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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八個書法家作品，國小學生為對象，使用意象語彙調查做問卷，目的想發現，國小學生對於書法作品的感覺為何

？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以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採分層隨機與簡單隨機兩種抽樣方式進行抽樣。

本研究選定八個書法作品，運用語意差異法，八對雙極形容詞，以五階的順位尺度量表作為評量。調查結果利用SPSS10.1

統計分

析軟體處理，統計結果後，可看出國小學童對書法作品的感覺。

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1、學童的書法相關經驗：約九成的學童在校有上書法課；喜愛寫書法者約為半數；曾參加書法安親班者約為一成；約有

一半學童在家曾看過家人寫書法。

2、學童對於八件書法作品中，以褚遂良、趙佶、趙孟頫、蘇軾的作品，在意象上偏喜歡、美、堅強、勇敢、親切、慎重

、開朗、華麗的感覺；齊白石的篆書、張旭的草書在意象上則偏不喜歡、醜、冷漠的感覺。

3、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童，除了參加校外書法安親班的時長短、是否喜歡寫書法、不同職業的爸爸媽媽、及學校區域

變項上，會造成書法心理感覺的差異，其餘變項不影響。

檢討與建議如下：

1、提升國小學童學習書法的動機與興趣。

2、提升書法教育於藝術層面，擴充書法教育的內涵。

關鍵詞 : 書法、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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