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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using AHP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installation’s of campus public arts and the weight system in

elementary schools.This study used some theoretical literatures to synthesize five dimensions and twen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to

construct the objective and r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future,the public art actors could check the intensions of their installation’s

indicators by these indicators. They also could prioritize these indicators to obtain the perfect and multifarious model as the

references for school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ing:First of all, this study was

constructing five dimensions and twen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structure according as literatures and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of

public arts install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The second, there were five dimensions of experts’ evaluation in the first level of the

structure. The orders were education, art, participation, publicity, and policy.The third, among twen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the

second level of the structure, experts though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were as following, “Coher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school belonging and identity”, “Respecting for school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environmental features”, “Work installation

can enhance campus beauty”, “Inspir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Combining the local

culture with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 ratio was 50.38%.Finally, the relative weight’s order of these twen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could be the references for the public art actors and give them verifying these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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