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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透過相關文獻及理論分析，歸納攝影表現過程可運用影像組合的意義與

形式，透過攝影技術，表現在社會節奏感、誇張、超現實、意識形態等影像形式方面。

在靈感部分，指出靈感經驗可包含在難解的神秘經驗、高峰經驗、日常生活方面，其核

心為動機、超越和喚起，並建立對事物的關聯等方面；在完形心理學部分，指出完形知

覺過程可以在事物的造型、色彩、質感、動感等方面，建立事物間的「接近性」「相似

性」、「連續性」等結合形式，表現出合適感覺之結合；在攝影創作部分，指出攝影表

現過程可建立在影像認知方面，透過攝影技術，表現在社會節奏感、誇張、超現實、意

識形態等價值。 

因此，本研究從完形心理學、靈感與攝影等角度，歸納攝影靈感啟發學習的過程，

包括感覺組合、經驗喚起、慾望動機與價值構成等組合成分，其中感覺組合包含了形狀

組合、色彩組合、質感組合、動感組合等方面；經驗喚起包含了事物聯想、事件關係、

事物關係等方面；慾望動機包含了自我實現、技術目標和內在慾望等方面；價值構成包

含價值取向、自我價值、價值建立等方面。 

 

關鍵字：攝影、靈感、攝影靈感啟發學習能力。 

 

1. 緒論 

1.1 研究動機 

人之所以成為萬物之靈，乃是由於人的本能具有神聖的啟迪作用；世界上偉大的文

藝作品都是人類靈感所形成的智慧結晶。靈感是創造性活動過程中所產生一種心思功能

達到高潮的心理狀態，這種狀態能導致藝術、科學與技術產生新的構思和觀念(朱智賢，

1989)。 

所謂靈感（inspiration），牛津辭典則是指呼吸或是注入一些想法、點子進入心中，

以形成令人讚賞的感覺或一些行動（蔡焜霖，2000）。另外，創造心理學解釋靈感的出

現，是指人在創造思考過程，經過一段潛伏的醞釀階段，然後內心出現新奇的意念；而

當代心理學中的完形心理學（Gestalt Psychology）則認為是當事人對問題或複雜事物組

成的關係有了重新的認識（國立編譯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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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感產生的三個核心是超越、喚起和動機(Thrash＆Elliot，2003)。所謂超越是指靈

感的產生使事物朝向較好或較新的可能；喚起是指事物的價值及意義被回憶；動機是指

靈感產生形成一股慾望的狀態去進行新的捕捉。靈感的特性，不只是在事物本身，更在

事物間結合之價值，即是認識事物在較新和較好的可能之下，去進行事物的組成處理，

感覺事物有用結合之存在，包括事物結合鑑識與事物回憶之適當性，以建立出事物結合

之知覺。 

然而，傳統之學校教育,偏重分析性邏輯思考之訓練,強調知識與事實之記誦,而忽略

了靈感之啟發,甚至被有意的抑制而窒息。一般而言，幼兒感覺豐富，表現在各種故事、

卡通、擬人情境中，思考不受拘束、沒有框架，甚至天馬行空。然而隨著年齡漸長，邏

輯推理思考能力愈強，感覺似乎隨之遞減。為了使學生能夠於輕鬆情境中學習,教師應引

導學生,使學生發揮豐富之靈感,才能培養活潑、充滿創新點子之國民,才是教育的目的。 

教育改革目標也強調發展適性適才的教育,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導向的教育,建立終身

學習的社會 (吳清基, 1997)。教育過程中,我們也可體會到,如果教學內容太多,教學方式

單調,或者教師教學態度趨於平淡,常常導致許多人隨著年齡的增長,無法有效率發揮學習

的潛能,阻礙能力的發展。 

另外,因應全球科技性之發展,科技已為人類帶來快速之便捷；科技的發展以「效率」

為基礎,透過科技處理,使原本一個小時完成的工作,可以在短短的十分鐘內完成。然而理

性思考運用於科技處理,在提升工具效率之同時,並沒有對工作之適切性等問題進一步思

考,即讓思考只以工具理性出發,遺忘了對價值與意義的反省，特別是技術教育的目標,往
往忽略了技術教育之外,人們可能開展的各種面向（吳靖國，1999）。 

誠然唯有從全腦思考,開發腦能、心能和手能,兼顧顯性與隱性知識的傳授(羅文基, 
2001),使學生能多向度的觀察自己,發現自己的感覺能力,並嘗試從各種不同的學習及方

式來加以發展。 

另外，攝影已成為社會上普遍的文化活動之一。近年來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數位

相機的普及，已有愈來愈多的人從事攝影方面的活動。只是過去相關的攝影學會、社團

或專業刊物、網路論壇皆指出,大部分的攝影者都花太多的時間在硬體設備方面,對於創

作方面的內涵實在關注太少;創作的內涵應該關聯攝影者內在深層的部分,是以人的觀察

思想、情感及經驗,綜合多個層面演繹而產生靈感。 

攝影創作的靈感是指攝影者對周遭事物的一種內在觀感,即是對四周的人、事、地、

物引起好奇,進而去觀察與了解,慢慢在腦中呈現一些畫面,形成一種內在的觀感（秦愷, 
1998）。對一個有靈感的攝影者而言,他總是強烈的發現問題,不停的對事物思考,在不知

不覺中把一件事同其他事物聯繫起來。因此對於社會、人文、科技、生態或者何人、何

事、何時、如何等一般、特定、已知等問題,皆可以從個人豐富的生活體驗、豐沛的情感

和豐富的想像力等靈感的刺激與練習,來表現攝影方面的內容與主題。 

此外，高等教育目標也指出培養高級的技術人才,允許學生經由不同思考、方式，

來達到自我學習、發展與適應變遷的能力(教育部, 1999)。目前大專的美術學系、視覺傳

達設計學系、工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學系、多媒體設計學系列有攝影方面的學習課程。

攝影課程的目標除了讓學生了解攝影器材的使用外,也培養學生攝影應用及表現能力。 

雖然靈感是一種如此重要的人類心智過程，然而比起其他心智過程，如批判思考

（critical thinking）、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創意思考（creative think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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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相關研究成果較少，國外研究即使探討此方面，也較少建立在教育過程，特別是學

生攝影表現應用方面。本研究認為靈感的產生源自於外在環境，並且能從內在心理過程

去進行想法的喚起及價值的發現，以及過程中形成動機和自我實現之重要性。因此，本

研究假定攝影的靈感是指攝影者能拍攝事物間美好的關係，即是學生在攝影過程能觀察

事物、回憶過去,感覺到事物間美好關係的存在,並且能透過攝影技術,表現事物有價值結

合之照片。本研究所建立靈感的發生機制，將可針對未來大專校院攝影課程，做為研究

靈感啟發學習的適當培育方式，並且進行靈感的驗證與評估，如此將可作為未來大專校

院攝影課程啟發學生靈感之參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在探討「攝影靈感啟發學習模式之內涵建構」,透過發展出來的模式內

涵架構，進一步來發展工具量表，使學生能運用自己的靈感能力,來發揮和創造屬於個體

的潛能。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採用文獻分析,以靈感、攝影等文獻為基礎,探討攝影靈感啟發學習相關

變項及影響關係，然後建立內涵及構面，以提供後續研究對編製感覺組合量表、經驗喚

起量表、慾望動機量表與價值構成量表等內容,然後對大專學生進行施測,施測完後進行

量表信效度考驗，以發展出適合評量靈感啟發學習的研究工具。 

1.4 名詞釋義 

1.4.1 攝影（Photography） 

攝影一詞，廣義是指通過攝影機（電影、電視攝影機、照相機等）使感光材料（軟

片、影片、錄影帶、電荷耦合器件）感光，藉以記錄生活影像、傳達事物理念或表現藝

術創作的活動或行為稱之（康台生，1997；陳寬佑，2003）。本研究是指由透過照相機，

進行畫質設定、色彩設定、曝光控制、光圈與景深、快門與動作、鏡頭與對焦、閃光燈

攝影、構圖等方面，表現事物的形狀、色彩、質感、動感等靜態事物方面。 

1.4.2 靈感（Inspiration） 

靈感在牛津辭典是指一種呼吸或注入一些想法、點子、目標進入心中，以形成令人

讚賞的感覺、覺醒或一些提議、行動（蔡焜霖，2000）。完形心理學則認為是當事人對

問題或複雜事物的組成要素之間的關係有了重新的認識（國立編譯館，2000）。本研究

靈感是指學生在攝影過程，能喚起過去相關經驗並形成一股慾望，表現周遭對象物形

狀、色彩、質感、動感的「相似性」、「類似性」、「連續性」等較新、較好有價值之一面。 

1.4.3 攝影靈感啟發學習能力（Photographic Inspiration Heuristic Learning Ability） 

本研究綜合靈感之起源、靈感相關理論、靈感相關研究等文獻，並以靈感產生機制

為基礎，提出一個包含感覺組合、經驗喚起、動機執行與價值構成四個成分的「攝影靈

感啟發學習能力」，本研究假定這些能力具有因果關係，其間的關係為：感覺組合能力

雖得自外在刺激，惟能將相關事物進行聯結，因此感覺組合能力與經驗喚起能力有關；

感覺組合能力過程包含能感覺事物結合有價值之存在，以形成一有慾望的動機狀態，因

此感覺組合能力與慾望動機能力有關；靈感感覺組合能力過程，不論是針對事物組成之

「相似性」、「對稱性」等，均需要考量事物構成之較好、較新等可能，形成一價值構成



 1-50

能力，因此感覺組合能力與價值構成能力有關。感覺組合能力會直接影響到學習者的經

驗喚起能力、慾望動機能力和價值構成能力，而經驗喚起能力會影響到慾望動機能力及

價值構成能力，慾望動機能力也會影響到價值構成能力的學習表現。 

1.4.4 感覺組合能力（sensation synthesis Ability） 

感覺組合能力是指對象物形狀、大小、空間、運動等方面的相對性、選擇性、整體

性、恆常性、組織性等聯結（李姍姍，1998）。本研究的感覺組合是指事物的形狀、色

彩、質感、動感等相對性、選擇性、組織性等形式。 

1.4.5經驗喚起能力（experience arousal Ability） 

經驗喚起能力是指回憶過程關係到個體本身過去對事物曾有的相關經驗和印象方

面（黎煒，2000）。本研究的經驗喚起是指學生在攝影過程，經由觀察周遭事物，能以

事物聯想、事件關係、事物關係等方式進行經驗之喚起。 

1.4.6 慾望動機能力（desire motivation Ability） 

慾望動機能力指個體對事物的喜愛、興趣等慾望程度，並且建立在一目標實踐之過

程（Thrash ＆ Elliot，2003）。本研究的慾望動機是指學生在攝影過程能形成一股內在

慾望，並且透過攝影技術，進行自我目標實現方面。 

1.4.7 價值構成能力（value construct Ability） 

價值構成能力指事物組成之「相似性」、「對稱性」等，建立在事物間有意義、有價

值之構成方面（吳嘉寶，1994）。本研究的價值構成是指學生在攝影過程，經由觀察周

遭事物間關係時，能知覺到事物不同的價值取向，並且能建立自我價值，然後在攝影畫

面中形成價值之構成。 

 

2.文獻探討 

2.1 靈感之起源 

靈感就字面意思而言，在牛津字典是指：一種呼吸或注入一些想法、點子、目標、

目的等等進入心中，以形成令人讚賞的提議、覺醒或是一些感覺、行動的創意（蔡焜霖，

2000）。靈感的比喻從字面上意思，雖然起因於吸進或吸入的過程，但它隱喻的意義則

與心理學有關。 

靈感的形成，其實也是眾人熟悉的一種經驗，特別是在日常生活中，各項事物的觀

察、發現與構想時，特別需要靈感的賦予來產生有創意的主意。靈感的產生，是指對問

題一種創造性的看法或解決方法，它的出現有時是一種突然的覺悟。靈感，雖然看似無

跡可尋，其實仍然有可尋之跡、著力之處，可尋之跡就是強烈的生活感受、豐富的知識

累積、艱苦的構思。從反應論來講，靈感的出現是作者認識的飛躍；從心理學來講，靈

感是導源於特定神經聯結所產生的瞬間了解。所以，靈感雖然以偶然的形式出現，卻體

現了必然的內容和規律，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辨證統一（朱光濳，1998）。 

靈感概念被很多學術領域所使用，包括心理學（Hart，1998； Krie，1952；Lockwood 
＆ Kunda，1997）、人類學（Leavitt，1997）、神學（Canale，1994）、教育（Tjas、Nelsen 
＆ Taylor，1997）、藝術與文字（Bowra，1995）、管理（Bass ＆ Avolio，1994；D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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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en，2000）和工程學（Beer、Quinn、Chiel ＆ Ritzmann，1997）等方面。靈感普遍

建構的概念是靈感具備了動機，它包括了相關的活力和行為的方向。靈感注重喚起內心

的記憶遠勝於直接由意志、行動或無明顯原因而開端進行（Elliot，1996）。另外，靈感

伴隨著超越原先的偏見或人類動作限制而產生。此外，靈感的產生應包含更多的來源、

較多人們的關懷、對事物價值的覺醒、對事物一些較新、較好、較重要的了解、認識事

物較高及複雜之構成、了解事物相關功能、建立事物相關評價或事物價值之擴充等方

面。總之，靈感的起源可來自以下三方面。 

2.1.1 靈感起源於超自然方法及手段 

靈感源自於超自然的影響，它存在於過去個人使用向神明尋求真相的傳遞，最著名

的例子是來自於希臘將藝術方面的天賦歸因於謬斯女神，謬斯女神在詩人耳旁低語，傳

送神授的知識、預言和能夠理解及溝通的能力（Leavitt，1997）。靈感過去對藝術家、

科學家與其他有創意的工作者而言，仍是普遍需要，由於它源自超自然、超經驗或是未

知的力量時，成為最好的想法和具有創造的衝動，形成一種絕佳的貢獻。當然，靈感的

產生提供了一個實例說明了動機、喚起和超越等特色，未來我們也可以視靈感是從上述

動機狀態，經由個人豐富的學習、知識累積及強烈生活經驗感受，來獲得相關的啟示，

以呼喚內在慾望、引起想法和朝向超越方向，在設計、發明、創作及問題解決等過程，

顯露出事物的相關知識、見解與價值等方面之具體內容。 

2.1.2 靈感來自於內在心理過程 

十九世紀末，心理學界將靈感產生以內在心理過程觀點進行解釋，讓靈感發生現象

變得更加明朗。靈感的內在心理過程，主要是將靈感產生的資源放在創意過程的領域，

而不是宗教方面神給予啟示之超自然現象。心理學家將靈感產生的方法歸因為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無意識狀態（Wallas，1926）。無意識狀態所產生的想法遠較那些由意識產生

的想法來得有機制、系統和上等、精緻；而創意的過程指出有四個階段：準備、潛伏、

啟蒙和鑑定，意識方面通常支配了準備期和鑑定期，而無意識方面則支配了潛伏期和啟

蒙的產生。第二方面是潛意識狀態（Krie，1952）。潛意識狀態所產生的想法，是建立在

佛洛伊德（Frendian）主張的精神分析論之概念上，即是靈感產生的觀點應回歸到個人

自我境界方面，例如個人內在思維過程建立在新奇的聯想與彈性的想法，以形成較有可

能及可期待的想法出現。第三方面是有意識狀態（Osborn，1957）。有意識狀態通常是

指間接產生新奇的想法，例如專注地融合無關的意像，以產生新的形式或吸引人的特性

等產物。誠然靈感資源來自內在心理過程，從無意識、潛意識和有意識狀態去進行點子

的喚起，然而在超越過程卻是形成動機之重要性，以及在啟蒙階段，伴隨著對事物鑑定

之相關方面。 

2.1.3 靈感來自於戶外環境資源 

最近的相關研究大抵上指出靈感的產生可來自外在的環境，例如人、大自然等方

面，其它如音樂、詩歌、經營管理者、顧問良師、典範和英雄，甚至動物和昆蟲等，亦

可形成靈感之來源。其實靈感來自戶外環境資源，早在上古希臘時代，柏拉圖即指出詩

人藉由外在環境資源形成創作之根源（Rothenberg ＆ Hausman，1976）。因此，對靈感

相關現象和斷定來自戶外環境資源的人士，即指出對外在環境資源開放之重要性；只要

個人能對事物的了解形成慾望，並且能跳脫有限的了解及固著的習慣，其實這些周遭的

戶外環境資源是能夠經由個體作適當的喚起及產生相對應之靈感。 

綜合以上所言，靈感相關研究指出靈感的產生起初是受到超自然的影響，隨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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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個典範為個體藉著超越本身能力，去傳達或實行一新的主意。靈感的產生既然可以

建立在外在資源對個體本身意識之影響，那麼個體若能思考、開放，接受相關環境刺激

及吸收物件關係，對物體固有價值能認識和體認，那麼個體將能藉由靈感的產生，來建

立對事物的發現及相關構成之運用。 

2.2 靈感相關理論 

靈感產生既然源自戶外環境資源，及從內在心理過程去進行主意之喚起，以及過程

注重超越、形成動機之重要性和著重價值構成之考量，本研究藉著完形心理學理論、動

機理論、價值理論來作為未來發展攝影靈感啟發學習之參考。 

2.2.1 完形心理學理論 

完形心理學理論主要是在探究知覺意識的心理組織歷程。完形心理學強調：知覺經

驗雖得自外在刺激，惟各個刺激可能是分離、零散的，而完形所得之知覺卻是有組織，

原因是在集知覺而成意識時，多加了一層心理組織（李姍姍，1998）。例如以四條直線

構成之正方形，由所得之知覺發現，並不是只有等長之四條直線之合，而是一個完整的

正方形，四條直線之外，另加了一層「完形」的意義。 

1.知覺的心理歷程 

知覺的歷程是指個體認出（recognize）、組織（organize）、並理解（make sense）在

環境中所得到的訊息的歷程（陳冠銘，1998）。人類認識外界事物，是藉由知覺的生理

與心理活動，最初以感官獲取各種感覺訊息，透過視、聽、味、嗅、觸等各種感覺收納

器之接收，產生神經衝動，再由神經傳達到大腦的感覺中樞，然後大腦對刺激體作選擇、

辨識及分類，再依個人動機、態度、價值觀以及需要的程度，賦予不同的意義。因此，

知覺是個體選擇、組織，並解釋資料感覺的歷程。知覺的心理歷程具有相對性、選擇性、

整體性、恆常性、組織性等特質，以下將分別加以敘述及說明。 

（1）知覺的相對性 

指知覺過程，不以物體孤立作為引起知覺的刺激，而是包括同時也看到物體

周圍所存在的其它刺激，就像胖瘦兩人站在一起所引發的差異感覺，它突顯周圍脈

絡對焦點人、事、物的知覺影響。知覺的相對性包括圖與地相對性及知覺對比。 

（2）知覺的選擇性 

指人們在所處的環境中，藉由視覺或其他感覺主動地尋找和萃取所需要的訊

息之過程，例如當人們在欣賞一幅畫、聆聽一首歌曲或上網瀏覽某一網頁，人們的

知覺系統會針對「有趣的」或「有用的」部份加以擷取利用。事實上，由於人類整

個知覺的系統是由大腦所主導，是以滿足人的需求為前提，所作的訊息選擇之過

程。所以面對許多的資訊，這些資訊可能吸引人們的注意，也可能瞬間從身邊消失，

這些方面皆是差別在留心或關注那些需要的訊息。 

（3）知覺的整體性 

指知覺過程，超越部分刺激相加之總和，所產生的一種整體知覺經驗。統一

的整體，如同有機體一樣，它在整合的方式中有活動的各個部份，它比它的各個部

份的總合更大，它有一種超過它的個別部份的相互作用的實體存在，它能夠影響它

的各部份的活動。統一的整體把我們的環境看成一個整體，就像桌子、椅子、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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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進一步拆散為它們的組成部份或感覺內容，但卻不能由基本的、零散的印象

所構成。 

（4）知覺的恆定性 

指一個人對於某一個物體或景物的知覺，包括它的亮度、色彩、尺寸等屬性，

維持恆定不變或對改變有所抗拒的現象，而且不受環境或相關刺激的改變而有所影

響。一般而言，人類知覺的恆定性，大致上表現在對於刺激的尺寸、形狀、色彩、

亮度等知覺屬性方面。尺寸的恆定性指觀者對某一物體在不同的觀賞距離之下，仍

然對該物體保有恆常不變的尺寸認知；形狀的恆定性指人們在觀看某一物體的圖像

或實體時，觀賞者的知覺系統有預先作出某種透視效果的心理補償反應，因而可以

得到該物體真正的形狀知覺；色彩的恆定性指當照明光源的色彩特質或亮度有所改

變時，人們對於某一種視覺刺激的色彩知覺，包括色相、明度、彩度並未隨之改變

的現象；亮度的恆定性指觀看某一色階的色調，並不會因為照明光源的強度變弱而

有所改變，仍然會認知出原先所認定之色調。 

（5）知覺的組織性 

指構成知覺經驗的感覺過程，雖然經過一番主觀的選擇處理，然而均係根據

客觀的事實，是有系統、不紊亂和有特定的排列組合方式，這些知覺結果反應了心

裡面內在運作的組織方式與結構，例如封閉性、連續性、相似性、接近性、共同命

運等，以下將分別加以說明。 

綜合以上所言，「記憶」既然是利用過去相關的人、事、物的喚起來影響現在的行

為，那麼這些喚起並非以雜亂無章的方式存在於回想的過程，而是以事物相關性來連結

接踵而至的相關訊息。未來觀察者在觀看周遭事物時，似乎可以從外在環境資源的刺

激，去引導個體內在記憶進行比對，即是透過事物關係、整體事件、事物聯想的刺激方

式，來喚起過去事物相關事實或印象方面。本研究在建立大專校院攝影課程靈感啟發學

習適當培育方式，即是引導學生從事物的外形、色彩、質感、動態等方面關係的結合，

來喚起內在深層的經驗方面，以產生對事物源源不絕的靈感。 

2.3 動機理論 

所謂動機理論，是指心理學家對行為產生的原因及其對行為發生的作用所做的理論

性解釋（張春興，2003），亦即是指個體驅使自己作某些行為或追求某些目標的一種狀

態、情境或指協助個體選擇目標並使其行為朝向此目標的引發動力。本研究從動機理論

的內在學習動機、需求層次論及自我取向三方面來加以探討，以作為未來攝影靈感啟發

學習模式建構時之參考。 

1.內在學習動機 

內在學習動機係是指個人對自己珍視、好奇、有興趣或挑戰的學習活動，在無明顯

酬庸的狀態下，會自動自發的投入，並從學習中獲得勝任感和滿足感。內在學習動機就

如同學習者在進行攝影活動時，對周遭事物進行觀察與了解過程中，會讓學習者很有熱

誠、滿懷希望的想要去了解事物，以及會讓學習者充滿好奇心，表現出對事物的喜愛；

甚至會讓學習者自由的選擇事物有興趣方面進行表現，以及未來會進行攝影相關工作分

配和按部就班去努力實現目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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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層次論 

需求層次論是人本心理學家馬斯洛（Maslow，1972）依據完形心理學的整體論及精

神分析說動力論所提出的動機理論。馬斯洛將人類的動機視為由多種需求形成的層次性

的系統；系統中各層次需求分別具有促動與該層次所指行為活動的內在動力，而由低而

高各層次形成整個的系統，則代表個體成長發展的內在動力。馬洛斯將人類的需求分為

七個層次：生理需求、安全需求、隸屬與愛的需求、自尊需求、知的需求、美的需求、

自我實現的需求。 

人類需求七個層次中生理需求、安全需求、隸屬與愛的需求、自尊需求為基本需求，

知的需求、美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則為成長需求。知的需求是指對己、對人及對事

物變化有所理解的需求；美的需求是指對美好事物欣賞並希望周遭事物有次序、有結

構、順其自然、循真理等心理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是指在精神上臻於真、善、美，以

符合人生境界的需求，亦即達到個人所有需求或理想全部實現之目的。自我實現的需求

這就如同在攝影表現過程，學習者會不斷的去了解事物各方面的知識、展現社會周遭的

相關報導，並且會不斷的評價自己對事物的表現方式，成功的呈現對事物的表現等追求

對事物更新、更好的目標。 

3.自我目標取向 

自我目標取向指學習者對於自己認為重要或有價值的工作，會去從事及完成個體所

要追求之目標。這就如同從攝影課程課所學習到的技術知識，例如不同感光度的設定、

各種光圈及快門優先運用方式、各種焦距鏡頭運用、曝光方式運用、光線特質運用、焦

點處理運用及前後背景或視覺引導線運用，學習者會想要趕快去拍照，實際體會一下自

己表現出的各種效果等，透過攝影技術的表現過程，來呈現周遭的一切事物。 

綜合以上內在學習動機、需求層次論及自我取向三方面所言，人類的需求除了基本

需求之外，尚包括內在慾望需求或成長需求，即人類有追求自我對周遭事物之理解，以

及尋求相關事物有次序、有結構，並且在精神上能臻於真、善、美，而靈感的產生也指

出超越之重要性，即能知覺事物較好或較重要的可能，表現事物的存在價值及意義等方

面。所以本研究未來在進行攝影靈感啟發學習過程中，將引導學習者從內在慾望、自我

實現和攝影技術的自我取向目標三方面，引導個體透過對周遭對象物的喜愛及想要表現

對象物之目標實現，然後藉由攝影技術等目標的展現，來表現事物的次序、形式等事物

較新、較好及有意義的自我實現目標方面。 

2.4 價值理論 

「價值」一詞，最早由 Lotze 於 1871 年所提出，到了 19 世紀初，繼有 Windelband
和 Pickert 等人研究的價值論（Axiology）。而＂Axiology＂一字則是源於希臘字 Asios，

意思為值得或是喜歡的程度（林建谷，2004）。 

1.價值的意義與功能 

對於價值的意義，Barry ＆ Wolf（1965）指出價值是個人的思想，是一種內化的學

習性信念，能夠產生強烈的情緒及智力反應。Kluckhohn（1961） 也認為，價值是個人

或團體對於事物所持有的一種外顯或隱含的持久性信念，這種信念會影響個人目標的選

擇。而 Allport（1961）則指出價值是一種效標、理想、目標、常模和標準。Dawis（1991）

也認為價值為個人在評量一件事物，對其本身重要程度的一種標準或規範。誠然價值是

一種假設性的概念，看不見，也摸不著，卻能表現在日常生活的行動之中。透過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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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可以了解一個人所期望的方式及其愛好的目標。 

此外，Frondizi 則認為價值乃是一完形的性質，即「價值本身就是價值」（黃藿，

1984）。某一事實的價值，就是它的構成或被視為一完形的性質。他認為事物需要透過

實在的經驗，也就是主體的行動，使主體與客體發生關連，就價值而言這種行動就是評

價。吉爾福特（Guilford，1977）在倡議的智力結構論中，也認為人類複雜的智慧能力

中即是具有行使評價的功能。在思維的整體心理活動過程中，包括引起思維的材料、決

定思維的內容、進行思維心理活動、決定思維的運作，從整體思維的結果，獲致思維的

產物。而人類評價能力乃是思維運作方式之一，即指在對各種訊息處理時，對訊息的性

質及其適切度之選擇與取捨過程（張春興，2003）。 

另外，多數學者（金數人，1987；郭為藩，1990；Braithwaite ＆ Scott，1991；Fraenkel，
1977；Halstead，1996）也指出，價值具有行事與作決定的功能，即價值能引導個體行

動與作決定。而 Rokeach（1973）也認為，價值會影響我們去喜愛與接受某種概念，並

成為指引我們判斷事物的依據。誠然，價值成為個體的信念與觀感後，即成為個體在思

考過程作決定的評判標準。 

2.價值取向 

按照人類學者 Kluckhohn ＆ Strodtbeck（1961）的說法，價值是一種複雜，但有一

定服飾的原則，這種具有差序性的評價原則是由認知、情感與行為取向等三方面因素長

期互動所形成。而 Kluckhohn 認為，價值是一種文化的產物，可以從行動的目的、行為

方式，以及慾望等來加以了解；當涉及人與環境和人類相互間關係時，可以從價值取向

來界定為自然的、人在自然中的（對自然與人生價值觀）、人際關係的（對社會與人群

的價值觀）、和可欲的與非可欲的（倫理與宗教）普遍性和組織性概念 

3.價值的形成 

價值的形成，若對個體而言，包括個人先天性感官與知覺、個人價值因素、價值內

化與自我價值、價值運作、價值建立等五個步驟（陳秉璋，1990）（如圖 1 所示）。 

 

 

 

 

圖 1：個人價值形成 

 

 

(1)個人先天性感官與知覺 

    所謂個人先天性感官與知覺，指個體在價值觀尚未建立之前，個體本能性所擁有的

感官與知覺。 

(2)個人價值因素 

    指個人經驗的累積，包括個人直接經驗、個人間接經驗及社會情境，另外個人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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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愛、想像與創意，即是個體經由日常生活的互動、刺激與反應過程中，會對外界事物

抱持著不一樣的看法與態度，以及個體社會化結果，這些態度與看法都會對價值觀念的

形成造成影響。 

(3)價值內化與自我價值 

指經由學習所得的價值觀念，會隨著個體人格的發展，慢慢內化及形成自我價值，

最後成為人格的一部份，即是這些價值形成，無時無刻影響個體的行為與目標方面。 

(4)價值運作 

    指經過內化與自主化的價值觀念，會在個體面對刺激與挑戰開始運作，以幫助個體

作決定，形成個體的價值判斷。 

(5)價值建立 

指個人根據價值判斷所表現的或所做的行為，就等於是個人內化價值觀念的最後展

現。 

綜合以上所言，價值觀念是一種目標、理想、標準，引導個人去思考周遭他認為重

要的事物，並決定對事物的喜愛程度。未來在攝影教學過程，將引導個體在靈感啟發學

習時，著重在價值取向、自我價值與價值建立三方面。價值取向就如同在攝影表現過程

學習者會重視生物活動、人物團體集會活動、地方性風土人情方面所呈現的價值一樣；

自我價值就如同攝影表現過程引導學習者會去關懷周遭事物、會去欣賞事物間的秩序、

會去了解周遭生活的真諦一樣。價值建立就如同引導學習者在攝影表現過程，會運用攝

影技術，表現出事物令人新鮮的組合、超現實的虛構現象、美感關係於攝影畫面中一樣。 

2.5 靈感相關研究 

靈感研究自 1926 年代才有較多的研究成果出現，隨後並引起心理學界注意。靈感

相關研究指出，靈感的產生可以從大自然周遭加以發現和進行轉移工作。靈感相關研究

如下所示。 

2.5.1 陳昭儀（1989）我國傑出發明家之人格特質、創造歷程及生涯發展之研究 

陳昭儀（1989）探討我國傑出發明家之人格特質、創造歷程及生涯發展之情形。研

究對象為我國二十位傑出發明家。研究過程採質性研究法，以深度訪談、問卷調查、人

格特質檢核表為搜集資料的主要來源，予以分析及歸納。研究結果發現：1.傑出發明家

之人格特質為具有想像力及創造力、情緒穩定、自信、力行實踐、樂觀進取。2.傑出發

明家之創造歷程在創造發明流程為：靈感與動機、構思、產生構想、設計工作、實驗與

研究、完成發明品。3.傑出發明家之生涯發展在成長學習的歷程，其特點是能主動學習，

並把握多種進修來源及多重學習方式。在家庭環境：大多數的研究對象其父母的教養方

式多半是採取聽任自行發展、任其自由發揮的態度。在學校教育：絕大多數的發明家認

為學校教育對於其發明創意之引發的影響並不大。  

2.5.2 Waarsing （2005）的生物靈感之實驗研究 

Waarsing （2005）在從生物學靈感邁向下一代操作者之研究中，以實驗研究過程，

從生物肌肉的活動方式，設計一軟性移動式機械手臂，結果這個手臂已隨著新一代工作

生產行為被定義為操作者的基本行為。這個作法是有別於過去訊息傳送操作，直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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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環境訊息，建立肌肉神經系統，以形成機械手臂的移動，例如結合力矩感應器形成

感應的力量，然後藉著位置輸入的迴圈組合，形成了一移動及執行的控制。機械手臂移

動的輪廓，從視覺訊息的回饋到點的控制，建立在曲線的形式及建立在一程式化控制過

程的路徑移動方面。 

2.5.3 Burleson （2005）的靈感與自卑比較之研究 

Burleson （2005）探討靈感與自卑比較之情形。研究對象為青少年。研究過程採用

實驗研究法，利用青少年參加高階藝術計畫的過程，運用社會比較的不利的比較與有利

的比較角色，透過前後量表施測，來了解對青少年的影響情形。測量時程為第一周和計

劃的最後一周-第 6 周。研究結果發現：在藝術方面，不利的比較提升了自卑的感覺，

影響靈感；而有利的比較，則降低自卑，提升了靈感。研究結果並未指出和聰明有天賦

的同儕一起比較是不利的，反而提出在當時比較的解釋，決定了處於這樣的環境的有利

性與否。 

2.5.4 Calegari ＆ Loregian（2004）的本體論靈感之實驗研究 

Calegari ＆ Loregian（2004）從本體論觀點發現靈感，即是指學生工作在一充滿靈

感學習的環境去發現新的主意。研究過程藉著實驗方式及質性資料蒐集過程，先引導學

生進入工作場所，然後提供學生一知識庫去摘取適當的物質，去進行資料蒐集和描述演

算。研究結果發現，學生若是在一個充滿靈感氣氛的本體驅動及選擇下，是很容易成長

工作計畫。 

2.5.5 Thrash＆Elliot（2003）的靈感組成實驗研究 

Thrash＆Elliot（2003）探討靈感的核心特性、組成處理和功能之研究。研究對象為

大學生。研究過程採實驗研究方式，讓參與者寫下日常生活經驗來敘述個人靈感的經驗

情形。然後以語言計數檢驗字詞使用及字詞出現的頻率，以及讓學生接受現象知覺量

表、自我實現量表及工作吸收量表等施測，資料以變異數及結構方程模式進行分析。研

究結果發現：靈感核心可以建立在超越、喚起和動機三部份；從因素分析及組成中亦發

現靈感可以進行分項組合處理；靈感可以藉著啟發個體在接受事物方面，包含對事物形

成動機，對事物建立在認同感，以從事物中產生靈感。靈感達到功能之方面為：事物認

識、了解事物價值及個體本身能接受事物相關方面。 

2.5.6 Eckert ＆ Stacey（2003）的編織物靈感之實驗研究 

Eckert ＆ Stacey （2003）在編織物設計靈感的研究中，以實驗研究方式，運用錄

影帶影像呈現方式，作為設計者靈感產生之來源。研究結果指出：編織物設計靈感的來

源可以建立在消費者為導向、定義相關主題、文化內涵、特別流行等方面，以進行一連

串的設計，在設計者和一般大眾之間，建立所有可能看見的編織物形式；或者編織物設

計之靈感建立在現存市面上服裝可再修改方面，或是其它地毯、桌布等類似編織物設計

運用，馬賽克圖案、建築、雕刻等其他設計製品參考之來源，繪畫、素描等其它藝術工

作表現之運用，花、貝殼、雷雨、海嘯等自然物造型利用，雜誌、明信片、照片等文件

刊物之圖片運用。作者指出任何物體、影像、景色，舉凡各種抽象、具象的呈現來源，

皆可以作為編織物設計靈感之來源。 

2.5.7 Laura ＆ Dorothy（1999）的荒野靈感之訪談研究 

Laura ＆ Dorothy（1999）探討荒野靈感來源之研究。研究對象為十二名婦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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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兩組，第一組五位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州的邊界區域，第二組七位前往美國亞利桑那州

的大峽谷，記錄每日日常生活的靈感經驗。研究過程採用質性研究，運用訪談方式，於

旅程結束三週內，了解十二名婦女在荒野靈感來源的共通性及個人特質。研究結果發

現：1.狀闊的景致及對大自然險峻力量的注意，是促成有意義的荒野靈感經驗，它對個

人而言，是充當為精神性靈感。2.正向的人際互動與在野外背景下的全然貫注，似乎是

影響一個人傾向於理解山水景色，所形成的精神性靈感之構成要素。 

2.5.8 Lockwood（1997）的傑出模範者破壞靈感之研究 

Lockwood（1997）探討傑出模範者破壞靈感之研究。研究顯示，在正常的情形下，

個體受到傑出模範的鼓舞，他們的動機和自我評價會隨之提升，但是，當他們在最正面

的自我時，靈感就會被破壞，同時動機和自我評價趨於減少。這是因為，經由模範榜樣

的激發，參與者產生比他們平時更遠大的希望和成就，似乎愈接近最好的自我，同時也

會阻礙這樣的想像，靈感就會降低。 

2.5.9 Hart（1998）靈感經驗與意義之訪談研究 

Hart（1998）探討靈感經驗與意義。研究對象為七十位大學研究所研究生。研究過

程採用質性研究，運用訪談方式，了解學生日常生活所經歷過有意義的經驗方面及獨特

事件的現象。研究結果指出：1.所有參與者描述的感悟經驗，這些經驗包含了難解的神

秘經驗、高峰經驗，同時也涵蓋一些平常生活的經驗。這些有時是發生在創作、解決問

題、或日常生活中。2.受訪學生所指出的特定的高峰經驗、狂喜狀態，或有關創作的時

刻，都產生相同的開端。3.受訪學生產生的感悟經驗可包括四大特性，分別為：關聯、

開啟、清楚和活力。 

綜合以上靈感相關研究可知，舉凡周遭任何物體、影像、景色，各種抽象、具象的

呈現來源，皆可以作為靈感之來源。靈感經驗可包含在難解的神秘經驗、高峰經驗、狂

喜狀態，建立對事物的關聯、開啟、清楚和活力等精神性及有意義等方面，其核心為動

機、超越和喚起。而本研究靈感啟發學習，可引導學生從事物關係進行組合，藉著對事

物印象及經驗的喚起，來產生靈感；即是學生在攝影過程，能喚起過去相關知識與經驗，

體認周遭對象物形狀、色彩、質感、動感的「相似性」、「類似性」、「連續性」等關

係較新、較好的可能，並形成一股內在慾望，然後透過攝影技術，表現事物有價值之一

面。 

2.6 靈感的發生機制 

靈感的起源既然來自於超越自我經驗、個體心理過程及戶外環境資源，具備了對事

物較新、較好、較重要的構成認識，以及關係著內在記憶的喚起、相關的活力和行為動

機，和建立在事物價值擴充構成方面。本研究綜合靈感之起源、靈感相關理論、靈感相

關研究（Hart，1998；Laura ＆ Dorothy，1999；Thrash ＆ Elliot，2003；Thrash ＆ Elliot，
2004），發現從事物深層發現、內在記憶喚起、動機執行及價值擴充構成四方面可說明

靈感的發生機制。 

2.7 事物深層發現 

事物深層認識指能夠對事物「知覺開放」，經由「體認事物」的過程來「發現事物」

的重要性(Hart，1998)，就像發現影像構成的形狀、色彩、質感、動感方面一樣。其中

「知覺開放」指能發現周遭事物特色，全神貫注了解事物，並能自我開放、接納事物特

性、敏覺於事物固有價值，以洞察或體認事物之價值。「體認事物」過程指能建立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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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為基礎，從自然資源及戶外環境形成自我意識，能針對事物作根本接近、能進入事

物氣質氛圍、能體認事物真理、精巧、美德、美感等方面。「發現事物」指經由個人知

覺開放及體認事物過程能看到事物關係重要方面，如知覺事物之間美好關係、發現事物

之間原始本能等，皆是事物固有價值的組成及事物前所未有之新發現。 

2.8 內在記憶喚起 

內在記憶喚起指對事物在喚起時能「彈性運作」，並能藉由「事物聯結」來喚起事

物，能「運用個人過去」既有之印象及經驗對事物喚起相關主意或價值方面(Elliot，1996；

Thrash ＆Elliot，2003)；其中喚起時「彈性運作」指喚起過程能從個人經驗和知覺方面，

達到意識直覺，並能建立在一些正確、重要經驗方面，以將特殊的想法、目的注入到心

中，以超越個人經驗，朝向事物有價值之豐富主意、行為或感覺之喚起。「事物聯結」

之喚起指在知覺外在事物刺激時，能建立在事物分析方面，並能從事物相關意義作喚

起，或者是能與相關刺激物不斷串聯、連結在一起，以延伸事物品質，喚起事物原始之

相關方面。「運用個人過去」指對事物在喚起時能知覺到個人過去對事物的特色經驗，

進而喚起事物高尚的、本能偏向之知識，或是令人稱讚的建議、覺醒等感覺或反應，或

是事物較新、較好、較重要之經驗方面等有益知識。 

2.9 動機執行 

動機執行方面指個體在對周遭事物進行觀察與了解過程中，除了能發現事物之美好

外，能經由過去對相關事物的回憶形成一種對事物喜愛的「內在慾望」，然後會透過媒

介、素材等「技術實行」個人對事物表現的「自我實現」方面(Thrash＆Elliot，2003；

張春興，2003)。其中「內在慾望」指能了解自己的內在需求慾望對事物進行重要性的

捕捉，例如自己對事物的熱誠、興趣方面，表現在真實自我、自我角色、自我覺知方面，

以及能表現在自我開朗、活耀、正向情緒、對事物自由選擇等方面。「自我實現」發現

事物之美好，指能建立在自己想要之目標設定，然後朝向目標現實化的想法及方向，建

立行為活動系統去實現對事物的捕捉。「技術實行」指在發現事物重要性之後，能夠建

立在媒介資源系統，例如運用相機的光圈、快門、鏡頭等各種曝光及構圖裝置，將事物

的美好，轉換成具體形式的攝影照片等方面。 

2.10 價值表現 

價值表現方面指對事物深層發現、內在記憶喚起及慾望動機執行過程，會表現事物

在「價值運作」、「價值評判」及「價值建立」三方面，以展現事物之美好（金數人，

1987；郭為藩，1990；陳秉璋，1990；Braithwaite ＆ Scott，1991；Fraenkel，1977；

Halstead，1996；Rokeach，1973）。其中「價值運作」指個人在日常生活與事物互動、

刺激與反應過程中，能建立在個人對事物偏愛、喜好、想像與創意，然後對事物抱持著

一定的看法與態度，這些態度與看法即個人在價值運作過程，形成對事物之價值感。「價

值評判」指在了解事物價值過程中，能認可事物相關評價或評定標準方面，例如能競爭、

對抗、比較事物價值方面，能關係到事物有意義之價值聯結。「價值建立」指在對事物

價值運作及價值評判過程中，能建立出對事物較好的可能、顯現事物之美好、表現事物

有意義或精神層面，或是表現出事物更高之洞察、超凡的知識等價值方面。 

綜合以上所言可知，靈感產生主要是指個體在對周遭事物進行觀察與了解過程中，

發現事物之美好或者意識到事物較新、較重要之可能性，其中包含對事物精神和意義層

面之體會，以及經由個體對事物過去相關經驗之喚起過程中，形成了個體主動去表現事

物特性及去創造事物價值之行動。而本研究攝影靈感啟發學習模式建構過程，將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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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從事物深層發現、內在記憶喚起、慾望動機執行及價值擴充構成四方面，來發現周遭

對象物之間結合的不平凡關係，然後從內在記憶之喚起，並透過攝影技巧執行，來表現

對事物有價值之方面。 

2.11. 靈感啟發學習的教學策略 

 依據上述靈感的起源、發生機制的探討，我們知道要培養靈感，需要給予學生安全

自由的思考空間、讓他們的感覺可以無拘無束的馳騁。接下來要進一步提供適當情境刺

激，促使其提取記憶經驗中的表象素材，開發各種可能性，並且將凌亂紛雜的意象，透

過有意義的聯結，組合成各種豐富的情境影像，從中創造需求、解決問題。因此，靈感

啟發學習可透過一些教學技法，例如六 W 法、類似法、聯想法，或是一些不同的教學

方法，例如圖像思考、故事敘述與劇本寫作方式來培養學生的靈感，茲將這些教學法敘

述如下： 

2.11.1 六 W 法  

六 W 法指教學過程引導學生從 1.為什麼（why）2.做什麼（what）3.何人（who）

4.何時（when）5.何地（where）6.如何（how）等六個角度來檢討問題的性質（陳龍安，

1998）。六 W 法運用在攝影教學方面就如同老師引導同學感覺相機快門這類功能，過去

會運用在什麼時間、場合之下？如何來運用?那是一個什麼樣的表現情形?或是你會運用

在物體運動統一感的結合方面？那是一個什麼樣的感覺組合表現情形? 等方面來進行

教學。 

2.11.2 類似法 

類似法是指在問題解決時，不因現有方法所束縛，應該從較廣泛的各方面去構想；

亦就是利用類似事物的概念來引導新觀念(陳龍安，1998)，其方法蓋分為擬人類似法、

直接類似法、象徵類似法等三種。類似法運用在攝影教學方面就如同老師引導同學感

覺，類似景深畫面這類圖片，大家知道是如何拍出來的嗎？是跟相機的那一個操作有關?
你知道這一類相機功能調整操作之間有什麼差別嗎？等方面來進行教學。 

2.11.3 聯想法 

聯想法是指教師提供一個線索，讓學生以不同的方式自由反應，學生可由其所學過

的知識，或是所經歷的經驗中，運用聯想的技巧，去尋找並建立事物間有意義的聯結關

係，以發現對事物的靈感（陳龍安，1998）。聯想法運用在攝影教學過程可運用：引發

創意構想、找到主題或題材、歸納創作理念與拍攝原則、運用技巧與實地拍攝、發現事

實與難題、尋求解決方法、自評與接受考評等方面（黃嘉勝，2005）；以及老師引導同

學想像，如果你是一個各種焦距的鏡頭（變焦鏡頭），你會想要拍攝事物那些統一的形

狀方面，或是表現事物那些運動方向一致性方面？等來進行教學。 

2.11.4 圖像思考教學法 

人類在沒有發明文字之前，通過圖像作為溝通技巧，例如在歐洲中部拉斯科

(LASCAUX) 地區的洞穴壁畫，是原始部落互通消息的遺記，它是人類能從生活中的觀

察獲得視覺的資料，加以整理，配合製作技巧，獲致以圖像進行社群溝通的目的。因此

圖像思考能夠幫助人理解、清晰表達重要的認知記憶及知識。趙立新（2003）指出，應

用圖像思考，可傳遞各種知識類型，而且學生在學習過程，可以掌握及反思一些難以用

文字描述的抽象概念，甚至在創新意念時，把這些視覺思維技巧運用出來，形成一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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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方式。孫世洲（2009）也表示，藉由圖像思考教學可以協助學生聚焦於重要概念、

整合舊經驗、將文字訊息圖像化，有系統地整理資料，組織思維及展示想法，對學生高

層次思考能力的提昇有正面的助益。蔡介裕（2007）發現，利用幻燈圖片、動漫畫、新

聞時事圖像等方式來教學，引導學生思考，可以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各種創新概念。

詹志禹（2008）更進一步認為，e 世代的學生對於圖像視覺訊息的接受度高，透過圖像

來學習，可以增進學生的思考能力。除此之外，透過各種系統圖形的教學過程，也可以

引導學生產生源源不絕的靈感能力（劉靜萍，2005）： 

2.11.4.1 K-W-L-H 表（K-W-L-H charts） 

K-W-L-H（Know-Want-Learn-How）表由四個垂直的欄框所組成，是一種引導性架

構，在教學歷程中協助學生反思、策略及記錄。在教學上運用K-W-L-H 表可使學習者

在學習時對認知過程進行有意識的監控，在學習前進行策略性計畫，在學習時的自我監

控，並對學習效果進行自我評估。 

2.11.4.2 網狀圖（webbing or spider maps） 

網狀圖要先確定一個主題（可以是具體的事物或抽象的概念），把主題放在中心點，

將支持該主題的分項事實、特徵或屬性，利用圓形、方形或是其他圖形將同類型的資料

圈起來，並且用相關的線條連接起來形成網狀圖，有效統整描述內容之關係。 

2.11.4.3 維恩圖（Venn diagram） 

維恩圖（范氏圖）由英國數學家維恩（John Venn）所創，在教學上可定義兩個（或

三個）的圓各代表一個概念或學習主題，重疊部分為相同點、不重疊部分為相異點，提

供相互比較或對比的效果。教學過程採小組合作學習激發學生思考，比較能收到較佳的

想像學習效果。 

2.11.4.4 概念圖（concept map） 

為Novak 與Gowin發展，可作為學習者有效視覺化學習的工具。依據Novak 與Gowin 
的說法，概念圖是一種藉由命題（proposition）形式來表徵概念間之意義關係的圖示架

構。 

2.11.4.5 Vee 圖（威氏圖） 

威氏圖是由V 字所構成的圖形，分別在兩邊列出理論觀念及方法程序，引導學生瞭

解與反思兩者間的關係（黃永和、莊淑琴，2004)，是幫助學生學習「後設知識」

（metaknowledge）的工具，使學生獲得關於知識的知識，以及知識如何被建構與使用

的知識，能幫助學生精確地處理他們已經知道的資訊、問題，以及發現問題，建構新的

學習。 

綜合言之，透過圖形思考學習，可以引導學生連結自身的學習經驗，將其經驗的圖

像或是關鍵字詞進行串聯，這個歷程也可以活化神經網絡、提昇靈感能力。因此在未來

數位攝影教學過程，教師可先呈現圖形範例，引導學生進行圖像的思考、幻想、討論與

詮釋，來增進學生的影像想像力；也可提供適當的主題，要求學生將內在思想意念用圖

像方式描繪出來，並在過程中不斷發散、組合與精緻，以深化影像方面靈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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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故事教學法 

故事（story）是由事件的序列關係所構成，即是兩個以上符合邏輯的事件，一個事

件提供敘事的情境或前提，另一個事件則表現前述前提或情境事件的改變。這些事件不

僅具有相鄰的組合關係，也具有可加以選擇和替換的關係。研究顯示，我們學習新事物

時往往以一個故事為核心來理解是漸漸的關聯與發展脈絡（戰克勝，2009）。劉渼（2008）

指出，創造各種故事，可重新拾取失去的記憶，並且在無序的狀態中，重組事件、組織

邏輯關係，建立因果，甚至進行預測。楊林貝錠（2003）也認為故事與人類的發展息息

相關，是著重個人經驗、尋找各種可能、遇見真實，在人類的教育史占有一席之地。萳

西(Nacy)也指出，故事是人創造力、想像力及智慧的來源，運用說故事進行教學，可以

啟發學生的內心及心靈。因此，在故事教學的過程中，教師除了可舉例說明故事中作者

的生平、年代的背景，以及一些成語典故，或是現代時事融入教學活動，以「旁徵博引」、

「善於取闢」引起學生的想像（邱怡萍、葉和滿、林淑真，2009），也可引導學生描述

故事發生的人物、事件、時間、地點及原因，以及表現適當的反應，發揮各種想像力（邵

慧綺，2003）。同時，也可提供適當作業，要求學生針對未知情境、豐富主題或複雜問

題，進行故事情境的編撰與述敘，透過發想各種可能性、組合各種元素、具體描繪情境

的過程，培養學生未來在影像拍攝的想像情形。 

2.13 數位劇本寫作教學法 

更進一步也可經由劇本寫作教學法進行培養。想像力培育過程，菲利普（Philip）

認為，可以從個人過去的經驗及寫作過程來建立圖像思考，培養靈感能力。克里斯（Chris）

也指出，培養想像力可以從寫作描述的過程，建立心理的圖畫及明確的圖像（Dart，
2001）。楊裕貿（2004）進一步提出數位劇本寫作是培養e 化新世代培養想像力的有效

方式，其過程可以透過周遭的觀察、往事回憶或是事件的虛擬、情境的設定，然後藉由

文辭的表達、句型的應用、寫出相關的人、事、物或景等故事、以表達個人內在的想法

及理念，然後透過電腦繪製編輯自己的圖文作品，使作品具有獨特的風格。許榮哲（2009）

也指出，所謂數位劇本寫作，就是發揮想像力，用畫面來講述故事，對畫面所做的設計

跟構想，除了圖示之外，亦有文字說明，然後將每一個畫面依照邏輯順序串連起來，形

成一部影片的藍圖，再事後配合戲劇演出活動，進行拍攝及剪輯。綜合以上所言，數位

劇本寫作即是個人透過思考想像的過程，進行故事情節的編寫及畫面的繪製，然後事後

再透過演出、拍攝，形成一部戲劇影片。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 

引導學生（余秀蘭，2003）著重在：1. 進行劇本寫作，想像構思相關的人、事、物及場

景、然後以文字描寫故事情節。2.將劇本變成分鏡腳本，即是構想每一畫面極其視覺意

象，並轉化、繪製成能攝影取景的藍圖。3.攝影及動態製作，透過演出拍攝或是拍攝故

事中取得的素材，然後使用影音軟體，表現成一部能使人產生感動的動態攝影作品。 

綜合上述，靈感啓發學習的培育方式可包括六 W 法、類似法、聯想法、圖像思考

法、故事敘述法、劇本寫作法等。我們發現，不論是那一種方式均建立在引導學生從事

以探討多重可能性、組織各種意象、發現需求、解決問題，激發其靈感的運用。因此，

未來在數位攝影課程教學過程，將以圖像思考教學法、故事教學法、數位劇本寫作教學

法等方法，來激發學生影像靈感的各種可能性、組合性及描繪性，以培養學生源源不絕

的各種影像靈感表現能力。 

2.14 靈感的評量方法 

教學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活動，不僅僅是知識與技能的傳授而已，從事教學活動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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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必須先經由學生分析、社會分析和知識分析，擬定適宜之教學目標，而要了解是否

達成教學目標，通常會藉由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果來了解達到教學成效之情形。本研究攝

影靈感是指當事人對事物的組成要素之間的關係有了重新的認識，形成令人讚賞的對象

物形狀、色彩、質感、動感的「相似性」、「類似性」、「連續性」等較新、較好的可能，

表現於攝影畫面之中。本研究探討大專學生攝影靈感啟發學習表現的評量方式，將從霍

斯（Hocevar,1979）等人指出的創造性活動評量方法：態度與興趣量表、教師、同儕或

長官評量、產品評判、自我陳述的學習活動或成就，以及歷程檔案評量五方面來進行探

討，以作為未來攝影教學時，學生攝影靈感啟發學習表現評量之參考。 

2.14.1 態度與興趣量表 

態度量表是指從個體對學習活動中所抱持的態度與興趣，來了解其表現情形，這類

的量表例如戴維斯（Davis＆Rimm）等人所編製的發現興趣量表、霍倫（Holland＆Baird）

等人所編製的潛意識活動量表、托倫斯（Torrance＆Khatene）等人所編製的創造知覺量

表、羅克（Raokey）所編製的創造傾向量表等方面。 

2.14.2 教師、同儕或長官評量 

教師、同儕或長官評量是指由周遭的人來評判個體的特徵或人格特質，以作為個體

學習表現的參考依據。這類的量表通常有：楊曼（Yamamotot）所編製的教師提名量表、

史派克（Specher）所編製的同儕提名量表、托倫斯（Torrance）所編製的同儕提名量表、

泰勒（Taylor）所編製的視導者評定表、布勒（Buel）所編製的視導者評定表等方面。 

2.14.3 產品評判 

產品評判指個體創造歷程表現在外部時，透過這些產品來推敲其人格特質或創造歷

程。產品在評判時，應該由具備足夠專業知識或經驗的人來加以評定，且至少要由兩位

以上，其產品的呈現次序也要隨機。通常這類的量表有：理斯（Reis＆Renzlli）等人所

編製的產品組合量表、貝斯門（Besemer＆Oquin）等人所編製的創造產品量表等方面。 

2.14.4 自我陳述的學習活動或成就量表 

自我陳述的學習活動或成就量表是指由個體自己陳述的學習活動情形或成就方

面，通常這些經驗可能來自不同的活動領域，也可能包括在日常活動之中。通常這類的

量表如同霍斯（Hocevar，1989）曾將創造活動或成就所編製的量表，分為精細藝術、

工藝製作、文學、音樂、表演藝術，以及數學、科學等方面。而米勒（Milgram ＆ Hong，

1994）則將所編製的量表分為、音樂、科學、藝術、社會、文學、社區服務、戲劇、運

動及舞蹈等方面。 

2.14.5 歷程檔案評量 

歷程檔案在字典上的意思是指卷宗、檔案或紙夾，最初是源自於藝術領域，為藝術

家的個人檔案，用以推銷自己並謀求工作。而應用在教育方面，成為一評量工具時，則

是指有目的蒐集學生作品，展現學生在一個或數個領域內的努力、進步與成就；整個檔

案從內容的放入、選擇標準、評鑑的標準，都有學生參與其中，同時檔案內容還包括了

學生自我反省的證據。歷程檔案的建立應先確認那些是要蒐集或評量的檔案內容，然後

依其需要的內容，收集個體學習表現成果的各式各樣記錄，並評估所收集的具體事證與

檔案目的的契合度等方面（Wolf，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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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林幸台(1990）更進一步針對創造歷程，提出下列參照點，認為評量應

著重於：提出突出問題的要點、保持開放的心態、情緒感覺的覺察與深入、精確傳達訊

息、呈現情境全貌、綜合統整、多彩多姿的想像與幻想、運用動作與聲音、不尋常的視

覺觀點、內部的透視、突破侷限、幽默、投射於無限未來等。由於想像力具有開發各種

可能性、聯結組合各種圖像情景加以描繪的特質，因此使用開放式問題，激發學生想像

與描繪的問題情境描繪法，以評量其突出問題的要點、精確傳達訊息呈現情境全貌、綜

合統整、多彩多姿的想像與幻想、突破侷限、投射於無限未來的程度，將是ㄧ種重要的

評量方法。基於想像力發散、組合、描繪的複雜過程與特質，大多學者均主張應以多元

評量進行，捕捉豐富的想像力過程。 

誠如以上所言，由於靈感的歷程無拘無束、多采多姿，充滿了情境感覺的全貌，因

此評量過程除了量表、測驗卷的量化評量方式外，也採用質性資料的搜集方式，例如教

師觀察、學生訪談，如此才能評量出學生奇特的點子及源源不絕的想法過程。依據上述

文獻探討，本研究探討靈感啟發學習在大專校院攝影課程的培育與評估過程中，將採取

多元評量方法，兼具量化質化，包括量化過程的：攝影靈感啟發學習量表、攝影作品評

分表，以及質性過程的：個人靈感歷程參照描述、教師教學反思、學生訪談等方法，以

捕捉學生攝影表現過程豐富的靈感與驗證複雜的成果。 

2.15. 攝影教學及應用相關研究 

2.15.1 陳立民 （2005）攝影的視覺文化研究 

陳立民 （2005）探討攝影的視覺文化。研究對象為高雄樂摸協會的 10 名會員。研

究過程採用質性研究；以符號學文本分析，搭配質性研究的紮根理論與深度訪談，作為

分析樂摸協會會員的攝影視覺文化之形成。研究結果發現樂摸協會會員的攝影視覺文化

為（一）拍攝過程遊戲化：以幻想、虛構、誇張的表現方式駐入新的遊戲精神；以多樣

性的幻象，欣然面對社會審美的觀看，而共謀一場美好的愉悅經驗。（二）逃離大眾、

進入個人世界：人人都要強調自己「異於他人」來逃離大眾，進入個人世界。（三）逃

離熟悉、進入疏離：逃離熟悉的欲望，完成一場有成就的「遊戲」，成為自我的「替代

性完成」。 

2.15.2 蔣旻勳（2004）的攝影影像在視覺藝術中運用之調查研究 

蔣旻勳（2004）探討攝影影像在視覺藝術中的運用。研究過程藉著攝影作品調查研

究，探討攝影影像的發展與攝影影像在視覺藝術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藉由各時期使用

攝影影像為創作媒材的藝術作品，找尋攝影影像在視覺藝術中運用的意義與形式。研究

結果發現：一、美學意義：攝影原本是因應繪畫的需要而產生，在經過與繪畫美學互相

的衝突、激盪之後，攝影影像有了自己獨特的美學意義，像是「真實再現」、「科學性

質」、「複製性質」。二、表現形式：攝影影像的表現形式可區分為六大類型：「單一

攝影影像」、「複合攝影影像」、「組合式攝影影像」、「數位化攝影影像」、「跨媒

材（體）中的攝影影像」、「攝影影像裝置」。三、攝影影像在現代藝術的意義：「替

代現實」、「證據性」、「檔案文件」、「真實再造」、「一種觀念」。四、攝影影像

在藝術創作的前瞻性：攝影影像有了更開闊的空間，由於影像獨特的功能性與便利性，

使它能優游於各種視覺藝術的領域之中。 

2.15.3 黃嘉勝（2003）高職學生技術創造力培訓之模式 

黃嘉勝 （2003）探討高職學生技術創造力培訓之模式。研究對象為攝影藝術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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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成就者，藉由在攝影藝術的心智運作過程探討，將其結果轉換為高職學生技術創造

力培訓之策略。研究過程採用質性研究；以紮根理論（grounded theory）研究方法，運

用訪談方式，了解攝影藝術技術創造力者在攝影方面的「問題解決歷程」、「創造歷程」、

「資訊處理歷程」情形，以分析其心智運作特質與方式。研究結果發現攝影藝術技術創

造力者的心智運作方式可分為以下七個步驟模式：（1）引發創意構想、（2）找到主題

或題材、（3）歸納創作理念與拍攝原則、（4）運用技巧與實地拍攝、（5）發現事實

與難題、（6）尋求解決方法、及（7）自評與接受考評。 

2.15.4 黃嘉勝（2004）高職學生攝影藝術技術創造力之教學成效 

黃嘉勝 （2004）探討高職學生攝影藝術技術創造力之教學成效。研究對象為國立

彰化高商廣告設計科三年級兩班學生，將其隨機分派成一班實驗組、一班控制組。研究

過程採實驗研究法，以不相等組前後測實驗設計來進行實驗教學。教學期間20小時。教

學策略：講解與作品展示、學生撰寫計畫單、實際操作並與與教師討論、填寫創意發展

紀錄、透過問題解決模式，讓學生自己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作品成果發表。研究結果

發現：研究有如下結果：（1）影像技術創意發展計畫七步驟學習模式，受到大部份學

生的喜愛，並認為對創造思考能力有所幫助。（2）實驗組或控制組學生在攝影藝術創

造力教學前的創意度方面有顯著性差異存在。（3）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在攝影藝術技

術創造力教學後其在作業評量的精美度方面有差異性存在。（4）實驗組學生在攝影藝

術技術創造力教學後其評量作業的創意及問題解決能力有顯著性差異。 

2.15.5 葉怡暄（2003）貝倫妮斯.阿比特的紐約市攝影作品研究 

葉怡暄（2003）探討貝倫妮斯.阿比特（Berenice Abbott's）的紐約市攝影作品研究。

研究過程藉由圖像分析，輔以既有的評論與攝影家的著作，並藉由社會學者馬歇爾．貝

曼（Marchal Berman）在《所有那些堅固的溶解在空氣當中》一書對都市環境特殊的「現

代性經驗」論述作參照，探討阿比特的影像作品中蘊含著對於紐約市蓬勃發展的讚頌，

以及反思都市發展所衍生的問題面向。研究結果發現： （一）貝倫妮斯.阿比特在1929
到1935年期間的紐約市攝影作品帶有強烈的攝影美學風格，包括瞬間節奏感的掌握、多

視角與超現實手法的呈現，1935年拍攝《改變中的紐約》一計劃中，作品呈現更單一的

面向的紀錄性質，以建築物與環境週遭的關係呈顯時代的變化以及對於進步的反思。

（二）阿比特的創作的想像力來自城市中事物巨大的反差對比，作品中的現代性與當時

紐約其他領域裡的變化息息相關，譬如建築、經濟等，一方面因著科技、建築、經濟的

成長，影像中展現建築國際風格高聳的特質，也藉由拍攝富庶多元的櫥窗、廣告符號以

及衣著時髦的行人傳達一個現代城市構成下令人眼睛為之一亮，光彩奪目的層面。（三）

在感知紐約華麗的、富庶的情境之外，阿比特亦記錄了大都市驟變中底層人們的生活型

態，藉著影像的捕捉，描繪資本主義高度運作所引致的貧富差異、人們自我的異化與商

品認同的疏離性。 

綜合以上攝影相關研究可知，攝影想像表現過程可建立在影像想像力方面，即是運

用影像組合的意義與形式，透過攝影技術，表現在影像的節奏感、誇張、超現實、意識

形態等方面。本研究探討想像力在技專校院數位攝影課程的培育與評估過程，將以圖像

思考教學法、故事教學法、數位劇本寫作教學法等方法，來激發學生影像想像力表現的

各種可能性、組合性及描繪性，以建立學生表現在影像事物超現實、新鮮、有趣、剎那

動感等價值方面。 

 



 1-66

3. 研究結果 
綜合以上攝影相關文獻可知，攝影表現過程可建立在對影像認知方面，可運用影像

組合的意義與形式，透過攝影技術，表現在社會節奏感、誇張、超現實、意識形態等影

像形式方面。在靈感部分，指出靈感經驗可包含在難解的神秘經驗、高峰經驗、日常生

活方面，其核心為動機、超越和喚起，並建立對事物的關聯等方面 (陳昭儀，1989； Hart，
1998；Eckert ＆ Stacey，2003 ；Thrash＆Elliot，2004) ；在完形心理學部分，指出完

形知覺過程可以在事物的造型、色彩、質感、動感等方面，建立事物間的「接近性」「相

似性」、「連續性」等結合形式，表現出合適感覺之結合(蔡芳姿，2004；楊憶婷，2003； 
Spelkees，1993) ；在數位攝影部分，指出攝影表現過程可建立在影像認知方面，透過

攝影技術，表現在社會節奏感、誇張、超現實、意識形態等價值(陳立民，2005；葉怡

暄，2003；蔣旻勳，2004)。 

因此，研究者從完形心理學、靈感與攝影等角度，歸納攝影靈感啟發學習的過程，

包括感覺組合、經驗喚起、慾望動機與價值構成等組合成分，其中感覺組合包含了形狀

組合、色彩組合、質感組合、動感組合等方面；經驗喚起包含了事物聯想、事件關係、

事物關係等方面；慾望動機包含了自我實現、技術目標和內在慾望等方面；價值構成包

含價值取向、自我價值、價值建立等方面(如圖 2 所示)。 

 

 

 

 

 

 

 

 

 

 

 

 

 

 

             

 

 

圖 2:「攝影靈感啟發學習模式」內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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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組合成分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建構出學習啟發模式內涵。研究過

程藉著發展量表，擬提供為來研究者，調查大專學生攝影表現過程的靈感啟發情形，然

後將調查結果進行統計,以建立出有效的攝影靈感啟發學習模式。此模式內涵可作為未來

學校教師攝影教學或學生攝影表現時，啟發攝影靈感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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