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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一校外教學活動，之後透過螺旋式教學實驗，檢視學童對鄉土藝術學習、態度之改變成效。研究單元內涵

為鄉土藝術學習，選擇以研究者任教學校附近之板陶窯交趾剪粘工藝園區為校外教學地點。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四年級

五班125位學生，二班實驗組49人，進行將參觀校外教學融入鄉土藝術教學；另三班（76位）則進行一般教學為對照組。

實驗組及對照組皆接受鄉土藝術學習問卷及態度問卷的前、後測。鄉土藝術學習問卷及態度問卷的前、後測資料分析作為

本研究結果及討論、建議之依據。本研究所得結果歸納如下： 一、兩組學生經過不同教學法後，在「鄉土藝術學習能力」

上有顯著差異。（F=2.104，p=.000，p.05） 關鍵字：鄉土藝術、螺旋式課程、鄉土藝術學習與態度

關鍵詞 : 鄉土藝術、螺旋式課程、鄉土藝術學習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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