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 課程大綱                                                   
 

藝術與人文專題研究 
藝設創作組研究所二年級/實施 16週彈性週數教學 

 
 

學分數：3  時間：星期四、89a節  教室：南大 8313 
授課教師：彭佳慧 /E-mail: ssyes6@gmail.com 

 
一、課程概述  

本課程所關注的藝術，將從人文認知的角度切入，並檢討視覺藝術創

作，進而深入探討藝術相關的人文關懷與理念。試圖在後疫情時代的文化語

境中，尋找自我在藝術性思考的立足點，反思真實與虛擬間的共構可能性？

人類如何與數位視覺文化將共同生活？藝術的定義與再現如何變化？ 
 
二、教學進度  
 
週次	 內容	 說明	

1	 	 課程導論	 	 	

2	 專題研討	Ⅰ：人文藝術	

ㄧ、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藝術觀	

二、美學、品味與意識形態	

三、文化與性別美學	

	

當代藝術展演校

外參訪一次，採自

主參觀，並於相關

主題之課堂上討

論展覽理念與內

容。	

	 	

	 	

	 	

	 	

	 	

3	

4	

5	

6	 專題研討	 II：視覺文化研究	

一、觀看的方式	

二、視覺文本再現與意義	

三、影像的（數位）思考	

7	

8	

9	

10	 期中專題大綱報告	

11	 專題研討	 III：以藝術之名	

一、後現代與日常文化-跨藝術的互文	

二、當代藝術展演機制-論述與作品的互文	

三、視覺文化的全球流動-雙年展現象	

四、後人類時代的藝術語境	

12	

13	

14	

15	

16	 專題報告與研討/期末報告	 	

	

 
三、成績評量  



（一）表現評量（80%）：報告以A4 橫式繕打，繳交紙本。	

（1）期中專題大綱報告：佔 30%。	

（2）專題報告與研討/期末報告：佔 50%。	

 

（二）上課參與	 (20%)	

（1）上課出席率。	

（2）課堂參與討論程度，包含參與課程議題、主動討論與發問。	

	

（三）其它:	曠課達 1/3	，課程成績不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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