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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者在視覺藝術教學過程中，發覺學生對康軒版藝術與人 文課本第五冊之視覺藝術第一單元-名畫變裝秀產生極大興趣

，有 鑒於學習者對這類特殊圖像的反應，對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相關課 程、教學活動設計等均有密切關係，因此，我國青

少年對於名畫 原作及變裝後作品之意象探討研究，於視覺文化思潮於藝術教育 界逐漸推展之際，應有其意義與必要性。 

本研究探討不同年齡、性別對名畫原作及變裝後作品意象的 差異情形，結果顯示不同年齡、性別會依據不同的作品而有所

差 異，但這些差異僅顯現在意象的程度高低之上；結果發現九年級 顯著性大於七年級，顯示年齡層較高者對於畫作心理

意象感覺較 強烈，而女生顯著性大於男生，顯示女生對於畫作心理意象感覺 較強烈，或許與在此階段的女生思想較於男

生成熟有關係。

關鍵詞 : 青少年，名畫，意象，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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