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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科書是人們學習與傳達知識的重要媒介，不論是九年一貫課程或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階段，臺灣學生對於教科書使用的時間日久年深，也在個人生命歷程

中留下一段久遠且意義深刻的回憶。隨著網路與科技蓬勃發展，多元、多媒、多

量以及互動、網際網路、即時（on line）、隨選（on demand）的資訊傳遞流通等

特性，打破時空限制，許多知識內容逐漸由數位的方式來呈現，無不捲入一個新

世紀、新型態的「終身學習」浪潮。 

進入後疫情時代，社交隔離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 AI）

推波助瀾，使臺灣新一代的學習者更快速地發展出有別於上個世代的學習能力與

需求，也發展出一套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與閱讀習慣。 

二、臺灣美感教育發展之歷程 

2013 年，教育部發布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103-107 年），

以「美感播種」、「美感立基」、「美感普及」為目標，透過「研究與支持」、「課程

發展與師資增能」、「美感教育體驗」、「美感學習環境」、「縣市連結機制」及「跨

部會合作」行動方案，於全臺灣 22 縣市遍地扎根。2018 年，教育部續發布美感

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108-112 年），以「美感即生活－從幼扎根、跨

域創新、國際連結」為理念，透過整體策略推展達成「提升學生設計創新美感素

養」、「營造美感學習環境」、「增進國民美學前瞻能力」三大目標。而後，第三期

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113-117 年）以「美感即生活：從幼啟蒙、扎根生活、在

地國際、永續實踐」為理念持續開展。 

美感教育的當代意涵是培養美感素養的實踐作為，美感素養透過生活美學的

省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能

力（教育部，2023a）。洪詠善（2019）認為，美感教育應從「人」出發，涵蓋人

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自然生態等層面，透過覺察、認知、情意與行動的教育

歷程，開展「存在美學」、「公民美學」與「生態美學」的美感教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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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的美感教育發展主要趨勢為：(1)美感教育建構在全人發展之目

標，除了體現於藝術必修外，更成為共同能力或核心素養，落實在學校課程與教

學中；(2)美感教育源自於也體現於自身生活與文化；(3)美感教育係為學習者迎

向融合與永續世界做準備；(4)關注社會參與取向的美感教育，以促進公共幸福

感等（洪詠善、黃祺惠、范信賢，2018）。 

三、以多元智能觀談美感、美感教育與教科書設計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 Gardner 於 1983 年提出多元智能論，將語文、邏輯

數學、視覺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自知自省、自然觀察者、存在智慧等

智能，統稱為多元智能。多元智能不等同於傳統的智力，指的是「解決問題的能

力」，亦指「在某種或多種文化脈絡下創造出具價值性產品的能力」（溫明麗，

2017）。Armstrong（1994）認為每個人都有潛力發展多種多元智能，在教育上若

能提供適切的環境或教學支持，每個人的智能皆可發展至相當程度的水平。例

如：一個人可能不善於口說表達，但在文字書寫上卻具有說服力，即這個人是擁

有相當語文智能的；多元智能中的各種智能是不可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協作一

同展現的，例如：一個表演藝術工作者應具備肢體動能，但在詮釋腳本時也必須

善用語文智能，演出當下若與觀眾有互動行為，且欲增強觀眾對於表演的喜好程

度，人際智能也是不可或缺的，這位表演藝術工作者工作之餘期望自我精進，那

又得運用到自知自省的智能（陳嘉成，2008）。校園中也可看到許多實例：A 同

學很會演奏樂器，但在寫作上有困難；B 同學熱愛算數，但排斥繪畫；C 同學運

動表現優異，但同儕互動上卻顯得退縮不前。 

多元智能論將每一位學習者視為一個個體，相信所有人都能用不同的方式進

行學習，重視每位學習者在能力上的差異，傳統的教育方式、教學材料不見得對

每一位學習者有效。Gould（1981）亦在書中提到：「我們人類僅有一次機會來經

歷這個世界。如果我們用缺乏才能這樣的理由來強加限制的框架，又在其中給予

錯誤的分類，那麼，沒有哪個悲劇比生命的發展受到阻礙更巨大，沒有哪個不公

平比沒有機會去奮鬥，或沒有希望更悲痛、更深沉。」多元智能原來並不是由學

校提出的，因此它沒有正式的方法和策略讓教師去遵循，但經由教師信念的解

放、教科書發展之知識內容的多元詮釋、數位教材與網路資源多樣化、教師願意

自編教材且使用於自身課堂的動力等，這個理論會默默地發揮它的作用。 

美感的養成關鍵不只是課程規劃上的體現，也是在成長過程中需要耳濡目

染、實際體驗、感受而終將成為人格一部分的生活學習（教育部，2019）。見美

感教科書研究計畫（第五年計畫）期末報告，執行面包含「設計人才培育」、「交

流與推廣相關活動或工作坊」、「教科書品質提升策略與做法」；研究面以「教科

書字體設計應用」、「教科書知識層級設計」與「教科書互動設計」為主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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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品質提升、優化的基礎，兼顧學術與實務提升教科書品質，並在美感培育

結合學習與生活上，融入「尊重、包容與欣賞多元樣態」、「多元智能的展現－釋

放天賦」、「以美感經驗引導跨域學習之創意」等目標。在後疫情時代，網際網路

與資訊傳播更為快速，伴隨生活品質的提升，人們對生活的追求已不再是對物質

需求上的滿足，更多元、廣泛地去追求心靈上的滿足，無可避免的，美感已成為

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由早期的精緻藝術擴展，在現今社會中美感的概念不只存

在於被安排好的美術館或美術展覽，它已深入生活中每個角落，甚至相較於精緻

藝術更能廣泛地代表地區獨有的文化樣貌，即使是每天習以為常的生活細節，都

可能具有影響社會、文化思潮，甚至是生活品質的力量（教育部，2019）。 

四、數位美感教育的實踐需求 

在講求效率與效能的氛圍下，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讓學習管道變得更寬廣多

元，此為後疫情時代教育現場轉變的必然趨勢。隨著行動載具的普及與網速的提

升，「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等計畫的支持，各式學習影片、多媒體互動投

影、沈浸式體驗、穿戴裝置等，在不同的教學活動中呈現跨域實驗的應用隨處可

見，如：國立臺灣美術館的 U-108 SPACE 沈浸式藝術實驗場域、臺灣兒童藝術

基地教育展示空間、臺北市立美術館的育藝深遠－藝術欣賞啟蒙專案。期許數位

式閱讀別於紙本閱讀經驗、動畫輔助靜態閱讀、互動式體驗這些新型態的美感教

育數位樣態能走進校園，為學習者帶來更大的學習動機，貼近學習者自身生活，

使教科書與師生、家長三方的互動、體驗更加多元。 

許多國際報告顯示個人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及人工智慧導入數位

學習（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learning）是未來數位學習的重要趨勢，個人化學

習的主要意涵即使用適當的科技並根據每個學生的獨特技能、能力、偏好、背景

和經驗等系統性的數據資料來制訂個人化的學習體驗，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成效

（郭伯臣、劉文惠，2020）。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階段更將「科技領域」納入課

程中，目的在培育學生的科技素養，透過運用科技工具、材料、資源，進而引導

學生動手實作，以及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資訊系統的知能，同時也蘊含探索、

創造性思考、邏輯與運算思維、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等高層次思考的能力（教

育部，2018）。在資訊化的社會中，培養學生具備資訊釋讀、擷取與應用的能力，

顯然已是各國教育發展的重點。 

美感不僅是藝術創作與美學形式，更包含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視覺經驗與

文化（趙惠玲，2005）。基於兒童發展與學習心理、視覺文化理論、一般設計準

則、使用者經驗、流行趨勢及藝術與美感教育相關等研究的成果基礎上，因應後

疫情時代下社交隔離與 AI 所催生的網路閱覽習慣，例如：遠距視訊教學、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的各種線上課程、YouTube 平臺上的教學資源、因才網或均一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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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平臺、訂餐外送平臺、自主防疫下與家人朋友的視訊生活、運用線上平臺在家

運動、由實體購物轉為網路消費模式、居家辦公等生活型態之改變，「視覺文化」

對學習者（或接收者）而言，接收到的是怎樣的視覺資訊？背後欲傳達的訊息之

目的為何？檢視各式視覺影像並探究其傳達目的下，是誰在受惠？誰被壓抑？又

有誰被忽視？而後，再進行檢視各式視覺影像的審美價值，探究是誰被該視覺影

像所吸引？誰厭棄該視覺影像？哪些視覺影像代表該社會的主流審美價值？哪

些不是？該主流審美價值又是誰決定的？而什麼是「美」？什麼又是「醜」？誰

又有權力決定？（趙惠玲等人，2006）。 

雖然疫情已取得控制，不需長期保持社交距離，但部分生活型態的改變似乎

是不可逆的，教育現場也變得更加多元。基於上述，臆想未來數位美感教科書之

樣態，礙於篇幅限制，僅以字體與插圖舉例。 

字體運用部分應當依據不同學齡、學習內容、視覺需求，設計符合不同科目、

不同教育階段學生的字體、行距與字距；字體辨識與圖文編排的部分，以方便閱

讀為主，區塊、段落的區分以字體、粗細、字級大小等標準設計為次要；字體的

動態變化與游標、指引觸碰（touch）之關係、操作手勢上的直覺性、各式使用

者體驗（翻頁、畫記、收藏標籤、客製化的內容編排等）是未來數位美感教科書

必須留意且研究的區塊；插圖方面，依據學習內容表現內蘊，講求真實、細緻的

寫實風格能夠培養學生良好的審美體驗。在圖像表現基礎上，建議在教科書中維

持一定的數量，可使用學生偏好的風格，另一方面避免完全使用，才能建立良好、

廣泛的美感體驗。而數位美感教科書勢必增加動畫與影片，甚至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等素材，如何維持圖像、影像與文字間的畫面構成、各數量上的

比例、色彩表現、動態視覺指引、媒材使用的豐富度與變化性、操作直覺性，且

時時審視美感表現的時代性，才能達到培養多元美感經驗的目標，提升兒童審美

的深度與廣度。 

五、結語 

湯姆．安德森（2003）指出美術教育的角色在於幫助學生培養批評能力，能

夠不只是接受既有的主流觀念與價值，那麼理解視覺文化就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背景脈絡脆弱的傳統，是建立在生物社會基礎上，認為視覺溝通是一項認知、象

徵的行為；在這個傳統中，透過視覺文化美術教育培養學生的批評能力，獨立思

考並反省當代社會的種種議題，不僅對學生個人非常重要，對於社會整體也同樣

關係重大。 

以美感教育觀點談新型態的數位美感教科書設計顯然是個廣大的議題，在研

究相關議題與範疇時，必須清楚地界定何謂數位美感教育？何謂數位美感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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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數位教育中的美感觀點為何？後現代課程觀「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的解構思想也是數位美感教育的重要參考指標。後現代的課程觀強調文化多元

性，反對主流文化的霸權機制，建議未來數位美感教科書使用者操作與體驗之相

關研究者，從教用、學用、家庭三面向去探究，提出適合親、師、生三方共編共

用之參照，落實現今臺灣教育美感教學的目標、數位功能的應用，以及去中心化

的教學內容，達到設計、數位協助教育的期待。 

致謝  本文感謝教育部美感與數位教科書研究計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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