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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爲了培養更多的人才成為未來數位藝術教育的第一線尖兵，本人於 2006 年參與國

家藝術基金會專案：95 年藝教於樂 II「藝起動動手─互動藝術的神奇魔力」，本次經驗

讓我累積了相當珍貴的現場教學經驗與教師意見回饋，了解如何更加聚焦數位藝術教育

工作，也更確信持續、計畫性的藝術教育推展，是讓台灣能迎上未來藝術潮流的重要契

機。爲了這個寶貴的經驗，本次計畫發想以生活數位工具為主，輔助創意故事發展的藝

術計畫為重點，提出: 幼保專業與創意之整合型計畫-子計畫二: 以生活數位工具協助創

意故事發展計畫(An Integrated Study : The Explor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 Creativity in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Project II: The Practices of Digital Appliances in life 
for Creative Story Developing)，希望讓數位藝術結合創意教育，發揮新媒體藝術教育的

時代效益。 
 
關鍵詞：生活數位工具，創意故事，數位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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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new 21th century, we have to achieve the ability how to act, think, 
perform in digital way.  No matter art creation or any other art expression with 
text and story in it.   
  Last year, I attatended into a project: E together-The magic of interactive art. 
That  experience ensured me the digital art was trending up. New media has 
power to show different world of beauty that we never lead to students. I wish 
this project: An Integrated Study : The Explor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 Creativity in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Project II: The Practices of Digital Appliances in life for 
Creative Story Developing, can enhance our art education environment with digital 
view. 
 
Keywords：Digital Appliances in life, Creative Story, Digit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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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自六零年代數位藝術興起至今，新媒體藝術業已成為不可取代的藝術學門之一，如

何運用這個充滿創意和能量的表達工具，進而開拓學童在藝術創作上的表現，是極富意

義的挑戰。其中，尤以互動藝術創新突破的實驗精神，對九至十二歲青少年而言，無疑

是藝術啟蒙和導引核心價值的絕佳途徑。 

本專案對象設定為小學中高年級學童，在計畫中導入種子學員概念，授課不侷限單

一班級，由各班興趣濃厚的學生報名參與，採混齡教學模式。另外，此時期孩童的表達

能力與感官認知已有基礎程度，不論在藝術作品賞析、創作和展覽工作上將有更好的學

習成果。經由具教育背景的藝術家團隊會商編撰符合使用的教材工具，並在各環節中適

時輔導師生，加強學習效果。課程中將邀請不同領域專長的藝術人才加入計畫，揉合攝

影、複合媒材、雕塑、錄影及音樂創作等跨領域的豐富元素。 

教學計畫內容包含學期初期的媒材認知探索，延伸主軸至個人情緒聯想和發想作

品，最終進而策劃屬於孩童自己的展覽內容，一步步體驗完整而豐富的藝術創作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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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術位藝術的美學經驗正符合「藝術教育於玩樂」的理念，然而中小學美育與人文

藝術的領域，更適合多元豐富的教學內容加入。將邀覺與數位藝術不同領域藝術專業

結合，希望學生以生活經驗中的數位工具為觀景窗，觀看自身所處的世界，以學生獨

特的藝術邏輯語彙，將這些親身體驗發展成為藝術創作的內涵，讓學習與創作，更貼

近生活美學的表現。 
 
一. 培養學員的美感經驗、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指導學生觀賞國內外藝術家成熟作品，培養個人獨特美感經驗。課堂中利用互動

藝術品的實際操作，引發學員學習動機。授課教師採用提問的方式，讓學生回答對藝

術作品的看法，訓練思考、敘述的能力。並適時提醒賞析要點，鼓勵學員獨立表達自

我意見。多元設置造型、聲音、影像等跨領域課程，訓練同學的創意發想與作品構思，

並利用課後作業單與網站回饋交流延續課程影響力。 
 

二. 互動式的藝術課程設計 
學員分組上台親身操作互動藝術作品，並於課堂團體討論時間表達心中感受與意

見。教師以鼓勵發言學員的獎勵方式，導入雙向互動式的教學方向。並以多元、活潑

的課程設計，將觀賞、發表、練習與操作，搭配樂高電子積木模組化教具融入教學，

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課堂間分小組進行藝術議題討論，同學不但可以相互交換意見，

更可集思廣益構思成果展覽的作品呈現。 
 

三. 激發學員的創意構想 
教師於課堂上重視學生發表的意見，鼓勵同學盡情發表心得，大膽表現自我創意，

並讚美學員的主動參與，給予回饋。配合當週課程進度，安排同學的作業習題，設計

與主題相關連的內容，鼓勵多元思考創意聯想，讓學員暢所欲言表達心中想法，並用

手繪插圖表明其用意。教師對每週回家作業進行講評，並挑選前三名優秀作品頒發禮

物，鼓勵創意獨特及用心習作的同學。以正面獎勵的方式表揚，提升同學專注於課後

溫習的作業，確實在課堂上的學習成果。 
 

四. 培養學員獨立思考能力 
本專案的學習環境與互動藝術教育，不單只是瞭解數位藝術價值和意義，更透過

講師豐富的教材，培養學生展現創意思考的能力。在這樣的氣氛中，讓學員自然展現

個人特質。利用分組學習討論的教學模式，讓學員們在同儕比較的環境中激勵自我，

引發其濃厚的學習興趣；透過同儕間的合作，學習如何協力完成互動藝術作品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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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研究方法 

 
爲本次計畫以台中縣市、彰化市三所國小之數位藝術教學計劃為主，以生活數位工

具協助創意故事發展，希望讓數位藝術結合創意教育，發揮新媒體藝術教育的時代意義。 
一. 研究對象： 

1. 學生學員：三校人數總計 72 人 
01. 台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台中市自強路一段 138 號：24 位 
02. 台中縣大甲鎮順天國民小學，台中縣大甲鎮永順街 115 號：24 位 
03. 彰化縣彰化市泰和國民小學，彰化市泰和路 2 段 145 巷 1 號：24 位 
 

2. 研習教師：三校教師與幼興趣之家長 
 

三. 研究步驟： 
1. 實施日期： 

01. 第一階段：數位藝術初探與教學：96 年 9 月至 97 年 1 月。 
02. 第二階段：數位藝術創作及展覽：97 年 1 月至 97 年 4 月。 
 

2. 實施概況： 
01. 學生學員授課：利用國小生課後社團活動時間，每校採隔週授課，每校於

上、下學期共上完 12 週課程加上兩週展覽時間，共計 14 週。課程內容則
規劃為：數位藝術一朵朵、也來數位一下、想一想與動動手、花花世界成
果展覽四階段，由學期初期對數位藝術的初步認識、創作媒材的探索，發
展至個人利用生活科技發想創作作品，最終進而策劃屬於孩童自己的展覽
內容，一步步體驗完整而豐富的藝術創作歷程。課堂當中利用簡單易懂的
教學方式，從生活科技器材的認識、操作，乃至於應用，透過和老師的互
動，以及小組之間的討論與合作，從中體驗數位藝術的基本原理。課程內
容涵括了影像、聲音、造型等多種領域內的藝術創作發想與創作，同時配
合每堂課程準備相關的學習單，讓小朋友在課程結束之後，可以延續學習
的效果，並加強同學對於生活當中的觀察力與敏銳度。本計劃特別將生活
科技作為教學使用之教材，利用數位相機、MP3、掃描器、電腦等工具，
讓小朋友從生活經驗出發，佐以數位藝術創作之概念，激發同學的創作能
力，啟發他們對異於平時創作手法之途徑與想法。 

02. 教師研習：本教師學習營將於上下兩學期各舉行一梯次，每梯次兩天，希
望完整帶領現場教師或有興趣之家長，了解數位藝術在教學與創作上之可
行性，讓數位藝術更容易融入教案或進入生活美學。 

03. 學生學員展覽計畫：花花世界成果展覽餘九十六年度下學期 4 月 5 日至 4
月 14 日，於台中國立台灣美術館數位方舟展出。成果展主要目的在展現
學員一年來的學習成果與對數位創作美學的觀想發展歷程，對於實際參與
的學員，是相當重要的凝聚重心。更重要的是希望藉由展覽活潑生動的學
生作品，能讓未親身參與本案的其他人士瞭解數位藝術之美。 
 

三. 計畫實施時程表： 
(一)  
課程

規劃 

配合學校行事曆，課程為期十四週，每週兩小時。 

 課程涵蓋九十六學年度上、下學期，以學生課後社團時間為主，隔週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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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校於上、下學期共上完 12 週課程加上兩週展覽時間，共計 14 週。內容劃分 數
位藝術一朵朵、也來數位一下、想一想與動動手、花花世界成果展覽 四大部分。

(二)  
教師

研習 

於計畫年度上下學期，各舉辦一次教師研習營。 

 本教師學習營將於上下兩學期各舉行一梯次，每梯次兩天。上學期以數位藝
術與藝術人教育整合為主題，歡迎教師一起合作發展更豐厚的數位藝術教案；下
學期則以數位藝術與生活美學創作為主題，讓數位藝術的延伸更廣更遠。 

(三)  
成果

展 

策劃學生展覽，公開分享計畫成果。 

 花花世界成果展覽時間為九十六年度下學期 4 月 5 日至 4 月 14 日，展覽時間為
期兩週，計畫展覽場所將洽台中國立台灣美術館數位方舟。 

 
 
四. 教學藝術家簡介： 

(中文) 駱麗真 3 生日： 1 姓 
名 (英文) 

2 □男 
■女 民國 55 年 7 月 15 日

4 身分證字號：C220503669

5 戶籍地址：11656 台北市文山區政大 2 街 172 號 1 樓 

6 連絡地址：106   台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 3 段 217 巷 5 弄 11 號 3 樓 

7 電話：(02) 2781-0116 行動電話：0937-839-380 

8 傳真： e-mail: sappho@ms2.hinet.net 9 筆名： 
10 現職：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專任講師、輔仁大學影傳系/全人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副理事長                  此為■專職 □兼職 □義務職工作 
學校或機構名稱 學位或證書 在學或修業年度 

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06 
紐約大學藝術創作系碩士  1993 

11 
最高學歷

及 
專業訓練 輔仁大學歷史系  1989 

12.重要藝術教育或藝術教學相關經歷 13.撰文與座談 
2005.07~12       行政院文建會「數位藝術知識與創作流通 

平台」科技藝術年表主編 
2002~2003        中華民國視覺藝術聯盟常務監事 
2003~            中華民國視覺藝術聯盟理事 
2002~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專任講師 
1995~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兼任講師 
1995.09~2000.07  世興大學平面傳播學系兼任講師 
14.研究專案 
2003.03~11「科技藝術與幼兒教育」-前導研究計畫主持人 
2001.03~06「公共藝術＆藝術創作」-國內外公共藝術研討會－台北

市捷運公共藝術共同主持人 
2000.08~12「台北當代藝術館」-營運管理委託研究案專任助理 
15.展覽 

<台灣數位藝術歷史閱讀 (上) - 國際數位藝術發展對於台灣的
影響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of Taiwan Digital Arts (i) >，數位藝術
知識與創作流通平台專欄文章，文建會國美館，2006.04 月 
<台灣數位藝術歷史閱讀(中) - 展歷史雖然晚近，發光發熱漸成
顯學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of Taiwan Digital Arts (ii) >，數位藝
術知識與創作流通平台專欄文章，文建會國美館，2006.04 月 
<台灣數位藝術歷史閱讀(下) - 法分類的新媒合與在地化實驗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of Taiwan Digital Arts (iii) >，數位藝術知
識與創作流通平台專欄文章，文建會國美館，2006.04 月 
<趣味台北，美麗饗宴-台北街頭的藝術面向>，<台北登時行>，
台北市政府新聞處，2005.11 月，ISBN/ISSN：9860026998 
<漫長又漫長的醞釀，一頁又一頁的光華 - 數位藝術年表建置工
作的側記之一>，數位藝術知識與創作流通平台專欄文章，文建
會國美館，2005.10 月 
<以汝之眼，觀看我們的世界>，文化快遞 台北市文化局出版，
2002.04 月號 
<張乾琦「鍊」起「巴西聖保羅雙年展」>，文化快遞 台北市文
化局出版，2002.03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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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伊通，原版再現>，文化快遞 台北市文化局出版，2002.03
月號 
<開放藝術領地，踏上粉樂行旅>，文化快遞 台北市文化局出版，
2001.09 月號 
<公園變身旅館>，文化快遞 台北市文化局出版，2001.10 月號
<五人同行，好自在>，文化快遞 台北市文化局出版，2001.09
月號 
<桃紅門簾內 仙境再現>>，文化快遞 台北市文化局出版，
2001.08 月號 
企劃主持「電腦藝術創作在台灣」座談會 紀錄刊載於雄獅美術
281 期 1994 年 07 月 
<電腦與藝術對話>，藝術貴族 41 期 1993 年 05 月 
<IWAI Toshio 岩井俊雄-音樂幻象的魔法師>，Loud 網站，宏碁
數位藝術中心，2001 年 創刊號 
<數位新浪人－鄭淑麗>，Loud 網站，宏碁數位藝術中心，2001
年 創刊號 
16.演講與訓練 

個展 
2003.12.26~2004.02.04 快樂半島 台中 20 號倉 
2003.07.16~09.12      快樂漫遊 壢新醫院藝術中心 
2002.08.17~31         快樂地 華山烏梅酒廠 
2002.06.07~27   螢光變奏 智邦藝術基金會 
聯展 
2005.12.7~2006.1.7    Wow!震盪音象展 Wonders of Sound&Image
2006.1.16~1.26        第三屆腦天氣影音藝術祭 
2005.12.16~25         第四屆藝術家博覽會 
2005.04.07~05.07    「大同新世界」- 迪化污水處理廠公共藝術 
2004.03.25~04         華山論劍 - 第三屆藝術家博覽會 
2003                 64 種愛的欲言 - 伊通公園畫廊 
2003                  第二屆藝術家博覽會 - 華山烏梅酒廠 
2001                  上下沉浮的零點零零 - 華山烏梅酒廠 
2001                  音樂＆影像 電音魔幻 - 河岸留言 
1999                  音樂＆影像 - Trance Vision 2.31Cafe 
1993                  Lincoln Center, New York 
1993                  80Washington Square Gallery, New York 
1993                  電腦繪圖百人展 - 台北松山外貿協會 
1992                  國際郵遞藝術展 - 伊通公園 

2006.5.7     廣達《游於藝》巡迴展教師研習營『藝想部落格』

-飛覽伊甸園、當代藝術教育展 
2005.9.11    台北當代館「仙那度變奏曲」專家導覽 
2005.7.24    國美館兒童遊戲室義工訓練「遊戲與美術創造」

課程講師 
2004.12.17  「朋比映照」數位藝術工作坊台中場講師 

(中文) 陳冠君 3 生日： 1 姓 

名 (英文)Kuan-Chun, Chun 

2 ▓男 

□女 
民國 50 年 11月 16日

4 身分證字號：A1123252245

5 戶籍地址：403 台中市西區吉龍里２３鄰 五權西四街１２６巷 １２６ 號 ６樓之３ 

6 連絡地址：403 台中市西區吉龍里２３鄰 五權西四街１２６ 巷 １２６ 號 ６樓之３ 

7 電話：(公)04-7232105 ext 2703 (宅)04-23720970 行動電話：0916080341 

8 傳真：04-7211185 e-mail: champi@ms4.hinet.net 

9 筆名: 

10 現職：   國立彰化師大美術學系主任         此為▓專職 □兼職 □義務職工作 

學校或機構名稱 主修 學位或證書 在學或修業年度 

紐約市立大學 美術創作 碩士 1994 

    

11 
最高

學歷

及 
專業

訓練     

      起迄期間、服務單位及職稱 13 重要藝術教育或藝術教學相關經歷 
12 
重 
要 2006 台灣數位媒體設計學會理事 起迄期間 服務單位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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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63.29.37.148/culture/2001/web/
http://163.29.37.148/culture/2001/web/
http://163.29.37.148/culture/2001/web/
http://163.29.37.148/culture/2001/web/
http://163.29.37.148/culture/2001/web/


2004-2005 台中市美術城鄉敦睦協會理事  彰化師大藝術教育研究所所長 

  彰化師大美術學系專任副教授 

  台北市三民國小教師 

專 
業 
經 
歷 

   

14 重要作品或展演發表紀錄： 15 得獎紀錄： 

年度 作品名稱或展演紀錄 年度 獎項名稱及名次 

2007 「Dora & More」，彰化縣文化局   

2006 「影像之間」，台北市東吳大學游藝廣場   

2003 「你在進化」，台中市 IDEE 藝廊，台中   

2002 
「錯·置」， 台中市文化中心動力空間 

「你在這裡」， 台中市 20 號倉庫 
  

(中文) 李家祥 3 生日： 1 姓 

名 (英文) 

2 ■男 

□女 民國 59 年 9 月 5 日 
4 身分證字號：F120100472

5 戶籍地址：106 台北市大安區金華街 106 巷 2-2 號 3 樓 

6 連絡地址：106 台北市大安區金華街 106 巷 2-2 號 3 樓 

7 電話：(02) 2394-2595 行動電話：0968-486289 

8 傳真： e-mail: jasonlee2357@giga.net.tw 

9 筆名: 

10 現職： 所以然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                                                   
此為■專職 □兼職 □義務職工作 

學校或機構名稱 學位或證書 在學或修業年度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機電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2006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機電整合研究所碩士 
 2000 

11 
最高

學歷

及 
專業

訓練 
私立明志工業專科學校電機工程科 

 1991 

重要藝術教育或藝術教學相關經歷 研究計畫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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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路互動介面整合與互動系統開發。        
2. 數位內容創意加值。 
3. 數位互動藝術創作。 
4. 多媒體互動設計。 
5. 無線網路應用。 
6. 行動裝置應用。 
7. 互動控制系統設計。 
8. 創意學習內容設計。 

展覽 

2006.2~2006.6 
國立台中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講師。 
教授課程；互動系統設計、多媒體設計。 
2005.10~2005.11 
國立台灣美術館「Design By Numbers 教學」講師。 
2005.09.19 
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科技藝術專題討論」演
講。題目：科技藝術工程師於藝術創作之經驗分享。 
2005.7.25~7.27  
國立台灣美術館/台中技術學院 「互動藝術設計青年工作
坊」講師。題目: 互動技術及裝置介紹，Processing 介紹
與教學。 
專案計畫 
2004  文建會 國家文化資料庫「曾培堯數位紀念美術館」

專題網站 
2003  林務局 國家步道系統 – 串流影像大圖導覽系統

2003  文建會 國家文化資料庫「福爾摩沙大地圖像」專

題網站 
2003  文建會 國家文化資料庫 「鳥瞰台灣空照圖庫計

畫」 
2001  文建會 世界遺產知識網 
2001  教育部 學習加油站網站 -- 教學資源管理系統 

2005.5 台北新樂園藝術空間，《Immersing ME》-互動影像展

贊助：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 
 
2003.5 台北新樂園藝術空間，《All Ways- O’s Chatroom》-網
路互動藝術裝置展 
贊助：台北市文化局 
 
2003.3 台北市立美術館，《Let’s Make ART》-網路互動藝術裝

置展 
主辦：台北市立美術館 
協辦：PC Home online 
贊助：文建會、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HP 惠普公司 
系統協助：Sonet 臺灣索尼 
 
2002.2 台北新樂園藝術空間，《Click》-網路藝術裝置展 
台北市立美術館申請展通過：《Let’s Make ART》-網路互動藝

術裝置展 

 

(中文) 朱惠芬 3 生日： 1 姓 

名 (英文) 

2 ■男 

□女 民國 50 年 10 月 26 日
4 身分證字號：A223165383

5 戶籍地址： 235  台北縣中和市水源路 33-2 號 3 樓 

6 連絡地址： 235  台北縣中和市水源路 33-2 號 3 樓 

7 電話：(公) 02-23218809  (宅)  02-22480573 行動電話：0939-090518 

8 傳真：02-22478453 e-mail: hueyfen.chu@msa.hinet.net 

9 筆名: 

10 現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理事長           此為□專職 □兼職■義務職工作 

學校或機構名稱 主修 學位或證書 在學或修業年度 

美國紐約市立大學 藝術史 碩士(M.A.) 1992.08-1994.11 
    

11 
最高學歷

及 
專業訓練     

      起迄期間、服務單位及職稱 13 重要藝術教育或藝術教學相關經歷 12 
重 
要 

1998.01 – 2000.05 帝門藝術教育基金會 
資訊中心組長/助理研究員 

起迄期間 服務單位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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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7 – 2004.05  國巨基金會 專員 1999.08 – 迄今
華梵大學中文系，教授<藝術鑑

賞> 
2003.06 – 2005.06  台灣女性藝術協會 
理事長   

   

專 
業 
經 
歷 

   

14 重要作品或展演發表紀錄：（如為出版品，請註

名書名及出版單位） 15 得獎紀錄： 

年度 作品名稱或展演紀錄 年度獎項名稱及名次 

2007 06/29 文化總會演講<畢卡索的藝術魔力棒>   

2007 數十件公共藝術審議/評審/執行小組委員   

2006 譯: 現代藝術, 怎麼一回事?!   

2005 著: 遊戲組曲 – 裝置公共藝術   

2005 
策展「健康版圖─女性創作的自我皈依」，台

中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2004 文山社區大學講授<藝術心靈的悸動>   

2004 
策展「有相 vs.無相─女性創作的政治藝語」，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中文) 張耘之 3 生日： 1 姓 

名 (英文) 

2 ■男 

□女 民國 55 年 8 月 28 日
4 身分證字號：E121148706

5 戶籍地址：11656 台北市文山區政大 2 街 172 號 1 樓 

6 連絡地址：106   台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 3 段 217 巷 5 弄 11 號 3 樓 

7 電話：(02) 2938-1790 行動電話：0937-196843 

8 傳真： e-mail：monbaza@gmail.com 

9 筆名: 

10 現職：數位內容學院講師、國立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兼任講師、 

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兼任講師             此為■專職 □兼職 □義務職工作   

學校或機構名稱 學位或證書 在學或修業年度 
Master of Arts, Communication Arts,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YC, USA) MA 1992 

中原大學物理系畢業 學士 1988 

11 
最高

學歷

及 
專業

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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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藝術教育或藝術教學相關經歷 獲獎及邀約 
2005  音樂音效與影音整合 專案講師 (淡江大學資
訊傳播系,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系) 
2005.05~06 原住民數位電視人才培訓計畫 (東華大學
協辦) 
2004~ 經濟部數位內容學院 課程：遊戲與動畫製作之
音樂與音效設計 
2004~ 國立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 兼任講師 課
程：音樂與音效設計 
2003  國科會 - 行政院數位內容人才培訓計畫 課
程：音樂音效設計 (Level 1,2,3) 
2003~ 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 兼任講師 課
程：科技藝術研究 對象：碩士班 
2003~ 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 兼任講師 課
程：數位媒體設計 對象：碩士班 
1994~1996 中國文化大學西樂系(所) - 兼任講師 課
程：電腦輔助編曲 對象：大學部,研究所 

2006  台灣國際蘭花大展 - 受邀創作《聲音的河流》聲音 互動
裝置 
2006  誠品、國立台灣美術館 - 受邀策展[腦天氣]數位影音創作
大展之 [Upper Level]專區 
2005  國立台灣美術館 - 受邀創作兒童館 [濁水溪]環繞聲音裝
置 
2005  台北市文化局 - 受邀進行 台北藝術節[前衛東方] 南方
戲曲北管樂之新編與演出 
2005  教育部 –《數位浪人手記》音樂與音效線上學習網站 獲
選 加入數位化創意智庫計畫 
2005 “冰想”LG 集團裝置藝術展 [四四南村] -《本來面貌》聲音
裝置 受邀參展 
2004 “漫遊者”國際數位藝術大展 [國立台灣美術館] -《自然的不
自然中斷》聽覺環繞裝置 
2003 “BIAS 異響” 聲音藝術展 -《Neighbor》作品入選 
1996   新聞局 - 輔導金短片電影 [荒野之狼(林靖傑導演)] 獲
選當年電影短片最佳配樂獎 

藝術展演 音樂專輯製作 
2005  鄭淑麗BURN 計畫聲音演出 (台北FiFi, KOP
子計畫) 
2004  LG冰箱裝置藝術參展藝術家 (四四南村) 
2004  紀錄片雙年展電影"1/0 站爭紀事"即時聲音及
音樂演出 
2004  漫遊者 - 國際數位藝術大展 邀展藝術家(代表
台灣參展之藝術家) 
2003  非相 非非相(張恬君個展 作品"動靜之間"互
動系統整合 - 智邦藝術基金會) 
2002  快樂地(駱麗真創作個展 - 華山藝文特區) 
2002  螢光變奏曲 (駱麗真創作個展 - 智邦藝術基
金會)  
2001  快樂蛋 (駱麗真創作聯展 - 華山藝文特區) 

2004  One_Love 聲音藝術家義賣專輯 (for 基督教救助協會) 
2002  台灣 FNAC書店 - Attention Talent! - Funk Soul Buster專輯
2002  傑生資訊線上遊戲-破碎銀河系- 創作競賽專輯  
2002  FSOT - 赤聲搖滾 電子世界  
2000  守護者 - Soul Ministry, 直接照射製作所 
1999  赤聲搖滾 電子音樂創作合輯, 馬汀大夫  
1998  Moon Child – 月神之子, 藍月唱片 
1997  A Great Escape – 世紀末的呼吸, 友善的狗唱片  
1996  Dog Groove – 叢林狗舞, 友善的狗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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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cc.ndhu.edu.tw/trans/monbaza/soundbook/soundbook_c3.htm#s9
http://dcc.ndhu.edu.tw/monbaza/sou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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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1. 計畫實施效益、特色及影響 

本計畫規劃一系列有關於數位藝術基礎認知與實務創作課程，並邀請數位藝術創作

者與藝術家進行課程教學，今年主題聚焦於生活科技，課程內容涵括了數位藝術的基礎

入門、數位藝術體驗、數位藝術實際操作，小組分組創作及最後的成果展覽。針對教具

的使用上，以普遍學生容易使用及取得的「生活科技」，包括有：數位相機、數位攝影

機、網路攝影機、掃描機、手機、錄音筆、MP3 等工具。期望在教學的過程當中，透過

學生們所熟悉的器材，導入數位藝術的知識與內涵，使得學生們能夠較快速地引起共

鳴，同時順利地進入數位藝術的範疇當中。在教學區域的選擇上，我們也將團隊拉到資

源不似台北如此豐富的中部地區，企圖在這次的計畫當中，同時觀察北部與中部間的城

鄉差距。 

教學過程當中，學生們對於平時接觸到的數位器材，有著多變的使用方式，同時製

造出不同以往的視覺經驗及效果，都產生了極大的興趣與好奇感。例如：平時拿來掃描

文件的掃描器，我們都是將掃描的物品靜止不動地放在機器上，但老師則讓學生們在掃

描的同時，移動或晃動正被掃入電腦裡的東西，創造出一幅特殊的畫面，不但拓展了學

生們對於這些生活科技的使用方式，同時也讓學生們利用自身的想像力與創造力，製造

出屬於個人獨特的數位藝術作品。 

經過了一學年的教學及實作課程，學生們對於數位藝術都有著相當程度的了解，也

表示這個課程對於他們在學習美術課上面，提供了不同以往的思考模式，而對於現在所

流行的科技藝術，也可以說出自己的意見，或是試圖表達出其創作的方式及所想傳遞的

意義；學校的美術教師，透過了每堂課程的實際參與，也學習到了如何利用簡易的圖像

及概念，把數位藝術這個新興藝術領域教給學生。這樣的回饋，對於身為執行團隊的我

們，無疑是一個再好不過的成果，同時，證明了只要有適當的教案，對於國小的學童而

言，數位藝術也是可以輕鬆學習，而站在教師的立場，數位藝術的教學，也不再是有著

高度技術門檻的特殊領域。 

經過了這一學年來的實際執行過程與成果，我們更堅定了數位藝術對於國小學童們

的重要性，同時，也更加深了本協會盡心推廣數位藝術教育植入國小學童藝術與人文課

程的決心。 

2. 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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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數位藝術的熱門及風行，美術館內展覽的作品有相當的比例，皆為數位藝術的

範疇，這對於前往美術館看展的學生們而言，不啻產生了一段極大的隔閡與差距。藉由

本計畫，能夠成功地在一定程度上，補足學校在這個部分所缺乏的部分，同時提供學生

們對於藝術領域一個新的視野與觀念，也讓學校教學的老師，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就像

參加教師研習營一樣，透過每堂課程，學習如何轉化數位藝術困難及看似深奧的語言，

成為一種簡易且有趣的科技藝術，生活科技的選擇，也讓教師及學生儘管在這一期的計

畫結束之後，他們還是可以利用垂手可得且上手容易的數位科技物品，將他們腦中的創

意得以付諸行動，成為可實際執行出來的數位藝術作品。 

本計畫結束之後，三校老師也都非常期待這樣的專案可以持續在校園當中進行，同

時對於相關的培訓工作坊也極為感興趣；在執行教師研習營的期間，前來參與的教師也

都對數位藝術這方面加入國小藝術與人文表示高度的認同與肯定，也給協會在教學上很

多寶貴的意見，讓我們有信心在接下來的教學上，將提供更完備的教學內容與教案，繼

續耕耘數位藝術教育。 

二、建議：  

在實際執行本計畫的期間，我們除了觀察到北部與中部有著資源上的差距之外，其

實在中部這三所學校裡，也有著一定程度的城鄉差距。同樣的課程，實施在台中市的大

同國小及台中縣的順天國小，就出現了學生反應及吸收上的差距。大同國小由於位在台

中市中心，可接觸到的資源及訊息，都遠比順天國小的小朋友多。順天國小的小朋友家

中，多半務農為業，該班學生幾乎有一半左右家中是沒有電腦及數位相機這類數位科技

產品的，對於數位藝術的認知與概念，也比其他學校的學生稍弱。 

而面對這樣的情況，在教案上面，應該轉向選取幾個重要的概念，利用重覆且由簡入深

的方式，不斷地提醒與教導，而如大同國小，就可以提供多面向的概念供學生們討論及

發想。根據城鄉差距之下，在教案規劃的部分，應該要盡量修正到屬於該校學生的程度

與背景，會讓本計畫在執行過程當中，讓學生們都能就自己的能力，輕鬆且有效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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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表 

對於藝術教育整環境之幫助：國小藝術與人文課程加入數位藝術這樣新興的領域，

對於國小學童來說，是一件重要且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學生們在國小教育所接觸到的，

都為傳統式的繪畫教學，老師們在養成過程當中，也都是針對傳統繪畫的部分在學習，

對於數位藝術這一塊，其實是很忽略的，所以本案的執行，可以看見學生使用數位工具

再增加創意力表現有積極正向的幫助針對本次的計畫，相關的傳播媒體與社會人士，都

給予極高且正面的評價。 

對於本人教學上的幫助：本計畫對象雖以國小學生為主，但相近教學或研究方式已

於 97 學年度，帶領本校幼保系四年級同學融入專題研究中。同學們在桃園縣帶領幼稚

園大班生進興術位相機環境觀察專題計畫，已完成研究 60%以上，在研究分析上，也參

考了本研究重要結果，對本人教學與研究上，再次得到驗證與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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