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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教師的專業成長 

鄭玉蓮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 …像現今多數的學校所實施著的所謂藝術科的‘圖畫’與‘唱歌’，我覺得實在有廢止的必要…..原來自己缺乏藝術

修養的人，一定在心中懷疑著‘藝術科有什麼用？’然而看見教育部規定如此，東西洋流行如此，這句話說不出口，只得

照樣奉行。排課程表時，加入一小時圖畫… …請一個‘會畫’的教師 …...現在的學校，似乎圖畫音樂教師並不重要；不但如

此，又似乎是最輕易的…..國文、英文、數學，是切實有用的知識，所以最尊；至於畫畫與唱歌，在辦學者，在學生，

都似乎覺得是輕頭功課 …..所以辦學者聘請藝術科教師，但以‘會畫’、‘會唱’為選擇的標準。其教師也以教學生會畫會唱

為最高目的。故一旦請到了一個專門的‘畫家’來擔任圖畫，似乎是最優待學生的了。在‘畫家’的教師，也以為我是專門畫

家，教你們普通學校的中學生與小學生是綽綽有餘的了，是委屈的了。於是教的時候，就以自己為模範，一味課以專門

的技巧，似乎希望中學生小學生要個個像他一樣做地做了專門的畫家才好。在這種教課的之下，不知浪費了多少兒童與

青年的努力！” 

 

這段文字似是今日澳門美術教育的寫照，它節錄自豐子愷先生於一九二八年

發表的文章《廢止藝術科 ──教育藝術論的序曲》1，內文描述的就是二十世紀

早期中國美術教育的情形。 

 

新世紀已來臨，美術教育界熱切討論的題目是美術教育在新世紀的路向。討

論的焦點是如何因應社會的變遷而作出調整或如何配合社會發展的步伐推行改

革。改革如要成功當然涉及不少問題，而師資就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究竟怎樣

的師資才能實現美術教育的意義與功能？究竟美術老師應具備怎樣的專業知識

與能力，才可以符合美術教育改革的需求，也能幫助美術教育爭取應該享有的地

位？這是一個值得全面及深入探討的課題。本文目的就是對美術教師的專業成長

作初步探討。 

 

理想的美術老師應具備五個基本範疇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一、本科的修養。

二、美術教育的專業知識。三、從事藝術創作應有的性格及心智特質。四、社會

觸覺。五、反思、自學及探究的能力。 

 

 

一.  本科的修養 

 

本科的修養範圍包括美術創作經驗、美術史知識、美術鑑賞能力等多個

方面。 

 

                                                 
1 見：俞玉滋、張援編，中國近代美育論文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頁 16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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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區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創作形式，而美術老師最需要掌握的就是與

他們身處地區關係最密切的藝術創作形式。以澳門為例，由於她是中西文化

交匯的地方，因此澳門美術老師對中西各種創作形式應有一定的創作經驗和

認識，當中包括較傳統的中西美術創作形式如工筆或意筆的中國畫(包括山

水、人物、花鳥)、書法(包括不同的書體如隸書、楷書、行書)、素描、繪畫

（包括水彩和油畫）、雕塑、版畫等；也包括現代的水墨畫及跨媒體創作(如

裝置藝術、環境藝術)等等。 

 

美術史所涉的範圍非常廣泛，資料亦十分豐富。美術老師首先應從本土

或本國的美術史出發，同時旁及與本土美術發展有關係的國家的美術史知

識。再以澳門美術老師為例，他們需要認識澳門、中國及歐美等地的美術史。

美術史知識固然重要，但對當代藝壇的新動態、新氣象，藝術家探討的藝術

哲學、追求的境界與創作目的、創作形式等等更需有一敏銳的觸覺。同樣地，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模式亦適用於對當代藝壇的認識。 

 

所謂美術鑑賞能力包括(一)、對作品的感受能力──即能否感受作品所

營造的意境或想傳遞的思想感情。(二)、對作品視覺形象訊息的接收能力─

─即是否具有銳利的觀察力，從作品中找出一切可幫助自己感受作品、詮釋

作品、分析作品的訊息。(三)、運用訊息與知識的能力──即能否運用從作

品獲得的訊息，作品的背景資料（如畫家的生平和創作成長歷程，作品產生

的時代、其政經文化背景）及美術知識（如視覺語言），分析它的思想內容

及創作技巧。 

 

自幼稚園以至中學的美術教育非以培養藝術家或藝評人為宗旨，主要目

的是拓展學生的藝術視野，同時訓練他們有能力以視覺藝術創作表現自己及

具有鑑賞視覺藝術作品的能力。要達成以上目標，便有賴一些具備豐富美術

創作經驗與知識的美術老師。 

 

今天人人均大喊知識爆炸，意指資訊的數量不斷遞增。若以知識量的追

求為目標，定有喘不過氣來的壓迫感。雖然美術教育的宗旨是拓展學生的藝

術視野，可是並不意味著美術老師在教學時要灌輸學生大量的美術知識(如

美學、美術史、各種創作技法等等)，增加他們已十分沉重的學習壓力。在

拓展學生的藝術視野大前題下，老師應引導他們學會兩種精神：一、明白無

論美術創作以何種形式出現，都以能否傳達創作者的心聲為佳。從事創作活

動時，應像藝術家般努力搜尋一套適合自己及能表現自己風格的創作形式與

技法。二、進行鑑賞活動的時候，學會以開放的胸懷接受所有陌生、奇特的

創作形式，同時更懂得欣賞及尊重不同地區、文化、時代的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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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術教育的專業知識 

 

所謂美術教育理論包括美術教育的意義與價值、美術教育史、兒童造形

能力發展階段、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等等。 

 

美術教育的意義與價值包括傳遞人類藝術文化遺產、提升美感能力、陶

冶與解放情感、促進心智發展、增進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等等。對此課題，美

術老師除參考有關論述，自己亦應時刻反復思考和探討。 

 

美術教育史涵指本地、本國、外國等美術教育的發展歷程。美術老師首

先應該對本地本國的美術教育的發展情形有全面的認識，對當中一些具影響

力的理論、政策等也應有一較深入的探討。此外，對一些曾影響本地美術教

育發展的外國美術教育史亦應有一認識。除了對過去的美術教育有認識，美

術老師當然還應該對今天美術教育的情形有一了解。那些理念影響當今的美

術教育？今天美術教育出現那些問題？問題成因究竟在那裡？其他美術教

育同工有那些新的觀點？這一切都是美術教師應該注意及思考的問題。 

 

自一八八二年意大利美術史學者 Ricci偶然發現兒童畫並展開研究，便

一直有不少學者從事兒童畫的研究。經過百多年的研究，人們對兒童畫有更

多更深入的認識，明白它如何反映兒童的美感認知能力、視象表達能力、興

趣、性格、生活經驗及文化背景等等。美術老師除了對有關研究理論有一瞭

解，更重要的就是具有應用知識的能力──即懂得分析兒童美術作品並透過

作品對兒童有更全面而深入的認識。 

 

課程設計受社會對教育的理念取向左右。它的組成元素包括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教學法、評鑑等。美術老師應明白如何設計有意義的美術教育課

程，怎樣組織豐富多樣的課程活動，如何平衡課程內容。至於教學策略方面，

老師一方面應深入認識各種教學法的特點，另一方面也該明白沒有固定的教

學模式，唯一可遵守的原則就是設計教學策略時要照顧學生的特性、教育目

的、教學環境等。 

 

美術教師固然需要具備本科的修養，但正如豐子愷先生所指，“會畫”

的老師不一定是一位稱職的美術教育工作者。更確切地說，美術教師尚需對

美術教育的理論有一掌握。認識美術教育理論的目的不在於知識的獲得與擁

有，最重要的就是從中獲得啟發，幫助自己反思美術教學的種種問題如教師

角色，教學活動和教學法的設計等。明白教學應以開發學生所有，照顧他們

所需為目標。以美術創作教學活動為例，開發所有的意思就是鼓勵兒童表現

及發揮已具備的心智和造形能力，同時亦會想辦法加強和發展他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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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他們所需的意思就是明白兒童在不同造形能力發展階段的創作特色，那

些事項能滿足兒童需求及提升他們的能力。面對正處於塗鴉期的幼兒不會要

求他們繪畫像樣的東西，明白塗鴉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遊戲，而其中最重要的

意義就是使他們的大小肌肉和手眼協調得到訓練，同時更會讓他們發現簡單

圖形的描繪方法。因此，設計教學活動時便以訓練幼兒的美感知覺能力，大

小肌肉及手眼協調為主。面對處於寫實萌芽期或擬似寫實期的學生時，應了

解他們已有寫實的需求，於是便應引導他們掌握一些對發展寫實能力有用的

技巧如觀察技巧，也幫助他們了解一些有用的美術創作知識如營造空間的手

法。 

 

 

三.  具有從事藝術創作應有的性格及心智特質 

 

“敏銳的感知覺、豐富的想像力、旺盛的創造力”是藝術創作的必須條

件，也是藝術家的性格及心智特質。觀察力、想像力、創造力不但是美術教

育的目標，也是整個教育的目標。要培養學生這方面的能力，美術教師首先

不能缺少這些能力。只有感知覺敏銳的老師才能隨時隨地發現一些美的、有

趣的事物，並以此為教材訓練學生的感知覺，同時更能透過這種身教的方式

使學生學會多用眼看，用耳聽，用手摸，用鼻嗅，用口嚐，發現及感受身邊

事物之美。 

 

想像力豐富的老師可以隨意把一些現有的教材進行加工，利用新的元素

改變原來教材的面貌。只有這樣的老師才能不經意地利用不同的事物引領學

生進行天馬行空的想像活動。 

 

創意旺盛的老師會抗拒採用固定的教學內容及因循舊有的教學模式。他

們時刻都會構思一些新的教學活動。一成不變、想像力貧乏，創造力薄弱的

老師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培養富創意的學生。就是一些天生極富創造力的學

生，若碰上一些僵化守舊的老師，創意也只會被埋沒甚或扼殺。 

 

 

四.  社會觸覺 

 

這指凡與社會有關的事項如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均會注意。另外對

物質生活、科技、通訊及交通網絡等最新發展情形亦有留心。對於社會發生

的事情，大眾關心的事項，物質及精神面貌的變化等等都不會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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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跟美術的關係非常密切。社會為美術創作提供無窮盡的靈感；而各

式各樣的美術創作(包括所謂高檔的藝術品及一般產品設計)則可影響人們

的精神生活質素和經濟活動。美術作品是社會的鏡子，讓人具體地認識它的

精神面貌。美術老師應關心社會跟美術的關係，對所有社會事物與現象都有

敏銳的觸覺。從實際的角度出發，此舉對美術老師最大的好處就是幫助他們

擴闊教材與教學資源。 

 

社會的發展常左右教育的推行，而教育亦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美術教師

要有敏銳的社會觸覺，才能跟得上時代，才可配合社會的需求實施美術教學

工作。從主動積極的角度出發，只有具備敏銳的社會觸覺，才會發現更多社

會現象及問題，找出社會的需求及將來可能或定會發展的脈絡與方向。於

是，便可以在較早階段尋找切合社會發展需求的教學策略，成為教育變革的

先行者。 

 

最後，更重要的就是，只有具備社會觸覺的老師才有意識與能力鼓勵和

訓練學生認識社會、關心社會，真正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五.  具備反思、自學及探究的能力 

 

反思的目的是用一客觀的態度重新審視一切看似美好或不對的事情的

真正意義。為了達成以上目標，我們應在進行反思的時候嚐試以不同或相反

的角度觀看問題。自學的意思是雖然沒有師長等引領，仍懂為自己安排學習

活動，找尋新的知識。探究的意義在於搜集多方面的資料以找出事情的真

相。美術老師具有反思能力才會發現教學問題，才會改進教學手段；懂得自

學才能按自己的需求找尋幫助自己成長的知識與技能；具探究精神才能尋得

事情的真相與真理。社會發展一日千里，只有具備以上能力的人才不會停滯

不前和被時代淘汰；另一方面，亦只有這樣的人才不會自滿或盲從附和，以

跟風及追趕教學潮流為己任。 

 

 

 

總結 

 

要當一名全面的、理想的美術老師需具備的知識與能力當然不止於以上數

點。這不過是美術老師專業成長的一個基本架構，在這之上老師還應不斷開拓及

建構自己的知識網絡。當然，做學問除了要有廣度外還需要深度。美術老師不應

只管搜尋新的知識範疇，同時更需對該範疇內所涉的問題有一較深入的認識。否



美術教師的專業成長 6 

則只會處於空泛表面的認知層面，無法將有關知識有效地應用於教學工作上。知

識與人的關係不應局限於獲取與記憶的層次，可貴之處是人懂得運用知識並從中

獲得啟示。既廣且深的知識領域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學海無涯，個人知道得再多，

也只是浩瀚的學海中的一點一滴；因此以此勉勵自己以謙卑的態度不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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