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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幾米繪本於國中藝術領域教學之研究，探究如何提升學生的繪畫興趣、視覺圖像的表現力、創造思考力、

想像力及成就感。研究者採行動研究方法，以台中市某國中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創作教學，同時配合自編的「學習

單」、「前測問卷」、「後測問卷」及「學生作品」等資料，藉此瞭解幾米繪本教學方案對學生繪畫成效之參考，希望學

生能符合以下研究目的： 一、運用幾米繪本教學結合多元活動，能提升國中生視覺圖像的表現力及繪畫興趣。 二、運用

幾米繪本教學，能提升國中生的創造思考及想像力。 三、運用幾米繪本教學，能幫助國中生在藝術學習上，具有成就感，

進而肯定自我價值。 四、分析教學歷程與成效，提升個人的教育專業知能與教學改進。

關鍵詞 : 幾米、繪本、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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