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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者鑑於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教科書之相關研究中少有專注於視覺藝術課程內容，故進行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

教科書視覺藝術課程內容之研究，以提供教師選用教科書及出版社編修之參考。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

領域第二及第三學習階段之教科書，選定南一版、康軒版及翰林版三種版本，總計分析教科書二十四冊。本研究採用文獻

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及比較分析法三項研究方法，並以教育部於民國97年頒布的課程綱要之藝術與人文領域教材內容作為

分析類目，由研究者及二位現職國民小學的視覺藝術教師共同評分，以求研究之客觀、周延，本研究之結果如下： 一、在

「表現試探」教材內容部份，各版本皆最為重視「表現技法」的學習，而「南一版」是所占比例最高的版本。 二、在「基

本概念」教材內容部份，各版本皆以「造形元素」的學習為主，並且以「南一版」和「康軒版」所占比例最高。 三、在「

藝術與歷史文化」教材內容部份，各版本皆最強調「藝術家與作品的理解」之學習，所占比例位居第一的是「康軒版」。 

四、在「藝術與生活」教材內容部份，「南一版」和「翰林版」皆以「愛護及鑑賞環境景觀與資源」的學習為主，而「康

軒版」則著重「生活美學」的學習。 五、對於四大教材內容的重視程度，各版本除了「翰林版」尤重「藝術與生活」的學

習外，皆最為重視「表現試探」的學習。 為求課程內容的安排更加均衡、多元，建議「翰林版」提高「表現試探」教材內

容之比例，其他版本增加「藝術與生活」的比重。再者，建議各版本提高教材內容中「創作題材」、「審美理解」及「藝

術展演」的比例。此外，在「藝術與生活」教材內容部分，則建議「南一版」提高「文化與生活」的比重，其他版本增加

「生活環境設計或布置」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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