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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這個資訊無限擴張的時代，人們為了求知慾與更適應當今社會工作，造就了線上

教育不斷發展。在美術行業，除了傳統的線下課程之外，各大平台推出了花樣繁多的線

上課程，而學生在選擇兩類課程時的面相與選擇結果便成了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究學習者選擇美術課程的主要面相為何及歸總在各面相上線上課程與

線下課程的差異。收回有效問卷 218 份，樣本採自杭州市各高校美術專業學生，將問卷

結果進行賦分之後配對 T 檢驗，判斷線上線下美術課程在面相上是否具有顯著性差異，

再以百分比統計檢定各面相需求度。據此，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線上美術課程在實用性方面顯著低於線下美術課程

二、線上美術課程在便利性、經濟性、視覺性、開放性上與線下美術課程差異不明顯

 

美術專業大學生對線上美術課程與線
下美術課程的選擇情况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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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網絡課程是體現現代教育思想和現代教育學理論的課程，過去學生都通過線下課程

學習美術，不過優秀的網絡課程以其分佈式結構在當下傳統教育模式轉變過程中的起到

重要的補充和導向作用。當學生沒有準確地選到自己所需要的網絡課程時，就會浪費時

間，影響線下課程學習，這和選用網絡課程的目的背道而馳。而當前網絡課程市場的複

雜性和多樣性使得這種情況頻繁發生。

本文則通過調查在校美術專業的大學生網上美術課程的選擇情況，找出大學生對於

網絡課程具有代表性的要求和標準，瞭解當前網絡課程領域的發展狀況，能夠為網絡課

程的使用者和供應商都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來得到在校美術專業學生對美術課程的選擇情況，得出美術網絡

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性能上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的數據，針對各個因素的現狀，提出

了可以提高課程流行程度的改進建議。隨著世界電子化的加劇，美術教育行業線上課程

的比例與選課人數逐年增加，因此研究者試圖調查研究美術專業大學生對線上美術課程

和線下課程的選擇情況。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便利性上是否存在顯著性差

（二）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經濟性上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

（三）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實用性上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

（四）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視覺性上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

（五）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開放性上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

三、研究流程

本文先透過相關文獻之探討確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並從中獲取美術專業課程評價

的主要標準，以此為基礎設計問卷和訪談框架以進行資料收集分析，最後歸納出大學生

對於網絡課程具有代表性的要求和標準，瞭解當前網絡課程領域的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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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 : 本研究繪製

四、研究範圍

（一）地域

接受調查學生範圍為隨機抽樣的浙江省杭州市高中和大學的有網絡課程使用經歷的

美術專業生。

（二）學生

本文的問卷環節在網絡和實地兩方面進行，本文的訪談階段由於條件限制，對象主

要在作者可以接觸到的相關專業學生中選擇。

五、名詞解釋

本節將界定本研究所涉之重要名詞，包括便利性、經濟性、實用性、視覺性、開放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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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便利性

課程在時間、出行方面對學生的方便程度。

（二）經濟性

課程在所耗費資金及性價比上的程度。

（三）實用性

課程結束後學生在實際應用上的效果。

（四）視覺性

課程過程中視覺體驗之效果。

（五）開放性

課程內容之先進程度。

貳、文獻探討

一、美術專業學生之未來
（一）藝術設計專業基礎課程教育改革研究與實踐分析

藝術高校的專業不同於皮普通高等院校的學術性專業，必須重視對藝術設計的實際

應用能力。藝術高校在專業基礎設置上的滯後性直接造成藝術生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無

法實現銜接，使藝術類畢業生無法找到合適的對口工作。出現藝術生堆積情況不僅是因

為高校在專業課程設計上沒有進行科學細緻的考慮，更是因為學校本身在專業人才培養

目標上缺乏實際前沿性，沒有明確的人才培養方向。

高校對流行性藝術文化風向的把控上缺少敏感度，就無法保持學校藝術專業課程的

先進。在教學過程中學校應建立完備的信息共享平台，使學生的教學內容涉及其他專業，

保證學生多通道多方式獲得最新的藝術信息。在現實中，藝術高校無法創新性的改進教

學模式，造成藝術教學在實際授課中依然以課本上的理論知識為主。藝術學校無法在學

習環境、師資力量和實踐場地上滿足學生的需求，造成藝術實踐活動嚴重缺乏，教師在

學生藝術操作能力培養上往往是有心無力。 

學校應鼓勵教師承接社會藝術實踐項目並引入實踐課程讓學生自己動手創作，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連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開展現代化藝術教學，是艺术教育更具前沿性、

開放性、確保藝術專業人才的培養與社會前沿需求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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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術師範專業人才素質需求調查報告及教育建議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和定量分析，調查了畢業生和用人單位雙方對於美術專業人才素

質的要求，對我們關於處於“畢業——就業＂狀態周圍的美術專業相關人員生活工作狀

況的選題提供了調查方法、角度和借鑑。他的數據和結論也有助於我們快速鎖定分析的

關鍵因素。

用人單位對美術學專業的人才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敬業精神和優秀的

人品是前提。第二，能力是重中之重，其中尤其重要的能力是“溝通能力 ＂、“實踐能

力＂、“專業能力＂、“教育教學或授課能力＂。第三，專業是立職之本，尤其要學好

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第四，要想獲得溝通能力、實踐能力、教育教學和專業能力，一

定要積極參加社會實踐。

（三）美術研究生的就業態勢與教學對策研究

客觀數據表明，中小學成為了目前研究生就業的最大去處，研究生畢業後成為自由

藝術家或在文化機構任職的人是鳳毛麟角。同時，不求穩定工作、願意在社會打拼的自

由創業者也有逐年增多的趨勢。

放眼國內個類美院的研究生，能夠成為獨立藝術家的人數也是相當少，在各類學校

或培訓班當兼職或全職美術教師的人數則非常多。如果說美術研究生就業的主方向是美

術教育教學，是否意味著居高臨下、大材小用的就業便利與輕鬆呢？實際並非如此。師

範本科生是為中小學量身訂做的教學人才，而研究生的培養重點是在藝術創作和藝術理

論研究的層面，其知識結構和能力水平與中小學用人單位的需求存在一定的脫節現象。

大學教學崗位進人的門檻一般都要求是博士供求結構失衡與求職競爭加劇地方院校的教

師崗位日趨凸顯稀缺性，對於廣大的研究生而言，畢業時去大中專院校工作也是非常難

的。

對此可以提出的對策有如下：一，改變研究生培養的純學術、純藝術導向的培養理念；

二人職匹配，建立多樣化的人才培養框架；三，主動適應市場，合理調整教學結構和內容。

二、美術網絡課程的實用
（一）教育的綜合性

教學系統中不僅僅只存在教師、學生、教材這些看得見的實體要素，還存在著這些

要素間的關係以及其它教育性關係。在教育性關係中獲得教育性經驗，這才是課程。在

“實體論 + 還原論 + 科技理性＂思維模式的影響下，網路課程淪為純粹的教育工具，其

豐富的內涵被掩蓋，文化價值和訴求被忽略。同時，這種思維模式也影響到網路課程的

實踐。

田加茹
美術專業大學生對線上美術課程與線下美術課程的選擇情况調查研究

產業發展



33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報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Graphic Communication Arts Journal

其中，網路課程實施只關心課程知識的學習而不是考慮到學生的全面發展，囙此較

為注重模式化教學，而忽視學習環境和實踐共同體對課程實施的支持作用。網路課程評

估則過分注重對網路課程產品的量化，而忽視對網路課程進行的綜合評價。

（二）網絡課程的豐富

網絡課程是一種教育性經驗，其包括三個層面的經驗：一是課程知識學習的經驗；

二是體驗網絡文化的經驗；三是實踐網絡生存的經驗；網絡課程是師生在網絡支持下的

教育交往活動；網絡課程是師生在網絡支持下的經驗共享；網絡課程肩負文化的再造功

能。

網絡課程包含了豐富的理念，如鼓勵師生交往、提倡經驗共享、還原教育關係、縮

小信息鴻溝、體驗網絡生存和融合技術人文。這些理念反映出還原和實現網絡課程的文

化本質和價值的呼聲，主張對網路課程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人文反思和技術批判。 

網絡課程具有自主性、技術性、經驗性、虛擬性、交互性、視覺性、情境性和開放

性等八大特徵。這八大特徵並非都是網絡課程所特有的，但卻是網絡課程所特意強調和

突出的。 四、網絡課程表現形態複雜多樣，存在問題也不少。通過對網絡課程形態的分

析和反思，我們認為當前的網絡顯性課程有把網絡課程中的教育性關係單一化為「生產 -

消費關係」，而網絡隱蔽課程則忽視了對虛擬社區的文化引導。

網絡課程的實施方式多樣，主要是通過模式化的教學、學習環境構建以及創設虛擬

學習共同體來達成。網絡課程實施目前較重視模式化的教學，而對學習環境構建和虛擬

學習共同體創設重視不夠，從而並沒有充分體現網絡課程的價值。

（三）網絡課程的衡量

網絡課程評價極為複雜困難，尤其需要注意量的評價和質的評價相融合。因此，在

評價過程中技術規範、技術工具和人文反思都是需要的。只有堅持網絡課程評價的融合

取向，才有可能對網絡課程的開發和實施做出更為合理評判。 

網絡課程研究不可回避地要探討技術與教育的融合問題，這一研究給技術與人文的

融合提供了參考範式。當前技術與人文的衝突源自對技術本質的誤解以及對技術理性的

盲目崇拜，技術的兩面性實則根本不存在，其現象折射出的是人性的兩面性。不對技術

運用進行人文分析並進行倫理審查，就必然會讓技術中心主義盛行，並直接導致現代社

會的技術災難。

教育作為一個重視人文理念的領域，而技術作為本世紀最能動的社會力量，二者的

融合有可能為探討「技術與人文的融合」提供參考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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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重點在探討美術專業學生對線上線下美術課程的選擇面相是否具有顯著性

差異及各面相的重要性。基於此，本研究採用發放問卷、回收問卷、分析結果的方法來

得出結論。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1 說明如下：

本研究中，選取杭州地區美術專業大學生為樣本，共五個面相，每個面相十二題，

每題五個選項，均為單選題，對結果賦分後進行分析。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研究問題，提出以下虛無假設：

H1: 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便利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H2: 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經濟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H3: 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實用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H4: 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視覺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H5: 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開放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二、實驗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者選擇美術課程的主要面相為何及歸總在各面相上線上課程與

田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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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下課程的差異，基於此目的及相關文獻之參考，擬定研究流程，研究實施的程序

分述於下：

1、擬定研究方向

確立研究目的，擬定研究主要方向及研究方法

2、文獻蒐集與探討

藉由文獻資料探討，建立研究基礎及知識，以此作為問卷內容之依據。

3、問卷調查

將問卷發放到杭州市高校的美術專業並回收

4、分析結論

將回收的問卷整理成數據並對數據進行假設檢驗，對結果進行分析探討，以解答提

出的問題。

 

圖 3-2　實驗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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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實驗設計

問卷設計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確定了五個面相以及每個面相至少七題，最終得
出 60 題的問卷，內容如附錄。請武漢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研究生程強學長針對內容進行
修訂後進行發放。60 題均為單選題，給分規則為非常不同意 1 分，等差數列到非常同意
5 分。

圖 3-3　實驗設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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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性

經濟性

實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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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性

開放性

田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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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產業發展



34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報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Graphic Communication Arts Journal

四、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採取網絡問卷投放，屬於不嚴謹的隨機抽樣方式。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來進行研究，抽樣方式為簡單隨機抽樣，對杭州地區美術專

業大學生進行問卷發放，收回有效問卷 218 份。

五、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線上美術課程與線下美術課程的比對分析，利用問卷結

果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並以 SPSS for windows 19.0 版統計套裝軟體為工具並界定 0.05 為

顯著水準（α＝ 0.05）。依據各項研究問題，所採用的方法為配對樣本 T 檢驗。

肆、發現與結果

本研究以杭州美術類大學生為研究樣本發放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18 份，問卷共 60

題均為單選題，給分規則為非常不同意 1 分，等差數列到非常同意 5 分。

本研究以杭州美術類大學生為研究樣本發放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18 份，問卷共 60

題均為單選題，給分規則為非常不同意 1 分，等差數列到非常同意 5 分。

一、調查物件在網路和線下時間的選擇範圍上空間大，較便利看法方面不存在顯著性差

異；同理，認為調查物件在網路和線下便於尋找我想要的針對性課程內容、便於學費交

易、便於和老師同學溝通學習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而在便於獲取上課名額方面存在顯著

性差異，且網路看法顯著低於線下。

二、調查物件在每個課時在經濟上節約方面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同理，認為調查物件在

網路和線下綜合上課效果後性價比高、支付方式安全、所消耗的成本低、所承擔的經濟

風險較低方面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三、所以認為調查物件在專業技術上的提升方面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同理，認為調查物

件在網路和線下、便於我找到想要的工作、當代流行藝術接軌、在社會經濟的各種領域

方面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而在便於我獲得可以延伸的知識面存在顯著性差異，且網路

顯著低於線下。

四、所以認為調查物件在具備良好的觀看效果方面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同理，認為調查

物件在網路和線下截圖或拍攝上課內容清晰、畫面效果吸引我、能把圖像和文字結合起

來、對眼球的傷害大方方面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五、調查物件在網路和線下開放性看法方面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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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假設檢驗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得出假設成立與否的推論，結果如下：

推翻本研究之對立假設：

H1a：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便利性上存在顯著性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虛無假設成立：

H0a：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便利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推翻本研究之對立假設：

H1b：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經濟性上存在顯著性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虛無假設成立：  

H0b：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經濟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推翻本研究之虛無假設：

H0c：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實用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對立假設成立：

H1c：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實用性上存在顯著性差異

推翻本研究之對立假設：

H1d：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視覺性上存在顯著性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虛無假設成立：

H0d：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視覺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推翻本研究之對立假設：

H1e：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開放性上存在顯著性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虛無假設成立：

H0e：美術網絡課程和美術線下課程在開放性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二、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線上美術網絡課程的實用性顯著低於線下美術課程，在便利性、經

濟性、視覺性、開放性方面，線上美術網絡課程與線下美術課程無明顯差異。

亦對五個面相的重要性進行調查，研究顯示五個面向均對學生很重要，無法判斷哪

個面相是決定性因素，本研究團隊對其持保留態度。

三、建議
一、對學生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實用性方面，線上美術網絡課程顯著低於線下美術課程。因此

對於以學以致用為主要目的的學生，可以考慮多加參與美術線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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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開課方的建議

本研究證明美術線下課程實用性顯著高於線上課程，因此建議線上美術課程出品方

在美術課程的實用性上加以提升，請更有經驗的授課老師，提高專業技術水平，和當代

流行藝術更接軌，傳授找工作經驗，擴展衍生知識面。

三、後續研究建議

在所有的研究中，樣本的數量和代表性都會顯著影ㄌ響結論的普遍性和說服力。在

本研究中，受到人力與時間的限制，受試對象局限於杭州市九所大學，其結果也只能用

於解釋杭州市這九所大學的美術專業學生選擇美術課程的面相。建議後續研究者在研究

對象選取上，增加不同區域學生，以增加資料的豐富性與完整性，使研究結果更具說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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