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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醇美-張淑美教授創作個展」暨「看圖說故事-性別觀視位置

與藝術欣賞」講座性平結案報告 

一、活動宗旨： 

「築夢醇美-張淑美教授創作個展」展覽的宗旨在於呈現女性藝術家的創作成

果，並透過這些作品反映出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與身份變遷。展覽希望藉由展

示張淑美教授的代表性作品，突顯女性在藝術創作領域中的重要性及其在推動

社會性別平等方面的潛力。透過藝術的表現，本次活動旨在強調女性主體性的

價值，挑戰傳統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並進一步推動社會對於女性貢獻的認識

與尊重。 

二、 活動內容： 

(一)時間：112 年 2 月 25 日至 4月 25 日 

(二)地點：中山國家畫廊 

(三)展覽內容：本次展覽精選逾百幅繪畫、雕塑等，展出張教授生涯最具代表

性的系列作品。透過豐富的色彩層次、溫潤的筆觸與唯美線條，塑造富有詩意

的夢幻景象。張教授多年來創作風格獨特而一致，以女性裸像為主軸，造型融

會古典理想與現代主觀的單純化，給予女性優雅形象清新的呈現。這些作品充

分展示了女性藝術家如何在男性主導的藝術圈中建立自己的風格與話語權。特

別是她的裸女畫作，不僅僅是一種美學的表現，更是在挑戰傳統的男性凝視，

賦予女性身體新的意義和尊嚴。 

(四)開幕活動：於 3月 4日舉行開幕式。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前董事長陳郁

秀、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丁詩同、台南市美術館董事長蘇憲法、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前校長黃光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暨研究所前所長王哲雄、五月

畫會理事長吳柳、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理事長楊永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鐘有輝教授、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林雪卿教授、展出藝術家張淑美、國

立國父紀念館長王蘭生等各界貴賓蒞臨參與。 

(五)性平專題「看圖說故事-性別觀視位置與藝術欣賞」講座：展覽活動吸引了

廣泛的群體，涵蓋不同性別、年齡與職業背景的參觀者。特別是 3月 15 日舉辦

講座，吸引了學術界、藝術界人士以及對性別議題感興趣的公眾參與。講座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林芳玫教授主講，從性別觀點探討女性藝術家

的創作歷程及其在藝術史中的定位。並辦理 1場導覽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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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展出作品簡摘代表如下： 

 展覽作品 作品名稱 備註- 

(媒材/規格/年代) 

1 

 

我的畫室 油彩、畫布

97_x_130_cm   

1981. 

2 

 

花語 油彩、畫布

91_x_72.5_cm   

1994. 

3 

 

自畫像 油彩、畫布

80_x_60.5_cm   

1959. 

4 

 

左〈望月〉 

右〈春風化

雨〉 

雕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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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傳及執行過程： 

為了最大化展覽的影響力，本館採用了多元化的宣傳策略，包括數位與實體媒

體的整合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如 Facebook、Instagram 等，成為推廣展覽資訊

的重要管道，並且特別強調展覽中的性別平等議題，吸引了許多對此議題感興

趣的年輕族群。此外，透過新聞稿、媒體專訪及相關網站進行廣泛宣傳，有效

擴大了展覽的知名度。 

執行過程中，展覽場地的布置和展品的排列特別考慮了如何以最能突顯性別平

等理念的方式進行展示。展覽以作品媒材進行分區展示，並且每個展區都設置

了詳盡的文字說明，介紹作品的創作背景與理念，特別強調張淑美教授如何通

過她的創作，探索女性主體性和自我表現的問題。講座活動中，林芳玫教授深

入分析了女性主體性在藝術表現中的轉變，尤其針對張淑美作品中女性身體的

詮釋，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觀點。 

 現場照片 執行活動內容說明 

1 展覽現場入口意象 

2 南展廳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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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家張淑美油畫創作，左《自

畫像》、中《畫室 II》、右《花

語》。 

4 

 

「看圖說故事-性別觀視位置與

藝術欣賞」講座現場：辦理日

期：112 年 3 月 15 日              

內容：參加者對於女性主體性在

藝術創作中的體現有了更深的理

解，這不僅提高了參觀者對性別

平等的認識，也促進了對女性藝

術家創作價值的重新評估。 

5 

 

北展廳一隅 

6 

 

與會貴賓合影，前排左起國立臺

灣大學副校長丁詩同、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前校長黃光男、台灣公

共廣播電視集團前董事長陳郁

秀、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副院長

暨策展人吳俊輝、國立國父紀念

館館長王蘭生、展出藝術家張淑

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

學系暨研究所前所長王哲雄、中

華民國油畫學會理事長楊永福、

臺南美術館董事長蘇憲法、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鐘有輝教

授、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5 
 

林雪卿教授、大法官黃虹霞合

影. 

6 

 

藝術家合影，左起國立臺灣大學

理學院副院長暨策展人吳俊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暨研

究所前所長王哲雄、展出藝術家

張淑美教授、國立國父紀念館館

長王蘭生合影。 

7 

 

民眾參觀「築夢醇美-張淑美教

授創作個展」 

四、資源整合情形： 

本次展覽的成功舉辦，得益於多方資源的整合與跨單位的合作。在展覽籌備階

段，本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等多家機構

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這些機構不僅提供了大量張淑美教授的珍貴館藏作

品，還提供了專業的策展建議，使展覽的內容更為豐富且具學術價值。 

此外，本次展覽期間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林芳玫教授主講 1場

「看圖說故事--性別觀視位置與藝術欣賞」，從性別觀點探討女性藝術家的創

作歷程及其在藝術史中的定位，提供了許多專業的建議，幫助展覽更好地呈現

性別平等的核心價值。這些跨領域的合作，不僅提高了活動的專業性與影響

力，也促進了不同單位之間在性別平等推廣方面的經驗交流。另經統計本館 

FACEBOOK 發布 3則，觸及人數 8,135 人次；展覽開幕及後續新聞露出約 20

則。(如下附錄-媒體報導露出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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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成效： 

(一)質化成效： 

1.性別意識的提升：展覽透過展示女性藝術家的代表作品，成功喚起了參觀者

對於女性藝術家地位及性別平等議題的關注。特別是在「看圖說故事—性別觀

視位置與藝術欣賞」講座中，參加者對於女性主體性在藝術創作中的體現有了

更深的理解，這不僅提高了參觀者對性別平等的認識，也促進了對女性藝術家

創作價值的重新評估。 

2.文化影響力的擴展：本次展覽打破了傳統男性藝術家主導的局面，向社會大

眾展示了女性藝術家在藝術領域中的貢獻。參觀者通過展覽，不僅欣賞到藝術

作品的美感，更從中理解到性別平等對於文化多樣性的促進作用。 

(二)量化成效： 

1.參觀人數：展覽期間共計吸引了超過 5000 名參觀者，其中約 30%為年輕女

性，顯示出性別議題在新生代中的影響力。講座活動共吸引了 100 多名參與

者，場面熱烈，講座結束後的討論環節持續超過一小時，反映出參加者對性別

平等議題的高度關注。 

2.媒體曝光度：展覽在多家主流媒體上獲得報導，相關新聞稿及臉書在社交媒

體平台上被分享次數達 8千多次，進一步提升了活動的社會知名度。 

 

六、檢討與建議： 

(一)性別平等的推動：本次展覽在推動性別平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成功吸

引了大量對性別議題感興趣的群體參與，並通過藝術作品的展示，深化了社會

大眾對女性藝術家及其創作價值的認識。 

(二)跨單位合作的效益：多方合作在展覽的策劃與執行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

用，不僅提高了活動的專業水平，還促進了不同單位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強化數位化展示：隨著數位化技術的發展，未來的展覽可考慮增加線上展

示  或虛擬導覽服務，使更多無法親臨現場的觀眾能夠參與其中，進一步擴大

活動的影響力。 

(四)總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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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化性別議題的深入探討：未來可考慮增加與性別平等相關的主題活動，如

座談會、工作坊等，邀請更多專家學者進行深入探討，讓參觀者在欣賞藝術的

同時，能夠進一步了解性別議題的複雜性與重要性。 

2.推動長期性別平等教育：建議將展覽成果與性別平等教育結合，開發相關教

學資源，推動性別平等觀念在教育系統中的落實，使其成為長期推動性別平等

的重要力量。 

3.加入問卷調查或抽樣訪談：可進一步了解觀眾參與回饋，如滿意度及提升性

平知能的效果等，做為未來精進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七、摘要表： (如係創新/深耕方案，請擇一填寫) 

    本案非創新或深耕方案。 

 

附錄-媒體報導露出簡摘 

經彙整統計活動媒體露出約 20 則如下；本館 FB 共 3 則，觸及人次 81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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