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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藝術研究所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培育計畫書 

 

一、單位發展願景、定位與特色 

  “應用藝術”從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即受到重視，從最早的建築複合個領域的概

念開始，發展到具有功能性，裝飾性和商業化的領域向度，成為藝術和功用間最佳橋樑。

利用設計和裝飾應用於日常物件的所有藝術，使它們具備美學目的。該術語用於區分美

術，即生產沒有實際用途的物品。在實踐中，兩者經常重疊。應用藝術很大程度上與裝

飾藝術重疊，應用藝術的現代製作通常被稱為設計。在實際運用上，設計，藝術，工藝，

常常互相挪用，彼此支持，然而在藝術教育的範疇中，卻需要更加清楚的界定，以確保

培育出該領域中的實力人才，為專業奉獻，因此，以“當代工藝”作為工作範疇與目標，

成為本所最大之特色。 

   本校應用藝術研究所自 1997年創所以來，即是國內第一所體現當代工藝創作之藝

術性與人文特質為核心價值的研究所，並首先將工藝創作以材質屬性暨創作特質區分領

域並予以完整規劃，主要分為金屬、纖維、陶瓷、產品四個領域。在課程與師資的規劃

上，依材質屬性的差異而設定目標為：承續工藝傳統精神與技藝並結合現代科技和文化

特質輔助，培養具有原創力、人文素養、視野開闊具國際觀的工藝創作者、設計人才。 

   成立至今二十年來，欲透過範疇學分析，深入比較“藝術”， “設計”， “工藝”

不同之範疇討論，重新定義“應用藝術”研究所之定位，“當代工藝”之定義與發展，

分析比較研究工作與教學場域之範圍，加強學生專業力的培養，與奠定社會生活美學與

藝術應用之基礎，促進生活品味之提昇。 

本所優勢特色 

應用藝術研究所成立於 1997年，為當時國內工藝教育方面最專業的最高學府。課程規

劃及所內師資皆學有專精，教師創作、研究成果豐碩。 

1、率先依創作媒材專業分組： 

本所成立時為臺灣第一個以工藝創作為主修而授予最高學位的研究所。課程設計參

照工藝教育發展領先的國家如歐美相關系所之規劃，旨在強調研究生學習系統化專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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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依個別性向、志趣擬定個人的創作學習計畫。此種修正後且適合臺灣的「師徒制」

課程規劃，最終目的在於養成擁有獨立學習、創作能力，並充分傳達個人語彙的台灣當

代藝術家、設計師或工藝家。 

2、各組設立獨立完善的專業工作室： 

本所四組皆設有獨立完善的專業工作室，空間設備依研究生一班至少 15人的使用

需求進行規劃，堪稱目前國內學院中最完善者。安全衛生方面亦完全依據規定執行，除

裝設安全逃生門等標準消防設備外，並加裝抽風、廢水處理等專業安全設施，確保師生

擁有舒適無虞的教學環境，開放的學習氣氛，研究生皆能全年、全天候無限制的使用設

備。 

3、竭力挹注國際教學資源： 

除專兼任師資之外，為豐富課程內涵，各組亦輔以經常性聘請國外優秀藝術家、學

者到校，國際學生交換、出國展演參觀等活動，透過參訪、教學、演講、駐校創作的形

式與本所師生保持高度交流，以營造具國際觀的學習環境。 

4、掌握核心課程尊重個別發展： 

本所以工作室課程為核心，另外輔助相關理論課程，並鼓勵研究生選修跨組、跨所

課程，目的在培養涵養豐富，美學眼光獨道的專業工藝創作家或設計家。同時因應各組

專業上的差異性，本所只提列創作論述、創作與展演為共同必修科目。提供極大彈性讓

研究生專心致力，補充自我專業上的不足，與興趣上的渴求。 

二、單位教育目標 

為配合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之「平衡臺灣南北藝術教育」、「發展切近生活的藝術」，

更著眼於彌補國內原有藝術教育所欠缺之相關領域及人才養成之階段，本所教育目標： 

培育專業的當代工藝創作家： 

當代工藝創作家，肩負著傳承與創新的使命。立基於傳統的工藝技藝，形塑工藝的文化

特質與當代性。不僅創作與設計能反映並豐富當代生活的各個層面，也具有規劃與整合

能力，以因應未來工藝設計事業之發展及主導國內當代工藝市場形態之趨勢。同時在專

業領域中擁有批判性和思考力，成為工藝專業領域之種子教師，推廣工藝美學，在當代

工藝領域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三、單位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SWOT)分析 

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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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內部 

（組織）

Attributes of 
the 

Organization 

Ｓ（優勢） Ｗ（劣勢） 

1.掌握核心課程尊重個別發展，培

養學生獨立思考的學習經驗與

個人創作深度的研究方法。 

2.竭力挹注國際教學資源，以營造

具國際觀和具競爭力的學習環

境。 

3.專業且設備完善的專業工作室。 

4.以創作研究為主的專任師資。 

1.地處偏遠，生活機能與交通便利

性較差。南北差異的先天觀念影

響，近年來北部學生報人數有減

少趨勢。 

2.國內相關基礎教育機構較少，學 

生來源及素質不易掌控。 

3.專任教師員額有限，專任教師教

學負擔重。 

External 外
部（環境）

Attributes of 
the 

Environment 

Ｏ（機會） Ｔ（威脅） 

1.國內外的駐校藝術家與客座教

授，明顯的強化研究生學習的對

象與學習過程。 

2.透過國際性學術和展演的聯

結，建構學生和校友與國際接軌

之平台。 

3.配合文化創意產業之政策，為學

生建立進入產業之自信心。 

4.以工藝研究為基礎之創作，深化

學生文化涵養，有利進入研究，

教育，推廣等相關領域工作。 

1.各大專院校陸續增設相近之趼

究所碩士班，分散本所學生來

源。 

2.少子化現象及景氣問題，造成報

考入學生數降低及就業市場縮

小。 

3.民間與政府機構也陸續推出工

藝課程，分散生源。 

 

四、學生應具備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課程設計與規劃理念 

本所課程設計以工作室課程為重心，也規定需修理論課程及外所或外組的課程，目

的在培養具人文涵養的專業工藝創作家或設計家。理論課程中有針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課

程，也開設介紹當代工藝創作的課程，讓學生更認識優良的傳統外，能明瞭當代國際間

工藝創作與設計的最新發展，進而拓展其視野。工作室課程以啟發學生個人的創作理

念，幫助個人創作形態的建立為目標。藉由團體討論作品、師生一對一討論、正式評圖

或課外對話等方式，讓學生的創作在開放的學習環境中自然醞釀成長。 

應用藝術研究所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 

單
位 

學生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評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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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覺

藝

術

學

院

應

用

藝

術

研

究

所 

 審美認知與審美判

斷能力 

 藝術表達與分享能

力 

 藝術應用於生活的

能力 

 協調分工與團隊合

作能力 

 人文素養與國際視

野 

 

 藝術實踐與

詮釋能力 

指標 1：覺察形體、材質、色彩等造形

構成原則。 

指標 2：能理解媒材與創作的關係。 

指標 3：能了解其專業領域的歷史與發

展脈絡。 

指標 4：能分辨作品之藝術性風格與功

能性價值。 

 創作能力與

勞動價值 

指標 1：能熟稔專業領域的傳統技藝。 

指標 2：能掌控作品之完成度。 

指標 3：能透過作品的視覺形式來詮釋

理念。 

指標 4：能廣泛關注新媒材與科技之應

用於創作。 

 創作觀念表

達與分享能

力 

 

指標 1：能以口語及文字適切表達創作

理念。 

指標 2：能說明特定主題之創作與理論

的關聯。 

指標 3：能具同理心與人分享對作品之

詮釋。 

 多元人文關

懷與藝術思

維能力 

指標 1：對各類藝術能有好奇心且主動

蒐集資訊。 

指標 2：了解專業領域與文化創意產業

之關聯。 

指標 3：對生活工藝在台灣的發展持續

關懷。 

指標 4：提高跨領域創作及團隊合作與

溝通的能力。 

 藝術展覽企

劃、策展與評

論能力 

 

指標 1：能策劃專業領域之藝術活動。 

指標 2：能完整執行專業領域之創作展

覽。 

指標 3：能書寫專業領域之藝術研究報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