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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 2018 國際藝術教育協會亞洲區(香港)研討會暨第七屆世界華人美術教

育大會是由香港教育大學所舉辦，期望對當今世界的視覺藝術教育進行一系列的

研討，以促進國際視覺藝術教育新思維的交流為目標。此次大會為來自世界各地

的學者、校內及校外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個分享、討論和互相學習的平臺；亦邀請

許多本地及海外視覺藝術教育學者專家分享豐碩的研究成果、創新的教育觀點及

舉辦工作坊。 

 本次會中安排多樣化交流模式，雖然此次會議僅屬亞洲區，然仍能看到主辦

單位在在多種樣態交流準備上的用心，研討會主題含括幾乎藝術教育的所有運作

類型，如課程標準、設計與統整、教育研究法、社區及博物館藝術教育、藝術治

療相關、藝術永續與社會責任，科技及數位藝術及批判思維、創造與創新等 12

大類；研討會規劃則包含論文或教學發表圓桌會議、邀請的圓桌會議、專題討論、

工作坊及邀請的大師工作坊等，讓藝術教育在多樣性的課題開展下充分展現其包

容性與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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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此次會議由香港教育大學（EdUHK）所主辦、香港美術教育協會（HKSEA）

及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大會（WCAEA）合辦，並以《挑戰與轉化（簡稱CT）》為

主題，期望對當今世界的視覺藝術教育進行一系列的研討，以促進國際視覺藝術

教育新思維的交流為目標。此次大會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校內及校外教育工

作者提供一個分享、討論和互相學習的平臺；亦邀請許多本地及海外視覺藝術教

育學者專家分享豐碩的研究成果、創新的教育觀點及舉辦工作坊。 

 會議聚焦於挑戰與轉化，乃鑑於當前和可預見的未來世界裡，科技，不同知

識的整合及運用以及我們的日常生活，三者已緊密相聯，影響大至在大型服飾公

司透過大數據運用了解消費者品味，小至透過互聯網進行學習與遊戲。故此，能

否把不同學科、範疇及知識加以整合發展，除了是我們身處這個年代的重大議題，

也是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 

 如何迎接新時代的挑戰並轉化革新，以保持國際競爭力，目前世界各國無不

從教育著手致力推動教育改革，培育多元能力的人才，以回應快速轉變的社會，

而美術教育一直以來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從不缺席，面對現今挑戰，美術教育

亦有重新定位的必要性，亦即其教育政策、社會責任、師資、課程、學與教的面

向上全面檢視，以全新的策略因應挑戰及轉化的機遇。 

 

一、關於 InSEA 

    國際藝術教育學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簡稱

InSEA)，為赫伯特裡德博士(Herbert Read ，1893-1968) 於 1951 年成立，並隸

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政府組織，其宗旨是在全球透過文化教育、藝術

探索、審美教育和工藝來鼓勵及推動教育創新，促進國際理解。 

每 3 年舉行 1 次全球性的會議(2019 年起改為 2 年 1 次)共有 20 國參與這項國

際藝術藝術教育研討會；區域性會議則為世界各洲國家或城市 2 年 1 次舉

辦。 

 

二、大會的主要議題： 

    本屆主題為「挑戰與轉化」，鑑於社會進步及教育生態的改變，視覺藝

術教育在近年面對不同的挑戰，例如學生學習模式的改變、科技對社會的改

變，各地政府之教育機關對課程、評估及教師專業發展的改變等。面對這一

切的改變，各地藝術教育學者實在需要集思廣益，剖析不同的教與學現象，

並探討更多的創新教育方法，提昇視覺藝術教與學的效能。 

  研討會具體聚焦以下課題： 

  (ㄧ)校外、社區、博物館藝術教育 

  (二)藝術治療、表達藝術治療、個人成長及個人轉化 

  (三)藝術教育推廣 



4 

 

  (四)批判思維、創造與創新 

  (五)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學評估及評鑑 

  (六)課程統整、跨學科及超學科取向 

  (七)K-12 教師教育 

  (八)政策制定與標準改革 

  (九)藝術教育研究法 

  (十)藝術永續與社會責任 

  (十一)科技與數碼藝術 

  (十二)其他與主題相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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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過程 

本次會議於香港教育大學舉行，謹就本次會議各日進行過程說明如下： 

 

第一天 (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 

1. 啟程（8：00-12：00） 

搭乘上午 8 點香港航空 HX285 班次，約上午 10 時飛抵香港後，先至下榻飯

店之悅來酒店(Panda Hotel) check in，另為即把握參與已於上午 10 時開幕之

研討會，即搭乘的士(巴士 1 小時 1 班)至為處香港較偏遠山區之香港教育大

學，約於 11 時 30 分抵達，並開啟為期 3 天的藝術教育研討會之旅。 

 

   

 

 

圖一 香港教育大學及研討會入口 

 

2. 參與研討會(E1 場次/11：30-13：00) 

(1) 高師《美術教學論》真實姓學習研究(王大根/上海師範大學天華學院) 

此段談及內地高師在《美術教學論》主要以學習美術教學論的理論知識為

主，僅撰述二三篇中小學美術教案，無法深入理解並掌握該課程應有的知

識與技能，適應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對美術教師的要求等問題；而透過其 「真

實性學習」的教學實驗研究，以尋找培養適應新課程需要的初步的「研究

型教師」的有效途徑。 

(2) 高師美術教師教育專業中學科教育類課程可持續發展的構建(張錦/上海師

範大學美術學院） 

此段談及基礎美術教育改革的關鍵-課程改革及美術教師培養與培訓等課

題，其以 OBE 教育理念以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為例，圍繞學生中心、產出

導向、持續改進等核心要素，對高師美術教師教育專業中美術學科教育類課程 

改革提出建議，探討和構建以美術課程與教學論、教育實習、畢業論文等為中

心的美術學科教育類課程體系，使學生的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保持可持續發展

的狀態，以推動高師美術教師教育專業課程與教學的改革建設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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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視覺藝術系學生之畫室學習經驗描述與分析（王麗雁/臺灣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 

此段談及透過訪談畫室學生並以多元敘事的方式呈現他們對其畫室學習經

驗的描述並進行分析。其研究問題包含視覺藝術科系學生選擇到畫室學習

之動機、受訪者對畫室情境的描述及學習者對畫室學習的觀察與建議。另

透過學習者學習經驗的敘說與分析，也提出對於藝術學習本質、畫室定位

以及不同類型取向畫室特性的分析結果。 

(4) 高校美術師範生培養與小學美術教育如何有效銜接的探究 —以連雲港師

專爲例(王世瑩/連雲港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此段談及透過文獻研究、調查研究、個案研究等方法，以連雲港師專美術

學院為例，在培養方案中每學期適當增加學生去當地小學見習、實習的課

程比例，並在互聯網+的背景下，利用「校友幫」APP，採取簽到、話題、

實習週日誌批閱及實習評價等建立校內與校外教師跟蹤指導，以期為高校

美術師範生培養提供具體思考。 

 

  

圖二 王大根發表 圖三 張錦發表 

  

圖四 王麗雁發表 圖五  王世瑩發表 

 

3. 參與研討會(F2 場次/14：00-15：30) 

(1) 中學美術課堂開展專業美術技法課的深度和形式—以寫意人物畫為例(趙

炎/海南師範大學) 

此段談及美術課程具有人文性之命題，講者認為此對理解美術教育的目的、

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其意味著美術教育的實質不僅是美術專業教育,而更

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觀點。其認為在中學美術課堂中需要更深度的開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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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之內容及形式，使學生更深入感知美術，體會到一部美術史即是一部人

文精神發展史，並以中國古代寫意人物畫為例，引導學生感受及學習作品

的精神實質。 

(2) 綜合藝術—電影音樂和繪畫探究式教學例子分享（劉瑩/香港教育大學） 

此段講者說明自從美術與設計科(art and design)改名視覺藝術科(visual arts)

後，電影、錄像、建築、戲 劇等範疇也納入中學視覺藝術科學習內，部份

學校實行綜合藝術教育。其實驗性的在初中和高中視覺藝術評賞課堂，加

入電影欣賞和戲劇欣賞，並試將音樂和視覺藝術結合，讓學生一起探究綜 

合藝術教學的可能性。 

(3) 當代書法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代晴、范娜/海南師範大學） 

此段講者通過對古代書法教育和當代書法教育的分析比較來反映當代書法

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現狀與困境，並探索以下問題：反思在當代社會語

境下傳統的書法「人文精神」存在的意義，論述當代書法教育中「人文精

神」缺失的現象及原因，結合國家《美術課程標準》時如何探索書法教育

中的「人文精神」等。 

(4) 小學美術跨學科教學課程設計初探—以《詩情畫意》為例（洪琦/集美大學） 

此段講者透過四個方面對本論題進行闡述：首先是當下小學生美術學習的

教育現狀；其次 是小學美術跨學科教學的設計策略；繼而以人教版美術五

年級第九冊的《詩情畫意》為切入點，在課堂中實施了三個跨學科教學案

例；最後針對實際案例進行了教學反思與課程展望。 

(5) 藝術與科技融合視域下《中國美術史》教學改革初探（謝聖明/嶺南師範學

院美術與設計學院） 

此段講者認為資訊技術的到來，不只是為社會大眾提供了新型的資訊傳播

通道，更重要的是開啟了一種新的感知模式和認知模式。以互聯網與數位

技術為代表的資訊社會的到來，為社會大眾提供新型傳播通道的同時開啟

了一種新的感知模式和認知模式。在這種新的模式下，《中國美術史》的教

學也必然要在形式、內容、途徑方面做出適當改變，以適應這個不斷變化

的時代。其以《中國美術史》理論教學中，祛除古書畫作品中歷代鑒藏印

款恢復書畫原貌。在按照時間順序，把鑒藏款印以動畫的方式逐步進行還

原，把古書畫作品多重圖層歷 時性疊加的過程，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完美全

程、全景再現，幫助學生對古書畫作品有歷史、 歷時、立體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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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趙炎發表 圖七 劉瑩發表 

  

圖八 洪琦發表 圖九  謝聖明發表 

  

圖十 研討會實況 圖十一 研討會實況 

 

4. 參與研討會(E2 場次/15：50-17：20) 

(1) 如何發展素養導向課程轉化與教學設計—以「發現臺灣之美」跨領域主題

探究統整課程為例（邱敏芳/臺北市立實踐國中） 

此段講者透過帶領團隊共同備課的方式，進行跨領域主題探究統整課程設

計之研發，並發展素養導向課程轉化與教學設計模組，來提升學生探究美

感的學習動機，達到更佳的學習成效，並提供一些課程設計、教學方法、

教學評量之教學歷程實務經驗分享。 

(2) 芬蘭「現象爲本學習」對香港跨領域視藝課程之啓發與省思（陳國棟/播

道書院） 

此段講者以芬蘭教育改革為例，認為其調整中小學學習重點和教授方式，

由以科目為本，擴展至更廣泛的跨領域知識的建構方式，是培養孩子跨領

域的七種橫向能力的教育模式值得借鏡。其認為芬蘭「現象為本學習」 

（Phenomenon-based learning）或稱為「現象為本方案學習」的改革方向之

上在臺灣十二年國教課綱、香港及內地皆未提及，其透過訪問、文件及圖

片等資料，進行綜合的分析能為香港及對華人地區之藝術教育帶來省思與

啟發。 

(3) 國小高年級視覺藝術與閩南語跨領域課程教學之研究（郭欣怡/臺灣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藝術教育碩士班） 

此段講者分享其探討國小教師運用視覺藝術與閩南語科跨領域教學，與學

生課程學習之關係的成效。其透過個案研究，以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

於教育現場進行 6-8 堂課之視覺藝術與閩南語課程跨領域的教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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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閩南語新詩教學，讓學生念誦、吟唱，體會詩詞意境之後，以水彩之媒

材作畫來表達，且製作成一本新詩繪本。主要針對視覺藝術跨語文領域教

學是否能引發學生對於閩南語的興趣及語文帶來的想像力等課題。 

(4) 研究設計材料圖書館服務高校設計創新教育機制探究(石啦/廣州美術學

院) 

此段講者分享其以質性研究方法，立足美術專門院校圖書館的服務視角，

探索構建設計材料圖書館及其助力高校師生設計創意的有效模式。其通過

分析現有材料資訊服務機構及其應用情況，取長補短，構想設立高校設計

材料圖書館，將大量材 料資訊導入高校，滿足師生設計創意需求；另實

體材料樣本將服務設計體驗式教學，而新材料訊息更會指引設計趨勢和催

生設計靈感。 

 

  

圖十二 邱敏芳發表 圖十三 陳國棟發表 

  

圖十四 郭欣怡發表 圖十五  研討會實況 

 

第二天 (2018年12月9日星期日) 

1. 參與主講嘉賓演講(第 3 場次/9：30-10：10) 

(1) 在全球意識的挑戰與轉化時代尋找一己之聲音(Dr.Steve Willis/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Dr.Steve Willis 本身之研究興趣包含原住民知識、平等議題，本身的創作亦

關注人類的靈性面向，因此篇亦在其著重的研究面向上，其分享全球化的

潮流之中，教師如何透過藝術教育引導學生自我意識發展，真正傾聽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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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找尋自身認同的方式與經驗。 

(2) 藝術=療育，漫談藝術教育治療的療育與實踐(陸雅青/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

展基金會藝術治療師/諮商心理師) 

此段講者論及「藝術即教育」、「藝術即治療」理念的實踐，強調師生關係

的重要性，期在案例的分享中，開啟幼兒園及中小學教師持續精進教育專

業，落實全人理想的另一扇窗。 

 

  

圖十六 Dr.Steve Willis 發表 圖十七 陸雅青發表 

 

2. 參與研討會(D4 場次/11：10-12：40) 

(1) 「時．光．機」：美術館攝影教育展之創新理念實踐與多感官詮釋（趙欣怡

/國立臺灣美術館） 

此段講者試圖探討攝影藝術在美術館的創新教育形式，並以國立臺灣美術

館 2017 年舉辦之「時．光． 機：從古典到當代攝影藝術教育展」 為研究

對象，以個案研究法進行該展之「展覽策劃理念」、「互動展示設計」、「教

育體驗 活動」及「無障礙導覽服務」四個面向進行分析，歸納出攝影藝術

之博物館教育創新形式，並思考特殊族群參觀需求的設計挑戰與效益。其

結合攝影史、光學原理、暗房技 法及影像美學等主題策劃具有教育性質的

展覽活動；並思考如何透過館校合作，發展中小學及特殊學生的文化教育

體驗活動；再以創新展示設計手法發展多元感官詮釋內容， 挑戰不同需求

特殊觀眾突破影像以視覺或聽覺賞析之限制。 

(2) 策展團隊培育的教學模式之研究—以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 「展覽策劃與

教育」課程爲例(許佳安/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 李靜芳/臺灣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美術系藝術教育碩士班) 

本場次講者關注臺灣高等教育中之研究所在藝術策劃方面的課程之規劃與

實施。並以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開設之「展 覽策劃與教育」課程作為研

究個案，聚焦於此課程運用「學習型組織」作為教學策略的特質。其探討

此種教學策略的發展歷程與運作模式，及其對學生專業成長的影響與對 東

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之藝術策劃教育的意義。 

(3) 觀衆對《敦煌風華再現》特展之多媒體展場互動學習設計之回應(余涵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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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此段講者以《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為個案研究，透過量化與質性的混合

研究法期進一步的了解觀眾在互動學習的展場當中，對於互動載具的回應，

學習動機的影響，不同類別變項的觀眾，在參與四種互動式載具(虛擬實境、

壁畫著色、3D 環繞影像、 拼圖遊戲)時的效果差異及 探討不同類別變項

的觀眾，對本展覽的整體滿意度。 

(4) 基於博物館資源的美術課程開發與利用(梁瑾、徐丹旭/浙江師範大學美術學

院) 

此段講者著眼於博物館教育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精選出適合與學校美術教

育的內容，結合地 方文化與學生特點，構建出具有校本特徵的具體化課程

方案，並加以實施論證。在充分 的時間檢驗與調研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

基於博物館教育資源的美術課程開發與利用的 方法與策略。為學校美術教

育的課程開發與博物館教育功能的多樣性提供有意義的案例。 

 

  
圖十八 趙欣怡發表 圖十九 許佳安、李靜芳發表 

  

圖廿 現場互動 圖廿一  研討會實況 

 

3. 參與研討會(D5 場次/13：40-15：10) 

(1) 美術館舉辦之友善失智症患者藝術活動案例分析（周宛嬋/臺灣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 

此段講者針對 2006-2018 年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英國道利奇美術館、澳

洲國家美術館、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等 12 間美術館中針對失智症患者舉

辦的活動進行分析，分析項目包含活動理念、主題、對象、引導者、引導

的方法、時間規劃等，期望藉由探討各國美術館案例，引發美術館在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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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會中對其社會服務角色，省思及對老年觀眾的重視，在共融的社會中

打造友善失智症患者的藝術空間。   

(2) 展示教育與教育展示：美術館教育性展示空間的特性與發展（李靜芳/臺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藝術教育碩士班） 

此段談及現代博物館角色的調整策略，已經由基本的蒐藏、展示、研究與

教育推廣功能，逐漸擴增其溝通與娛樂的角色，因此，博物館須在展示理

念、方法與類型不斷地推陳出新，走向系統性、主題性、過程性與互動性

等型態，以迎接世界各地公民的到來。 

(3) 公立美術館商業化的危機與轉機－展場化與教育化的商店之思考（楊迺熏/

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 李靜芳/臺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藝術教育

碩士班） 

此段談及透過對美術館店場研究，由文獻蒐集與分析出發，研究美術館文

物商店展場化與教育化之議題，並針對臺灣公立美術館商店進行個案探究，

以質性研究之觀察與訪談法收集資料，進行文本編碼與資料分析、歸納。

參藉公立美術館之營運現況、目標與方針，體現美術館商店展場化與教育

化之發展可能。 

(4) 論博物館藝術教育中隱性教育形式—以澳門地區博物館的社區教育為例

(趙倩/中國廈門美術館) 

此段講者以世界各國中小學新媒體藝術課程及評價現狀為研究基礎，探討

新媒體藝術素養及其時代特徵。另基於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

的新媒體藝術課程及其測評的分析，進而圍繞如何發揮數位環境的優勢有

效進行新媒體藝術課程與教學展開深入研討，並提出與高品質的新媒體藝

術教育相對應的可行性建議。 

(5) 藝術課程的社會實踐—在地記憶之文化策展教學歷程(廖敦如/臺灣國立虎

尾科技大學) 

此段講者應用「社會參與藝術」的理念，規劃系列性大學的藝術實踐課程；

並參考「英國 13 號工作室」的藝術教育理念，策劃在地記憶的展示平台。

另透過課程行動研究的方式實施，並運用「問題導向融合行動學習」之教

學策略，另以「策展」方式，利用社區的閒置空間，建構在地記憶的展示

平台，期冀從過程中學生學會挖掘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修 正問題，

並將抽象思考透過具體藝術創作或藝術行動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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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二 楊迺熏、李靜芳發表 圖廿三 廖敦如發表 

  

圖廿四 現場互動 圖廿五  研討會實況 

 

4. 參與研討會(D5 場次/15：30-17：00) 

(1) 教學卓越再省思：從情感經驗探討教學間性(曾品璇/台灣新北市貢寮國中) 

此段講者反思其教學過程中「教」和「學」的隔閡，試圖探討教學與師生

之間的情感經驗。其於研究中改變過往 偏向「教」思維模式，透過彩光濕

地課程，期許自己朝向一位偏向「學」的教學者，向異於本身的生命經驗

學習，進而反思教學中偏向「教」與偏向「學」思維的相異之處，讓情感

經驗能透過藝術教學自然地發生，透過藝術教學連結更多生命樣態，孕育

繁茂的教學間性，朝向真正的教學卓越。 

(2) 以藝術爲核心的 STEAM 嘗試：以蕃茄田藝術 CAA 創作獎為例(吳雨致/

精中教育／臺灣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此段講者研究之目的在規劃以藝術為核心的 STEAM 課程方案；探討 

STEAM 的教學方案中，藝術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並探討藝術內趨力的本質，

於 STEAM 發揮的功能，最後在 STEAM 的教學方案中，藝術創作的思維

路徑可以提供的幫助等。在其以蕃茄田的案例中，藝術在 STEAM 中是研

究的方式 

藝術進入 STEAM 不單讓跨領域變得有趣、好玩、易親近，藝術更有能夠

承擔從事作為知識構建工具的積極性。如此， STEAM 科目之間的關係才

會是動態的，學科間產生異質馴化、馴質異化，如同珍珠生產原理。 

(3) 陪伴式教育在美術教育領域的延伸性探索(顏賽玉/廣州美術學院) 

此段講者探討美術教育領域一個較新的名詞-陪伴式教育，其是指通過教學

工作者及家庭成員的陪伴，孩子逐漸構建起自我認知，並實現人格形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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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過程。有美術滲透的陪伴式教育，則能將美術學科特色的相關內容，

應用到家庭與社會教育中來，實現孩子藝術 修養與綜合素質的全面提升。

講者欲以家長的陪伴者身份為切入點展開思路， 從社會、學校、機構、家

庭等多角度出發，對國內美術陪伴式教育的優化提出可行性方略。 

 

第三天 (2018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 

1. 參與主講嘉賓演講(第5場次/09：30-10：10) 

(1) 教育再設計(婁永琪教授) 

此段講者以同濟大學開設創意設計學院培訓模式為例，透過其黃埔創意中

學，在中國特色教育背景下，由大學學院和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協作，以設

計思維驅動，實現「科目制」、「PBL」制教學整合之目標，還希望通過

更大問題的思考，啟發學生在融合鼅是學習和應對時代多元挑戰的過程中，

培養機即向上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價值觀，形成主動擔當的心智模型，發

揮中學教育再創新型人才培養中的作用。 

 

  
圖廿六 婁永琪教授演講 圖廿七 現場實況 

 

 

2. 參與研討會(E6 場次/10：15-11：45) 

(1) STEAM 融合式教學在中小學課程中的實踐與創新研究—以江西師大爲例

(王燕/江西師範大學、吳萍萍/江西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 

此段講者分享其在《美術課堂設計與分析》及《課堂實訓》兩門課中以

STEAM 教育教學嘗試做相關教學模式嘗試與實驗，並且在學生教學實習中

實地驗證測試，透過專案教學成果與教材建設的有機結合，將專案教學回

饋、學生課程設計成果。 

(2) STEAM 中 A 的意義及本土化實踐(姚盟盟、徐丹旭/浙江師範大學) 

此段講者梳理和分析了 STEM 到 STEAM 的演變歷程，總結出 A 在 

STEAM 教育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意義。另根據實踐學校的實際情況開展行動

研究， 

認為學生在藝術表現和學科融合探究的過程中能夠深切體會到 A 發揮的

作用，為 STEAM 理念融入小學美術課程提供了一個參考視角，促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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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教育的本土化發展、肯定了藝術在跨學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3) 德國烏爾姆 ULM 工業設計教育在美國奧本 AU 大學的傳承與變遷(侯君

波/江西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此段講者以烏爾姆設計學院的教育思想為中心,梳理了烏爾姆人 Eva Pfeil 、

Walter Schaer  、Reinhart Butter、Tin-man Lau  到美國奧本大學工作時如何

將德國烏爾姆 ULM 藝術教育模式各具特點的傳承與變遷，並探尋烏爾姆

人傳承與變遷下的藝術教育理念、設計理念等方面的真正價值。 

 

  

圖廿八 王燕發表 圖廿九 姚盟盟、徐丹旭發表 

  

圖卅 侯君波發表 圖卅一  研討會實況 

 

3. 閉幕 

大會最後總結這 3 天的會議，並感謝各國藝術教育工作者的貢獻；另安排香

港道教聯合會雲全學校學生演出，最後在國際藝術教育協會主席 Dr.Teresa  

Eca及世界華人教育協會主席陳怡蒨博士致詞下並另宣告未來 INSEA的工作

及各地區的會議。並期許 2019 年渥太華 INSEA 世界會議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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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二 閉幕演出 圖卅三閉幕演出 

  

圖卅四 國際藝術教育協會主席 

Dr.Teresa  Eca 致詞 

圖卅五  世界華人教育協會主席 

陳怡蒨博士致詞 

  

圖卅六 授旗 圖卅七 下次會議宣告 

  

圖三十八 與藝術家交流 圖三十九 與發表者 

Dr.Steve Willis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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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 與發表者劉瑩教授合影 圖四十一 等待閉幕演出的小朋友 

  

圖四十二 海報展示之一 圖四十三 海報展示之二 

 

 

 

 

 

 

 

 

 

 

 

 

 

 

 

 

 



18 

 

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心得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非政府組織 InSEA(國際藝術教育學會)世界會

 議，自 1951 年起已辦理 35 屆世界大會，在我國目前官方單位只有國家教育

 研究院與其合作辦理「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執行實驗教育計畫，其餘

 多為國內大學藝術科系知悉，並長期參與相關藝術教育論文發展活動。 

     InSEA 世界會議，主要透過大會來賓專題演講、世界各地區教師的論文

 發表及海報展示活動，達到彼此交流及吸收新知的目的。此外，InSEA 除了

 3 年 1 次的世界大會外，還有各地區的分會進行藝術教育的活動。 

     本次 2018 國際藝術教育協會亞洲區(香港)研討會暨第七屆世界華人美

 術教育會，係由香港教育大學所主辦，會中安排多樣化交流模式，雖然此次

 會議僅屬亞洲區，然仍能看到主辦單位在在多種樣態交流準備上的用心，舉

 例而言，研討會主題含括幾乎藝術教育的所有運作類型，如課程標準、設計

 與統整、教育研究法、社區及博物館藝術教育、藝術治療相關、藝術永續與

 社會責任，科技及數位藝術及批判思維、創造與創新等 12 大類；研討會規

 劃則包含論文或教學發表圓桌會議、邀請的圓桌會議、專題討論、工作坊及

 邀請的大師工作坊等 ，讓藝術教育在多樣性的課題開展下充分展現其包容

 性與融合性。 

  研討會大多數以中文發表，故在聆聽過程中較少語言隔閡，為參與此次

 研討會的ㄧ大利多，然就研討會之規格而言，講者含括大學教師，藝術教育

 機構人員及研究生等，多數論文性質上為各自研究成果的發表類型，多以質

 性及量化研究歸納論點，廣度多元，非屬深度研究論文，故此次參與，算是

 對亞洲區(主要為兩岸三地華人區)之藝術教育發展面向初步窺視，然仍可發

 現臺灣在藝術教育課程設計(如邱敏芳老師發表之論文)、博物館展示之藝術

 教育觀點(如趙欣怡副研究員發表論文)所獲得的回響不少，尤其在統整概念

 及文化平權概念的落實，讓與會者看到臺灣在藝術教育上跨學科、跨領域的

 實踐成效及在博物館藝術教育上提供不同參觀需求的族群，創造多元感官文

 化及溝通多樣性的努力，實值得肯定。 

  InSEA 世界會議是屬於非政府組織，本次是在香港是屬亞洲區的分區會

 議，然會場中臺灣學者或研究生的發表，都不會受到不必要的政治干擾，不

 但不見「中國臺灣」的矮化施壓，主持人在介紹臺灣發表者，也視其職稱稱

 謂稱之「國立…」等等職銜，大家自由的針對自身研究領域交流分享，溝通

 互動，可謂是真正以藝術教育來彼此認識，期望臺灣也有機會承辦此類會議，

 把臺灣的軟實力，真正展現給全世界。 

     本次會議在短短 3 天，讓國際藝術工作者除了進行學術交流及科技新知

 外，這是很好的體驗。會議聚焦的主題「挑戰與轉化」，其實是各個領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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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面臨的課題，如何善用科技，與時俱進的轉化課程教學方式，更注入更多

 人文在地的關懷意識，讓藝術教育不是只停留於藝術創作，而是做為各類跨

 學科的催化劑，我想這是藝術教育工作者須不斷思索的關鍵課題。 

     

 二、建議事項： 

     此次會議除了吸收各國藝術教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外，同時也認識了不

 少國際藝術教育界的夥伴，本館相關出版品，如「美育」、「國際藝術教育

 學刊」也在研討會的過程中與友人交流，邀約來稿。由於與會者多屬研究生

 及大學教師，較少如本館藝術教育之專門機構人員，且研討會之論述主題也

 大都在課程、教材教法等藝術教育範疇，直接可與本館業務相關連之借鏡做

 法有限，然三天的研討會，仍匯整如許建議事項： 

1. 持續參與 InSEA 相關會議： 

InSEA 世界大會自 2017 起，已經改為 2 年一次世界大會，持續的參與密切

的交流，可確實掌握藝術教育發展的世界趨勢，並進一步與世界各國保持合

作關係，接軌最新藝教資訊及議題，也讓臺灣有持續發聲的機會。 

2. 爭取與 InSEA 申請或合作 

 InSEA 該組織有相當具有一定為國際聲望，並且我國在海外亦有大量學

者加入該組織，建議未來政府可以委託學校或提供適合的場所，先爭取與

InSEA 申請或合作辦理區域行性研討會、展覽，因為 InSEA(國際藝術教育學

會)隸屬於聯合國教科文非政府組織，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干擾，提供臺

灣未來很好與國際合作的機會。同時也能增加臺灣國際能見度，並強化與各

國藝術教育協會的友善合作關係。 

3. 強化本館文化平權策展的規劃 

 藝術教育具有跨領域的本質，藝術與教育承載著學子培養美感素養能力的

沃土，亦可承設計力養成之先機，並具開發文創力創新發展之命脈，然更重要

的，是可透過藝術教育加值文化力之平權性，讓各類族群均有親近藝術、認識

藝術、了解藝術，融入藝術的權益，因此本館可將文化平權觀念落實於藝教環

境中，尤其可參考此次國立臺灣美術館趙欣怡副研究員所發表的成果，從「展

覽策劃理念」、「互動展示設計」、「教育體驗活動」及「無障礙導覽服務」

面向，思考本館藝術教育創新形式及特殊族群參觀需求的設計展示。 

 

 

 

 

 

 

 

 



20 

 

肆、附錄 

 

項次 日期 活動內容 

1 12 月 8 日     桃園機場啟程 

2 12 月 8 日 

1. 2018 國際藝術教育協會亞洲區(香港)研討會暨第

七屆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大會開幕 

2. 11：30～17：20 研討會 

3 12 月 9 日 09：30～17：00 研討會 

4 12 月 10 日 
1.09：30~12：00   研討會及閉幕 

2.13：00~18：00   香港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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