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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selected works from eight representative calligraphists and conducted a perceptual-imag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what impressi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upon calligraphy.Calligraphy is not only a curriculum course but also a

kind of aesthetic of life since we can see calligraphy printed on the clothes or appreciate it through dancing performance. Thus, the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how students feel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calligraphic work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by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The selected

calligraphies are works of Chu Suiliang, Fu Sinyu, Zhao Ji, Qi Baishi, Zhang Xu,Zhao Mengfu,Su Shiand Mi Fu. This study applied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to choose eight pairs of bipolar items for the ranking scale measurement from 1-5 and the collected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SPSS10.1 sattistical softwa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ed:

1. Students’ calligraphy learning experience: Ninety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in this study had the calligraphy class in school. Half of

those students were fond of writing calligraphy. Ten percent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used to learn how to write calligraphy in

calligraphy cram school. Half of the students had seen their family members writing calligraphy at home.

2. Among the eight selected works, students showed their perceptual-image preference on positive items such as like, beautiful,

strong, brave, warm, discreet, bright and splendid for the regular scripts of Chu Suiliang, Zhao Ji,Zhao Mengfu ,and Su Shi, whereas

they chose negative items such as dislike, ugly and cold on describing Qi Baishi’s seal script, and Zhang Xu’s cursive script.

3. Variables such as the tim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spent on the calligraphy cram school, students’ interest of writing

calligraphy, differences among parents’ occupations and the location of school caused the perceptual differences, while other

variables did not.

Educational implication and suggestion:

1. Rai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terests and motivation to learn to write calligraphy.

2. Develop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with an aesthetic view, and then fulfill the content of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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