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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女性人物繪畫的意象認知及審美偏好。以「12張女性人物畫意象形容詞問卷量表」為

研究工具。研究方法是採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所得量化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

法進行分析。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一、國小高年級學童較喜好寫實唯美的人物造形、柔和或繽紛色調的女性人物畫，意象感覺多為正向；對於大膽狂放的裸

露圖像、變形的人物造形以及畫面單調的女性人物畫，喜好度較低，心理呈現負向感覺。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年級學對女性人物畫的心理感覺呈現顯著差異。女生、市區學童、喜好美術者、參與課後美術

才藝班時間較長者、參觀美展次數多者意象感受表現較正面。

三、高年級學童對樣本的偏好與美醜有關，多數學童都喜愛美的樣本，不喜歡醜的樣本。受測者選擇最喜歡的及最美的圖

像時，受到「色彩搭配」因素的影響最深遠，選擇最不喜歡及最醜的圖像時，則受到「人物造形」的影響較大。

四、美術教師在教學設計上，可從學童偏好唯美寫實的人物造型及色調繽紛的圖像風格作為美術欣賞的切入點，並增加不

同的繪畫風格，以增加學童在審美喜好的廣度，使審美的發展更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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