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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真正目的，

不是增加兒童的知識，

而是設置充滿智慧刺激的環境，

讓兒童自行探索，

主動學到知識。

∼皮亞傑

2005年的高雄誕生了一個臺灣首座公營的兒童

美術館，轉眼間也十餘年了，如果2000年初是

臺灣開啟「兒童美術館時代」，當時也只有臺北蘇荷

兒童美術館（2003年）、高雄兒童美術館（2005年1

月）與臺中國美館的兒童遊戲室（2005年11月）北中

南三館。

十餘年後的現在，環顧一下臺灣北到南，臺北市

（美術館2014年）、新北市（市立美術館）、嘉義（故宮

南院），桃園市（市立美術館）、臺南市（市立美術館）

（奇美博物館）也都會有或將會有自己專屬的兒童美

術館或兒童藝術中心，2015年開始可以說是兒童美

術館「大發生」的年代，也就是說各個縣市都看中了

兒童美術館對於下一代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在這個

「大發生」年代，讓我們以高美館所附設的兒童美術

館做例子，回顧一下兒童美術館在籌劃之時釐清的

一些基本課題，將我們走過的來時路與各界分享。

兒童．藝術．博物館

兒童美術館（「美術館」一詞，是借自日文，日本

藝術類博物館稱之為美術館）是一種極為特殊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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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類型，從它的名稱上就可以推知，它的特殊性

來自於兩個地方：首先、它的對象明確，一般博物

館所要服務的對象可能是各年齡層，從3歲到99歲

都不能放過，所以很難以哪一個年齡層為目標對

象，在展覽的詮釋機制上（如展場的文字，展覽簡介

的用語上等等），只能模擬某一年齡層來進行基本

的撰寫依據，但是這樣勢必無法滿足各年齡層的需

要。還需經由其他的方法（如導覽、工坊等等配套機

制）來補強。

此外，大部分美術館、博物館的展覽策劃可能是

「主題導向」鮮少有「對象導向」的展覽。兒童美術館

就有這樣的優勢，對象群明確可以清清楚楚的為兒

童服務，只不過在兒童的族群中進一步區分即可，

如學齡前、中低年級、高年級，或是如我們的兒童

美術館則以二年級以下到學齡前、中低年級以上

等，可以細緻的掌握展覽中所要傳遞的一個個細

節。如主題的設定、展出的作品的難易度、展出文

件的溝通調性，甚至整個展覽的氛圍。

第二個特殊性是它屬「藝術類」的博物館，在研究

與策劃的學門上就不是自然科學、歷史或人類學等

等，必須鎖定於「藝術」的範疇中發展，「藝術」這個

科門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的關鍵。例如我們於2016

年 7月份推出的「藝術∼咔滋咔滋」展，內容鎖定

「食物」為主題，食物的範疇很多樣多元，可以就食

物的來源，像植物類的食物：談土壤、季節、栽種方

式，以及各種植物的營養成分等等；動物類的食

物：如何養殖、育種等等科學性的問題；食物的烹

調方式當然也是另外一個課題，各種食物的料理方

法、食材的選用、營養的調配、飲食的文化，以及近

年來影響臺灣甚劇的食品安全等等。

然而食物與藝術的關聯，才是藝術類博物館所應

關注且擅長的。比如藝術課題中食物的色彩、造型、

觸感、肌理感，比如文化課題中食物的命名，食物

引進的時代意義，進而藝術家如何思考食物，以食

物為創作的題材，進行更深層的對於食物所引發文

化議題上的探索等等。

因此，兒童藝術類的博物館，經由對象（兒童）與

科門（藝術）的兩者交織，便使得它成為最具特色，

最不同於其他博物館的地方。而這兩個象限也是我

們在策展時常常擺盪的地方，總是需要自我評量：

會不會過於兒童而削弱了藝術性？或是過於藝術而

降低了兒童理解參與的可能？！

孩子，不只是視覺的動物

博物館於這一個世紀，教育已成為核心功能之

一，兒童美術館作為兒童的社會教育空間，擔負著

一份不同於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責任。因此當我

們清楚知道參觀者（學習者）是兒童時，我們不得不

再進一步探討，兒童的心智結構與學習模式，才能

讓我們確立往後於博物館中所要展開的一切研究、

展覽與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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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2003年剛籌備高雄兒童美術館，周邊很多兒

童藝術教育界的前輩們，他們開心的告訴我，以後就

可以有一個專門展覽「兒童畫」的地方了。我對這句

話一開始也覺得很對，這是一個專屬兒童藝術的空

間，想當然爾展覽兒童畫是必然的。但是當我們一面

籌劃一面接觸許多兒童教育領域的專業工作者之後，

這句話開始在我的心中產生了一連串的漣漪⋯

走入兒童發展來看，孩子在心智成長的歷程中，

不會只是視覺的，而是全面感官系統啟動的。以一

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我們對蘋果認知建構的歷程：

視覺上它可能是紅色的、綠色的、紅綠相間的，上

過蠟的蘋果總是泛著亮光。觸覺上它可能是打過蠟

的光滑平順的，沒打過蠟的可能稍嫌澀澀的。嗅覺

上切開的蘋果，有著一份水果的香氣。味覺上嚐起

來蘋果酸酸甜甜的，一口咬下香甜多汁，也與其他

水果有著不同的口感。聽覺上不管用手敲一敲或在

嘴中蘋果的清脆聲響，當然與香蕉、鳳梨是完全不

同。另外還有心裡的感受，可能有些年長的朋友在

他們的成長年代，蘋果是一種早期生病時才可以接

受親友餽贈的貴重水果；或是某一類的小朋友，對

於蘋果有心理障礙，認為蘋果是一種有怪怪味道的

水果，他們敬謝不敏的。我們對一個簡單的水果，

就有這般複雜的心理歷程與總體感受。

從感覺統合（Sensory Integration）的學理上也可

以得到相同的印證，這一個理論是由美國 J e a n 

Ayres博士所提出，討論到兒童成長的歷程中，大腦

本來在同一時間接收來自各個感官系統的資訊，經

由它的綜合處理，做出最佳的反應，回應於環境之

中。大腦利用各種感官來輸入各樣訊息，之後進行

各種感覺的處理，大腦再適當的控制肢體來與環境

1 高麗芷著。1994。《感覺統合》下篇。臺北市：信誼基金會出版社。頁34、50、
102、103。

互動。當某一個感覺知覺失調時，就會造成大腦在

這一方面處理上的問題，而產生一些身體的失能。

Ayres博士將感覺分成七種：視覺、聽覺、嗅覺、

味覺、觸覺、前庭覺、本體覺。視覺經由視神經傳導

眼前的顏色、線條、造型、遠近等資訊，孩子可以手

眼協調，掌握眼前的物件。聽覺即由耳朵接收聲音

訊息傳入大腦，適當的分辨聲音的內容，進行適當

的反應，聽覺更是語言發展的基礎，如果聽知覺出

問題，孩子容易有語言上的障礙，未來也會有社會

適應上的問題。前庭覺與聽覺有一定的關係，可以

協助我們維持平衡與正確的姿勢等等。觸覺比其他

感覺神經發展更早，負責接受物體的質感、溫度、

濕度、痛癢等。本體覺是一般人較不容易察覺的感

覺訊息，但是它卻傳遞著身體如肌肉、關節等等細

微的訊息，好讓大腦給予身體正確的位置來回應當

下的需要，例如我們在進行投籃這樣精確動作時，

就是需要各種肌肉的協助與協調。
1

正常而言，任何人對於一件事物的認識，鮮少只

經由單一感官覺受的，兒童也是如此，從小對於外

在世界的探索，也是經由各種感官覺受，建構他們

對於身體以外世界的認知。他們經歷不同時期的探

索與遊戲，從中完成人格、社會關係的建立。

因此兒童的博物館對於兒童這樣的專屬觀眾，特

別是這些感官對於孩子所產生的影響，必須有一定

的認識。有了這些認識，我們也會知道兒童美術館

展覽兒童畫以「視覺性」的呈現作品，讓孩子靜態的

欣賞作品，就不會是兒童美術館一定要的工作。因

為我們還有更多的感官要開發，我們想要從孩子的

學習與心智發展，來規劃展覽與活動，就不是一味

的只從單一感官的角度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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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是環境中的觸媒

當我們從兒童發展的角度來切入時，兒童美術館

的定位就很清楚了，它是一個以「孩子」為主體的藝

術類博物館，藝術所扮演是一種「觸媒」的角色，是

一種設置於環境中的觸媒，作為協助孩子成長與學

習的觸媒。是一種孩子於環境中眼所見、耳所聽、

鼻所嗅、舌所嚐、身體所觸的媒介，這樣想來，就沒

有藝術是高高在上，藝術家是深不可測天才的問

題。也就是說這一個藝術博物館對於「藝術」的基本

認知與核心信仰，是考量學習者的需要而來，且呈

現於未來的策展內容中。

因此博物館對於藝術的認知與哲學為何？大大的

影響往後的工作，高雄兒童美術館在創館之時，就

花了近兩年的時間與籌備委員學習，以及館內的研

究，確立了以下我們對藝術與這個館的基本態度：

一、藝術是人類生活的縮影，並沒有高深難解之處。

二、藝術具有跨領域、跨文化、跨國界的多元特質，

擴大人們（尤其是兒童）的視野與包容。

三、藝術可以開發人們（尤其是兒童）各項基本潛能，

觀察力、記憶力、創造力、想像力、判斷力、欣

賞力、表達力⋯，以因應未來。

四、藝術，是一種語言，可以經由學習而獲得，並非

天才才擁有。

五、藝術，可以經由親身經歷、操作、遊戲而學習。

六、藝術，孩子學習、成長，重要的觸媒。

七、地緣的關係，我們重視生態、藝術，結合的可能。

八、這是一個重視安全、乾淨、舒適的藝術學習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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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這是一個可以促進親子參與、陪伴、分享的環

境。
2

假如博物館對藝術的認知，藝術是高高在上的，

藝術是一個嚴肅的課題，藝術品是作為一種審美、

靜默、沈思的標的。他們可能就會很「嚴肅以待」的

策劃展覽與後續的一切。這樣嚴肅的調子（TONE）

就會從展覽的第一個角落，一直到步出展場。但是

這樣的「兒童」藝術博物館是行不通，因為它太藝

術，但不兒童。因為我們的目標對象（兒童）是不會

這樣「參觀」、「學習」的，選用這樣的策略來進行策

展，或許對藝術有幫助，但是對兒童可能幫助不大。

遊戲，是我們策展的工具

皮亞傑說：「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增加兒童的知

識，而是設置充滿智慧刺激的環境，讓兒童自行探

索，主動學到知識。」我們確實從很多的學理與實際

的觀察中發現，哺乳類的動物，在幼小時期都是經

由遊戲、探索等方式進行學習。孩子在各種環境中

遊戲，在遊戲的歷程中發展認知能力、解決問題的

能力、啟動創造的能力、建構社會性的能力等等。

兒童藝術博物館所要從事的就是建構一個充滿藝

術刺激的環境，讓孩子來自動探索學習即可，在《兒

童遊戲─遊戲發展的理論與實務》一書作者們就從

（Gavey,1977；Rubin, Fein, & Vandenberg, 1983）文

獻中整理出幾項的「遊戲特徵」
3
，我們可以從中導

出一些關鍵的概念，來協助我們進行博物館中環境

設計，也可做為我們策展的工具：

一、 遊戲是一種假借行為：遊戲是處在一種假借的

情境當中，不一定符合於現實，以往物體的定義

也是隨著遊戲的情境變動，因此我們可以利用

遊戲的狀態讓孩子進行想像力的探索，可以提

供物件讓孩子來「假裝」或「當成」他們想要的東

西。他們可以自由的揮灑，所以不要「固著」某一

物件一定要如何使用或欣賞，孩子會運用他們

各種感官來創造這個情境與物件，並給予這些

物件意義。

 例如在「藝術∼咔滋咔滋」展的空間中只要給予

一些暗示，孩子就會知道，這是廚房，這是超級

市場，這是巧克力店專賣店等等，他們會知道在

這些空間可以玩什麼。所以，在兒童的空間中不

需要太多太長的文字，他們會有自己的玩法。

 這種假借行為，也可以引發兒童學習人際間的

互動與未來的社會模式，他們可能會扮演超市

店長，小吃店老闆，廚師等等，從小模擬了社會

的各重角色，以這個角色來進行人際互動等等。

二、 遊戲出自內在動機，是一種自由選擇：兒童的遊

戲完全出自於他們內在的動機，他們會自己操

作與激盪，因此引發遊戲的動機是甚為重要的，

創造一個具吸引力與魅力的場域就是我們要努

2 張淵舜著。2015。〈籌備與催生：一棟後門靠馬路的遊客中心〉。陳嬋娟編
輯。《愛‧玩‧美：兒童美術館10年》。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頁58。

3 James E. Johnson, James F. Christie, Thomas D. Yaw Key著。吳幸玲、郭靜
晃譯。2003。《兒童遊戲─遊戲發展的理論與實務》。臺北市：揚智文化。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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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的。例 如 在「藝

術∼咔滋咔滋」展中創

造一個令人嚮往，想動

手「作菜」的廚房，就

是我們的工作。至於

「要作哪一道菜」那是

孩子的自由意志，或許

我們也可「假裝」成客

人，去點一道「菜」來

吃，至於炒的是什麼

菜，也是孩子的自由意

志，我們只要懂得欣賞與聆聽，讓他們來解說這

道菜的名稱、內容、一盤多少錢等等就可以了。

三、 遊戲是重視過程輕結果：兒童在遊戲的當下所

享受的是過程，博物館的規劃者不要期待「固

著」的特定成果。例如「藝術∼咔滋咔滋」展中的

我們提供一個小小的空白菜單為例子，當孩子

經過「食物」的瞭解與廚房的操作後，看看他們

是否可以自由畫出他們想要的菜單，「各式各

樣」的菜單，這裡孩子的「自主性」與菜單的「多

樣性」是我們鼓勵的，我們要檢視的是產出菜單

的過程是否順利？是否流暢？是否還需要什麼協

助？至於最後菜單的成果，我們都給予最大的尊

重與鼓勵。

四、 遊戲具正向的情感：當孩子進入一個遊戲的情

境中，往往會是在一種愉悅、忘情、歡樂的情緒

中，樂此不疲。說來也很有趣，在我們展覽室或

戶外的沙坑區，常會發現家長已經急忙要回家

了，但是孩子仍然不想離開。一個兒童的環境，

更應該在空間中滋養正向情感，提供乾淨、安

全、舒適、充滿想像力、創造力的環境，兒童藝

術博物館在先天上就具備了這些特質。

總而言之，我們很珍惜有一個兒童藝術學習的場

地，我們可以為孩子的成長做點事，也可以有一個

實驗場，讓我們可以向孩子學習，讓藝術以其自由、

開放、分享、尊重之特質，化為一種啟動孩子五感

的觸媒。讓孩子有一個藝術進駐的童年，更是我們

兒童美術館最終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