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專學生繪畫發展階段特徵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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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五專動畫系科學生繪畫發展階段特徵，針對學生繪畫發展與表現之特徵

為分析條件，以研究者實際教學現場之學生與作品做為分析之對象，並透過學生繪畫作品分

析對應 Lowenfeld 所表示之繪畫發展階段的個殊性，與此階段學生的交互關係及心智表現的

關連性。本研究以台北市內湖區五專影視動畫科繪畫課學生為受試樣本，進行選擇性繪畫及

表現形式進行分析，本研究係從學生繪畫作品、作品與繪畫者訪談記錄、專家回饋紀錄之各

項來源取得資料。研究中採用觀察法在實際的教學現場觀察學生時作情形，加以訪談法進行

學生作品與繪畫過程的心智關係紀錄並與作品分析法進行研究，本研究結果與發現繪畫發展

階段與學習經驗有正關係，教學時以繪畫發展階段為依據可有效協助教學成效，透過本研究，

可以提供繪畫發展階段後續之研究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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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ges and the 
Stages of Fine Arts Development of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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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fine arts development and art performance of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s are students from Department of Media Arts. The 
analyses are based on the work of Lowenfel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ubjects’ age and 
their art performanc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ollowing sources: students’ art works, 
observation,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and feedback records from exper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stage of art developmen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bjects’ learning experience. It 
is expected that through different course design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students will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es from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not only enhance 
students’ art performance,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studies in relate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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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美國著名的美術教育家羅恩菲爾

（Lowenfeld,1957）長年觀察與分析創作型

美術作品，發現創作者在進入擬似寫實期

（pseudoreallstlc stage），青少年以後從

無意識的想像活動過渡到批判性的自覺活

動，突然覺察到自己的「孩子氣的行為反

應」，或「缺乏控制的想像活動」是不成熟的，

雖然擁有高度的創造力，由於成人態度的甦

醒，重視藝術成品甚於創作過程，眼高手低

的結果就是停止或不願意參與創作活動。依

據 Gardren 等人和 Lowenfeld 的論述，在藝

術的創作動機上，少年時期較為低落，而缺

乏創造的內在動機是不利於他們創造力的發

展。「心理學研究已經表明，動機直接決定個

體從事活動的積極性、對結果的評價和體

驗，並進而影響個體從事創造性活動的積極

性和創造力的發展。 

綜上所述，進行繪畫發展階段相關的研

究在藝術教育及五專學生學習繪畫表現階段

是件刻不容緩的事。研究者於五專學校任

教，在實際課程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對於

繪畫表現形式常形成困頓的現象。在繪畫發

展階段的特質表現上，對於畫面構圖、線條

輕重變化、明度階層等表現形式，有其繪畫

特徵之表現。有感於此，本研究將以繪畫發

展階段之特性作為研究之重點，試圖規劃出

繪畫發展與年齡的正相關性，期望能提高學

生學習概念，更可以使學生學習的呈現較為

具體且有方向性。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研究背景 

研究者在五專動畫系科繪畫課程教學過

程中發現，青春期後的學生若沒有接觸過美

術教育訓練，在繪畫內容及表現技法上較無

法具體呈現的方法，若從 Lowenfeld 的繪畫

發展階段理論來定義繪畫的學習順序恐有不

合宜之處，而試圖理出五專學生在學習繪畫

過程中所面對的技術層面或心理層面的因

素，能提供有效的教學策略。 
有感於此，採用實作法及臨摹選擇對象

法來尋找出該年齡所期望達到或是所欣賞的

技巧表現形式，進而以多元學習輔導的方式

進行教學，一則可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二

則可使學習的呈現較為具體且有連貫性並且

可以針對學習者所欲想的學習方向提供學習

資源，因此五專動畫系科學生繪畫發展階段

特徵的建立是不容延宕的。 
(二) 研究動機 

繪畫教育提供兒童在智力、社會、美學

等領域一個成長的機會（Ferrara, 1991；
Lowenfeld & Brittain, 1987）。皮亞傑曾指出

「繪畫是記號性功能的一種形式，它被視為

象徵性遊戲和心理意象之間的仲介」（引自孫

佳曆、華意蓉譯，民 75，56 頁），這是對於

繪畫在認知發展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最佳詮

釋。 
過去詮釋繪畫的理論很多，有部分理論

相信可透過繪畫表現了解繪畫者的智力或認

知的發展，如發展說、智慧說（陸雅青，民

88）。繪畫反應了美術方面成長的個別差異，

而繪畫的發展階段和年齡間並沒有固定、持

久的關係。Lowenfeld and Brittain（1987）和 
Piaget 一樣採用發展階段的觀念，每個階段

都有獨特的繪畫呈現方式，進入青春期之

後，除非經由特殊的繪畫訓練，其繪畫的表

現性將不會有很大的改變。 
Arnheim（1954/1974）、Lowenfeld and 

Brittain（1987）及 Gardner（1980）都認為

繪畫發展有順序性、階段性。而 Lowenfeld 
and Brittain（1987）以實際年齡來劃分各階

段，且相信發展順序上是不可改變的；但實

際觀察、分析繪畫者所處的繪畫發展階段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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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並非完全符合他們的實際年齡，而是與繪

畫的經驗有關。 
因此，本研究擬搜集、整理五專動畫系

科教學現場繪畫發展階段的特徵，提供美術

教師評估學生的繪畫發展，來探究學生個殊

性的繪畫發展情形，進而提供相對有效的學

習策略給學生，探討教學上與學生學習成就

上之價值，以提供教師在教學時的參考。 
 

二、研究目的 

(一)檢驗繪畫發展階段與學習經驗是否有正

向關係。 

(二)在教學時以繪畫發展階段為依據可否能

達成有效教學成效。 

(三)本研究結果是否可以提供繪畫發展階段

後續之對應研究參考。 

 

三、 名詞定義 
(一)繪畫發展階段： 

繪畫發展階段乃採用 Lowenfeld and 
Brittain（1987）的兒童繪畫發展階段理論，

他們認為兒童天生具有創造力及自發性學習

的能力，其成長是循序漸進的，兒童繪畫發

展階段可分為塗鴉階段（scribbling stage）、
樣式化前階段（preschematic stage）、樣式化

階段（schematic stage）、黨群寫實階段（gang 
age stage）、擬似寫實階段（pseudo-naturalistic 
stage）、決定階段。 
(二)年齡： 

本研究所指的年齡為繪畫者從出生到實

際繪畫表現出來的作品的實際年齡，因此在

本研究中可能出現同年齡的受測者，卻是不

同的繪畫年齡的狀況。 
 

(三)繪畫表現： 
繪畫表現會隨著年齡與智力的發展，在

畫面的呈現上，其細節會更加詳盡，思考脈

絡及風格的呈現會更加清晰，因此透過繪畫

表現的特徵分析，可以了解學習者的起點狀

況。本研究所指稱的繪畫表現是依照學生所

畫的畫面特徵給予分析定義。 
 

貳、文獻探討 

一、各家繪畫發展階段理論 
林玉山（1990）曾整理自十九世紀末以

來相關繪畫發展的研究，這些研究試圖將繪

畫進行階段性的分期，並透過繪畫的行為和

作品的分析發現繪畫發展上的特徵，由動作

反應的塗鴉，到象徵符號的圖式，再經由模

仿自然，達到表現個人特質。之後，陸續有

學者提出兒童的繪畫階段與年齡發展階段的

關聯性的研究或論述，如 1947 年的 
Lowenfeld、1954 年的 Arnheim、1980 年的 
Gardner，呈現此三人對於藝術發展階段的重

要論述（Gardner, 1980；Lowenfeld & Brittain, 
1987；李長俊譯，1981；林玉山，1993）。上

述三個兒童繪畫發展相關理論中，以 
Lowenfeld 於 1947 年所提出的論述較為詳

盡，最有價值的是 Lowenfeld 針對每個繪畫

發展階段提出詳盡的可評量向度，此理論有

助於提供藝術教育者及藝術治療師瞭解兒童

的繪畫發展，成為一個兒童發展的評估工具

（Dunn-Snow & D＇Amelio, 2000），藝術治

療師領域更採用其理論來增加對兒童在社

會、情感、智力、動覺等方面的瞭解（Ferrara, 
1991）。研究者參考林玉山（1990）整理繪畫

相關研究以表格列於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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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繪畫發展階段與重要論述 
學者/年份 發展階段 重要論述 

Edenezer Cooke 
（1883） 

1. 筋肉運動的塗抹  
2. 筋肉運動漸受精神指揮  
3. 思考漸受想像的影響  
4. 具有基本組織的繪畫 

認為兒童天生具有想像力及自我表現的能力，

其進步的動力是因為興趣所引起與促成的。 

George  
Kerschensteiner  
（1905） 

1. 實驗前期  
2. 圖式期  
3. 線與形式之欣賞期  
4. 外貌之表現期 
5. 立體形式表現期  

認為兒童的繪畫成長最後是傾向寫實主義，

「人」是兒童在繪畫時所選取次數最多的主題。

George Henry  
Luquet  
（1913, 1927） 

1. 偶然的寫實階段  
2. 未完成的寫實階段或稱為

缺乏綜合能力的階段 
3. 智性的寫實觀階段  
4. 視覺的寫實觀階段 

認為兒童的繪畫最初只是一種遊戲，在八、九

歲以前，其描繪的意圖主要是寫實主義，但開

始描繪他所知道的比他描繪實際看到的人或物

要早的多。 

Cyril Burt  
（1922） 

1. 塗鴉式階段  
2. 畫線階段  
3. 技術的象徵主義階段 
4. 技術的寫實主義 
5. 視覺的寫實主義 
6. 抑制的階段 
7. 藝術的復活 

對於兒童的繪畫發展階段的畫分，提供最有系

統的綱要。 

Herga Eng  
（1931） 

1. 塗鴉階段  
2. 圖式化階段  
3. 平版畫階段  
4. 線造形繪畫與線空間繪畫 
5. 裝飾文字與裝飾插圖 

針對姪女自一歲四個月到八足歲，九至二十四

歲的繪畫作整理、探討，對於繪畫發展歷程作

詳細的研究。 

關衛  
(1931)  
 

1. 始源描繪期  
2. 觀念描繪期  
3. 自決描繪期  
4. 再生描繪期 

針對日本兒童繪畫作品作研究。 

黃翼  
(1938)  
 

1. 塗鴉期  
2. 象徵特徵是不變的時期或

過渡期  
3. 定型期  
4. 寫實期 

針對我國的兒童繪畫作品做研究，提出我國兒

童繪畫發展心理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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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年份 發展階段 重要論述 
Lowenfeld  
（1947） 

1. 塗鴉階段（2-4 歲）  
2. 樣式化前階段（4-7 歲） 
3. 樣式化階段（7-9 歲）  
4. 黨群寫實階段（9-11 歲）

5. 擬似寫實階段（11-13 歲）

6. 決定階段（13-17 歲） 

每個階段的發展是依照年紀來發展的，階段順

序不可逆轉。  
繪畫表現與兒童的一般性發展是有密切相關

的。 
相信兒童畫中所表現出的細節顯示出他智力上

的改變，主動使用的知識表達智力的程度。 
認為兒童情緒上障礙，他會出現刻板的重複之

表現。  
相信年齡和發展階段間有不正常的差距時，兒

童可能有心智遲滯的狀況。 
情感受到壓抑或過度的理智都會讓兒童的創作

表現受到阻礙。  
每個階段都提供評量兒童繪畫的向度。 

Arnheim  
（1954） 

1. 未明確的提出發展階段 
2. 透過分化的原則，二元或

三元的呈現來了解兒童的

繪畫發展狀況。  

以完形心理學為理論架構。  
認為兒童的繪畫表現並非單純的複製外在的事

物的過程，而是再現的觀念發生。再現的過程

中因心智的成長與型式的發生相互增強。  
認為兒童最初只能知覺未經分化的整體，漸漸

的分化，能辨別細節。  
再現與分化的規則皆是由單純到複雜，有階段

式的。  
當進入下ㄧ階段，前一期或前幾期的技巧仍會

繼續使用。  
繪畫發展階段與年齡無固定的關係。 

Gardner  
（1980） 

1. 塗鴉階段（0-4 歲） 
2. 圖式階段（4-8 歲） 
3. 寫實階段（9 歲以後） 
 

繪畫發展的基本順序不變，干涉可能會加速或

減緩他發生的過程。  
兒童繪畫發展的表現是兒童行為的反應。  
象徵符號系統的發展，因個體的不同而有不同

時間的發生，而象徵符號的發生是沒有固定的

次序。  
兒童繪畫發展呈現「U 形曲線」 ，學前兒童出

現創造性高的狀態，就學期間的兒童與青少年

出現傾向寫實期的潛伏期，如果 U 形能再度升

起時，則表示重新達到較高層次的藝術成就。 
 

表 2-1 繪畫發展階段與重要論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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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知發展  
有關兒童認知發展的論述，以皮亞傑

（Piaget）的認知發展理論最廣為被討論予接

受。皮亞傑的認知發展理論的重點，以「基

模」（schema）說明兒童如何認識並且適應環

境，基模是指「在相同或類似的狀況下透過

重複而遷移或概括行動的結構或組織」 （孫

佳曆、華意蓉譯，1986），兒童的認知發展是

個體和環境交互作用時，個體不斷的透過同

化（assimilation）與調適（accommodation）
取得平衡（equilibration）的狀態，來適應新

環境。同化的作用是個體轉化外界事物，而

成為個體結構其中一部份的過程，調適的作

用指在遇到新環境，既有的基模無法在處理

新的事物，或既有的認知結構無法同化新的

經驗時，因而改變既有的基模，以符合新的

經驗達到平衡的狀態。  
皮亞傑認為認知的發展依照年齡來區分

可分為四個階段，雖為四個階段但仍有連續

性，所有的兒童都是經歷這四個順序的認知

發展（王文科，1991；王文科，1996）。  
(一)感覺運動期（sensory motor stage）： 

出生至兩歲，在本階段的嬰兒的認知主

要依賴自己感觀的經驗，透過肢體的反射行

為來認識環境，漸漸形成習慣並且固定的反

應方式，此時的活動大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在本階段中，嬰兒會發展物體恆存及因果概

念的觀念。  
(二)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 stage）： 

兩歲至七歲，本階段的兒童擁有運用符

號的能力，可以透過延宕模仿、象徵遊戲或

扮演遊戲、繪畫或圖畫意象、心理意象、語

言的使用等五種行為模式觀察出。在此階段

中會出現幾個特殊的思考現象，如：約在二

到四歲期間常出現不具邏輯的直接推理的現

象，他的思考模式會出現自我中心，並且無

法區別自己與他人的的觀點，思考為單向

的，無法接受可逆性，且缺乏質、重量、容

量保留的觀念。在注意力方面會集中在特定

的範圍而不會注意其他方面。 
(三)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七歲至十一歲，在此階段重要的發展特

徵有開始脫離自我中心觀，發展具體、合乎

邏輯的思考能力，思考模式由籠統漸漸變為

分化、絕對到相對、靜態到動態，知覺開始

有可逆性、保留、轉變性的概念，並且發展

出算數運思、空間運思的能力。  
(四)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十一歲至成人，此為皮亞傑所提認知發

展理論的最後一個階段，在本階段中，兒童

能夠不藉由具體事物，來做抽象的思考，並

具有假設－演繹推理、歸納推理的能力。但

在青少年時期會出現自我中心觀，常會因個

體建構理想與實務比較而產生困擾，透過參

與實務後，會縮短理想與實務間的差距，進

而能客觀的思考。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理論是一種漸次生成

說（epigenesis），用階段來強調固定的發展

順序，各階段出現的時間並不是絕對的，會

因個體的經驗、成熟度及社會環境的關係而

有所不同，但各階段的先後順序則不受影

響。每個階段以整體結構（whole structure）
作為它的特徵，藉此解釋每個階段主要的行

為模式，階段與階段有質上的差異。前一個

階段會融於後一個階段中，前一個階段是為

下一個階段準備，最後被下一個階段整合，

成為一個附屬的結構，此一階段又為下一階

段作準備，這種關係，不可替換（王文科，

1991；孫佳曆、華意蓉譯，1986）。皮亞傑透

過觀察兒童的成長所提的認知發展理論，相

信兒童的本質或思考方式與成人是有所不同

的，他提供了一個明確的兒童認知發展階

                                                          五專學生繪畫發展階段特徵之研究   45 



 

段，可以讓在心理學或教育專業人員可以很

快的瞭解兒童的認知發展狀態與特徵。研究

者將皮亞傑（Piaget）認知發展理論相關研究

以表格列於表 2-2。
 
表 2-2 皮亞傑（Piaget）認知發展理論 

發展階段 年齡 重要論述 

感覺運動期 
（sensory motor stage） 

0~2 
歲 

*依賴自己感觀的經驗。 
*透過肢體的觸動行為來認識環境。 
*發展物體恆存及因果概念。 

前運思期 
（preoperational stage） 

2~7 
歲 

*現自我中心思想。 
*可明顯觀察出運用符號的能力。 
*缺乏質、重量、容量保留的觀念。 
*注意力集中在特定的範圍。 

具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7~11
歲 

*發展具體、合乎邏輯的思考能力。 
*知覺開始有可逆性、保留、轉變性的概念。 
*發展出算數運思、空間運思的能力。 

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11 歲

以後

*具有假設－演繹推理、歸納推理的能力。 
*青少年時期會出現自我中心觀。 
*透過參與實務後，進而能客觀的思考。 

 
 
 

三、兒童繪畫發展理論  
Lowenfeld 在 1947 年出版了「創造與心

智的成長」（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陸

續改版，Brittain 於 1987 年修改出版「創造

與心智的成長」第八版，提出以兒童為中心

的論點，他採用創造性的取向，主張兒童繪

畫的發展是由內而外的自然發展，相信兒童

積極性的技巧及繪畫發展的理論大都與年齡

的大小有關聯，但非絕對以年齡來劃分，兒

童的繪畫是自我表現的論點，當將兒童繪畫

配合他的心智成長一起觀察，可將繪畫視為

心智成長的一種反應。Lowenfeld and Brittain
相信藝術表達與個體的心理與情緒健康有密

切的關係，因此藝術品可視為創作者反應自

己內在世界的作品（Lowenfeld & Brittain, 
1987）。  

在藝術發展階段方面  Lowenfeld and 
Brittain（1987）和皮亞傑一樣採取的發展觀

點，提出了兒童的藝術表現，也有發展階段。

將兒童繪畫發展分為塗鴉階段（scribbling 
stage）、樣式化前階段（pre-schematic stage）、
樣式化階段（schematic stage）、黨群階段

（ gang age stage ）、 擬 似 寫 實 階 段

（pseudo-naturalistic stage）；在每個階段都可

看到兒童在智力、情感、社會、知覺、生理、

美感、創造性等七個方面的成長。他們相信

人天生具有創造力和自發性的學習能力，主

張孩子的成長是循序漸進的，讓兒童參與各

種的創作過程中，接觸各種媒材，是實現兒

童創作潛力有效的方法（ Lowenfeld & 
Brittai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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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nfeld and Brittain（1987）提出五個

兒童繪畫發展階段，而每個階段都有造型、

人物、空間、色彩等繪畫表現的特徵，茲將

每個階段兒童的繪畫特徵與可能呈現的繪畫

表現特徵說明如下：  
(一)塗鴉階段（二至四歲）：  

此階段的兒童剛開始尚未具有控制能力

的塗鴉，之後具有控制能力的塗鴉，因手眼

的協調，出現縱橫線、圓圈的塗鴉，漸漸從

肌肉運動到想像思考，開始針對圖像命名。

塗鴉反應了兒童的生理發展，當發展日益成

熟之時，兒童越能控制自己的身體，協調度

越佳，因此其從塗鴉的線條，可判斷出兒童

的發展年齡。Lowenfeld and Brittain（1987）
又把塗鴉階段分為三個次階段：  
1、隨意塗鴉： 
    兒童初期作品節奏不明顯，約兩歲時，

還不能控制肌肉動作，重複練習某種動作樣

式，其塗鴉的動作拙劣，兒童塗鴉時常在同

一地方重覆相同的動作，因此作品呈現留白

甚多，形成一「糰」亂線的狀況，在此時的

塗鴉不表現兒童任何的意念。  
2、控制塗鴉： 
    兒童的肌肉、關節控制、手眼協調日益

成熟，其塗鴉的控制也明顯的進步，其塗鴉

畫面會出現上下或左右反覆，後來有大圈圈

的線條。  
3、命名塗鴉： 
    兒童開始出現小圓圈的動作，此時兒童

開始嘗試把視覺經驗的對象轉變為心象，並

且將心象表現在塗鴉作品中，並且為自己畫

出的點、線、圈…等命名。隨著兒童的語言

能力發展，作品的物件越來越多，反映他的

生活經驗越豐富。  
(二)樣式化前階段（四至七歲）：  

兒童開始發現在表現和所要表現的物體

間存有關係，也開始有人物的表現，但經常

會改變象徵符號，空間表現沒有任何秩序，

畫面中所使用的色彩乃依據情感或注意力，

與實際的顏色無關。此階段可從造形、用色、

空間表現三個部份來檢視：  
1、造形：  
(1) 人： 

開始創造有意義的符號，兒童的第一個

表現符號是人，四到五歲的兒童可以用圓圈

來代表頭，縱橫的兩條線代表腳，這種「頭

－足型」的人物，外形象蝌蚪，因此又稱蝌

蚪人，其中常出現眼睛與嘴巴兩種器官，此

為兒童對人的最初表現。  
(2) 方形： 

約至四歲時，兒童的手眼協調、小肌肉

的運作能力控制得宜時，才會開始模仿或畫

出方形。  
(3) 格子、柵欄狀或其他反覆呈現的簡易造

形： 
兒童在此階段會很熱衷於反覆的畫格

子、柵欄狀的形體。  
(4) 一般表現符號： 

此階段兒童所表現的物體，都是她們所

關心的或感興趣的物體，其造形以幾何為

主，這些幾何線條，被用來呈現某些東西，

這些線條便是「象徵符號」。兒童在創作的過

程中，會尋求概念，其象徵符號經常改變。  
2、空間： 

兒童在表現時，好像許多東西隨意的擺

放在畫面上，但透過觀察，可發現他所描繪

的空間，都是圍繞在他身邊的景物。畫面中

物件與物件缺乏客觀的邏輯關係，物件的比

例大小也是以兒童主觀認知的空間觀來呈現

在畫面上。 
3、色彩： 

此階段的兒童並未發現所用的顏色與要

表達的物體間確切的關係，兒童是隨意的使

用顏色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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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樣式化階段（七到九歲）：  
透過重複而發現人的形體概念，產生人物

樣式。進而透過樣式的改變來表現主觀經

驗，在此階段中常使用幾何線條來表現人物

樣式。同時發現空間關係有明確的秩序存

在，開始採用基底線，但仍出現主觀空間的

表現方式，並且限色彩與物體間存在著關

係，開始使用固有色。此階段同樣從造形、

用色、空間表現三個部份檢視：  
1、造形：  
(1)人物： 
    是經過樣式前階段整理所得到對人的概

念，兒童會不斷重複他，達到自己對人的明

確概念，過程中除非有特殊經驗影響他進而

改變這個概念，否則他會一次一次的重複

它。然而人物樣式是非常個人化的概念，是

與身體及心智有直接關係的。人的造形以幾

何構成，當人被支解時，這些幾何圖形就失

去的象徵意義。如畫面上出現多個人，大都

以面向前，較少面對面來呈現。 
(2)一般物體： 

大體而言一般物體大都以幾何造形呈

現，每個物體大都有某種特定的造形，來代

表該物體。  
2、空間： 

在此發現空間關係是存在明確的秩序，

當兒童有約六、七歲的心智年齡時開始採用

基底線，將所有的事物放在上面，地面上的

東西都與基底線發生了關係。然而兒童會因

自身的感情經驗改變他表現空間樣式的方

法，是主觀空間的再現，通常有幾種類型，

第一種是基底線仍出現，第二種則因情感經

驗強烈，超越他身為環境中的一份子的感

覺，而使他放棄使用「基底線的經驗」，如常

見到「摺疊」的呈現方式；第三種讓畫面變

為「平面與垂直面的混合」；第四種是在同一

空間裡表現出不同的延續時間。第五種在同

一空間中呈現多樣物件，因此採用「鳥瞰

法」。第六種以 X 光透視法來描寫不可能同

時看到的視點，該視點是兒童的內心深層情

感的部份。  
3、色彩： 

兒童開始發現色彩與物體間存在著某種

關連，兒童會在相同的物體，重覆相同的顏

色，在一次一次的重複過程中，建立了兒童

的「色彩樣式」，兒童約六至七歲開始有固有

色的概念。然而每個兒童都擁有個人化的色

彩關係，這關係源自於首次獲得印象，但在

色彩樣式裡，只要有特殊情感經驗仍會影響

兒童色彩樣式的表現。 
(四)黨群寫實階段（九至十一歲）：  

此階段的兒童比較意識到自我，開始脫

離了樣式與幾何線條的表現方式，對於人物

畫，更著重於細節上表現男女的不同，比較

傾向寫實，但人物的表現則比較僵硬。空間

表現上，發覺基底線間的空間的意義，平面

因此被發現了，如天空、地面。他所使用的

色彩表現和情感經驗有密切的關係。此階段

同樣以造形、用色、空間表現三個部份檢視：  
1、造形： 

就人物造形方面，開始表達人物的性別

特徵和衣著的細節，表現的方式呈現自然寫

實的風格。初期會誇大某個部份來表達特殊

的情感，後來會以「描繪更多的細節」 來表

達對於身體部位的特殊情感。較少出現呆板

的樣式。   
2、空間： 

能同時組合多種物體，並能表現出物體

間邏輯的關係，在空間上表現深度，應用重

疊的技巧，表達物體遠近的關係。此階段也

會利用多條基底線來表現出平面的概念，繪

畫呈現比較自然寫實的表現形式，通常九到

十歲為關鍵期。在本階段，兒童開始脫離以

個人為中心的空間表示方法，更客觀的表現

在繪畫上，能明確的描繪出空間關係。  
 

48 ◆康寧學報  第十四期◆民國一百零一年六月  



 

3、色彩： 
兒童擴展固有色的概念，改採用固有色

調來表現。 
(五)擬似寫實階段（十一至十三歲）： 

此階段的兒童開始對自己的作品產生批

判的意識。兒童表現方式可分為：視覺型、

觸覺型；視覺型的表現方式強調光影、陰影，

在人物表現上強調外貌客觀、寫實，採用關

節的方式表現，發現空間的深度及三度空

間，並且會有表現的衝動。在色彩上有觀察

色彩變化的能力，會就其視覺印象來調整色

彩的呈現。觸覺型的表現方式強調表現情感

的性質，及個人的詮釋，空間表現上可能會

採用基底線的表現方式，對於色彩的使用較

為主觀或情感的反應。此階段同樣以造形、

用色、空間表現三個部份檢視： 
1、造形： 

在人物造形方面，會出現誇張的性別特

徵，會採用關節，描繪人物的變化。視覺型

的人注意整體的人和因動作引起的變化效

果。觸覺型的強調人物的表現。其他物件的

造型表現以忠於自然為最高原則。  
2、空間： 

均有以「透視」的視覺現象來處理畫面

上空間的企圖。 
3、色彩： 

視覺型的創作，可以發現沒有固定的色

彩，會因物體所處的位置及光線，而有不同

的顏色呈現，觸覺型的創作則會因主觀的經

驗，而給予物體不同的色彩。  
綜合言之，大部分的兒童會隨著年紀的

增長，生理與心理逐漸的成熟，而在造形、

空間、色彩上有不同的表現方式，Lowenfeld 
and Brittain（1987）的兒童繪畫發展階段理

論在此似乎提供了可形成客觀性評量的向

度。研究者將這些繪畫相關研究以表格列於

表 2-3

 
表 2-3 Lowenfeld and Brittain 兒童繪畫發展理論 

發展階段 繪畫表現特徵 

塗鴉階段 
（2-4 歲） 

隨意塗鴉階段 
*重複練習某種動作樣式。 
*作品呈現留白甚多。 
*塗鴉不表現兒童任何的意念。 

控制塗鴉階段 
*肌肉、關節控制、手眼協調日益成熟。 
*出現上下或左右反覆，後來有大圈圈的線條。 

命名塗鴉階段 
*出現小圓圈的動作。 
*為自己畫出的點、線、圈…等命名。 
*畫面反映生活經驗越來越豐富。 

樣式化前階段 
（4-7 歲） 

造型 空間 色彩 

*出現蝌蚪人 
*出現反覆方形畫、格子、

柵欄形畫面 
*自訂造型符號 

*隨意擺放 
*缺乏客觀邏輯關係 

*隨意使用顏色來表現 
*依感情使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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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階段 繪畫表現特徵 

樣式化階段 
（7-9 歲） 

*幾何人物、物體 
*多面向前，較少面對面 

*開始採用基底線 
*出現主觀空間 
*「摺疊」的呈現方式

*平面與垂直面的混合

*同一空間裡表現出不

同的延續時間及 
*採用「鳥瞰法」 
* X 光透視法描寫內

心世界 

*同色同處堆疊 
*開始固有色的概念 
*特殊情感經驗用色 

黨群寫實階段 
（9-11 歲） 

*表達人物的性別特徵和

衣著的細節 
*自然寫實的風格 
*誇大某個部份來表達特

殊的情感 

*在空間上表現深度 
*應用重疊的技巧 
*能明確的描繪出空間

關係 

*從色相觀念轉換為色

調觀念 

擬似寫實階段 
（11-13 歲） 

*視覺型的人注意整體的

人和因動作引起的變化

效果，畫面較寬廣。 
*觸覺型強調情感與主觀

觀察表現，主題性明顯。

*以「透視」的視覺現

象來處理畫面上空

間的企圖 

*視覺型的人沒固定色

彩，隨空間與光線做變

化。 
*觸覺型的人依主觀經

驗給予色彩配色。 
 

 
叁、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五專動畫系科學生繪畫

發展階段特徵，依發展階段特徵進行分類研

究，進而達到繪畫教學的參考形式，本研究

為達此目標，採用教學行動研究以及個案研

究法進行學生繪畫表現形式分析，研究方法

上所採用的為實地的教學參與及作品呈現分

析為主，以文獻分析對應為輔的方式進行。

以下將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的選取、研究工

具與方法、信效度考核等分節說明。 
 

一、研究主題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規劃本研究之研

究主題。研究進行主要針對個案創作的歷程

以作品的呈現方式作為探討的對象，並建立

五專學生時期繪畫發展階段特徵並進行對作

品的反思表述，呈現較具體的繪畫思考模式

以利後續教學策略應用。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立意抽樣選取某五專繪畫

課程上課之學生為對象，上課學生數為 80
名，有效樣本 53 件，學生年齡 17 歲，以上

實施課堂繪畫表現並分析作品特徵進行研

究。選取理由在研究設計初期，研究者經過

試探性的研究後發現，作品的建構需要自發

性推動，因此，研究者以擔任課程指導教師

的條件進行研究上的抽樣，實施中考慮個人

的表現與觀察，根據作品的呈現方式，從中

分析並進行深入探討。 

表 2-3 Lowenfeld and Brittain 兒童繪畫發展理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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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與方法 
本研究以繪畫教學於作品呈現為研究目

標，主要研究工具為創作作品與創作者認知

歷程。研究方法為作品內容建構、個案訪談，

以下將本研究所應用的工具與方法敘述如

下： 
(一)研究工具 
1、創作作品 

每一次的繪畫課程都會有一項目標，討

論的方式依學生自我觀察的實際狀況進行，

舉凡包括，繪畫活動中所運用的構圖、比例、

空間、質感、色彩等形式分析，作畫態度與

呈現概況等。作品特徵的分析目的在於了解

該階段自我的創作概況，以適時的調整教學

輔導策略，讓學生能更容易的發揮學習效果。 
2、創作者回饋歷程 

研究者經過與專家討論後，採用訪談方

式進行創作者回饋歷程紀錄，專家一致性的

認為以紙本的習作與練習需要有效的呈現在

繪畫的畫面之中，所以本研究依照作品，紀

錄學生學習的概況。 
3、延續 Lowenfeld 繪畫發展階段特徵分析 

Lowenfeld 繪畫發展階段從塗鴉階段

（2-4 歲）、樣式化前階段（4-7 歲）、樣式

化階段（7-9 歲）、黨群寫實階段（9-11 歲）、

擬似寫實階段（11-13 歲）、決定階段（13-17 
歲）為止，研究者試圖研續 17 歲以後的繪畫

發展階段，故選擇從五專學生繪畫作品特色

著手分析說明。 
(二)研究方法---以作品內容建構「作品畫面

特徵訪談分析表」 
研究中採用行動研究以及個案研究法進

行作品的研究。進行密集時間的觀察、訪談

與紀錄，首先是整理第二章文獻探討的部

分，將作品的建構原理及其理論基礎加以探

究與澄清。並且對於國內外學者的論述作分

析與比對，以作為作品訪談的基礎。再以個

案研究法進行觀察、個案訪談。每一種策略

可再細分成較特定的技術，如：有目的地蒐

集學生的學習成果，強調學生不斷自我反省

的學習過程，以學生作品為主的研究方法，

分析學生透過作品的特徵與心理認知所獲得

的分析紀錄。分析作品的方式是以教學過程

中對 80 位學生所作的蒐集，並從中挑選出具

代表性的 53 件有效樣本，作為本研究的分析

依據，將畫面中的特徵依項目、畫面特徵、

特徵與畫面分析，作品畫面特徵分析(如表

3-1)。 
 
 

表 3-1 作品畫面特徵分析表 
項目 畫面特徵 特徵與畫面分析 

1 有意義的版面配置計畫。 

對於畫面版面配置得宜的畫面，在沒有教師題示的情況

之下，學生能意識到畫紙的中心點位與兩旁紙寬與紙高

的尺寸關係，並在配置版面前有計畫性的規畫版面中的

景物大小。 

2 無意識的版面配置過程。 
畫面中常出現版面配置偏移的畫面，在沒有教師題示的

情況之下，學生作品常發現「看」與「畫」是兩種獨立

思考的畫面的狀況。 

3 自然寫實主題的選擇特徵。 
學生在作畫之前所選擇的畫面內容以自然寫實的主題

作為畫面的主要特徵，內容常見風景、靜物、人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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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畫面特徵 特徵與畫面分析 

4 
半自然寫實主題的選擇特

徵。 
在畫面中以近似非完成手法結合自然寫實手法作為畫

面的經營主題。 

5 非自然寫實主題的選擇。 
以文字、想像、動漫、誇張、天馬行空的主題作為畫面

的呈現主軸。 

6 抽象性主題的選擇。 
畫面不具有任何具有具體意義的畫面結構，以心理層面

為訴求的畫面為表現的主要形式。 

7 構圖特色與特徵。 
構圖具有個人或不具思考的畫面特色，作物體的移動構

圖或是以所見的樣式作畫的特徵。 

8 線描方式構圖。 
以線對線的描繪方式才能具體的將畫面完成的表現形

態。 

9 透描方式構圖。 
透過燈光台的透光照射方能具體的將畫面完成的表現

形態。 
10 看描方式構圖。 經過肉眼觀察便能具體的將畫面完成的表現形態。 

11 背描方式構圖。 
以想像的方式表現畫面並將畫面繪製至完成的表現形

態。 

12 用筆技巧熟練度特徵。 
使用軟性筆工具時所表現出的畫面結構屬於技術型態

的表現，以成熟度考量出畫面的特徵現象。 

13 材料控制技巧特徵。 
繪畫中所使用的材料與素材，在適當的使用情形中所呈

現出的畫面特性。 

14 草稿階段用筆的輕重。 
打草稿的構圖階段使用鉛筆的方式是以較不同於寫字

時的持筆狀態，表現出的線條中帶有輕重頓挫的特色。

15 草稿階段用筆的轉折特徵。 
在構圖的階段中用筆具有轉折的效果，以轉折的技巧表

現線條的活潑度。 

16 造型控制特徵。 
造型的控制在於對描繪對象物件的掌握與表現技巧，對

於對象物的觀察敏銳與否的思維模式。 
17 比例關係正確特徵。 畫面的對象物以正確的比例關係呈現畫面結構。 

18 比例關係不正確特徵。 
繪畫者不自覺自己的畫面比例關係不正確，而經過了教

師的提示後才發覺此情形的特徵關係。 

19 
會出現誇張的特徵，會採用

關節，描繪人物的變化。 
在人物的表現上會出現特寫的鏡頭或者是以局部的方

式表現畫面的企圖。 

20 
畫面上反覆出現格子、柵欄

狀的形體。 
在畫面中以格狀物件或是柵欄狀的型體來填滿畫面的

需求。 

21 
出現的物體造型以幾何構

成，每種物體沒有特定的造

形。  

在畫面中以幾何造型為出發點，作為對於對象物的詮

釋，但是畫面中的幾何物件其造型性有著不同的變化方

式。 
 

表 3-1 作品畫面特徵分析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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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畫面特徵 特徵與畫面分析 

22 
物體大都以幾何造形呈

現，每個物體大都有某種特

定的造形，來代表該物體。 

在畫面中以幾何造型為出發點，作為對於對象物的詮

釋，但是畫面中的幾何物件其造型性皆依相同或類似的

造型型態出現。 

23 
人物展現性別特徵，也會對

於衣著的細節有所描繪。 

在畫面中常強調人物的性別，並以明示或暗示的手法來

表現畫面中的人物性別，對於所描繪的人物配是有著細

膩的觀察與描寫。 

24 畫面傳遞訊息目的性特徵。 
畫面中的景象以暗示或明示的方式表達出視覺的語彙

之企圖心，試圖以畫面結構或色彩要素等條件來表達畫

面所要呈現的效果。 

25 光影技巧表現。 
對於畫面中重視光影的變化或方向性的統整之能力表

現，對於畫面中的光影關係有著課意的表達思考及作

法。 

26 質感技巧表現。 
利用表現材質及技法的應用，表現出質感的畫面效果，

例如：物建表面質感或對象物所應給予觀賞者直覺的質

地表現。 

27 
好像許多物體隨意的擺放在

畫面上，物件與物件缺乏客

觀的邏輯關係。  

構圖中的物體沒有空間的相互關係，以個別的形式樣貌

出現在畫面之中，對於個體的重視比整體的烘托強烈。

28 畫面上出現基底線。    畫面中有著基底線或水平面的象徵性依附線條。 

29 畫面中使用折疊法。    
在畫面之中扔使用不同角度來呈現對於畫面所要表現

的立體空間感。 

30 
畫面中出現同一個空間，不

同時間的發生的事情。 
畫面中出現同一個空間，不同時間的發生的事情。 

31 
畫面中出現平面與垂直的

混合。    
畫面中對於平面與垂直的表現常在同一平面的繪畫表

現中出現，對於平面與垂直的混合處理方式並不熟悉。

32 畫面中使用鳥瞰法。  
對於多樣性或是描繪的對象物有較多的情形時，常採用

鳥瞰的方式表現，較不能以空間形式表達出物體與物體

間的空間感。 

33 畫面中出現 X 光透視法。  
對於畫面的重疊有著表現上的困擾，以直接透過或重疊

線條的方式表現出畫面的特徵。 

34 
使用重疊的技巧，表達物體

的遠近關係。 
對於畫面的重疊能順暢的表現出畫面中的前後關係。 

35 
畫面中使用多條的基底線

表達平面。 

對於透視的觀念尚未建立，在畫面中的基底線存在意義

並不清楚，對於畫面中的個體物件不能再同一空間中表

現。 

36 
畫面中以透視的方式表示

空間關係。    
能以一點透視、兩點透視、三點透視或多點透視的方式

進行畫面的構成與安排。 

表 3-1 作品畫面特徵分析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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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畫面特徵 特徵與畫面分析 

37 用色技巧特徵。 
用色以符合色彩學分類色系與寒暖用色以及用色時所

呈現出的技巧表徵。 

38 
畫面中物體與顏色沒有確

切的關係。 
畫面中的表現對象物與顏色的安排沒有主觀的意識，而

是隨意或不經意的方式給予色彩的搭配。 

39 
畫面中物體與顏色有確切

的關係（出現固有色） 。  

畫面中的物體與所表現的畫面物件能以自己滿意的方

式調色出所要表現的畫面色彩。 
 

40 
畫面中的物體因所處的位

置及相同光線中，有不同的

顏色呈現。 

畫面中的物體因所處的位置及相同光線中，有不同的顏

色呈現，所呈現的色彩計畫不是自己所滿意的狀態。 

41 
畫面中因主觀經驗，而給予

物體不同的色彩。 
畫面中的物體因所處的位置及相同光線中，有不同的顏

色呈現，所呈現的色彩計畫是自己所滿意的狀態。 

42 資料輔助特徵。 
在繪畫的過程中或是在繪畫進行之前所整理出了輔助

資料，如繪畫表現方式及技巧表現之參考圖示等相關資

料輔助之準備。 
43 畫面的完成度為 100% 畫面的完成度為 100% 
44 畫面的完成度為 80%以上。 畫面的完成度為 80%以上。 
45 畫面的完成度為 50%以上。 畫面的完成度為 50%以上。 

 
四、效度及信度考核 
(一)效度 

本研究工具之效度建立在作品創作前與

實施後之訪談在必要的修正過程中採取內在

思考效度法運用於本研究之中，研究進行時

採用觀察紀錄、訪談研究方法，均由研究者

實際參與所蒐集的資料，創作者與研究者之

間進行充分的溝通討論，從中獲得共識，研

究者收集完資料後，再與創作者複閱，經由

討論的方式達成共識。 
(二)信度 

本研究之信度，為避免研究者過度主觀

的影響，在學者專家共同參與討論後，皆採

取專業與相關性原則，其中兩位為美術教育

專長之現任教師，兩位具有行政經驗的美術

行政人員，透過溝通協調以達成共識，獲得

信度考核上的依據。 

肆、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結果與討論將分別從「畫面與主

題特徵」、「造型與線條特徵」、「空間特徵」、

「色彩特徵」、「態度與畫面特徵」論述有關

於作品創作、創作分析及教學策略分析。這

些內容主要分析作品特徵與學生學習的相關

性，也是將來設定教學策略的重要參考依據。 
 
一、作品創作結果與討論 

研究者以學生在課堂中所繪製的作品為

主要討論目標，從畫面的特徵中試圖找出繪

畫者的發展階段特徵，並試圖從特徵中歸納

出繪畫學習者的困難，就其繪畫表現的心理

層面或是技術層面切入並提供解決繪畫學習

者的學習瓶頸方法，從學者專家的角度可以

發現從 0 歲到 17 歲，多有繪畫發展階段可以

作為參考的教學依據，但成年之後的繪畫發

表 3-1 作品畫面特徵分析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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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階段變化之快，繪畫形式表達之樣式之

多，本研究從中理出可依循的規則，期望給

予繪畫教學與繪畫學習者的參考。 
(一)畫面與主題特徵之教學策略 

在畫面中所呈現有意義的畫面配置計

畫，對於畫面版面配置得宜的畫面，在沒有

教師題示的情況之下，學生能意識到畫紙的

中心點位與兩旁紙寬與紙高的尺寸關係，並

在配置版面前有計畫性的規畫版面中的景物

大小之作品創作，在學習成效上可以正面鼓

勵方式使其明確知道。而無意識的版面配置

過程，使畫面中常出現版面配置偏移的畫

面，在沒有教師題示的情況之下，學生作品

常發現「看」與「畫」是兩種獨立思考的畫

面的狀況，而出現這樣的畫面也經常使學習

者感到困惑不已，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教師

提供有意義的版面配置示範作品能有效提升

學生學習狀況。 
就主題的選擇上，在自然寫實主題的選

擇特徵之中，學生在作畫之前所選擇的畫面

內容以自然寫實的主題作為畫面的主要特

徵，內容常見風景、靜物、人物為主；而半

自然寫實主題的選擇特徵，在畫面中以近似

非完成手法結合自然寫實手法作為畫面的經

營主題；非自然寫實主題的選擇常以文字、

想像、動漫、誇張、天馬行空的主題作為畫

面的呈現主軸；而抽象性主題的選擇在畫面

不具有任何具體意義的畫面結構，以心理層

面為訴求的畫面為表現的主要形式。在草稿

階段用筆的輕重表現上，打草稿的構圖階段

使用鉛筆的方式是以較不同於寫字時的持筆

狀態，表現出的線條中帶有輕重頓挫的特

色。草稿階段用筆的轉折特徵，是在構圖的

階段中用筆具有轉折的效果，以轉折的技巧

表現線條的活潑度。從這些繪畫起始點的動

作與思維可以觀察出學生在繪畫過程中的思

考脈絡，進而提供輔助性的協助能有效的幫

助學習者畫面的完整度。 
構圖特色與特徵方面，構圖具有個人或

不具思考的畫面特色，作物體的移動構圖或

是以所見的樣式作畫的特徵進而觀察在造型

控制特徵上，造型的控制在於對描繪對象物

件的掌握與表現技巧，對於對象物的觀察敏

銳與否的思維模式。畫面中所提供的線索讓

教師了解構圖的技巧輔助可使學生對畫面有

更進一步的掌握，再提供如：線描方式構圖，

以線對線的描繪方式才能具體的將畫面完成

的表現形態；透描方式構圖，透過燈光台的

透光照射方能具體的將畫面完成的表現形

態；看描方式構圖；經過肉眼觀察便能具體

的將畫面完成的表現形態；背描方式構圖，

以想像的方式表現畫面並將畫面繪製至完成

的表現形態等方式。加上用筆技巧熟練度特

徵方面，使用軟性筆工具時所表現出的畫面

結構屬於技術型態的表現，以成熟度考量出

畫面的特徵現象進而對材料控制技巧所呈現

的特徵，觀察繪畫中所使用的材料與素材，

在適當的使用情形中所呈現出的畫面特性，

將這些特性應用在教學過程中進而建立學習

者更多的信心與成就感。 
(二)造型與線條特徵之教學策略 

造型控制特徵，造型的控制在於對描繪

對象物件的掌握與表現技巧，對於對象物的

觀察敏銳與否的思維模式，進而觀察畫面中

比例關係正確特徵，畫面的對象物以正確的

比例關係呈現畫面結構；比例關係不正確特

徵，繪畫者不自覺自己的畫面比例關係不正

確，而經過了教師的提示後才發覺此情形的

特徵關係，初學者會出現誇張的特徵，會採

用關節，描繪人物的變化，在人物的表現上

會出現特寫的鏡頭或者是以局部的方式表現

畫面的企圖，人物展現性別特徵，也會對於

衣著的細節有所描繪，在畫面中常強調人物

的性別，並以明示或暗示的手法來表現畫面

                                                          五專學生繪畫發展階段特徵之研究   55 



中的人物性別，對於所描繪的人物配飾有著

細膩的觀察與描寫，這樣的特徵顯示出早期

繪畫階段依 Lowenfeld 的繪畫發展階段應屬

觸覺型的繪畫風格；而畫面上反覆出現格

子、柵欄狀的形體；在畫面中以格狀物件或

是柵欄狀的型體來填滿畫面的需求或者出現

的物體造型以幾何構成，每種物體沒有特定

的造形；在畫面中以幾何造型為出發點，作

為對於對象物的詮釋，但是畫面中的幾何物

件其造型性有著不同的變化方式，物體大都

以幾何造形呈現，每個物體大都有某種特定

的造形，來代表該物體。在畫面中以幾何造

型為出發點，作為對於對象物的詮釋，但是

畫面中的幾何物件其造型性皆依相同或類似

的造型型態出現，以上兩種狀態說明了繪畫

者對畫面的掌控之抽離感官控制。 
(三)空間特徵與教學策略 

畫面傳遞訊息目的性特徵，在畫面中的

景象以暗示或明示的方式表達出視覺的語彙

之企圖心，試圖以畫面結構或色彩要素等條

件來表達畫面所要呈現的效果。進而觀察光

影技巧表現。對於畫面中重視光影的變化或

方向性的統整之能力表現，對於畫面中的光

影關係有著課意的表達思考及作法。而質感

技巧表現方面，利用表現材質及技法的應

用，表現出質感的畫面效果，例如：物建表

面質感或對象物所應給予觀賞者直覺的質地

表現。好像許多物體隨意的擺放在畫面上，

物件與物件缺乏客觀的邏輯關係，構圖中的

物體沒有空間的相互關係，以個別的形式樣

貌出現在畫面之中，對於個體的重視比整體

的烘托強烈，這樣的畫面上可觀察出現基底

線的配置方式，畫面中有著基底線或水平面

的象徵性依附線條，依附這樣的線條使用折

疊法呈現物件，在畫面之中扔使用不同角度

來呈現對於畫面所要表現的立體空間感，使

畫面中出現同一個空間，不同時間的發生的

事情。畫面中出現同一個空間，不同時間的

發生的事情，或畫面中出現平面與垂直的混

合，即畫面中對於平面與垂直的表現常在同

一平面的繪畫表現中出現，對於平面與垂直

的混合處理方式並不熟悉。畫面中使用鳥瞰

法，對於多樣性或是描繪的對象物有較多的

情形時，常採用鳥瞰的方式表現，較不能以

空間形式表達出物體與物體間的空間感。畫

面中出現 X 光透視法，對於畫面的重疊有著

表現上的困擾，以直接透過或重疊線條的方

式表現出畫面的特徵。使用重疊的技巧，表

達物體的遠近關係。對於畫面的重疊能順暢

的表現出畫面中的前後關係，畫面中使用多

條的基底線表達平面對於透視的觀念尚未建

立，在畫面中的基底線存在意義並不清楚，

對於畫面中的個體物件不能再同一空間中表

現。畫面中以透視的方式表示空間關係，能

以一點透視、兩點透視、三點透視或多點透

視的方式進行畫面的構成與安排。以上都對

於空間感的建立與安排有著特徵性的表徵，

教師透過學生畫面的觀察發現特徵所表達出

的學習傾向，進而提供學生有效的學習參考

策略。 
(四)色彩特徵與教學策略 

用色技巧特徵，用色以符合色彩學分類

色系與寒暖用色以及用色時所呈現出的技巧

表徵，畫面中物體與顏色沒有確切的關係。

畫面中的表現對象物與顏色的安排沒有主觀

的意識，而是隨意或不經意的方式給予色彩

的搭配，畫面中物體與顏色有確切的關係（出

現固有色），畫面中的物體與所表現的畫面物

件能以自己滿意的方式調色出所要表現的畫

面色彩；畫面中的物體因所處的位置及相同

光線中，有不同的顏色呈現。畫面中的物體

因所處的位置及相同光線中，有不同的顏色

呈現，所呈現的色彩計畫不是自己所滿意的

狀態。畫面中因主觀經驗，而給予物體不同

的色彩，畫面中的物體因所處的位置及相同

光線中，有不同的顏色呈現，所呈現的色彩

                                                      

56 ◆康寧學報  第十四期◆民國一百零一年六月  



 

計畫是自己所滿意的狀態。在色彩的表現上

因為材料的特性與色彩學的觀念建立有著息

息相關的作用關係，因此，從上述的畫面特

色中可以觀察出學生的學習狀態，進而提供

學生學習上的輔導策略。 
(五)態度與畫面特徵之教學策略 

資料輔助特徵，在繪畫的過程中或是在

繪畫進行之前所整理出了輔助資料，如繪畫

表現方式及技巧表現之參考圖示等相關資料

輔助之準備。另外從畫面的完成度的百分比

作為態度或進度的觀察及訪談依據，繪畫進

度依次為 100%完成度或畫面的完成度為

80%以上；畫面的完成度為 50%以上，畫面

的完成度為 50%以下。就畫面的經營與參與

度的訪談過程中，發覺學生作畫態度後提供

教學策略，作品特徵教學策略(如表 3-2)。 
 

表 3-2 作品特徵教學策略 
畫面與主題特徵 1 無法意識到畫紙的中心點位與兩旁紙寬與紙高的尺寸關係，亦無法在

配置版面前有計畫性的規畫版面中的景物大小。 
2 主題性質無法一致，具象或非具象間的轉換及整體性無法從畫面中呈

現美感與主題。 

3 造型的控制對描繪對象物件的掌握與表現技巧尚未成熟，對於對象物

的觀察敏銳與否的思維模式欠缺自我滿意度。 
作品編號 DSC_0010、DSC_0014、DSC_0015、DSC_0019、DSC_0032、IMG_0971、

IMG_0984、IMG_0986、IMG_0985、IMG_0998、IMG_1017 
教學策略 1-1 在學習上可以經解說與示範方式使其明確知道畫面與版面的關係。 

1-2 教師提供有意義的版面配置示範作品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狀況。 
2-1 構圖的技巧輔助可使學生對畫面有更進一步的掌握如：線描方式構

圖，以線對線的描繪方式才能具體的將畫面完成的表現形態；透描方

式構圖，透過燈光台的透光照射方能具體的將畫面完成的表現形態；

看描方式構圖；經過肉眼觀察便能具體的將畫面完成的表現形態；背

描方式構圖，以想像的方式表現畫面並將畫面繪製至完成的表現形態

等方式。 
3-1 在適當的教學過程中呈現出的畫面性格，將這些性格應用在教學過程

中，亦從學生作品本身發覺畫面性格，進而建立學習者更多的信心與

成就感。 
造型與線條特徵 1 畫面中比例關係不正確特徵，畫面的對象物以非正確的比例關係呈現

畫面結構；比例關係不正確特徵，繪畫者不自覺自己的畫面比例關係

不正確。 
2 人物的表現上會出現特寫的鏡頭或者是以局部的方式表現畫面的企

圖，人物展現性別特徵，也會對於衣著的細節有所描繪，在畫面中常

強調人物的性別，並以明示或暗示的手法來表現畫面中的人物性別，

對於所描繪的人物配飾有著細膩的觀察與描寫。 
3 在畫面中以幾何造型為出發點，作為對於對象物的詮釋，但是畫面中

的幾何物件其造型性有著不同的變化方式。 

                                                          五專學生繪畫發展階段特徵之研究   57 



 

作品編號 DSC_0002、DSC_0014、DSC_0019、DSC_0034、DSC_0037、DSC_0048、
IMG_0995、IMG_1006、IMG_1018、IMG_1019、IMG_1021、IMG_1024

教學策略 1-1 教師的提示後才發覺此情形的特徵關係，教學過程中提供輔助線導引

學生自我發現比例之關係進而修正畫面。 
2-1 人物的表現以觸覺型的觀察畫視覺型的觀察表現都應以正面態度鼓

勵，在技術的指導上以著重人物的性格與活動內容為主，不刻意侷限

在像與不像之間。 
3-1 幾何形的應用與對應上指導方向應以繪者本身的理念為出發點，並引

導幾何型的象徵意義與畫面的協調性加以指導。 
空間特徵 1 對於畫面中重視光影的變化或方向性的統整之能力表現不足。 

2 而質感技巧表現方面，無法利用表現材質及技法的應用，表現出質感

的畫面效果。 
3 物件與物件缺乏客觀的邏輯關係，構圖中的物體沒有空間的相互關係。

4 無法表達物體的遠近關係，對於畫面的重疊不能順暢的表現出畫面中

的前後關係。 
作品編號 DSC_0002、DSC_0012、DSC_0014、DSC_0017、DSC_0022、IMG_0969、

IMG_0980、IMG_0984、IMG_0998、IMG_1024 
教學策略 1-1 教師透過學生畫面的觀察發現特徵所表達出的學習傾向，進而提供

學生有效的學習參考策略。 
1-2 光影的概念可以重靜物的打燈方式令學習者體會光與影的關係，更能

因近距離的優勢，提供學生更多的指導。 
2-1 質感的體會除了提供材質的特性影像外，藉由寫實畫派的作品，並解

說作畫的方式，使學習者體會質感的表現方式。 
3-1 空間與透視的關係來自於數列的解說，從畫面的延伸與畫作的舉例，

可以使學生快速的獲得空間的概念。 
色彩特徵 1 畫面中物體與顏色沒有確切的關係。 

2 畫面中的表現對象物與顏色的安排沒有主觀的意識，而是隨意或不經

意的方式給予色彩的搭配。 
3 畫面中的物體與所表現的畫面物件無法以自己滿意的方式調色出所要

表現的畫面色彩，所呈現的色彩計畫不是自己所滿意的狀態。 
作品編號 DSC_0002、DSC_0004、DSC_0006、DSC_0009、DSC_0012、DSC_0014、

DSC_0017、DSC_0022、DSC_0024、DSC_0026、DSC_0028、DSC_0030、
DSC_0032、DSC_0034、DSC_0037、DSC_0040、DSC_0042、DSC_0044、
DSC_0046、DSC_0048、IMG_0969、IMG_0970、IMG_0971、IMG_0976、
IMG_0982、IMG_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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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作品特徵教學策略（續） 



教學策略 1-1 以大畫面渲染作為整體色調設色的方式，示範與分析畫面給學習者觀

察能有效促進畫面物體間的關係色調。 
2-1 色彩的直觀給色與想像自主給色訓練，並輔以積極鼓勵的方式，輔助

學生對色彩使用的態度。 
3-1 調色的技巧除了引導學生提出一個顏色，以區塊性色調為調色方向，

鼓勵學生調出相近的色調，並從色調中選出最接近自己滿意的顏色。

態度與畫面特徵 1 未能在繪畫的過程中或是在繪畫進行之前所整理出了輔助資料，如繪

畫表現方式及技巧表現之參考圖示等相關資料輔助之準備。 
2 從畫面的完成度的百分比作為態度或進度的觀察及訪談依據，繪畫進

度依次為 100%完成度。 
3 畫面的完成度為 80%以上 
4 畫面的完成度為 50%以上。 
5 畫面的完成度為 50%以下。 

作品編號 DSC_0002、DSC_0004、DSC_0006、DSC_0009、DSC_0012、DSC_0014、
DSC_0017、DSC_0022、DSC_0024、DSC_0026、DSC_0028、DSC_0030、
DSC_0032、DSC_0034、DSC_0037、DSC_0040、DSC_0042、DSC_0044、
DSC_0046、DSC_0048、IMG_0969、IMG_0970、IMG_0971、IMG_0976、
IMG_0982、IMG_1019、IMG_1014、IMG_1009、IMG_0990 

教學策略 1-1 就畫面的經營與參與度的訪談過程中，發覺學生作畫態度後提供教學

策略。 
2-1 對於繪畫進度為 100%完成度之學生除了肯定認真之外，需要給予進

階的挑戰，進階挑戰的難度依其程度增加約 20%，兼具挑戰又能適時

給予信心的回饋。 

3-1 畫面的完成度為 80%以上者，在成績的給予上能依前次的評量為依

據，鼓勵與肯定為原則，但需適時的提醒完成度能更好的方向與作法。

4-1 畫面完成度未達 50%或約莫 50%附近的學習者，先了解繪畫表現的

能力，如因技巧性的問題，應採取個別示範教學，若因課堂間注意力

不集中等因素導致，更應以規勸方式輔導。 
 
二、結語 

作品的製作過程與畫面所有特徵能提供

學生的學習表現狀態、與突顯學生學習類型

及學習的歷程資訊，透過分析與訪談的進行

實際觀察與紀錄，從中獲得學生的學習狀態

分析，最後再透過訪談紀錄獲得學生各方面

的學習資訊。 
本研究在資料分析之中，提供了學生的

學習表現、學習類型以及學習歷程所展現出 

 
的資訊，同時呈現作品的資料與訪談後的質

性結果，在學習表現中細分繪畫發展階段的

特徵。包括： 
(一)作品的表現有更多的自覺性思考。 
(二)由於學生的自我發展認知與批判思考越

臻成熟，對於畫面完美的要求日益增高。 
(三)此階段學生對於構圖、造型、色彩、質

感等畫面構成要素有著更多的要求與不確定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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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作品特徵教學策略（續） 



 

伍、結論 
五專動畫系科學生繪畫發展階段特徵，

就整體版面而言：學生對整體的概念較為缺

乏，各種美感的接受度又較高的情況下，對

於繪畫風格的喜好度有著明顯的區隔性，由

於對自我的認知提高進而對畫面完整度的要

求便提高，因此常會對於小錯誤的包容度缺

乏，太多的小錯誤將對學習者有著繼續進行

創作的障礙。此時期的繪畫障礙來自於對自

我要求的提高，因此，依畫面的特徵給予相

對具有鷹架效果的畫面提示是具有效果的學

習輔助策略。 

研究中採用觀察法在實際的教學現場觀

察學生實作情形，加以訪談法進行學生作品

與繪畫過程的心智關係紀錄並與作品分析進

行研究，本研究結果與發現如下： 

一、繪畫發展階段與學習經驗有密切關係， 

在提供更多的學習經驗中可有效的解決

此階段所面臨的繪畫瓶頸。 

二、教學時以繪畫發展階段為依據可有效協 
    助教學成效的達成。 
三、透過本研究，可以提供繪畫發展階段後 
    續之對應研究參考。 

在繪畫的指導過程中，建議釐清學生在

繪畫過程中所呈現的繪畫階段特徵，在這多

元化的時代背景中，所接收到的多元刺激也

就多樣了不少，依繪畫發展階段特徵提供繪

畫學習者的解決方案有著立竿見影的成效，

所以在課程目標的設計上，除了要兼顧多元

化與多樣化的表現方式外，必須要協助學生

所對應發展階段的特徵目標加以思考，進而

提供學生學習繪畫時的學習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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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學生繪畫作品與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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