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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19 世紀科學家與「物理化學之父」的 Willard Gibbs，在投入教育改革後給大學的最

後一個建議是：「減少各系的必修課，讓更多大學部的學生能選修文學院的課。」（汪

群從，2005）此「文學院的課」即趨近於現代朝全人發展的通識課程。通識教育課程的

改革肇因於 19 世紀許多歐美學者發現，當代大學的學術分野過於專門、知識可能被嚴

重切割，進而創造出具博通性質的通識教育課程。這類課程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的獨立

思考，對不同的學科有更廣博的認識與融通的能力，進一步培育更美善、更完整的人格

素養為目的。 
台灣的通識教育發展已有 20 餘年，各校學分數由早期的四學分，增加到現在廣義

的二十多學分，幾乎佔去畢業學分的四分之一，但根據林思伶（2011）針對教育部通識

教育中綱計畫的調查可以發現，教師與學子對通識課程的學習認知上具有差異性，主因

在於教師普遍看重「教學內容」，而學生卻首重「對課程的學習興趣」，也就是說課程

本身需要能以學生為主體的設計，去引動學生的學習興趣，而不只是注重深化課程內

容；此外，調查也發現儘管學生普遍肯定通識教育課程的價值，但其對通識教育的學習

付出與教師的期待仍有所落差；教師在比較學生面對通識教育課程與其科系專業課程之

學習付出時，仍感受到學生態度上有「重專業而輕通識」之傾向。 
為使通識課程能更符應於時代的要求與通識人文素養之培植，本人所開設的「藝術

設計與生活」課程也著手進行再設計，試圖在技職教育體系下，為通識與專業課程搭一

座橋，冀其既能提升學子通識人文素養的養成，也能使其藝術技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對

自我產生正向而積極的學習態度。有鑑於國內在課程融入服務學習精神已行之有年，課

程也試圖將通識精神與服務學習做連結。依據《教育部大專院校服務學習課程與活動參

考手冊》中提及服務學習是將一整個社會資源轉變為學生學習場域的教學方法與過程，

它豐富學生學習的深度與廣度，也使得學生學習成效從單純的理論知識提升到全人生命

的發展（教育部，2007）。綜合上述，結合服務學習的精神，「藝術設計與生活」課程試

圖架構一個以利他服務學習行動為目的，以藝術創作為媒介，引動學子肯學、肯動的通

識藝術教學案例。 
本文植基於 Dewey（1980）的經驗學習理論，藉由「藝術設計與生活」課程的執行

實務考察，試圖探討「從做中學」的服務學習精神，如何與藝術創作實踐相互結合，進

一步將學子帶入實務的社會環境場域，並使教學過程具有多元面向的經驗學習意義。因

此，本文的問題意識與研究重心可歸納為以下三點：1. 在藝術設計的相關課程中，如何

藉由多元閱讀藝術設計商品案例，提升學子對藝術商品價值的判斷能力？2. 透過藝術創

作經驗與實際的情境場域學習，如何喚醒學子享受藝術創作的樂趣，並開發其利他服務

的潛能。3. 透過藝術創作理念與社區服務學習的融合，如何創造實務性通識藝術課程的

新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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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構思與經驗學習內涵 

通識課程在台灣教育史上發展多年，但仍無法真正擺脫學子對通識教育存在「營養

學分」負面印象，為使通識課程與生活實務之間搭起一座橋樑，在實際執行時，課程從

培植藝術設計商品的概念發展開始，再以藝術實際創作體現前階段的藝術設計概念，再

由社會情境場域中去經驗並實踐服務學習義賣歷程，試圖找到通識藝術教育發展的新可

能。其學理的指導從杜威的經驗學習理論開始，並以服務學習理論為模式，不僅從經驗

中培植藝術創作能力，也結合地方物產做商品包裝設計，更進入社區做義賣，最終嘗試

架構出通識藝術課程一個新的發展面貌。 

一、Dewey 的經驗學習理論與通識教育 

經驗學習理論是由 Dewey 在 1938 年透過《經驗與教育》一書所奠基，是當時對傳

統教學與被動學習方式的反動。透過從學子學習的角度來思考課程，在理論中強調「做

中學習」。這樣的學習是經驗不斷改造與重組的歷程，透過將各種不同經驗融入課程設

計，讓學子在課程中藉由動手實踐及其整體學習情境中得到目標學習經驗。之後的許多

經驗主義學者，也都認為重視學生之主體性及其活生生的生活經驗之實踐知識，可以深

化體驗學習之內涵（林秀珍，2007）。哥倫比亞大學的朱莉斯．波頓（2006），在〈個人

經驗之完整性，或藝術中之人生〉文章中提及，藝術相關教育的發展與養成，需要有正

確的支持環境，讓年輕人可以透過視覺表達，反應個人經驗中深刻的意義。因此教育環

境需要架設一個支持環境，讓學子可以盡情揮灑創意、且其創意可以被利用在有意義的

事件上，促引其藝術的學習經驗可以更進一步與生活及社會連結。 
綜觀台灣藝術教育的養成，仍有濃厚「學校藝術」的框架限制，因而我們可以看到，

孩子的藝術學習，家長普遍期待的是成績表現，而非鼓勵孩子愛上藝術、體驗藝術，致

使許多學子無法擁有自己的藝術觀點，此點又以工科學子居多的科大教學場域中感受更

為深刻；本課程多次實驗不同教學形式體現藝術的學習成果，發現工科的學子在具實務

操作性創作之能力較為紮實，且較易提升其學習興趣，因此從「做中學習」的教學方式

實更適合於本課程的執行。 

二、情境學習與通識教育 

傳統教學一直以來被認知是一種填鴨式的教學方式，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不僅

可能導致學生無法專注於課堂學習，也使學習的知識無法於生活中靈活應用。許多研究

指出有效的情境教學明顯能提升學生學習意願，也能在情境中習得隱含性的經驗，可引

動學生主動參與學習，更引發學子在相關情境裡觸動其想像探索能力，也增進思考行動

能力，而進一步去解決問題。理想的情境教學的設計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目的在於使學

習者在多元環境中互動，當學子置身在某一情境裡，可以透過行動學習（action 
learning），在小組互動情況中反思探索，甚至在活動中與同儕、服務對象及教師進行彼

此回饋與激勵，能因過往經驗加上新刺激經驗，進而在當下適性發展及建構出自主性的

知識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