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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時代變遷，為讓我們的孩子更符合未來社會型態的需求，教育部於「挑

戰二○○八~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中強調「美學教育已是未來人才培養必走之路，

臺灣也必須認識到以美學教育來鞏固競爭力的重要性。」（呂美慧，2012），並從

民國 103 年至 107 年推動「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定調「臺灣好

美─美感從幼起、美力終身學」，從 108 年至 112 年接續發展第二期五年計畫，

強調「美感即生活─從幼扎根、跨域創新、國際連結」。兩期的計畫都提到美感

「從幼」開始札根，因此，教育部更進一步推動「幼兒園美感及藝術教育扎根計

畫」（教育部，2016）。探究我國對嬰幼兒美感教育的焦點似乎起於幼兒園的階段，

然而所謂的「從幼起」，到底始於哪個階段才是最佳時機呢？「美學」（aesthetics）
希臘文意指透過感官察覺與感受（陳玉婷，2017），從皮亞傑（Piaget）認知發展

理論的觀點來看，0 至 2 歲的嬰幼兒正處於感覺動作期的階段（sensory motor 
stage），此階段的發展特徵為個體憑藉著感官器官，探索外界事務，藉以獲取知

識（Huitt & Hummel, 2003）。綜上所述，可知 0 至 2 歲的嬰幼兒便可進行「美感」

的教育。 

二、嬰幼兒發展敏感期與美感教育 

關於嬰幼兒發展與教育相關議題，不免要提到義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博士

（Montessori），她曾於「發現兒童」一書中提到：美育和德育與感官練習是息息

相關的；並強調感官遲鈍的人無法欣賞大自然與藝術中的和諧之美（劉冷琴，

2011）。蒙特梭利在長期與孩子相處中發現兒童在 0-6 歲的成長過程中，於某個

時期因內在生命力的驅使，而展現出專心吸收環境中某一事物的特質，並不斷實

踐，她將這個時期稱為「敏感期」（李利，2014）。對於「敏感期」階段的分期有

許多不同的版本，但整體而言涵蓋 0-6 歲的敏感期可分為：(1)感官敏感期；(2)
動作敏感期；(3)語言敏感期，茲將這三個敏感期的發展重點與表現特徵彙整如

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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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6 歲敏感期發展重點與特徵 

敏感期名稱 發展重點 表現特徵 

感官敏感期 發展聽覺、視覺、嗅覺、味覺、觸覺等

感知能力，並連結思維能力的關係。 

1. 被顏色鮮豔的物品吸引 
2. 聽得見細小的聲音 
3. 以手和口腔來探索環境 

動作敏感期 
透過爬行、行走、動手能力等大小肌肉

協調的發展來與環境建立關係並促進智

力發展。 

1. 喜歡挑戰高難度的動作 
2. 喜愛撕、剪、破壞物品 

語言敏感期 人類心智表達和社交的學習階段。 

1. 模仿大人說話 
2. 常自言自語 
3. 跟著大人句尾說話 
4. 突然開始口吃 

資料來源：彙整自李利（2014）「在家玩蒙特梭利」、盧欣（2018）「0～6 歲，決定孩子的一生：孩子的敏感期教養的關

鍵期」。 

臺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林玫君博士曾說：「每個人天生就有美感的潛能，美

感是一種透過感官、直覺，感知外在美好事物的能力。」，認為美感並非只存在

於藝術品中，而是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裡（生活藝文誌，2018）。而杜威（Dewey）
亦強調日常生活的美感經驗，認為每個人生活中無時無刻都在形成經驗，而美感

教育應該是一種完整的美感經驗（林玫君，2015；Dewey, 1934）。可見掌握嬰幼

兒 0-2 歲敏感期發展重點，從生活中潛移默化地進行美感的薰陶，結合日常生活

提供豐富的美感經驗是相當重要的。 

三、當前嬰幼兒美感教育之困境 

許多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包含父母）認為自己不具有「審美」能力，要如

何為嬰幼兒安排「美感」活動？確實，長久以來「美學」一直被視為非必要的能

力（張碩宇，2020），基於這樣的觀念，形成嬰幼兒的美感教育普遍存在著以下

執行的困境： 

1. 嬰幼兒美感教育普遍不受重視。 

2. 嬰幼兒美感教育的資訊與資源匱乏。 

3. 家長及主要照顧者對於嬰幼兒美感教育環境與引導知能的薄弱。 

四、嬰幼兒的美感教育情境與活動 

美感是一種透過個人視、聽、味、嗅、觸覺等感官媒介，感知生活環境中各

種美的訊息時，由個體內心深處，主動建構的感知美好事物之體驗（陳學怡，

2019）。而感知美的潛能是與生俱來的，只要於生活中提供幼兒美感經驗的累積，

它就會成為幼兒的生活習慣與體會事物的方式（教育部，2012）。藉由這樣的觀

點出發為嬰幼兒安排「美感活動」就更為容易著手，資深新聞主播葉樹珊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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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就從閱讀經典、感受生活開始。」；花藝大師齊云亦曾說：「不花錢，也

可以培養生活美感！」，並鼓勵以扮家家酒的心情享受美感；親子教養作家蔡穎

卿亦曾表示：「好好過日子，就是最佳的生活美感教育。」，強調在生活中為孩子

儲備美感競爭力（陳幸伶，2010）。可見，嬰幼兒在生活中從閱讀、遊戲、生活

作息都可以進行美感的培育。目前幼兒園招收的幼兒年齡為 2 歲以上，因此，大

部份 2 歲以下之嬰幼兒若非送至托嬰中心，則是屬於居家式的照顧型態，如何提

升主要照顧者嬰幼兒美感教育之知能，亦應受到重視。 

依照嬰幼兒敏感期的發展重點，以下列舉適合 0-2 歲嬰幼兒進行之美感教育

的情境與活動： 

(一) 情境的安排 

蒙特梭利認為：孩子對環境美醜的直覺是非常敏銳的；整潔美觀的環境能夠

穩定嬰幼兒的情感，提高嬰幼兒的注意力。嬰幼兒在環境整體體驗中，主體通過

身體與環境的互動，而成為環境的一部分。因此，環境不只是通過色彩、質地和

形狀，也會透過呼吸的氣味、皮膚的觸感以及肢體的活動，與身處其中的人交流

著（陳國雄，2010）。「家」就是嬰幼兒第一個最天然的教室（潘芷琳，2021）。
要創造一個孕育孩子「美感」的啟蒙環境，首要是讓孩子在環境中感受到語言、

歡笑、溫暖與愛，同時提供適合嬰幼兒尺寸的家具及日常用品，以及力求環境中

的整齊與秩序感。 

(二) 活動的安排 

1. 各項感官的刺激 

(1) 從視覺活動（0-2 歲）逐步建立美感及邏輯思考的聯結 

利用垂掛顏色柔和、造型優美的吊飾或玩具，刺激嬰幼兒的視覺敏感度；

多層次、色彩豐富的圖片、繪本或生活周遭的事物可引導嬰幼兒的觀察力；

顏色、形狀的分辨與組合遊戲，則能進一步引發嬰幼兒「構圖」與「配色」

的基本認知。 

(2) 聽覺活動（0-2 歲）是建立美感與情感聯結的開始 

播放優質音樂及閱讀經典故事不僅能增進嬰幼兒大腦的刺激，也能提升

社會、情緒、認知、審美等領域的發展（林朱彥，2009）；而此時熟悉的聲音

對孩子而言是心靈安定與愉悅的來源，與嬰幼兒一起唱歌、談話是音樂與語

言教育最好的開始；1 歲半至 2 歲的嬰幼兒開始對發出聲音的物品感到興趣，

可敲（搖）出聲音的器材或玩具，提供嬰幼兒享受音樂經驗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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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嗅、味覺活動（6 個月-2 歲）感受飲食的美妙與愉悅 

Steiner 強調嬰幼兒其知覺是全面開放的，且反應在他的身體器官組織，

就像嬰幼兒嚐到美味的食物時，會享受地伸展四肢，而當聞到臭味時，也會

有噁心及抖動全身的表現（梁可憲，2019）。4 至 6 個月的嬰幼兒逐漸的開始

吃副食品，藉由吃各式各樣食物的經驗，會逐漸建立起對食物氣味及口感的

喜好。副食品不做任何調味可幫助嬰幼兒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且能在飲食

的過程中讓嬰幼兒能動動小手把玩食物、聞聞食物的氣味，是與食物互動與

交流的美好經驗，透過味蕾與氣味的刺激，讓嬰幼兒享受飲食所帶來情緒的

美妙感受。 

(4) 觸覺活動（0-2 歲）是培養感受力的鑰匙 

觸覺體驗在嬰幼兒期是十分重要的關鍵，觸覺感受包含：溫度、軟硬壓

感以及粗細度（馬敏元、劉素瑜，2018）。觸摸與擁抱是讓嬰幼兒感受溫度最

簡單的方法；而嬰幼兒按摩是照顧者透過指尖的壓感與嬰幼兒建立親密關係

的最佳途徑；水、草地、泥沙是提供軟硬刺激的好素材。對嬰幼兒也可形成

多重觸覺刺激，每個孩子都帶著敏感性和聯覺能力，應用於了解環境，以建

立他能夠找到的經驗和意義（Coppi, 2017; Lussier, 2010），將更能開啟嬰幼兒

對「美」的感受力。 

2. 建立美感與生活的聯結從肢體活動開始（1-2 歲） 

紙是最容易取得且可有多元變化的素材，從塗鴉、繪畫開始到撕、剪、摺，

不同的技法有不同的效果，嬰幼兒可透過手部及手指的運作享受創作的成就感；

植物可創造環境中展現生命力的美，孩子透過種植活動，不僅可培養嬰幼兒觀察

與等待成長的過程，亦能感受植物與環境間微妙的影響與變化；當我們期待孩子

對環境具有敏感性，就必須提供嬰幼兒生活自理與環境照顧的練習，因為環境藝

術是一種互動的方式，唯有讓嬰幼兒透過體身體感受到與環境的互動，才能培養

孩子欣賞他們周圍的世界（Wei, 2020），而「物歸原處」會是一個好的開始。 

(三) 嬰幼兒美感教育之教學策略與學習成效探討 

從 Vygotsky 的鷹架理論（scaffold），兒童的學習經由「他人」所提供的指導、

示範、鼓勵及回饋下，形成最佳學習區中建構與內化知識的過程（簡楚瑛，2016）。
而漢寶德（2004）強調美是與生活環境相依存的關係，並將美感發展分為四個階

段： 

1. 原始的美感，以求生存為目的。 

2. 生命的美感，追求心靈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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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貴的美感，建立文明生活的品味。 

4. 抽象的美感，追求普遍的原則為目標。 

綜合對美感教育之文獻探討與實務經驗，研究者對嬰幼兒之美感教育提出以

下教學策略： 

1. 給予嬰幼兒的需求立即性的回應，並有愛與親切的感受。 

2. 規律的生活作息、物品擺設力求整齊有序。 

3. 創造適合嬰幼兒規格、真實且具吸引力的素材。 

4. 允許嬰幼兒自由探索環境並滿足其身、心、靈成長的需求。 

5. 主要照顧者應是嬰幼兒美感生活的示範者並能分享生活上的美感經驗。 

6. 托育人員應提供溫暖、舒適，像家一樣的托育環境。 

張鈺珮與林秀慧（2015）於《新課綱後的嬰幼兒美感教育》中表示嬰幼兒透

過感官，所感知環境中美好事物的刺激與經驗，會引發內在心靈湧現幸福、歡欣、

悅愉的感受，而這種情緒不僅影響人格發展，也將會提升嬰幼兒未來的學習興

趣、敏感性以及主動性。因此，嬰幼兒美感教育之經驗對於未來整體的學習有著

深遠的影響，然嬰幼兒表達能力較為不足，較難採對話、訪談等方式了解美感教

育之學習狀況，主要照顧者需仔細觀察嬰幼兒生活習慣之改變，並多與家人及協

助照顧者討論，以檢視美感教育之學習成效。 

五、對嬰幼兒美感教育之建議 

有這麼一句話「幼兒不是沒有美感能力，而是需要提升幼兒美感能力的教保

人員」（張雅婷，2019）。確實，對於首重滿足生理需求階段的嬰幼兒主要照顧者

而言，美感教育似乎顯得不那麼重要，然而英國哲學家赫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則認為：沒有油畫、雕塑、音樂、詩歌以及各種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

人生的樂趣會失掉一半（Mark & Mark, 2013）。可見多元而豐富的美感刺激，是

引發快樂的重要來源，而若要穩定嬰幼兒的情緒，甚至培養出快樂的下一代，美

感教育從小做起是重要的起始點。因此本研究對提升嬰幼兒美感教育提出以下建

議： 

1. 培養主要照顧者的美感教育理念及技能 

於親職講座及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中加入美感教育主題課程，或以美感教

育工作坊的型態提供家長及托育人員共同參與，以提升並建立主要照顧者對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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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教育的理念與執行能力。 

2. 增加適合親子共同參與之藝術活動 

各地方所設立之文化中心及美術館可設置親子專區，提供各項適合主要照顧

者與嬰幼兒一同參與之藝術活動，其演出及展示之內容應適合嬰幼兒，以啟發主

要照顧者美感教育之靈感。 

3. 提供美感教育之資源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為支持父母及家庭的教養需求，自 2002 年起開始

推動各地方政府建置托育資源中心，又稱為「親子館」，各親子館可提供各項美

感教育的相關器材、書籍、教具、玩具等供家長及托育員外借使用，讓主要照顧

者所學、所想的不因缺乏素材而無法付諸行動。 

4. 制定嬰幼兒美感的推廣與培育計畫 

教育部自 2014 年推動美感教育五年總體計畫，進一步加強幼保人員的美感

知能。而托育服務與家庭支持之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亦可提出嬰幼兒美感的推

廣與培育計畫，來提升主要照顧者欣賞藝術的興趣和能力，以提升嬰幼兒美感教

育之成效。 

六、結語 

美感是知的範疇與情的融入，先有感覺才有知覺，有知覺才有理念（黃光男，

2013），美感教育的目的並非教育孩子成為一位藝術家，而是要幫助孩子創造出

懂得如何看待和理解生活的態度，過著幸福的生活並發展多種興趣，變得更有創

造力（Acer & Ömeroðlu, 2008）。嬰幼兒探索與感知美好事物的能力是與生俱來

的，透過對周遭事物的好奇心與探索、察覺的能力，來累積個人的感受、看法與

經驗，進而逐漸形成美感偏好（何惠麗、曹俊德，2018）。2 歲以前的嬰幼兒能

力發展雖很有限，但卻是處於一個積極建構自我的階段，Vygotsky 認為社會文化

認知的發展，是經由外部互動的經驗而發展出自己的認知（程薇，2014）。而嬰

幼兒的外部互動大多源自於主要照顧者，對於主要照顧者而言，要無中生有提供

嬰幼兒美感教育，確實有其困難性，需要有美感知能、文化環境及素材的支援，

才能實現居家美感教育的理想。 

美感教育所影響的不只是一個人未來的審美品味，就長遠而言更能造就優勢

的生活品質、促進心靈上的自由與悅樂（黃壬來，2010），可見，美感從小培育

確實是打開幸福感的鑰匙，如何將「美」融入生活中，讓嬰幼兒在和諧、滿足與

愉悅中感受到生命的開始就是「美」，是一位啟蒙教育者首要責任之一。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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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美無所不在，只要照顧者願意，就能與嬰幼兒一起共創充滿美感的生活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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