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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應用 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層級分析法，建構國民小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指標及其權重體系，

先探討相關學者理論及研究文獻，彙整出五個設置構面及二十個評估指標，以建立客觀、理性之指標架構，未來，公共藝

術現場執行者可依據此指標檢核本身之設置計畫內涵，根據此指標進而加以優先排序，以獲得較為完備妥適且兼顧多面向

之執行模型，作為學校單位及政府部門執行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時的參考。本研究之主要結論如下：一、本研究經由文獻分

析及參酌目前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現況，建構出五個設置構面及二十個評估指標架構。二、第一層級專家評鑑的五個構

面，其優先排序第一順位為「教育性」；第二順位為「藝術性」；第三順位為「參與性」；第四順位為「公共性」；第五

順位為「政策性」。三、第二層級下的二十個評估指標中，專家認為最重要的前五名依序為「凝聚師生對校園的歸屬感與

認同感」、「尊重學校歷史傳承及地方環境特色」、「作品設置能增進校園環境美觀」、「啟發師生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結合在地特有文化融入課程發展」等五個項目，佔總權重百分比的50.38％。四、完成二十個評估指標相對權重值之優

先排序，供未來有意執行校園公共藝術之現場者參酌，並從實務中驗證此評估指標。

關鍵詞 : 國民小學、校園空間、公共藝術、校園公共藝術、層級 分析法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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