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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院藝師在創作指導上教學實踐之歷
程分析：從藝術本位觀點立論 

 

鄧宗聖 

本文探究臺灣學院藝師對視覺媒體創作的創造取向的指導之價值，以關注

學生作為創造性主體時，提供教育場域不同的理論與實踐框架。創作教學取徑

涉及理念探索、典範分析、技藝挑戰的建構、社會情境學習等歷程，而藝術本

位研究則強調此對師生間學習上的合作與精神性提昇發展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探索藝術教師如何透過指導行為，讓創作學習者能感知且有意義地

將自我與文化中的視覺經驗，鑲嵌於其創作實踐。因此，透過影視與動畫領域

的個案，以敘說方法為工具，聚焦於其如何協助創作學習者發展作品之指導原

則、方法與解釋，討論藝術教師在媒介、語言與脈絡中思考的觀點與事件，以

分析教學實踐歷程對學習者的意義。 

本文認為，藝術本位探究的指導，幫助學生於創造性中探索自我並培養想

像力：從教學層面看，創作理念的論述有助學習主體對議題參與感，挑戰典範

有助於開放經驗；就互動層面，創作作品有助聯繫學習主體之自我反思與跨脈

絡溝通。最後我們相信，藉由鼓勵學生透過創作去詮釋、鑑賞、反思、重組與

再設計自身日常生活經驗中共享的符號與意義，教育者能使學生主體超越被動

觀看，並朝向主動與圍繞自身之世界溝通表現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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