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不少人來說，藝術往往是難以掌握的，
因為它講求興趣與天份。若果真的如是，那
麼，作為藝術科教師的，便無需怎樣教導學
生，只要等待他們的天份浮現便行了。事實
上，無論是否有天份，作為藝術教師都希望在
上課的過程中，能引發學生的興趣及創意，授
以相關的技巧，讓他們創作出好旳作品來。

究竟，創意重要，還是技巧較重要？或
許，大家不用思索，必定回答創意較重要。眼
見坊間林立的畫班都在門外張貼各式作品，哪
些作品較吸引大家的注目呢？富創意但難以理
解的作品？還是技巧熟練的臨摹作品？想到這
裏，大家的選擇跟之前便有點矛盾。

其實，創作技巧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藝術
教育的最終目標。創造力是藝術家最重要的才
能，更是各種才能的綜合應用。雖然如此，但
創意並非是稀奇或難得的一種天賦，因為人人
皆具有創意，只是有待啟發。這正正是藝術科
教師的角色。

學生上藝術課時，常問 「不知道怎樣
畫？」 或 「不知道可以再加些甚麼？」 等問
題。作為藝術科教師，不論是創作過程，還是
製作過程，都不要犯上 「成人動口、孩子動
手」 的毛病。這樣，會使同學錯失思考運用技
巧及利用物料特性做創作的機會。反之，教師
應利用問題引導學生克服技巧上的困難，又或

是引導他們思考各種可能性的利與弊，甚至鼓
勵他們自行探索；這樣，同學自然便會多思
考、多嘗試，同時創造力和技巧有所提升了。

要能啟發學生的創意，應擴闊學生的思
維，讓他們探索物料的可能性。不要一開始就
給予畫題，而是啟發他們的感受，甚至由他們
來決定畫題。例如要表達 「憤怒」 ，引導他們
聯想：有什麼物件、事情代表憤怒？遇過哪些
憤怒的人？人們怎樣表達憤怒？有了 「材料」
後，才選用合適的技法和物料來創作。由於學
生的創作經驗尚淺，因此教師的角色應多提供
不同工具、技法或物料讓他們嘗試，讓他們選
擇，從而發展屬於自己的技法來。

上述提到的 「思考」 、 「解難」 和 「應
用」 等過程，正是 「創意」 的元素。藝術教學
絕不是培育一群技術性的工匠，而是提升個人
才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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