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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園的新建或重建時，必須提撥百分之一以上的建築經費，作為公共藝術的設置。對於教育經費短缺的國民中學校園環境

，應該審慎地善用經費，發揮公共藝術作品的特性與價值。本研究利用個案學校學生對校園公共藝術作品的美學感知與認

同程度，以評估作品是否達到美學教育的效益。 研究架構分為校園公共藝術的美學感知與校園公共藝術的環境美學兩大部

分進行探討。校園公共藝術的美學感知分成「作品的歷史背景、作者理念、基本元素的感知程度」與「作品作為美學教育

媒介的學生參與意識、鑑賞與詮釋能力」兩方面探討；校園公共藝術的環境美學分成「環境品質的提升」、「環境空間的

融合」與「反映場所特性」三方面探討。問卷調查對象為沙鹿國中學生，藉由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調查得知，公共藝術

設置時，由學生參與創作可提升學生對媒材的美學感知、認同作品可作為藝術與人文課的教材、離開學校後會成為對學校

的共同記憶之一；也認同公共藝術會裝飾與美化環境、公認藝術所在地點、會考慮空間的大小、融入周遭的建築、考量校

園環境的整體和諧性與顯現校園環境的生氣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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