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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安排參訪的學校有屏東縣的屏北高中、來義中學，

花蓮縣的花蓮高中、私立海星高中，以及台東縣的蘭嶼高中。本人有幸隨團，就

近觀察五校的教學、學生，參觀環境設施，並與教師、學校行政(校長主任組長

等)對談。 

參訪學校與座談交流時，當下的感覺是五所對藝術生活教學都很用心；印象

尤為深刻的是任教老師熱情投入，積極研發，且能善用現有教學設備，針對所教

學生，秉持課綱精神，發展出具有校本位、地方特色的教學。而學校行政領導階

層，也願意盡量從有限的資源裡，撥出實際的支持，盡力支持藝術生活學科的教

學。連結老師、學生、行政三者的是對藝術的感動，產出的影響就是增強生活的

能量，生活中的藝術實踐。對這五校教師團隊努力發展藝術生活學科，我要大聲

說：「讚！」也非常感謝他們慷慨無私的將寶貴教學經驗分享予參訪的成員。 

 

此次參訪感想： 

藝術生活科的教學對學生全人發展具有非常大的意義。 

藝術生活是人與環境互動映照的結果。本科教學的落實與發展，必定要從生活環

境出發，且因個別條件(學生、任教老師、學校行政及地區的支持資源)而可能有

獨特的呈現、不同的發展性。 

此次參訪看到這五所學校均已注意到台灣原住民文化是發展藝術生活的寶貴資

源。然而如何繼續深掘、推展，在傳統上賦予時代精神，並且獲得普世的認同，

是下一個挑戰。 

 

此外，對藝術生活學科之教學提出幾點建議，希望拋磚能引玉，集合眾人的智慧，

讓本科之教學能更順暢。 

1. 藝術生活的教學需要更多的資源。各校或許可以經由討論，根據各校可用資

源，凝聚共識，選定方向，進行短期與中長程的教學規劃，逐年累積力量，

變成是各校重要的精神財富，或是該校獨特的一種風氣。 

2. 藝術生活非常需要藉由觀察—實作—體驗—欣賞—省思—啟發—回饋(提升



生活品質)的循環來完成教學，培育學生可以帶著走的生活能力，增強自信

心與生活能量。期勉教師不要因為若干教學不利因素(學生抱怨作業、升學

壓力等)，而放棄開啟學生視野心胸的機會，光說不練是很難真正體會藝術

能昇華生活的力量的。 

3. 各校或教師可設法提供展示學習成果展示的空間(或方式)，以分享、觀摩、

傳遞每個(學生)獨特心靈的想法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