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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化資本理論由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Pierre Bourdieu）提出，解釋了中產

階級父母如何提供學校教育優勢來影響學生的表現和成就。這一理論強調學生技

能、慣習及價值觀對學術成功的重要性。根據 England（2016）指出，文化資本

在學校中體現為技巧、習慣、身份、世界觀、偏好或價值觀，這些因素與父母的

社會階層密切相關。Swidler（1986）認為文化更像是一種風格或一套技能和習慣，

而非固定的偏好。Farkas（2018）研究指出，通過改善學校內部環境，可以提升

低收入和工人階層家庭學生的學業成就。研究者在一所傳統原住民學校觀察到，

該校與公部門文化處合作了一個公共藝術示範計劃；旨在通過創造學校環境條

件，提升學生在文化學習過程中的技能、習慣和能力，以增加其文化資本。依據

1992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頒布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新建或增建校園建

築必須提撥工程經費的 1%作為公共藝術設置經費。接著 1998 年《公共藝術設置

辦法》公布實施至 2022 年修正後，公共藝術在國內可說受到了更多關注，並延

伸至校園，因而成為學校藝術深耕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探討校園公共藝術在學校實施的主要途徑，並對照研究

者與文化處合作的公共藝術示範計劃，提出一個實施途徑，供未來學校教育單位

與公部門聯結時參考。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三：一是探究文化資本觀點在傳統

原住民學校中的應用；二是分析文化資本觀點在校園公共藝術融入課程實施的歷

程；三則提出未來學校教育單位與公部門聯結時的合作模式。 

二、校園公共藝術之探討 

湯志民（2002）指出，許多學校設置校園公共藝術來美化校園，發揮教育效

果。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建構不僅是藝術品的推砌，還需符合教育特質和需求。

本研究「再生」的概念來自日本的概念，中文有「重建」、「再造」的意思（梁忠

銘，2024）。就研究者服務的學校，除了保留排灣族傳統圖騰及木石雕刻，更關

注分析在文化傳統基礎上藝術建構與再生的過程。因此，資源的引入，特別是公

共藝術示範計劃的資源，則為學校開啟了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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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進公共藝術資源的重要性與挑戰 

計劃的成功需要利益相關者的良好協調，理解資源提供者的思維，設計適當

的溝通方式來引進藝術家資源，是成功的第一步。根據張逸魁（2020）指出，設

計思維是一種以人為核心的問題解決模式，以促進學生的認知發展和社會技能。 

1. 資源引進與溝通 

張逸魁（2020）認為，設計思考解決問題是透過團隊發想、構思、執行達到

創新目的，並幫助學生學習。然而，公共藝術若未能以人為本進行設計，可能產

生反效果。葉永騫（2017）指出，某些公共藝術作品因與生活經驗無關而顯得突

兀，難以引起學生共鳴。因此，推動校園公共藝術需要理解資源提供者的思維，

運用設計思維進行創新設計，並重視地方情感連結，以達到最佳教育和美化效果。 

2. 開啟對話與情感的連結關係 

葉永騫（2017）指出，有民眾認為日式眷村建築與現代裝置藝術搭配突兀。

公共藝術應該創造地方場域新氣象及永續發展的契機（林佳欣，2023）。張重金

（2020）指出，設置公共藝術需考慮「場所」與「認知」，並開啟與地方的對話

和情感連結。研究者認為，學校與公部門推動公共藝術時，需要開啟溝通橋樑，

了解在地文化，才能達到共識，因此構築校園公共藝術設計之思維與再生的能動

性，必不可少。 

3. 校園公共藝術的教育能動性 

王玉齡（2005）指出，校園公共藝術需重視「公共性」、「藝術性」、「參與性」

及「教育性」。校園是師生共同生活和學習的場所，公共藝術不僅美化校園，還

肩負藝術教育重責。謝佳穎（2011）指出，公共藝術作品兼具「藝術性」與「公

共性」，符合學科本位藝術教育（DBAE）的美學、藝術史、藝術批評及藝術創作

四大領域。因此，研究者認為，公共藝術的引導和展示能提升師生的美感經驗，

增進他們的藝術認知和創作能力。而此次示範計劃主題為《擁抱後山的光》，運

用尼龍線和鐵雕塑，模擬排灣族色系，呈現光芒放射效果，展示地方文化的精神

和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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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在學校體現的文化資本  

1.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資本 

Bourdieu 指出，文化資本包括具身化、客體化和制度化三種類型。具身化文

化資本指個人內化的素質，如知識和技能；客體化文化資本指個人擁有的物品，

如藝術作品；制度化文化資本指個人持有的學業證書或執照。研究者透過具身化

的文化資本觀點來對應個案，論述校園公共藝術與學校的關係。 

2. 文化資本觀點的潛質 

Jenkins（1992）指出，體現文化資本（技能、習慣和風格）在社會競技場中

創造、存在和發展。學生在學校表現出的文化資本，如技巧、習慣、偏好或價值

觀，能影響其學習成功。研究者觀察個案，來檢視文化資本觀點在校園公共藝術

上的意義。 

(三) 國內在校園公共藝術上的研究分析 

1. 與國小教育相關的公共藝術論文 

研究者發現與校園公共藝術相關的論文中，大多關注公共藝術建構、美感教

育、行動研究、藝術鑑賞學習、美感與空間等六大主題。葉建成（2010）建構出

公共藝術的五個設置構面，依次為「教育性」、「藝術性」、「參與性」、「公共性」

和「政策性」。陳玉芳（2008）認為，學校環境及社區整體營造需在「公共性」、

「空間性」、「藝術性」與「參與性」間整合。 

2. 公共藝術融入藝術人文領域的教育性與整體性評估 

Wang（2008）將公共藝術帶入人文領域教育課程，提升學生的賞析能力和創

作想像力。蘇宸萱（2019）運用陶版創客教育教學課程，提升學生的美感經驗。

研究者認為，校園公共藝術需整體建構，並與藝術人文教育相結合，提升師生的

美感經驗和藝術認知。然而公部門與學校推動校園公共藝術課程時，則強調資源

的有效運用和教育推廣的重要性。 

三、「以擁抱後山的光」示範計劃起始的合作課程 

「以擁抱後山的光」示範計劃，旨在透過藝術教育促進學生對在地文化和自

然環境的認識，並且提升其創作能力和審美觀。課程設計強調人地關係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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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體驗式學習和幾何構圖的應用，讓學生在實踐中理解藝術的價值和意義。 

(一) 人、地關係延伸的課前引導 

強調人類和自然環境在關係中是相互依存與互動的關係，因此，學校的自然

環境當然就與所屬的在地生活、行為、社會、經濟或文化之間存在著關聯，而形

塑校園公共藝術要考量的人地關係與在地文化時，其藝術相對於人而言，自然就

會是一個富有生命意義的教育意涵在其中。而課程自大自然取材，操作點線面的

體驗課程，即藉由校園地景現有的條件，以體驗方式進行大自然取材之簡易創作

作為暖身，為後續的藝術創作奠定基礎。 

(二) 幾何構圖的應用 

在體驗式的前導課程中，藝術家講解幾何構圖的基本原理。根據島生棲所工

作室（2023）強調，運用幾何形狀、線條和結構來創建平衡、和諧和美感，學生

從具體的實物操作開始，逐步過渡到點、線、面的抽象研究，並在平面上進行繪

畫練習，初步理解設計的基本概念。 

(三) 持續六週的課程實施 

1. 第一週課程重點：介紹排灣族圖紋造型的構成元素，並將人形關係拉回自己

在地特色，進行初步的創作發想。 

2. 第二週課程：指導學生學習構圖原理，將具象轉換為抽象。 

3. 第三週課程：將構圖放樣至板材，進行施釘與實作。  

4. 第四、第五週課程：運用排灣族原色，進行繞線示範實作與色彩規劃。 

5. 第六週課程：回顧整個創作過程，撰寫創作說明。 

(四) 藝術作品發表會 

在與文化處合作的公共藝術示範計劃中，舉辦了一場教育交流分享會，展示

學生的藝術作品，並總結學校與公部門合作的歷程，為未來公共藝術在校園的實

施提供了寶貴參考，而發表會的成功更促進了校園與公部門之間的合作交流，為

未來的公共藝術計劃提供實踐經驗和理論支持，更展示了藝術教育在培養學生綜

合素質和文化素養方面的巨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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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擁抱後山的光》公共藝術示範計畫之經驗分析 

(一) 良好的技能習慣能提升學生的成功經驗 

Farkas（2018）證明家庭社會階層背景是決定學術技能和工作習慣的關鍵因

素，支持文化資本理論的基本原則。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論強調，教育文

化資本（技能和行為）影響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在六週的線藝術課程中，

研究者發現學生需要良好的工作習慣才能完成作品。示範計劃引入公部門資源和

藝術家引導策略，顯示出中產和上層階級孩子在學校取得成功的原因，在於他們

更強的認知能力和學術工作習慣，這些受到父母、同儕、遺傳、教師和學校氛圍

的影響。研究者觀察到，學校通過有利資源創造優質課程和良好環境，培養積極

的工作習慣和價值觀，能改善學生技能、習慣和能力，促進低收入和工人階層家

庭的學生在學業上取得成功。這表示有效的管理學校課程，提高勞動者和低階層

兒童的技能和習慣是可行的方向，而培養耐心、專注、認真、不敷衍了事的工作

習慣，是學校能創造的文化資本，驗證了 Bourdieu 的慣習（habitus）觀點。 

1. 文化資本承襲於孩童在社會化過程中之家庭繼承而來 

Pierre Bourdieu 提出的文化資本論其具身化文化資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指的是內化於個人中的文化資本，然而學生所體現的身心素質，即是自

信、認真與輕鬆的一面。作品中，《陽光下的陶壼》，學生展現了自信與認真的一

面，在教育交流分享會上，孩子大方的言行舉止，且侃侃而談著學到的知識技能，

而此作品亦成為學校該年度運動會 T 恤上的 Logo（圖 1）。 

圖 1 《陽光下的陶壼》 

註：陶壼是排灣族人盛裝琉璃珠、供祭拜的尊貴神器，僅少數頭目或貴族才有，《陽光下的陶壼》代表著是

我家族的榮耀，而那道光就是陶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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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bitus 的培養與養成 

研究者觀察到，在示範計劃的藝術課程中，行動參與者的實作和處事方式各

異，促使他們產生不同的實踐行為。每個孩子從無經驗開始，在創作過程中展現

了臨機應變和不斷嘗試的創新行為；有些孩子對藝術有高度興趣，耐心完成並自

我挑戰、另一些孩子則缺乏耐心，只求完成作品。這也觀察到，好的習性不僅來

自家庭，也能透過學校教育逐日養成。從學生的藝術作品中可以看出，在特定情

況下，學生以相對持久和一致的方式思考、發表創作感受和檢討自我行為，作品

的難易度和認知性反映了他們如何在創作過程中與自身的工作習慣抗衡與平衡。

這說明了文化資本再製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示範計劃中的動態系統分析表明，

個體受課程實施、藝術家引導和發表會現場等各種力量的影響，對文化資本中的

好習性之培養至關重要。 

(二) 從作品的名稱分析，厚實的文化資本能形塑於作品的呈現 

研究者觀察到這所排灣族學校，在獨特的環境和族群文化中，學生在耳濡目

染中習得了獨特的感知系統。學生在作品裡展現了他們對主題的想像與理解，不

論是空間感還是作品形象，都反映了他們深厚的文化資本與底蘊。 

1. 從在地圖紋造型到創作發想 

學生的創作過程從點線面的設計（圖 2）到整體構圖，再到抽象的創作（圖

3），都涵蘊著豐富的文化底質。這些作品不僅是藝術創作，更是文化資本的體現

（圖 4）。 

  圖 2 學生點線面的設計                 圖 3 整體構圖後的線藝術創作《排灣的太陽》 

註：《排灣的太陽》是以排灣族傳說為主題的作品。傳說中，太陽生下了兩個排灣族人，從而繁衍了下一代。

《排灣的太陽》創作表示：「太陽就是我認為最美麗的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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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最愛的部落》 

註：《最愛的部落》表示我身處在群山圍繞的部落裡，作品上下的綠色各是一道山，黃色的放射狀圖案是串

串小米，最後就是中間橘红色菱形的圖騰，就是家的意思，對我來說，擁抱後山的光，就是最溫暖的部落，

因為部落有長老有家人保護著我們。 

2. 從作品的命名裡，充份展現文化底質在個體文化資本的樣貌 

無論是作品名稱還是形象，都突顯了個體在鞏固自我文化品味、文化思維和

文化風格後再生的樣貌。在參與創作的作品名稱包括：《排灣族的陶壼》、《芭比

Q》、《太陽生下兩顆蛋》、《太陽的孩子》、《泰雅族的精神》、《最愛的部落》、《靈

之異，光之羽》、《排灣族的太陽》、《排灣的太陽》、《日出的美麗》、《特別的水之

甕》、《百步蛇守護神》、《排布族的圖騰》、《我的百步蛇》、《太陽的臉》、《林》、

《母日改的頭飾》、《太陽的衣服》、《黎明》、《太陽的孩子》、《排灣族陶甕》、《陽

光下的陶壼》等。這些作品名稱反映了文化傳說故事和特色，更說明了創作來自

於個體最深刻的文化經驗，也是最厚實的資本。 

怎麼在這個點、線、面裡面做操作，我們是先提供給同學們，一張打點的

紙，隔點是以一公分為一個單位，先在以一公分為單位的隔點紙上構圖，

他們要的形狀，構圖完了之後，再把點的位置用鐵釘釘出來，線的部分從

外框線開始拉，拉完外框線之後，因為其實中間圖騰是實際在拉時候，才

會一邊想一邊做出來，那個圖騰不一定是一開始就必須得想好，只是外框

的形狀想好就可以了 ，主要是他們的創作。（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vI_nEwy1E）。 

(三) 示範計劃體現了學校－藝術家－公部門之間權益關係人的合作關係 

一個成功的校園公共藝術計劃需要權益關係人之間的折衷與務實合作，才能

在共同目標下擴展公共藝術的影響力。研究者從計劃執行、課室觀察記錄與分析

中，提出三方權益人的合作模式，整理如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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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由三方權益人共構的金字塔累進合作模式 

1. 文化資源是發展校園公共藝術的基礎，強調傳承和創新的融合。 

2. 公私合作通過資金、政策和資源的支持推動校園藝術項目發展。 

3. 藝術家帶來專業知識和創意，參與校園創作和學生教育，激發創作靈感。 

4. 藝術課程的設計和實施，能系統性提升學生的藝術能力。 

5. 在保留和尊重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發展，能促進文化的活化和傳承。 

6. 最終成果和目標能逐步提升學生的藝術素養和創造力。 

金字塔累進合作模式強調各層次之間的相互依存和逐步發展的歷程，從傳統

與創新的基礎，到公私合作的支持，再到藝術家的實踐和學校的課程設計，最終

體現學生文化再生的可能性。對照課程實施過程，學校重視能發揮教育效益的深

化課程，考量高年級在課程實施前能善用校園自然取材的經驗，進而從具象到抽

象類推的轉化過程，更貼近學生經驗。而藝術家專業引導和文化處示範計劃的資

源支持，更確保了計畫的成功。 

四、體驗到驗證的美感經驗 

此次示範計畫的主題是《擁抱後山的光》。藝術家選擇在校園角落位置，用

尼龍線和鐵雕塑，通過立體線綁法呈現光芒放射效果，並用傳統排灣服飾色彩模

擬光的樣子，創造了一個充滿精神性和氛圍感的藝術裝置。這些裝置取代了校園

廢棄的鞦韆，將山與海的意境深刻地展現出來。學生們用繞線的手法創作自己的

圖騰，這不僅是一個美感教育的過程，也是對學生創造力的激發。研究者發現，

學校重視藝術文化和鑑賞能力，並透過多元的藝術教育方式，開拓學生的視野，

是建構文化再生的大好機會。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9），頁 123-133 

 

自由評論 

 

第 131 頁 

五、結語 

本研究從文化資本理論的視角，探討校園公共藝術如何融入學校教育環境，

並透過實例分析其運用和影響。結論如下： 

1. 校園公共藝術是整合多元條件的複雜概念，透過學校經營和師生參與，強調

文化創生與藝術表現的關係。 

2. 提供從點、線、面的關係到多元展能的課程實踐，是具有文化再生的生命力：

1.良好的技能習慣能造就成功經驗，改善學生技能、習慣與能力。2.作品名稱

展示了學生厚實的文化資本。 

3. 示範計劃體現了學校、藝術家和公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因此，權益關係人

之間的充分溝通合作，是營造校園公共藝術的良好開始，而透過課程實踐與

深化，才能共構公共藝術的再生靈魂。 

研究者認為，公共藝術不僅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經驗，也促進了文化資本的累

積。示範計劃《擁抱後山的光》成功結合藝術教育與公共藝術，展示了如何整合

教育資源與文化活動，創建充滿創意和文化豐富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在藝術熏陶

下成長，增添文化厚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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