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教學實踐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填表日期： 112 年  5 月 03 日 

社群名稱 教學實踐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召集人 劉惠芳 系所／職稱 

建築與都市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

授 

活動主題 「義家藝館」與女性主義教學法 

活動日期   112 年 05 月 03 日 活動地點 線上 teams 

活動時間 11 時 43 分 13 時 12 分 與會人數 
社群出席成員：    3   人 

非社群出席成員：  4  人 

活動報導 

（活動方式或

內容簡述） 

講者吳岱融老師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主

要研究領域在教育性藝術計畫、美術館教育、女性主義教學法。本次演講邀請她

就"當教學成為形式"一書所探討的「義家藝館」案例及女性主義教學法進行分享。 

「義家藝館」這個計畫是從 2014 年起開始的，至今已經持續 8 年了，前 2 年是

屬於前置研究的部分，一直到 2016 年開開始有正式的計畫，這段期間也一直有

在做滾動式的修正，希望能將台北榮家這個場域變成一個生態博物館。 

前期前置研究的部分，團隊非常在意田野倫理的部分，花大量的時間去建立

關係，台北榮家很多的長輩都是屬於韓戰反攻義士，他們因為這個身分、標籤，

其實常常受到研究者的訪談，但很多時候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再現於文獻

或訪談中，加上他們長年不斷地被訪問，他們也研究出了一套如何保護自己打發

他人的訪談方式，也有研究生發現，其實要這些長輩依再提起這創傷經驗的部

分，非常不人道，於是第一年實行計畫時，便有發現這個現象並不太理想，所以



後面轉變策略採行「參與式藝術」的方式來進行田調，透過揉麵、描繪或是其他

藝術相關活動，以輕鬆的方式貼近長輩的日常生命趣事。 

後期在辦展覽的過程中，團隊開始思索要如何拓展美術館的觀眾群，讓男性

長輩能加入，也開始思考如果無法將長輩們帶入美術館，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美

術館放入台北榮家，尤其台北榮家又擁有許多歷史紋理有關的空間，本身又擁有

一個由上而下的生態博物館的條件，所以 2016 年起，「義家藝館」教育性計畫試

圖透過社會參與藝術下多樣性的藝術實踐，將台北榮家翻轉為一座(概念性的)生

態博物館，使台北榮家成為藝術創作與展演的第一現場。 

那「義家藝館」教育性藝術計畫針對台北榮家進行採集(田踏)、生產(創作)

與轉譯(展演)，再現的不只是被凝視的歷史記憶，更富含不同世代，對於歷史的

回望、對話與共創的功能。雖然每個人各自擁有不同的理解與感受，但差異非但

不是否認「客觀」的理由，反倒是證實(世界)存在多元理解的可能性證據，並提

醒我們單一觀點的狹隘與不足。藝術書寫讓終生得以喧嘩，讓觀點得以多樣再現

並且備感知。唯有察覺多樣，尋求同理，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理解，尋求共識。 

 

執行成效 

Q:在計畫結束後後續的效應及當下的成果是否能永續的經營呢? 

A:今年我們打算將此計畫農假成真，目標是開館，並不再是概念性的，有 2 件事

想跟線上的老師們做分享，第一件事便是今年我們得知台北榮家是真的要蓋一座

反攻義士館，這是一件我非常樂見的事，那另一件便是，在進行此計畫數年的時

間，我們也累積了龐大的資料，今年我們打算開館，讓「義家藝館」開再線上，



變成一個資料庫，裡面會有歷年的文件，有訪談的、田調的內容，還有藝術家教

室田踏的筆記，類似國家記憶庫這樣，希望能用線上資料庫的方式，讓我們做的

這些藝術的事情變成一個公共財，讓大家日後可以在看這些歷史事件時，不再只

是看白紙黑字的資料，而是可以透過藝術人轉譯的方式，去讓大家了解，做到永

續的發展。 

活動照片 

  

會議開頭主持介紹 內容分享 

  

內容分享 問答交流 



  

問答交流 問答交流 

備註 

1. 請於每次活動結束後一周內，將相關憑證及本表，併同文宣品、講義資料、

簽到單、照片或影音檔等，送交本中心辦理經費核銷。 

2.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以 A4用紙依規格增列欄位，如有相關活動文宣亦請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