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審講評

當我們從大街或小巷經過時，只要稍加留意，即可在牆上或水泥地面發現許多

兒童的塗鴉，甚於在這些塗鴉上頭加上了幾個歪歪斜斜的字，這就是兒童畫。兒

童畫是兒童遊戲活動中的一部份，據心理學家的研究，兒童畫的本質就是一種

語言，兒童美術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其高尚的情操及陶冶其完美人格，在其

活動的過程中不但可以啟發兒童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也可以訓練兒童敏銳的觀

察力、思考及判斷能力。進而對其生活環境產生更深入的認知和解決問題之能力

並非在此階段實施工藝或畫家的基礎教育，而培養未來的藝術家為目的，而是

要求其感性與理性的平衡發展，使成為一個富有個性與主見的健全國民。

兒童畫的指導絕不是教授「深奧難懂的繪畫技巧」。與其授以「技巧」，不如讓兒

童們儘量去「回想」、「記憶」過去的「事」、「物」，（如上星期的事、昨夜的事、今

晨的事……等等。）使之把握住與「時間」、「空間」有關連的實際經驗，以求表現

出生動的主題來。如能這樣，則「技巧」將會在兒童的表現欲望中自然產生。表現

欲望越強，造型意欲當然隨之提高，兒童本身將創造出其獨特的表現技巧來。因

此吾人切勿將「固定」的技巧「教」給兒童，否則兒童的表現能力將成為固定化的

模式，或概念化的技法；此與美術教育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

過份指導比指導不足更可悲！奧地利一位兒童美術家–佛蘭滋西滋克

（FranzCizek）曾說過一句名言，「將六歲的兒童的畫指導成七歲兒童的畫是個

悲劇。因此一個優秀的兒童美術教育家將懂得如何指導兒童創作，而非代理兒童

創作。因為他們瞭解只有根據兒童繪畫心理發展來個別指導，才能促使孩子進行

創作。也就是指導兒童怎樣「自己畫」，而非指導兒童「怎樣畫」。一味地考試再考

試，只不過培養出許多考試機器而已。因此兒童美術教育必須計較兒童「用了多

少腦筋」而不必計較兒童「得了多少獎」，老師要用引導的方式，不要用「教」的

方式。才會有兒童自我的面目出現，不然只有成人的模式出現。換言之，大人的

主張不能跑進兒童的畫中去。

在整個指導過程中，必須注意「眼到」、「手到」、「腦到」這三件事。人與猩猩不同

之處是猩猩只會拿工具，而人會創造工具。每個人與生俱來就有好奇心，兒童更

是如此，如何善加利用其好奇心？要將每個兒童指導往那個方面發展？是身為

教育者所要思考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指導上不用命令式而是用暗示性的

語氣，絕不抹殺兒童的天性，只有提供許多方法讓兒童自由自在地依自己的主

張去進行創作，反之依樣畫葫蘆讓兒童去抄別人的作品、去模仿他人的作品。將

來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只有「泥水匠」沒有「建築師」。

彰化生活美學館，長久以來每年都舉辦兩次中部五縣市水彩寫生比賽，從第一

屆開始至今我陸續參加評審多次，因此對比賽的過程多少有所瞭解，因此將本

次之評審的感想舉出一二：就教於教育先進：每年參加人數約 2000多件，如果

依每組人數來分，一、二年級參加人數較多：有 200多件，唯有國中三年級只有

65人參加，高中三年級有 56人參加，因此可看出家長對升學主義的重視還存在

著。



另外就是兒童的作品上多少有大人的修改筆觸：少則五六筆多則十來廿筆。此種

現象從幼稚園開始陸續出現，直到五六年級最多，國中也有此種現象，到了高

中則少有此類情形。筆者從事兒童美術教育工作近半個世紀，也在大葉大學研究

所開有『兒童畫理論與實務』這門課程，願將我的看法從幼稚園至社會組等各組

做個短評。

幼稚園組：一般幼兒的繪畫心理發展是畫其所知而非畫其所見，其內容雜亂無

章，很不合理又可笑，有時還用嘴巴加以說明。此幅作品是以人物為主體，至於

其他的背景乃以主觀來表現。

國小一年級組：此時期的兒童表現欲旺盛。在作畫的表現上是圖式和基底線的畫

因此所表現出來的不是客觀的事物，而非常地主觀而是自我中心的現象。這幅作

品並非當場之景物的寫生，而是以主觀的想像加以少許的客觀環境來表現；兩

個兒童在騎單車表現出快樂的情景，一個戴紅帽一個戴黃帽，多麼地的快樂。

國小二年級組：其繪畫心理發展是表現欲旺盛，仍殘留著幼兒的特徵，另喜歡

表現其活動的過程而不在乎其結果，對一切事物還不能作批判性及相關性的看

法，也不能把握物與物的關系，大小之比例亦如此。對色彩的關心程度比一年級

來得高，技巧的表現仍很幼稚。此幅火車，也不完全是寫生的結果：是寫生加上

自我的主觀表現，週圍之事物畫得比主體還多。

國小三年級組：已擺脫圖式期時代，多少會對客觀之表現開始發生興趣，批判

力增長，在表現上增加正確性。並能廣泛地使用材料。此幅三輪車，已有大人在

駕駛，車上有小朋友，應該是快樂的星期天吧！

國小四年級組：對於客觀性的表現漸漸有了關心，開始有批判力，漸漸對作品

會加以評價，繪畫方面漸漸地擺脫圖式期，而成為較具寫實性。這幅寫生就比三

年級時的主觀性少，而客觀性強，四年級對於光線（明暗）應不會太重視而此

幅已超出四年級的繪畫心理發展，個人認為應該是美術班的學生吧。

國小五年級組：此時的兒童觀察力增強，開始對事物有所分析之傾向，已有寫

實的傾向並能有計劃地工作，對畫的鑑賞力也大增，並喜觀臨摹別人之作品。此

幅建築物對色彩已很客觀，天空也會部份留白，以求變化。窗戶之表現，有大人

加筆之嫌？

國小六年級組：觀察力比五年級漸趨增強，並會客觀地去觀察事物，並能分析。

寫實能力已增強。此畫寫生來自彰化武德殿，透視、明暗已能充份地呈現出一幅

寫生的風景畫來。人物仍保留有童真之趣味感是幅好畫。

國中一年級組：國中生已明顯擺脫小學之一般現象，對事物之觀察已有了進一

步之進展，此幅寺廟之寫生已完全客觀地表現白色牆地質感，不可多得之作品，

寺前兩棵小樹顏色各有變化。

國中二年級組：比起國一來對於各種景物之觀察更詳細，表現之內容也多起來，

白色車子配上排樓，是幅佳作。而且水彩的用法也很得當。

國中三年級組：平常到了國三，就忙著升學，大致對畫畫會漸漸地不關心，但

此作品已達到水準之上。天空和遠景以灰調來處理，加上黃色調之地面，是極佳



的對比色。

高中一年級組：升到高中的學生將會走兩種路，一種是升大學而重學科，另一

種是讀美術高中將來做升上美術系所之需。此幅作品己有畫家之風，近樹配上遠

處淡淡之建築物，是張好畫。

高中二年級組：已有好的素描基礎，加上流利之筆觸，很有空間感，是不可多

得的佳作。

高中三年級組：氣氛的營造，色彩的配合，透視及明暗之處理，都很理想，近

景更是處理得當，已有畫家之風。

社會組：社會組當然不能以學生視之！首先要觀其是否有自我風格，除了寫生

能力之外是否有特殊的表現法？讓觀賞者是否能感動？這是要件；看來能讓評

審委員選上第一，定是一幅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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