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教育研究 2012 23 1-35  

本文於 2012 年 4 月 13 日評審通過 1 

 

─以部落格與故宮數位典藏資源為例 

An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lementary School Visual Arts Teaching: Using 

Blog and Resource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heng-Feng Kao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有關本文的意見請聯繫代表作者高震峰 

For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this paper, please contact Cheng-Feng Kao 
Email: cfkao@tmue.edu.tw 



高震峰 

2 藝術教育研究 

摘要 
數位科技的發展，為當代視覺藝術教學帶來多元的可能性。在諸多數位

媒體中，相較於許多微型網誌，「部落格」強調分享、互動，容許圖文拼貼、

並置的機制，使之具備知識共構的媒體特質，成為實踐以學習者為主體，建

置學習社群的教學場域。鑒於在傳統的教室教學中，藝術教師較難提供每一

學習個體均能發表看法，並與同儕個別就其作品及藝術思維進行社會性互動

的機會，本研究乃以行動研究為研究模式，探討部落格的相關學習理論，應

用其機制並結合數位典藏資源，建置國小階段視覺藝術學習社群，進行教學

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視覺藝術學習社群能透過「班級部落格」之經營而達

成，「數位典藏資源」有助於視覺藝術教學內容之加深與加廣，學生對於以班

級部落格進行作品分享並與同儕互動、討論的學習方式有正面之認同態度，

呈現了多元層次的作品鑑賞回應。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進而提出研究結論

與建議，以提供藝術教育工作者參考。 

關鍵詞：班級部落格、學習社群、數位典藏資源、藝術教育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lead to an overwhelming reform of the nature 

of art teaching. Comparing with other social media, blogs possess the potential to 

let educational function be utilized in the field of art education for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s on conducting texts and images as well a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Within traditional classrooms, art teachers were usually unable to offer a 

multi-interactive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ir 

artworks and ideas.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first to explore the 

group-learn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about blogs, and then to organize a class 

blog based learning group for teaching visual arts at elementary school levels with 

resource selected from digital archives. Three results were found in this study: (1) 

a learning group for teaching visual arts c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organizing a 

class blog, (2) the usage of digital archives could extend the range of art teaching 

resources, and (3) students display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class blog based 

learning groups, in which they demonstrated multi-levels on interpreting their 

classmates’ artwork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art educators. 

Keywords: class blog, learning group, digital archive resources, 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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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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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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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1  

 

 

 

                                                      
1  故宮「悠遊式數位博物館」網站請參見 http://museum.tw.class.uschool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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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落格在藝術教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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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落格融入教學的學習理論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sociocultural theory social constructivism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andura 1986

Vygotsky 1978 1986

1995

Wenger 1998

2000 community of practice

 

Wenger 2006 Wenger 2000

modes of belonging

 

Flannery 2005



資訊融入國小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 

藝術教育研究 9 

Carraher 2003

firewall

Carraher 2003

 

2007

 

三、以部落格為主軸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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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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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與研究人員  

2  

                                                      
2  本研究之研究助理為視覺藝術相關研究研究生，並具國小藝術教學實務經驗；協同教師為具視覺藝術專長

之國小現職教師，並為所選擇實驗班級之級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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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  

33 18 15

32 16 16

 

三、研究流程與研究步驟  

2008 2009  

四、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  

3  

                                                      
3  本研究質性資料於編碼時，將學生以「S」為代號，並以編號序如「S1」、「S2」等標示。於教學觀察記

錄部分則以「觀」為代號，並以時間序如「觀 971121」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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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覺藝術班級部落格學習社群」之建置過程  

  

2008 6

33 120

uSchool 4

 

 

                                                      
4  「uSchool 優學網」（http://tw.class.urlifelinks.com）目前設立許多國中、小班級網頁，並可經由學校或教師

申請建立班級部落格，每一位學習個體亦能建置個人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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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二、「視覺藝術班級部落格學習社群」之教學歷程  

 

2008 11

32 320

uSchool

 

（一）第一週：引發動機與數位典藏資源教學 

PowerPoint

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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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週：導入議題創作與作品展示 

PowerPoint

 

 

（三）第三週：部落格之迴響與討論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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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週：部落格回應分享及課程總結 

 

 

三、「視覺藝術班級部落格學習社群」之學習反應  

 

（一）數位典藏教學內容滿意度 

分

Li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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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平均數    排序 
M 

1.這堂課的教學內容

使我能夠充分瞭解

《清明上河圖》的時

代意義。 

21 
(65.6%) 

9 
(28.1%)

2 
(6.3%) 

0 0 4.59          1 

2.我覺得使用悠遊式

數位博物館來看《清

明上河圖》很有趣。

19 
(59.4%) 

9 
(28.1%)

4 
(12.5%)

0 0 4.47          2 

3.我喜歡藉由數位博

物館中的畫作來瞭

解古、今社會狀況的

異同。 

16 
(50%) 

13 
(40.6%)

3 
(9.4%) 

0 0  4.41          3

4.我樂於上悠遊式數

位博物館去瀏覽畫

作。 

18 
(56.3%) 

10 
(31.2%)

3 
(9.4%) 

1 
(3.1%) 

0  4.41          3

平均得分      4.47 

N ＝ 32 
 

1 4.47

 

30 93.7%

28 87.5%

29 90.67%

28 87.5%  

S23 S16

S24



資訊融入國小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 

藝術教育研究 17 

S28

S22

S19

S4 S5

S8  

971107

 

（二）班級部落格社群學習反應 

分

Likert

分  

2 

 

人數（%）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平均數  排序 
M 

1.我喜歡使用班級部

落格發表作品。 
19 

(59.4%) 
5 

(15.6%) 
6 

(18.8%)
1 

(3.1%)
1 

(3.1%) 
4.25       4 

2.我喜歡使用班級部

落格討論班上同學

的作品。 

21 
(65.6%) 

6 
(18.8%) 

5 
(15.6%)

0 0 4.5         1 

3.我覺得使用班級部

落格分享作品和感

想比在課堂上更讓

我勇於發言。 

19 
(59.4%) 

6 
(18.8%) 

5 
(15.6%)

1 
(3.1%)

1 
(3.1%) 

4.28       3 

4.我覺得使用班級部

落格迴響功能很容

易。 

15 
(46.9%) 

11 
(34.4%) 

5 
(15.6%)

0 
1 

(3.1%) 
4.22       5 

（接下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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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5.我覺得使用迴響功

能與同學或老師進

行討論可以幫助我

更了解上課內容。 

16  
(50%) 

12 
(37.5%) 

4 
(12.5%)

0 0 4.3     2 

6.我覺得透過部落格

分享與討論作品，對

我以後的創作很有

幫助。 

15 
(46.9%) 

9 
(28.1%) 

8 
(25%) 

0 0 4.22       5 

7.我喜歡使用部落格

和同學做各種討論

和迴響。 

14 
(43.8%) 

7 
(21.9%) 

9 
(28.1%)

2 
(6.3%)

0 4.03       6 

8.我覺得使用班級部

落格可以引起我的

學習興趣。 

16 
(50%) 

9 
(28.1%) 

7 
(21.9%)

0 0 4.28       3 

平均得分       4.27 

N ＝ 32 
 

2 4.27

 

24 75.0%

27 84.4%

28 87.5%

24 75.0%

 

25

78.2% 26 80.3%

25 78.2%

21 65.7%

2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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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 S13

S22

S4 S5

S17

S23 S24

S18

S28 blog S17

S19  

971121

971121

 

（三）部落格回應內容分析 

32 32

76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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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層次 內容屬性 例句 則數 

第一類 能形容直觀的感受 
1.好看！ 
2.很不錯唷！ 
3.有點單調。 

388 

第二類 
能指出喜惡原因或

建議 

S7：有吸引人的漸層色！ 
S2：床很有立體感。 
S32：顏色應該塗均勻一點比較好。 
S28：這建築物好大，紅通通的很喜氣。 
S28：我覺得那幅畫顏色豐富，情景非常好，人物

也很漂亮，構圖也很厲害，我很喜歡！ 

237 

第三類 
能給予判斷或與同

儕對話 

S18：大師！畫的彎彎粉 Cute。 
S24：我覺得他很美，因為以前古代和現代的結緍

習俗都不同。以前都有要拜堂，但是現代只

要請客就好了，所以生活大不同。 
S11：大家都認為搬家工人應該要壯一點～我知道

了，謝謝！  

140 

總則數   765 

 

3 765 388

 

3 237

S21

S28

S7 S2

S32

S19

 

3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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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S30

S9

S22

S24

UFO

UFO S16

S28

S27  

21

S13

S30 分

S5 S32

S11

S15

 

24

140

                                                      
5  「彎彎」是知名部落格作者，對於臺灣部落格圖像創作有領航作用（洪千凡，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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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一）視覺藝術學習社群可透過「班級部落格」之經營而達成 

 

（二）「數位典藏資源」有助於視覺藝術教學內容之加深與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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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覺藝術班級部落格學習社群」獲得正面之學習反應 

 

二、建議  

（一）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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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藝術教育工作者之建議 

edutainment

 

 

 
NSC 96-2411-H-13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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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好！ 
 
這份問卷是為了瞭解你們對於這堂課的教學內容有沒有任何想法和意見，並不

列入成績也不會公開，請各位同學認真且真實的回應唷！ 
 
回答時在□內打 V，請你安心作答。 

 

 

                                 

 

     

 

 

1.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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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好！ 
 
這份問卷是為了瞭解你們對於這堂課的教學方法有沒有任何想法和意見，並不

列入成績也不會公開，請各位同學認真且真實的回應唷！ 
 
回答時在□內打 V，請你安心作答。 

 

 

                                 
 

     
 

 

1.  

         

2.  

         

3.  

         

4.  

         

5.  

         

6.  

          

7.  

         

8.  

         
 

三、綜合問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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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教學階段 實驗教學階段 修正說明 

教 
學 
目 
標 

1.藉由數位典藏資源瞭解藝術作品的

視覺特徵及時代背景 
2.理解與比較過去生活習俗與今日的

異同 
3.操作並熟悉視覺藝術部落格的使用

1.藉由數位典藏資源瞭解藝術作品的

視覺特徵及時代背景 
2.理解與比較古今生活習俗的異同並

進行創作 
3.操作並熟悉視覺藝術部落格的使用 

考量實驗教學階段

對象為五年級學

生，並彰顯視覺藝

術學習中創作活動

的意義，實驗教學

階段中將創作表現

的份量提升，藉之

提供學生呈現對課

程內涵的思考。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內 
容 

三節課共 120 分鐘 
 
第一週：引發動機與數位典藏資源教

學（一節課共 40 分鐘） 
1.自學生經驗出發引起興趣，詢問對

故宮以及《清明上河圖》的認識。

如：有沒有到過故宮？有沒有看過

臺北故宮的《清明上河圖》？知不

知道有北京故宮及臺北故宮所藏的

版本？解釋其原因和時代背景，並

線上瀏覽兩圖，同時說明數位典藏

資源的意義。（10 分鐘） 
2.請學生發表對這兩幅不同時代但相

同主題畫作的感想。（10 分鐘） 
3.以故宮數位博物館互動網站中進行

互動式瀏覽和講解，選擇數類跟現

代生活關連較大的主題，提出現代

生活情景與《清明上河圖》作對照。

並以分組方式請學生就不同主題討

論後發表感想，例如：和家人是否

有類似生活場景的經驗？對哪一個

主題最有想法？等。（20 分鐘） 
 

八節課共 320 分鐘 
 
第一週：引發動機與數位典藏資源教

學（兩節課共 80 分鐘） 
1.自學生經驗出發引起興趣，詢問對故

宮以及《清明上河圖》的認識。如：

有沒有到過故宮？有沒有看過臺北

故宮的《清明上河圖》？知不知道有

北京故宮及臺北故宮所藏的版本？

解釋其原因和時代背景，並線上瀏覽

兩圖，同時說明數位典藏資源的意

義。（30 分鐘） 
2.請學生發表對這兩幅時代不同但主

題相同畫作的感想，以及有什麼異同

點。（10 分鐘） 
3.以故宮數位博物館互動網站進行互

動式瀏覽和講解，針對數位博物館的

四大主題：發達的交通、各行各業面

面觀、娛樂與表演、古今大不同，以

PowerPoint 呈現相對應主題的今日

場景，請學生思考當時的場景和現代

的場景有什麼不一樣。以分組方式請

學生就不同主題討論後發表感想。例

如：和家人是否有類似生活場景的經

驗？對哪一個主題最有想法？是因

為圖畫中人物的生動有趣？或是有

相似的經驗呢？並以分組競賽提高

參與動機（40 分鐘） 

1.由於試驗教學階

段時間較短，發

現較難就教學內

容進行深入的介

紹，學生作品的

完整度也偏低，

而部落格迴響與

討 論 時 間 也 有

限。雖請學生課

後繼續回應，但

因沒有接續的課

程，反應並不熱

絡。於實驗教學

階段中，將時間

拉長，並在部落

格 迴 響 與 討 論

後，增加部落格回

應分享及課程總

結的教學活動。 
2.試驗教學階段之

主題為教學者自

選與現代社會相

關的數個主題。

於實驗教學階段

時，考量應充分

運用數位博物館

的數位資源，改

為應用故宮悠遊

式數位博物館已

《清明上河圖》

規劃之四大主題

為教學內容。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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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內 
容 

教材舉例：學堂 

 
Q：這是古時候的學校，稱為「學堂」，

沒有校門，只有在牆壁上貼了一

個「學」字，這跟我們的校門有

什麼不一樣呢？圖中有個搗蛋的

學生還想爬牆進去。古代和現代

景物不同，學生是不是還是會有

一樣的行為呢？ 
 

第二週：繪製作品並上傳部落格 
（一節課共 40 分鐘） 

1.發下「現代版清明上河圖一角」創

作學習單，請學生選定一個主題，

並想想今日的生活，將之和所看到

《清明上河圖》相似的場景畫出

來，並說明作品創作的想法。 
2.將學生作品上傳到班級部落格。 

 
第三週：班級部落格分享與討論 

（一節課共 40 分鐘） 
1.讓學生於班級部落格中瀏覽其他學

生的作品，並應用部落格的迴響和

討論功能對同儕作品進行回應，請

學生思考以下問題：（30 分鐘） 
‧如果是你，在這主題中會畫些什

麼呢？ 
‧你覺得這位同學所畫的，哪裡有

趣？為什麼？哪裡又可以提供你

的建議呢？ 
‧請說說還有其他哪些感想？ 

2.讓學生觀看其他同儕對於作品的迴

響，做整體的討論和分享，並鼓勵

學生課後繼續至部落格進行回應。

3.發給學生滿意度問卷，進行填寫。

（10 分鐘） 

教材舉例：主題四「古今大不同」

 
Q：古時候搬家，往往全家出動，而且

連飼養的家畜都得一起帶走。使用

牛車來搬運，整個車非常滿的樣

子，這跟現代人搬家是不是有種異

曲同工之妙呢？說說自己有沒有

搬家的經驗呢？ 
4.發下作業單，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

的學習，並提出印象深刻的主題，做

為創作發想的依據，於下課前交回。

（15 分鐘） 
 

第二週：導入議題創作與作品展示 
（兩節課共 80 分鐘） 

1.就上週作業單中所寫出有印象的主

題，選取比例較高的主題進行討論。

（15 分鐘） 
2.發下「現代版清明上河圖一角」創作

學習單，請學生從前述主題中擇一，

並想想現代的生活有沒有一樣的主

題呢？現代生活又是如何呈現的？

把想法畫出來，並說明作品創作的想

法。（65 分鐘） 
3.將學生作品上傳到班級部落格。 

 
第三週：部落格之迴響與討論 

（兩節課共 80 分鐘） 
1.示範如何在班級部落格上瀏覽同學

的作品，並挑兩張作品做迴響的示範

教學，讓學生能夠瞭解班級部落格迴

響功能的使用；此外，引導學生討論

正確的網路發言禮節。（20 分鐘）

2.讓學生使用電腦教室的電腦，登入班

級部落格去瀏覽其他同學的作品，並

應用部落格的迴響和討論功能作回

應，請學生盡可能每一張作品都能欣

賞以及回應，並挑選最喜歡的幾張作

品思考以下的問題：（60 分鐘） 

3.考量實驗教學階

段對象為五年級

學生，增加教學

PowerPoint 中文

字描述的深度。

4.為尋找創作主題

的發想來源，並

提 高 學 生 專 注

力，於實驗教學

階 段 增 加 作 業

單。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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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內 
容 

 ‧如果是你，在這主題中會畫些什麼

呢？ 
‧這幅圖畫中你最先注意哪一個部

分？或是最喜歡哪一個部分呢？

為什麼？是因為覺得有趣？還是

你有相同的經驗呢？哪裡又可以

提供你的建議呢？同學所畫的現

代場景跟古代有什麼異同呢？ 
‧請說說還有其他哪些感想。 

3.請學生於課後可以上班級部落格繼

續回應。 
 
第四週：部落格回應分享及課程總結 
（兩節課共 80 分鐘） 

1.接續上週進度，請學生再度登入班級

部落格，去看看別的同學對於作品的

回應內容，並鼓勵學生就別人對自己

作品的回應，再做回應、交叉分享跟

討論。（40 分鐘） 
2.讓學生觀看其他同學對於作品的迴

響，作整體的討論和分享，並鼓勵學

生課後繼續至部落格進行回應。（10
分鐘） 

3.發給學生滿意度問卷，進行填寫。（20
分鐘） 

 

部 
落 
格 
平 
台 
使 
用 
部 
份 

1.於第三週讓學生於班級部落格中瀏

覽其他學生的作品，並應用部落格

的迴響和討論功能對同儕作品進行

回應。由於有部分學生並沒有在優

學網上註冊，平日也無法使用電腦

及網路，於是使用傳統手寫方式作

迴響，再由教師幫忙統一上傳。 
2.課程結束前鼓勵學生於課程結束後

可繼續至部落格進行回應。發現由

於第三週部落格迴響後未規劃接續

課程，學生課後再上班級部落格的

回應率頗低。 
 

1.於第三週使用部落格回應前，確定每

位學生均完成優學網之註冊手續，確

保教學活動進行時，每位學生都可以

使用自己的帳號登入班級部落格，以

對作品進行觀看與回應。 
2.於第三週課程開始時，先示範如何進

入優學網以及班級部落格，以及如何

應用部落格的迴響和討論功能對同

儕作品進行回應等。 
3.於第三週課程結束後，鼓勵學生於課

程結束後，可繼續至部落格進行回

應，並於第四週針對已回應之內容交

互討論。 

於試驗教學階段

中，發現部分學生

未在優學網上註

冊，失去即時討論

的效果。因此實驗

教學階段中，於進

行部落格迴響前，

先確定每位學生完

成註冊之手續。 
於試驗教學階段

中，部分學生認為

使用班級部落格有

些困難。因此，實

驗教學階段時，在

班級部落格瀏覽作

品前先示範部落格

之使用，從登入、選

取、瀏覽到迴響，

做完整示範，讓每位

學生都清楚知道回

應與討論的流程。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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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研 

究 

工 

具 

1.「數位典藏教學內容滿意度問卷」

預試卷計有三題五點量表題目如

下： 

‧教學後，我能夠清楚瞭解「清明

上河圖」的時代背景。 

‧我覺得使用故宮所設計的悠遊式

數位博物館來看「清明上河圖」

很清楚。 

‧我喜歡藉由畫作欣賞來瞭解古時

候不同時代的社會人文與現代的

異同。 

2.「班級部落格學習社群滿意度問卷」

預試卷計有五題五點量表題目如

下： 

‧我喜歡老師使用班級部落格來發

表我的作品。 

‧我喜歡使用班級部落格的迴響功

能去討論班上同學的作品。 

‧我覺得使用班級部落格來分享作

品和感想比在課堂上更讓我勇於

發言。 

‧我覺得使用班級部落格分享作品

和感想很有意義。 

‧我覺得操作班級部落格的介面對

我來說是簡單的 

1.於「數位典藏教學內容滿意度問卷」

中增加一題「我樂於上悠遊式數位博

物館去瀏覽畫作」，以及開放題一題

「你覺得這次的課程給你有怎樣的

幫助或是感想呢？」，並根據實驗教

學階段課程設計的改變修正題目（參

見附錄一）。 

 

2.修正「班級部落格學習社群滿意度問

卷」（參見附錄二）的試題文字，並

增加三題五點量表題目，以及開放題

一題，說明如下： 

我覺得透過部落格上分享與討論作

品，對於我以後創作有幫助。（五

點量表題） 

‧我喜歡使用部落格和同學做各種的

討論和迴響。（五點量表題） 

‧我覺得使用班級部落格可以引起我

的學習興趣。（五點量表題） 

‧你覺得使用部落格發表作品和課堂

上的發表最大的不同在哪裡呢？

（開放題） 

 

根據實驗教學階段

課程設計的改變，

修正「數位典藏教

學內容滿意度問

卷」文字，並增加

一題，以更了解學

生對數位典藏教學

內容的接受程度。

根據實驗教學階段

課程設計的改變，

修正「班級部落格

學習社群滿意度問

卷」文字，並增加

三題，以更了解學

生對班級部落格學

習社群學習反應的

看法。 

兩份問卷均增加開

放題，以收集學生

的質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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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圖畫出古代「雜耍」與現代「舞

台劇」場景的對照。 
說明：本圖以文字說明出古代與現代「搬

家」方式的不同，並畫出現代的搬

家景象。（S9） 

  
說明：本圖僅畫出現代生活中「搬家」的

場景。（S11） 
說明：本圖採用說故事的方式表示現代生

活中盪鞦韆的景象。（S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