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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took ten westerrn painters’ masterpieces as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ed questionaire up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using image diction, in order to find out wha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felt about painting works. This research was done

with ten western painters’ works, semantic difference method, eight sets of image adjectives, and five grade overall scale to

complete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was concluded with SPSS 12.0 statistic analysis software to show wha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felt about painting works. The followings wer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1. Although in compulsory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there were art and humanity classes, very few students attended after-school talent classes.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respondent family

payed little attention on art education. 2. The vocation of students’ parents and time students spent on after-school talent classes

con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s of aesthetic recognition development. This showed that family education’s influence was more

prominent than school education in recognition development. 3. About the works of Sula, Cezanne, and Miller, students

demonstrated their preference in image of likeness, beauty, cuteness, abundance, and affability. In contrast, the abstract works of

Picasso, Gauguin, and Layton made students feel of dislik, ugliness, and vulgarity. These corresponded to the second stage of

aesthetic development in evaluating painting works only with “likeness”, “realism”, and “exquisite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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