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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筆者任教之班級為對象進行教學研究，透過所設計「夏卡爾特展」藝術教學課程，建構一套結合特展資源的主

題藝術教育課程之內容與實施方法。根據參觀前、中、後教學模式，討論學校教師藝術課程教學設計的應用對國小高年級

學童藝術學習與博物館參觀經驗之影響。本研究發現透過參觀特展之教學歷程，教學者在此課程中的教學課程設計方面、

教學策略實施方面、教學評量方面、教學者的自我認知方面等皆有專業成長。學生的藝術學習與態度，以及參與博物館活

動的意願皆有成長與轉變。同時，本課程實施完畢後，學生皆能對藝術產生興趣、喜愛與自信，其不同之學習成就或不同

背景因素跟本研究之課程的學習成效沒有相關。最後，針對此課程之實施結果提供結論與建議，供未來有意探討相關議題

之人士參酌。

關鍵詞 : 特展、博物館參觀、藝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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