所見、所聽之覺察力與敏感度；改變或擴展對社會議題的觀點與立場。

計畫修訂的教學目標與教學設計如下。 

 

(一)、聚焦課程目標 
 
表一，是首次與修訂後之課程教學目標。修訂前的教學目標遺漏認識當代藝術理論

的部分，這是重大的缺失，修訂後的目標補上「學生能舉例說明當代藝術理論與古典藝

術之差異」。再者，修訂前的教學目標句子所展現的是老師的期望，例如「能以遊戲的心

態與多角度的創意讓平凡變得不凡」。修訂後的教學目標則是以說明、展現、描述、解釋

等動詞，觀察學生能力的展現，例如「學生能透過文字或作品展現讓平凡變得不凡的創

意」。 

 
表一 

109 學年度 「藝術與翻玩日常」教學目標 111 學年度 「藝術與翻玩日常」教學目標 
1. 增進學生感官的敏銳度，打開五官敏銳地感受

身旁的景物。 
2. 透過表演、創作、記錄等方法認識日常的平凡與

不凡、規範與流動。 
3. 能以遊戲的心態與多角度的創意讓平凡變得不

凡。 
4. 能創意設計參與式藝術活動介入社會，作為進

行微觀社會互動研究的方法。 
5. 能有興趣接觸當代美術館與展演廳的各種實驗

性活動。 

1. 學生能舉例說明當代藝術理論與古典藝術之差

異。 
2. 學生能展現對日常現象之感官覺察的敏銳度。 
3. 學生能展現讓平凡變得不凡的創意。 
4. 學生能說明參與式藝術的概念與目的。 
5. 學生能描述實作參與式藝術過程的體驗。 
6. 學生能解釋參與式藝術作為認識與反思(進而

可能改變)日常的中介。 
7. 學生能說明當代藝術的價值與意義。 

 
(二)、修訂與替換課程單元 

 
我修訂前半學期的課程內容，並替換後半學期的課程內容。新課程單元也是教師首

次創新的課程方案。下表呈現首次開課與修訂後的課程大綱。灰底標註之單元為修訂與

替換之部分，占課綱整體的一半(如表二)。 

 
表二 
週

次 
109 學年度 

「藝術與翻玩日常」每週課程主題 
111 學年度 

「藝術與翻玩日常」每週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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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藝術與日常生活」課程主旨、目的、上課方式

的例舉與說明。 
2.相見歡活動與分組。 
3.說明課程進度安排，讓學生有心理準備。 

1.「藝術與翻玩日常」課程主旨、目的、上課

方式的例舉與說明。 
2.相見歡活動與分組。 
3.問卷填寫。作業之評量尺規說明。  

2 二十世紀之前的藝術史 二十世紀之前的藝術史 

3 二十世紀的現/當代藝術 二十世紀的現/當代藝術與日常之關係：社會

轉向 
4 臺中美術館當代藝術展巡禮 覺察日常（視覺）： 

1.以 Allan Kaprow 日常體驗(1986)為例。 
2.實作:像柯南一樣觀察有數字的建築物外觀 

5 （觀察日常現象與創意篇） 
創意日常：Lamadieu Thomas 的天空塗鴉 

覺察力、日常與創意：Lamadieu Thomas 的天

空塗鴉 
 

6 （借科技認識自我篇） 
科技與日常：錄像藝術的創意 

覺察日常（聽覺）： 
1. John Cage 的 4 分 33 秒 
2. 實作:日常物件組合成樂團 
 

7 （探索日常聲音篇） 
日常聲音探索(一) 

覺察日常（聽覺）：以分貝計為中介，聆聽

環境聲音。 

8 （媒介影響感官接收篇） 
日常聲音(二)：自製收音器 

覺察力、日常與創意：創意擴音器 

9 期中考週 期中考週 

10 （社會規範/訓與日常生活-理論篇） 
規訓中的日常：謝德慶的行為檔案—規訓與時

間 

1.從天才到大眾：參與式藝術的歷史與社會目

標。 
2.體驗參與式藝術：貼標籤活動與標籤理論 

11 （從創作中發現隱匿規範/訓-實作篇） 
規訓中的日常：謝德慶的行為檔案—規訓與時

間 

參與式藝術與議題式快閃活動、商業廣告 

12 （流動的日常社會-理論篇） 
日常中的關係：李明維的關係美學  

日常中的關係：李明維的關係美學（理論篇） 

13 （以藝術彰顯社會關係-實作篇） 
日常中的關係：李明維的關係美學 

日常中的關係：李明維的關係美學（實作篇） 

14 （以藝術提問日常-理論） 
提問日常：碧娜•包許( Pina Bausch)的舞蹈劇場 

參與式藝術實作：自畫像中的社會與自我(1) 
 

15 （日常即藝術-實作） 
提問日常：碧娜•包許( Pina Bausch)的舞蹈劇場 

參與式藝術實作：自畫像中的社會與自我(2) 

16 將整個校園變成舞台的參與式藝術計畫：《遙

桿校園》 
參與式藝術計畫：我們活在同一個世界？

《勤益百分百》2（討論） 
17 參與式藝術的校園互動導覽遊戲設計 參與式藝術計畫：我們活在同一個世界？

《勤益百分百》（實作） 
18 校園互動導覽遊戲試玩 課程回顧+期末問卷填寫 

 

                                                 
2 《勤益百分百》實踐方式是參考德國里米尼紀錄劇團的《高雄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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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圖一，呈現此計畫的研究架構。研究問題在於修訂課程目標與內容，檢視學習成效

是否（如何）能從有趣、好玩的經驗，提升到具反思性的學習過程。 

 

 

研究架構（圖一） 

 

（一）、研究方法 

 
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學生的書面文字（主要是作業）。內容分析法是對文獻內容進

行相對客觀、系統，質化與量化並重的分析法，它是以量化的形式處理質化的資料。此

方法最早用在如報紙的內容分析上，並被運用在觀察資料的趨勢分析、比較分析、特徵

分析上。（陳昆 2009:161）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目的是檢視學生接收課程的角度，觀

察其思考的深度。 

 
研究先設定關鍵詞，並根據關鍵詞考察作業中出現關鍵詞的量（次數）與質（內容）

的呈現。本研究目標是觀察學生是否在智性層次上有收穫，因此從文字觀察與智性相關

之關鍵詞所書寫的量與內容，對比感受性之書寫。智性相關的關鍵詞，例如：思考、反

思、發現、改變、反而、理解、突破、原來、相對、相關、比較、拓展等……。感受性

的關鍵詞，如：覺得、經驗、（不）喜歡、享受、情緒用詞（如害怕、尷尬、討厭等）等。

我將特別關注感受性的體驗如何反饋智性上的學習，例如：「透過與陌生人交換物品的

尷尬體驗過程，引發我思考人與人之關係如何建立」。此句話呈現經驗過程反饋智性思

考，因此思考來自扎實的經驗基礎，而非只是理論概念。感受性的肉身經驗對藝術非常

重要，這是理論或觀點形成的基礎。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作業（與每週 google 表單）將一題一題列表整理，因此能夠得知每位同學回答的內

容，並看出學生答題的共通性與歧異性。資料處理先透過評量尺規，將學生作業分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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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佳、佳、尚可、待加強」。研究以抽樣的方式進行，在「極佳、佳、尚可、待加強」

四種作業等級中，每單元作業抽取「極佳、佳、尚可」分數最高的各三篇。透過理性與

感性的關鍵詞，核檢不同等級作業理智性與感受性呈現的量與質的狀態。同時，觀察哪

一個單元的作業學生的智性思考最多(與最少)，哪一個單元學生的感受性描寫最多(與最

少)，以此回顧授課內容、方式，找出原因，作為下次執行課程時方向的拿捏。 

 
期末學習量化成效以結構式問卷調查。以雷達圖呈現簡單的統計數據之指標，理解

學生的學習成果在哪些構面上有效，作為智性與感性學習成效的核檢與參照。 

 

六、教學暨研究成果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1.教學過程 

 

111 學年度「藝術與翻玩日常」網頁：https://iloveplayartncut.blogspot.com/。這個網

頁記錄每周上課過程與整學期的回顧，分享給有興趣的老師參考。 

 
「藝術與翻玩日常」整學期共有七個大單元，每個單元處理的議題不同，實作的方

式也不同。相同的是，每個單元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活動或實作。透過當代藝術相

關的實作活動，讓學生覺得有新奇感、好玩，進而能願意嘗試、體驗，再進行思考或反

思，是這次課程設計較為成功之處。這樣的課程設計也傾向自主學習的模式：教師提供

目的性的任務，但是達成任務的路徑學生能有不同的選擇機會。也因此，課程的問題與

實作活動沒有「標準做法」、「標準答案」，而是由學生展現各自的想法，相互對話。下面

以 3 單元為例舉，展示課程活動。 

 

(1)日常覺察（視覺）：像柯南一樣觀察有數字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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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常覺察（聽覺）：John Cage 作品《4 分 33 秒》的啟發 

自組樂團-日常物件聲音 

 

 

聆聽環境聲音 

 

聆聽環境聲音 

 

創意擴音器 

 

 

(3)參與式藝術《勤益百分百》:從日常中的現象提問(以「男女交往」之議題為例) 

你覺得男女之間有純友誼

嗎？有/沒有的辯論 

 

 

交往過程，理性或感性

重要? 

理性重要：往前門 

感性重要：往後門 

 

交往多久可以同居?(各組標語) 

 

 

 

2.研究成果 

 
計畫的目的是透過聚焦課程主軸、改變課程單元，並藉由課後學習單，檢視此次課

程的修訂是否（如何）引導學生覺得上課有趣外，能有深度的感受性與智性上的學習。

研究的方法是量化與質化並進。 

 
量化統計為期末問卷，1-5 個等級，等級愈高、愈同意。質化資料為學生每周學習單

與期中、期末報告的文字內容，這較能清楚地呈現學習效果、狀況。由於每個單元討論

的議題不同，因此質化部分，我以此門課核心問題為例子做說明，從學習單與報告中檢

視學生的學習成效。核心研究問題為：當代藝術的價值為何？藝術與日常的關係為何？

當藝術與日常的邊界模糊而難以區分，是否贊成當代藝術，還是反對？為什麼？此核心

問題統整一個學期學生對當代藝術的體悟與思考。 

 
透過量化與質化的資料分析，研究成果顯示，學生確實在修訂後的課程，不只能有

感受性的體驗，也清楚表達智識、思辨上的學習與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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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單的文字觀察，感性與智性的體驗程度與分配是呼應課程的授課內容。例如，

討論當代藝術與古典藝術的目的與辯證時，學習單就多些智性思考的辯證或疑惑。上課

內容若是感受性的實作活動，例如聆聽環境聲音，則學習單文字就出現較多描述性與體

驗的現象。然而，從感性的經驗提升到智性的反思層次，相對較少。 

 
以下藉由量化的雷達圖與質化的學生文字，展現學習成效。 

 
(1) 量化數據：雷達圖 

此雷達圖是期末問卷中分數最高的幾個構面。全班共 48 人，女生 20 人，男生 28 人。

修畢課程 45 人，回收問卷 43 份。 

 
 

 

此雷達圖呈現分數高於 4.2 的問題題目。雷達圖的高分顯示，課程前半學期的教學

目標「提升覺察力」有達成。學生認為課程有助於提升「日常觀察力、感受力」。同時，

課程也提升「以日常為素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雷達圖的高分也顯示，課程後半學期的

教學目標「認識藝術有思考、介入社會的功能」，有達成。學生也認同課程能「擴大從不

同觀點思考日常現象」、「豐富對不同藝術形式的認識」。 

 

「激發思辨能力」的分數相較其他略為低。我認為這是合理的。因為思辨仰賴不同

觀點間的對話與拉扯，唯有先擴大與豐富學生對藝術的認識與體會，思辨層次才有可能

發生。 

 
下面以核心問題為例，藉由學生質化的文字，進一步說明這門課對學生在智識上的

啟發、豐富、轉變，來回答學生確實擴大與豐富對藝術的體會與認識，且更有些學生能

往上推進到思辨層次。 

4.37

4.42

4.40

4.28

4.444.39

4.33

4.19

4.28

提升對日常現象的觀

察力

提升對日常現象的感

受力

提升以日常現象、物

件為素材的想像力

提升以日常現象、物

件為素材的創造力

豐富認知藝術的不同

形式

認識藝術有觀察、思

考、介入社會的功能

擴大從不同觀點思考

日常現象

激發思辨能力

引導我更認識自己

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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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質化資料：每周學習單、期中與期末報告 

以下分兩大類呈現學生的文字（學生名字為化名）。A 類是學生對於核心問題有較高

層次的思辨，彰顯學期前後在思想上的轉變。B 類是學生認識到自己的藝術知識與經驗

有更豐富的擴展。文字敘述得以觀察到學生如何思考「藝術與日常之間的關係」、「美與

藝術的關係」、「當代藝術與民主的關係」。同時也能觀察到學生的思考路徑，例如「從問

題產生更多問題，進而更多思考」、「觀點不斷拉扯與轉變」等。從文字回饋，可以理解

學生確實掌握到當代藝術的重點。 

 
A. 學生文字：學習過程的思辨、觀點的轉變 

(a)「美與藝術的關係」 

「原本一開始是只要好看的就叫藝術，但又想到好看、美又是誰定義的？

進而給自己產生了藝術是由一些達官顯貴的人所定義的。但，上完課後了

解到美可能等於藝術，但藝術不一定等於美。藝術是用任何方式來表達自

己所要表達的方式。」（小愈） 

      

(b)「當代藝術與民主的關係」 

「然對於藝術有了不一樣的見解，也有明顯的轉變。我認為藝術與日常的

關係不再是以前想的藝術就是日常生活，而是認為需要經過不斷創新或傳

遞某種意義且永遠保持爭議，才有更多的想像與空間，而稱得上藝術與日

常這層關係。」(小杰) 

 

(c)「觀點不斷拉扯與轉變」 

「一開始的討論日常與藝術之親近性讓我們進行投票，並且透過贊同派以

及反對派之間不斷的拉扯，我在這兩個派別之間也不斷轉換，到了最後我

認為只要自己認為是藝術它就是藝術，不用管別人怎麼想，雖然大便罐頭

我還是很問號。」(小妍) 

 

「我反而是從有疑問，變成更多疑問。」(小映) 

 

「我產生更多疑問，產生更多思考，且不會只侷限在以前的一個問題瘋

狂打轉。」 (小武) 

 

B. 學生文字：擴大對藝術的認識 

「藝術是和日常貼近的這點我的想法一直是不變的。不過不一樣的是，這

次的課程讓我更認識藝術與日常還有更多我想不到的風格和表現方式，讓

我大開了眼界！」(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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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認為藝術就該像古典藝術般，有著某種既定的規則，新式藝術

真的完全看不懂，但在聽了一個學期的課程後，深深的了解到，藝術有多

麼地貼近日常，雖然還是更傾向喜歡古典藝術，但在面對新式藝術時，也

就不抱持著如此反感的態度了。」(小珍) 

 

「還記得我之前其實是不支持「你喜歡的就是藝術」這個論點的，但經過

了幾堂課之後，我發現這個論點是正確的，就像是美術館有許多展覽，如

果人們沒興趣那自然不會想去參觀，但有興趣的人甚至可以花錢去參觀，

對那些沒興趣的人來說那些藝術品只不過是一些看起來很酷，卻不知道到

底想表達甚麼的作品。」(小慈) 

 

「我對藝術的看法從狹義的作品，轉變到廣義的萬物皆可能是藝術。」(小

寧) 

 

「我從始至終的答案都是藝術跟日常息息相關，即便上課到現在答案還是

一樣，只是變得會更觀察小細微的事物，會去想有沒有可能某些小物品也

會跟藝術有些許關聯。」(小恩) 

 

（二）、教師教學反思 

教學過程中我觀察到，就現在學生的學習習慣，與對選修通識課的心態，用講授的

方式傳授知識，效果不彰。這可以從上課的臨場狀態與課後學習單的對照彰顯。換言之，

教師覺得實作前重要的基本知識，學生並不覺得重要。讓學生獲得知識比較有效的方式，

是從實做中經驗，再反問或引入知識。或者，影片會比講述要有效。同時，知識的引介

要是學生熟悉的，離生活太遠的知識，大部分學生沒有興趣。  

 
此課程執行過程，我意識到計畫中過於強調學生的理性認知與思辯能力的展現，忽

略感官的敏銳化，而能覺察到平時忽略的景象或聲音。這些感受性的經驗與創意，往往

對學生而言衝擊性要大於理智思辨。因為我們從特定的觀點意識到身處的世界「長相為

何」、聽到環境中「習以為常、卻異常吵雜」的聲音。這些日常景象、聲音正是我們生活

的一部分，形塑著我們生活、審美習慣、行為舉止、講話音量等。就藝術而言，這些感

受性的體驗，並不比思辨性的知識無意義，而且更可能因為肉體感官的記憶，而能保存

更久，在日後發酵。 

 

（三）、學生學習回饋 

以下呈現學生期末報告對整學期課程的回饋。我聚焦挑選三個大類：1.智性、反思的

呈現。2.提升對藝術的興趣。3.提升學習投入度與參與度。這三個大類在學生文字敘述中

出現最多，也印證此課程設計在這些面向的成效。 

    

1. 學生的思考、反思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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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不會像其他科目一樣只是為了學分，而是有在思考為什麼，不

像在背書一樣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往腦袋裡塞。」(小樺) 

 

「我覺得自己比在其他課，這堂課是真的還蠻認真的，會進行大腦的思考

與學習，從而打破自己以往的想法，進行了嘗試的過程，對固執的我來說

還蠻不容易的。」(小曄) 

 
「我在這門課真的突破了很多自己的既定印象，也不再拘束於很多的框架，

（規則是用來打破的）。」(小哲) 

 

「我覺得我真的投入很多的時間以及心思在這門課上，並且真的認真思考

過課堂上或學習單上的問題，會這麼用心其實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我對這

堂課很感興趣，所以才會有熱忱並且全心投入。」(小凱) 

 
「想對老師說：謝謝你為台灣的教育做出不一樣的改變，有互動的課程絕

對是最有趣的，增加學生的想法、創意，讓我們對未來更有幫助！」（小佑） 

 

2. 提升對藝術的興趣 

「自己在課堂上發掘的不僅僅只是自己的藝術鑑別能力，也有對生活的感

觸，真的很喜歡這堂課帶給我的體驗。」(小勤) 

 

「收穫很多的結束這趟旅程，這趟旅程我很開心，並且更喜歡藝術，即使

我未來走的道路跟藝術完全擦不上邊，但會願意撥一點時間，去了解藝術、

發現藝術，了解生活的不一樣。」(小瑜) 

 
「感謝老師帶給這堂課這麼多元的學習方式，讓原本不感興趣的我，變得

會去欣賞藝術。」(小艾) 

   
3. 上課投入度的提升 

「這絕對是我四年來最印象深刻的課程！」（小曄） 

 

「我前面很懶，覺得通識課不用太常到沒關係，但漸漸地被老師影響，也

慢慢體會課程的有趣，後來期中過後就沒翹過課了。」(小益) 

 
「我有時候上課都在發呆，沒有很認真聽上課內容，但在老師把氣氛帶起

來後，不知不覺自己就參與在其中，或許這就是藝術得魅力吧。」(小皓) 

 
「感覺已經超越這只是一堂課的標準了，就像是每個禮拜一次的社團，我

不只是來學習的，而是來享受過程的，非常感謝!」(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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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議與省思 

 
科技大學中的博雅通識課應該上些甚麼內容？要如何教？希望學生能體會、思考甚

麼？這是我不斷思索的問題。今日，ChatGTP 已被大量運用，知識與資訊隨手可得(雖然

得經過檢驗)，博雅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的功能是甚麼？目前，我還沒有答案。 
 
從此次計畫執行過程與學生的學習反應、成效觀察，具有創意(而非按表操作)的實

作型體驗較能激發學生的自主性。學生愈是能自主的投入活動中，體驗愈深，則思考與

反思程度也愈高。身為教師的我，或許應該放下對知識累積的執著，欣賞學生解決問題

的多元策略、戰略。我由衷期待，一個學期的藝術課程在學生內心種下的種子，能在未

來成長。即使，長期陶養的成效無法在短時間內被看見與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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