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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圖畫書導賞引導藝術創作課程對國小兒童圖形創造力之影響。研究方法採準實驗研究中之不等組前後測

設計，輔以質性資料之分析，探討以圖畫書引導藝術創作課程對國小兒童圖形創造力之成效。以彰化縣員林國小三年級61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成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組進行25節課的實驗教學，以綜合活動內容為主要的主題架構，利用相關

圖畫書，結合創意閱讀技巧進行導賞，來引導學生進行藝術創作。研究工具包含陶倫斯創造思考測驗圖形版、學生創作作

品、學習單、教師教學札記及學生回饋單等所得之量化資料透過描述統計、單因子共變數分析進行分析和討論，質性資料

則加以歸納統整，以深入瞭解教學效果。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以圖畫書引導藝術創作課程能提升國

小學童圖形創造力：實驗組在陶倫斯創造思考測驗圖形版之「流暢力」、「獨創力」、「標題」、「精密力」及「開放性

」之得分顯著優於控制組；從多元化資料中可發現，隨著課程進行，實驗組學生之「流暢力」、「獨創力」、「標題」、

「精密力」及「開放性」有所增進。 二、實驗組學生對實施以圖畫書引導藝術創作課程持肯定的看法及正面的學習評價，

認為可以激發創作靈感，促進創意思考，有助於進行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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