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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臺中師範學校的美勞師資養成教育（1946-1962 年） 

黃冬富 

The Early Postwar (1946-1962) Education for Art and Crafts Teachers in Taichung 

Normal School∕Huang, Tung-Fu  

 

摘要 

戰後初期臺灣的專業美術教育，由師資培育體系的中師美術師範科開其先河。

本文主要針對戰後初期中師的美術師範科以及普師科美勞組之設置始末，以及其

課程、師資、教學、人才培育等層面，以及其各層面之間環環相扣的關聯性進行

析探，進而建構戰後初期臺灣國小視覺藝術師資養成教育的一個面向。 

 

 

關鍵字：美術師資培育、臺中師範、美術教育史、臺灣美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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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的學校尚無專業美術教育，因此各級學校每週 1～2 小時的圖

畫、手工課程的一般美術教育，成為培育一般受教育者對於美術和勞作的基本概

念的土壤。當時養成公學校（小學）師資的師範學校，由於學生素質甚高，無升

學和就業壓力，又有優質的科任師資，再加畢業之後也有教學的需要…等因素所

致，因而比較能落實圖畫和手工課程之教學，甚至課外的美術學習活動也相當蓬

勃，相較於其他學科，其學習成果顯得格外突出而亮眼。1當時臺北、臺中和臺

南三所由北而南的師範學校，都曾培育出不少活動於日治時期的傑出畫家來。 

位居中部地區的臺中師範學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前身），雖然地緣條件和

師資未能與北師相比，但是藝術風氣仍然很盛，校內有西畫社團「水邊會」2（1929

年創立）和書法社團「南國書道會」（1934 年成立），均曾多次於校外舉辦成果

展，並獲《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其中書法教育之培育績效格外突出，檢視日

治時期全臺通過日本文部省舉辦的中學書法教師之檢定，僅有臺籍人士 3 人，日

籍 8 人，共 11 人。其中中師校友有吳福枝和蕭錡忠 2 人通過，佔臺籍人士的 2

∕3；此外中師的日籍校友也有 3 人通過檢定，佔日籍人士的 3∕8。臺、日籍合

計則佔 5∕11。3成績冠絕全臺。此外邱淼鏘、楊振川、楊啟山等人之書法，在戰

後以來都成為中部書法界之要角。至於繪畫部分，可能由於當時中師之畫風與臺、

府展之評審導向落差較大的緣故所致，4因而學生及校友參加臺、府展者似乎不

太積極。已知之臺籍生僅有談清江以西畫入選於第 5 回臺展；李紫庭和林金鐘第

6 回臺展西畫入選。張錫卿則以西畫連續四度榮獲臺中州美展第一名，戰後更以

雕塑作品於省展以及全省教員美展多次獲獎；另外還有知名藝評家吳天賞、江燦

琳，日治後期有名的 MOUVE 美術集團成員之一的藍運登，以及戰後省展表現

傑出的張炳南……等。其美術人才之培育，仍相當可觀。 

值得注意的是，戰後初期臺灣的專業美術教育，卻由中師開其先河。1946

年 8 月，臺灣省政府教育處（翌年 5 月改稱「教育廳」）首先在省立臺中師範學

                                                      
1
 參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1983 年，

頁 195-199。 
2
 有關中師「水邊會」之概況，詳見白雪蘭企劃主編，《水邊會的畫魂──張建墻》，臺北， 

  張麗雪發行，2000 年，頁 1-119。 
3
 詳見葉碧苓，〈日治時期臺中師範學校之書法教育〉，收入《臺灣美術》季刊 89 期，2012 年，

頁 4-31。 
4
 詳見溪歸逸路，〈再談臺灣畫壇〉，原載《臺灣時報》，1936 年 1 月，轉引自顏娟英，《風景心

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臺北，雄獅圖書，2001 年，頁 524。其中提到任教於中

師的有川武夫、竹中正義等人基於不滿臺展之審查而決定不參與第 10 回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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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設立美術師範科，繼之則為 1947 年成立的省立臺灣師範學院勞作圖畫專修科

（國立臺灣師大美術學系前身），以及省立臺北師範學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前

身）藝術師範科，再之才於 1950 年成立臺南師範學校（國立臺南大學前身）的

藝術師範科。具體而言，臺灣的專業美術教育是由美勞師資培育體系開其端緒，

而臺中師範的美術師範科則是先行者。 

近代中國專業美術教育當中，最早有關小學美術師資培育機構，肇始於 1938

年對日抗戰期間，於重慶所創設的國立重慶師範學校的美術師範科。嗣為大量造

就美術師資起見，教育部於民國 30 年（1941 年）10 月通令各省市教育廳局斟酌

需要，指定師範學校一校或數校辦理美術專科師資訓練，並飭擬具計畫呈核。5自

此，各省市陸續有師範學校美術師範科（班）之開設，甚至河南省更於 1944 年

創辦一所藝術師範學校，湖南省在同一年也在省內十所師範學校成立美術選科。

6
 

此外，又以師範學校勞作（包括農藝、工藝、家事）訓練不足，乃創辦國立

勞作師範學校，1941 年並通令各省市教育廳局增設勞作師範科班，甚至有安徽

及江西兩所省立勞作師範獨立設校，各省市師範學校之勞作師範科、班、組，也

自此相繼設立。7
 

為了規範各師範學校的美術和勞作師範科之課程，教育部先後在 1942 年 10

月和 1944 年 8 月，頒布美術師範科和勞作師範科的「教學科目及各學期每週各

種教學時數表」。8值得留意的是，對日抗戰時期，尤其在 1941 年以後，大陸大

多數省份均有淪陷地區，教育部的師資培育政策，究竟能否實施於各師範學校美

術師範科（班）以及藝術師範學校，實不無疑問。此外，依照當時氛圍，不少大

專校院為了躲避戰亂，往往輾轉遷徙甚或權宜合校之情形，屢見不鮮。以此推論，

上述這些美勞師資培育機構，能否順利運作幾年，也是問題。由於此一部分尚缺

文獻，擬留待將來有機會時再作釐清。 

然而由《第二次全國教育年鑑》記載顯示，抗戰時期，小學美術和勞作的師

資是分流培育的，而且其部頒課程往往在設科開班數年之後方始擬妥頒行。回顧

臺灣戰後初期校學的視覺藝術（美勞）師資養成教育，也同樣是部頒課程的施行

晚於美（藝）術師範科的成立；然而不同的是，臺灣的師範學校時期的美（藝）

                                                      
5
 教育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15。 

6
 同上註。 

7
 同註 5，頁 1012-1013。 

8
 同註 5，頁 101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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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師範科專科（門）課程，係屬美、勞合流之規劃。 

依照臺灣各級學校之慣例，雖然多以校友畢業時間點的民國紀年而稱其級別，

然而戰後公費時期的師範校院，學生在完成學校課程「結業」時，往往要到中、

小學實習一年，期滿及格之後才算正式「畢業」。由於實習的一年，實際上已擔

任正式教師之工作並享有相同之待遇。因此，師範校院校友的級別，則往往以其

結業離校的年代稱呼之。例如 1946 年入學而於 1949 年（民國 38 年）畢業的第

1 屆中師美術師範科校友，稱之為 38 級。以下在提到各校畢業校友之級別時，

擬採用如是的稱呼方式。 

 

壹、臺中師範學校美術師範科之設立始末（1946-1949 年） 

1945 年 12 月，臺灣光復之初，臺中師範改為「省立臺中師範學校」（以下

簡稱「中師」），開辦三年制普通科，招收初中（國民中學之前身）、初職畢業生，

並由臺灣省教育處派薛健吾先生（籍隸江蘇省，國立東南大學畢業，曾任東南大

學教授，軍事委員會委員）為中師校長。翌年（1946）7 月，於普通師範科裡面，

各招收三年制音樂師範科（以下簡稱「音師科」）及三年制美術師範科（以下簡

稱「藝師科」）各一班。音師科男女合班上課，雖然報考資格中並無男女性別之

限制，然而招到的美術科學生則清一色盡屬男生。普通師範科入學之學科考試共

分國文、數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四科，不過音師科和藝師科不考數學而加

考術科：前者考視唱，後者考素描。據筆者訪談該屆（38 級）藝師科校友黃登

堂先生，當年素描考題是用鉛筆現場畫自己的手。9通過筆試之後，必須再參加

複試：先通過體格檢查和體力測驗，然後才參加口試。當時口試由薛校長親自主

持。由於日治時期各級學校主要以日語教學，光復之初學生除了臺語 （閩南語）

之外，只懂日語（文）。因此試卷雖以中文命題，但仍容許考生用日語的漢字拼

湊成中文作答；同時也考量考生多聽不懂國語，因此口試時往往需透過兩位年輕

的校長室秘書協助翻譯。10
 

1946 年 7 月所招收的中師藝師科，錄取 40 人左右，報考人數大約三倍。到

了剛升上二年級開學之初，尚有學生 30 多人；不過修業三年屆滿畢業之際，卻

僅剩黃登堂等 23 人。11（圖 1）尤其不太尋常的是，戰後初期開臺灣專業美術教

                                                      
9
 據筆者 2003 年 6 月 30 日電話訪問及 7 月 30 日親自訪談當年中師美術師範科畢業校友黃登堂

先生所言。 

10
 李園會，《光復後之臺中師範學校》，臺中，臺中師範學校校友會印行，1996 年，頁 108。 

11
 據筆者 2003 年 7 月 30 日訪談黃登堂於臺中縣太平市黃宅。至於該屆中師美術師範科畢業之



 

5 

育先河的中師藝師科，僅只招收一屆之後隨即停招。值得注意的是，在 1948 年

由教育部所編纂並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中，在介紹

臺灣省師範教育概況時，可能由於臺灣省資料較早繳交的緣故，省立臺北師範部

分臚列的各種班（科）別，尚未列出藝術師範科（實際上北師藝師科於 1947 年

8 月即已成立）；至於臺中師範部分則有列出「藝術師範班」（按：即「美術師範

科」），並明訂其畢業後具備擔任高小（按：戰後初期任教五、六年級的教員為高

小教員；一至四年級的教員為初小教員）藝術科教員的資格。此外，在其下方備

註欄中特別加註著「畢業後不再招生」。12由此顯見，在北師藝師科尚未核定成

立以前，中師藝師科即已決定停招。 

據該屆美術師範科校友黃登堂在接受中師莊明中教授訪談時表示，美術師範

科只招收一屆的原因是：「1.當時師資轉到他校任教，因而造成本校師資欠缺，

2.學生具有藝術家的個性—很調皮而難於管理等…。」13
 

其一指的是，第二年夏天（1947 年 8 月），西畫名師廖繼春適逢臺灣省立師

範學院成立勞作圖畫專修科（國立臺灣師大美術學系前身），因而應聘北上任教；

甚至稍早的二二八事件（1947 年 2 月 28 日），也導致雕塑名師陳夏雨的離職。

對於中師美術師範科的師資陣容的確影響極大。至於該班學生之調皮而難於管理

情形，雖然未見相關之具體記載，然而從完成 3 年學業而順利畢業者只有入學人

數的 6 成左右的數據面視之，其間應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尤其令人感到困惑的

是，該藝師科僅招生一屆之後隨即停招，與藝師科同時設立的音師科也同樣僅招

收一屆。同一屆的音師科畢業人數甚至僅剩 19 人，未知是否與二二八事件時期，

中師歌謠隊曾受情治單位懷疑與赤色組織之關聯，因而其成員全部被抓去審問，

甚至有的還被監禁一案14有關。由於二二八事件在中師造成相當大的騷動和衝擊，

甚至校長洪炎秋也遭波及而在當年 4 月離職他就。15綜合前述諸訊息，中師藝師

                                                                                                                                                        
人 

  名，詳見李園會等，《國立臺中師範學院校史初編》，臺北，五南，1993 年，頁 108-113。 
12

 教育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04-1005。 
13

 莊明中訪談∕徐康馨整理，〈與黃登堂學長談「臺中師範美術科」〉，2003 年 7 月 16 日，收入

莊明中總編輯，《蜕變進行式──形塑中師新美學》（國立臺中師範學院創校八十週年校慶美術

專 

  輯），臺中，國立臺中師院出版，2003 年，頁 181。 

 
14

 李園會，《光復後之臺中師範學校》，臺中，臺中師範學校校友會印行，1996 年，頁 286-288。 
15

 有關二二八事件對於中師的衝擊，詳見陳德清，〈二二八事件與中師〉，收入陳德清總編輯，《成

長與蜕變──中師八十年》，臺中，國立臺中師院，2003 年，頁 41-43。並參見〈蔡伯壎先生

訪問記錄〉，收入吳文星、許雪姬採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南投，臺灣省文

獻委員會，2001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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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和音師科之停招，可能與二二八事件有所關聯，甚至決定停招的時間點，也應

在當年的 3 至 4 月之間。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師停招美術師範科和音樂師範科的

1947年之同時，省立臺北師範卻增設藝師科和體育師範科（以下簡稱「體師科」），

翌年（1948）更增設音師科。 

 

貳、保守又矛盾的中師藝師科課程（1946-1949 年） 

光復之初期由於對祖國文化回歸的考量，日治時期的臺灣經驗並未受到重視

與延續。1946 年 6 月臺灣舉行第 1 屆「全省教育行政會議」，決議舉凡一切教育

內容，應一體遵行國民政府教育部於 1944 年所頒布的「第三次修訂課程標準」，

以求兩地學生程度的一致，16用以加速接駁祖國文化。然而也由於本省光復初期

情形特殊，師範學校之課程，一時無法遵照部頒課程標準實施，因而除了將國語

一科較部頒標準增加兩小時（余按：實際上遠超過兩小時）之外，為適應實際需

要，教學科目得略予變更。各師範學校科班，均訂有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數暫

行標準，並由省教育處呈報教育部核准後實施。17是以光復初期臺灣的師範普師

科課程結構，主要參考 1944 年教育部所頒行之師範學校課程結構，再參照本省

實際情形而修訂。 

然而就大陸時期的美術師範科部分，則以 1942 年 10 月的部頒「美術師範科

教學科目及各學期每週各科教學時數表」為全國的標準規範。當時師範學校課程

雖不以學分計算，通常以每週教學時數多少「小時」為單位，實等同於今日每學

分 1 小時的情形。部頒美術師範科三年的修業過程中，其專科課程實際上也包含

了部分勞作課，累計有：素描 36 小時（學分），水彩 12 小時（學分），國畫 8 小

時（學分），圖案 4 小時（學分），美術教材教法 6 小時（學分），美術史 4 小時

（學分），透視學 2 小時（學分），色彩學 2 小時（學分），解剖學 2 小時（學分），

勞作 18 小時（學分，包括：小學勞作教材教法。男生偏重農工藝，女生偏重家

事），合計 94 小時（學分），18佔所有課程總時數（男生 210 小時，女生 202 小

時）大約 44.8%和 46.5%。教育專業科目則僅見教育心理學和教育概論兩科，各

6 小時（學分）。其餘將近半數課程則比較接近高級中學的普通基本課程。然而

                                                      
16

 參見王麗姿，《我國小學美勞課程標準內涵演變之初探──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八十年》，國

立中山大學中山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7 月，頁 96。暨沈翠蓮，《臺灣小學師資培育史》，

臺北，五南，2004 年，頁 123-124。 
17

 參見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 年，頁 98。 

 
18

 教育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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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之課程結構，顯然並未被戰後初期臺灣首先設立的中師藝師科所採用，甚至

其間之落差極大，包括翌年創立的北師藝師科亦然。19或許由於規劃的時程過於

緊迫，以及當時的師資尚未到位，同時教育行政當局也給予中師較多的權宜調整

權限所致，其藝師科課程經該校草擬之後，陳報臺灣省教育處轉呈教育部核定的

急就章，因而顯得頗為粗糙又保守。其中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有關藝師科的美

勞專科時數問題。 

戰後初期臺灣的師範學校計算課程時數，同樣以每週教學時數多少「小時」

為單位，等同於今日每學分 1 小時的情形。1946 年入學的中師藝師科課程，一

般文獻罕見收錄，目前僅見於李園會教授（中師普師科 40 級校友）總編輯的《國

立臺中師範學院校史初編》以及李園會的《光復後之臺中師範學校》、《臺灣師範

教育史》等書。20其中所載 1946 年入學的中師藝師科課程，在學三年期間每學

期各有 2 小時（學分）的美術和勞作（含農藝和工藝），合計僅有 12 小時（學分）

的美術和 12 小時（學分）的勞作課。換句話說，美勞相關之專科課程僅有 24 小

時（學分），卻未見附加普師科第二、三學年的專長選修課程，完全顯示不出藝

師科的美勞專業特質。更加弔詭的是，同一屆的普師科必修課程，除了美術課比

藝師科少了 4 小時（學分）之外，勞作課（農工藝及實習）之總時數則與藝師科

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普師科在第二、三學年有選修課程，分成三組，如果選修

美勞相關的乙組，則再外加美術 4 小時（學分）以及勞作 6 小時（學分）。如此

一來，反而比藝師科的專科課程多了 6 小時（學分）的勞作課程。 

為釐清上述問題，筆者特別透過現任臺中教育大學侯禎塘副校長之協助，得

以檢視該校教務處所保存當年藝師科以及音師科在學期間的歷年成績記載表。經

過核對之後，基本上歷年成績記載表中各學期所修之科目與李園會二書所收錄完

全吻合。可惜的是，學校保存之歷年成績記載表上面並未標示各科之時數（學分

數）。由於藝師科及音師科在學三年之中，六個學期都有美術、音樂和農藝工藝

課，在沒有時數（學分）記載之情況下，實無法判斷是否有包含選修乙組之課程。

由於該屆藝師科校友黃登堂曾表示有時「星期六、日都要上課」，「除了必修科目

之外，學生可依個人興趣，選擇專攻項目與指導教師」，21顯示藝師科課程之分

                                                      
19

 詳見黃冬富，〈戰後初期的臺北師範藝術師範科（1946-963 年）〉，收入《美育》雙月刊 168 期，

2009 年，頁 75-89。 
20

 李園會總編輯，《國立臺中師範學院校史初編》，臺北，五南，1993 年，頁 110-113。李園會編

著，《光復後之臺中師範學校》，臺中，臺中師範學校校友會印行，1996 年，頁 152-154。暨

李園會著，《臺灣師範教育史》，臺北，南天，2001 年，頁 61-62。 
21

 莊明中訪談∕徐康馨整理，〈與黃登堂學長談「臺中師範美術科」〉，收入莊明中總編輯，《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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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輕，以及有類似師徒制的選修課程機制；加上藝師科美勞專長的專科課程之

分量不應少於普師科選修乙組，更不應少於音師科。因而筆者推測藝師科課程應

有如同普師科之選修課程，惟基於其藝能專科屬性所致，因而藝師科一律選修乙

組，至於音師科則一律選修丙組，才顯得比較合理些，而且也能讓藝師科和音師

科的課程有區別，如此也稍能呼應其培育高小美勞專科教員之培育目標，同時也

與音師科的課程有些區別。具體而言，李園會二書所載之中師藝師科以及音師科

之課程，有可能漏列如同普師科選修科目之部分。其課程內容如表 1。 

如上述推斷無誤，中師藝師科的美勞專科課程，仍只有「美術」和「農藝工

藝」兩門，計美術 16 小時（學分），農藝工藝 18 小時（學分），合計 34 小時（學

分），如此一來，則比同一屆普師科美勞組總共也只多了 4 小時（學分）。似乎顯

現不出藝師科的專業優勢。此外，與前述 1942 年 10 月部頒「美術師範科教學科

目及各學期每週各科教學時數表」細分成十個科目落差極大；然而相較於 1944

年 8 月部頒的「勞作師範科」之專科課程，僅包含美術（含小學圖畫教材教法）

18 小時（學分），勞作教材及教學法 6 小時（學分），勞作大意 4 小時（學分），

工藝 34 小時（學分），農藝 18 小時（學分），家事 12 小時（學分）等，六個科

目的區分方式，反而有些接近。然就其專科課程所佔的時數比例，以及規劃的細

膩度方面，也顯然不及前述兩種部頒課程。可以說完全無法彰顯專業美術教育之

藝師科課程特色。 

就美勞專門課程面而論，中師藝師科也只有美術和勞作（含農藝、工藝）兩

科而未作細分，其中也未包含美勞科教材教法在內，如是之課程設計，對於有志

於美術領域之專精發展的甚至於希望在兒童美術教育方面有較高的指導素養的

學生而言，顯然頗為不足。推其原因，或者基於光復初期教師編制不高，美術專

任師資之需求有限，因而仍以兼顧其包班制能力之養成為優先考量所致。比較特

殊的是，偏重純藝術的「美術」課之分量，比起比較實用的「農藝、工藝」課還

要少些，這種情形普遍存在於當年的美術師範科以及普師科的課程當中。顯示出

戰後初期，經濟尚未復甦，以及臺灣的農業社會結構的大環境底下，重視生產勞

動、刻苦耐勞之時代氛圍所導致。 

據筆者訪談該班校友黃登堂先生時提到，當時中師的美術師範科之美術課係

由廖繼春、林之助、陳夏雨三位擁有全省美展評審委員身分的老師輪流授課。雖

                                                                                                                                                        
變進行式──形塑中師新美學》，臺中，國立臺中師院出版，2003 年，頁 181。暨廖瑾瑗，《膠

彩‧雅韻‧林之助》，臺北，雄獅圖書，2003 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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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目未作細分，但是美術課之教學內容則已涵蓋了素描、水彩、圖案、雕塑……

等各種材質表現之學習。22
 

檢視1946年入學的中師藝師科學生三年在學期間，如果加上乙組選修課程，

總共應修習 195 小時 （相當於每學分 1 小時的 195 學分）。其中普通基本課程（國

語文、公民、歷史、地理、數學……等），即佔了 128 小時（學分），比率約為

65.6%；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心理、教育概論、教材及教學法、教學實習……等）

有 33小時（學分），約佔 16.7%；至於美勞專科課程有 34小時（學分），約佔 17.4%。

普通課程偏向於一般高中的課程設計，大多採用高中課程之教科書，其中單就「國

語文」一科三學年總時數就高達 36 小時（學分），超過美勞專科課程的總時數，

也比教育專業課程總時數還多。這種不尋常的現象，主要基於戰後初期為了讓師

範生趕快從日語過渡到國語文，因而教育政策特別強調「加強中國文史科目，清

除殘餘之日本文化影響」的時代氛圍，再加上師範生為初等教育的師資培育，即

將成為在國民學校推行國語的第一線國語種籽教員，因而才會出現如此不尋常的

課程規劃。此外，也由於上課時數甚多，因而 38 級中師美術師師範科畢業校友

黃登堂回憶起當年在學情形時，表示有時「星期六、日都要上課」。 

除此之外，當年中師藝師科課程還有兩點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矛盾之處： 

其一，比對三年制藝師科與音師科之課程，除了音師科在大一下學期多了「音

樂理論」和「樂器」各 2 小時（學分）之外，其於課程及時數（包含美術、農藝

工藝、音樂等專科科目在內）竟然完全相同。 

其二，中師藝師科的美勞專科課程，只有美術和農藝工藝兩門，與前述 1942

年 10 月部頒「美術師範科教學科目及各學期每週各科教學時數表」細分成 10 個

科目落差極大；然而相較於 1944 年 8 月部頒的「勞作師範科」之專科課程，僅

包含美術（含小學圖畫教材教法）18 小時（學分），勞作教材及教學法 6 小時（學

分），勞作大意 4 小時（學分），工藝 34 小時（學分），農藝 18 小時（學分），家

事 12 小時（學分）等，6 個科目的區分方式，反而有些接近。然就其專科課程

所佔的時數比例，以及規劃的細膩度方面，也顯然不及前述兩種大陸時期四○年

代的部頒課程。 

 

叁、普師科的美勞組選修課之發展（1946-1962 年） 

師範學校普師科，主要目的在於培養小學包班制級任老師。然而在其絕大部

                                                      
22據筆者 2003 年 7 月 30 日訪談黃登堂於臺中縣太平市黃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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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必修課程之外，也有極為少數學分的分組選修課程。基本上，普師科的必修

課程，通常都有涵蓋一般美術教育層級的「美術」和「勞作（或農藝‧工藝）」

在內；至於這種分組選修課程，早在大陸時期部頒的師範學校課程標準裡即已存

在，其旨主要是依據各校師資設備、各地需要和學生專業需求而設計的。23
1946

年 8 月臺灣省長官公署教育處頒布的「臺灣省師範學校普通師範科暫行教學科目

及各學期每週教學時數表」裡頭，選修科目分為三組：甲組科目為社會教導、地

方輔導、地方行政、地方建設；乙組為美術（二年級上下學期各 2 小時∕週）、

勞作（三年級上下學期各 3 小時∕週）；丙組為音樂與體育。每組計 10 小時（學

分），普師科學生在第二和第三學年必要選修一組科目，中途不得變更組別。因

此選修乙組的學生比起選修他組的普師科學生，在學期間多了 4 小時（學分）的

美術和 6 小時（學分）的勞作課程訓練。雖然還不能算得上專業美勞教育，然而

已經有考量到學生的興趣，培養其專長領域之意味。 

1952 年 4 月教育部修訂頒布的師範學校普師科課程標準，選修科目調整為

英語、美術、勞作、音樂、體育等 5 科當中任選一科，在學三年期間，每學期各

2 小時∕週，合計 12 小時（學分）。24相較於 1946 年臺灣省長官公署教育處所頒

布的課程，不但多了 2 小時（學分）的美勞選修課程，而且又將美術與勞作分開，

僅能擇其一選修 12 小時（學分），有助於學生對有興趣的選修科目更加專精和深

入。 

1955 年 5 月，教育部再度修訂頒布的師範普師科課程，又將選修科目分成

四組，於第二、三學年修習其中一組，每學期 3 小時∕週，合計 12 小時（學分）。

四組之內容如下：甲組為體育、音樂和唱遊；乙組為美術和勞作；丙組為電化教

育、社會教育、兒童訓導；丁組為英文。25再度將美術和勞作合併為一組，二年

級先修美術，三年級再修勞作。 

1963 年 2 月，臺中、臺北、臺南三所省立師範學校均已先後改制為師範專

科學校，並停招普師科學生，但教育部仍然進行最後一次修訂普師科課程，重新

將選修科目調整為幼稚教育、社會教育、地方教育行政與輔導、體育、音樂、唱

遊、美術、勞作、英語等九科，每人每學期選修一至二科為原則。26對於對美勞

                                                      
23

 王宏志，〈師範學校課程的演變及其改革問題〉，收入《教育輔導月刊》5 卷 3 期，1955 年，

頁 15-17。 

 
24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師範教育篇（上）》，1987 年，頁 87。 
25

 同上註，頁 88。 
26

 同註 24，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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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的普師科學生而言，則三年期間最高可多選美術 8 小時（學分）、勞作 4

小時（學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其「選修科美術課程標準」的目標之第一點即

明示「充實學生之美術知能及教學之原理方法以培養國民學校健全之美術教師。」

27至於「選修勞作工藝部分課程標準」的目標之第二點也標舉著「培養國民學校

之優良勞作工藝教師，使能適任工藝教學工作。」28由上述兩段課程目標的揭示，

顯示出這種普師科的美術、勞作選修課程，除了基於學生興趣之外，也還帶有美

勞師資培育的類專業美術教育之用意。對於其教學內容和重點，也與普師科一般

美術教育的「美術」課程有所區別。為了方便對照比較起見。爰參考 1963 年教

育部中教司編印的《師範學校課程標準》，製成表 2 以呈現之。 

從表 2 中可以明顯看出，同樣普師科的「美術」科目，選修課程雖有不少與

必修課程相近之內容，然而基本上，必修課程較屬基礎性層級，而選修課程則較

屬進階性質。尤其選修課程中有專業度比較高的藝用解剖學淺說、油畫、美學淺

說、刻印、色彩學概論、中國美術史及國畫欣賞、西洋美術史及洋畫欣賞……等

科目，已經非常接近於藝師科之課程，甚至其中油畫和刻印等科目，連藝師科課

程都未曾出現過。可以顯示出美勞選修課程之設計，的確有考量到其美勞科任師

資培育的專業面。然而其中每一學期僅有 2 小時∕週，其教學內容卻往往涵蓋了

好幾個獨立的領域，不但任課教師的專長不易發揮，而且學生對於各種藝術類別

學起來也宛若蜻蜓點水而難以深入。由於全部的美術選修課程之上限只有 8 小時

（學分）而已，勞作選修課甚至只有 4 小時（學分），因而這套選修課程免不了

存在不少實踐層面的瓶頸。 

 

肆、形塑師範生特質的潛在課程 

藝術史學者高木森（中師普師科 49 級）曾撰文回憶其師範時期之生活提到： 

在那個年代，教育觀念還相當古板，學校把學生當軍人管教。一切起居、用

餐、制服、髮式都依軍中規定執行，而且每天還有軍事操。在校園裡男女同

學不得交談，甚至不准靠近或窺視。…可喜的是，老師們教學認真而且都有

愛心。他們不是虛有其表滿口仁義道德之人，而是身體力行地帶領我們前進

的恩師。…在劉（錫蘭）老師和呂（佛庭）老師的指導下，我愛上了國文、

繪畫和歷史。29
 

                                                      
27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印，《師範學校課程標準》，1963 年，頁 301。 
28

 同上註，頁 30。 
29

 高木森，〈臺中師範的難忘歲月──恩師永在，孔德無疆〉，收入莊明中總編輯，《蜕變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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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師校史中也提到，自從黃金鰲校長到任以後（任期從 1949 年 7 月

至 1960 年元月），生活管理較以往更趨嚴謹： 

…學生每晨聽起床號後，立即起床，整理內務及漱洗，然後（有時要跑步）

至操場集合準備升旗和早操。…晚上學生在各班教室晚自習。自習結束後，

在行政大樓後面集合，唱愛國歌曲、呼口號，待解散後，各自始回寢室就寢，

生活非常有規律。 

學生週末回家，必須先到訓導處領取歸省證，方得外出。星期天下午返校後，

須加蓋家長圖章證明之歸省證繳回查驗，規定非常嚴格。…30
 

上述近乎軍事化的生活管理，可能也是臺灣大多數戰後初期師範學校校友學

習生涯的共同記憶。長久以來社會普遍對於「為人師表」之道德規範，始終賦予

特高的門檻。因而 1932 年 12 月國民政府頒布的「師範學校法」的第 1 條即明示：

「師範學校，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嚴格之身心訓練，養成

小學之健全師資。」31這種對於師範生實施比較嚴格的民族精神教育以及生活教

育，不但是近代中國師範教育之特色，甚至日治時期臺灣的師範生也同樣實施全

體住校，接受近似軍事訓練的愛國教育以及生活教育。32戰後初期，教育部於 1947

年4月核定頒布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所研擬陳報的「臺灣省師範生訓練實施方案」，

該方案主要包含精神、學科、生活、專業四種訓練，其要目如下： 

1. 精神訓練：（1）堅定三民主義之信仰，（2）發揚愛護國家民族之精神，（3）

注重為公服務及自覺自動自律良好品性之陶冶，（4）國民道德之培養。 

2. 學科訓練：（1）注重各科均衡發展，（2）充實學科內容，供給課外材料，

以提高學生程度。 

3. 生活訓練：（1）勵行新生活教條，（2）養成各種優良生活習慣。 

4. 專業訓練：（1）注重教學技術之培養，（2）培養師範生對教育事業之強

烈信念。 

上列各細項之下，又詳列各種具體作法。33同時又根據上述方案，頒布「臺

灣省師範生訓練考核辦法」，並附有量化分數的「考核表」，34教育廳並訂有每年

                                                                                                                                                        
──形塑中師新美學》（國立臺中師範學院創校八十週年校慶美術專輯），臺中，國立臺中師院

出版，2003 年，頁 12-13。 
30

 李園會等，《國立臺中師範學院校史初編》，臺北，五南，1993 年，頁 137。 
31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師範教育篇（上）》，1987 年，頁 2。 
32

 參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1983 年，

頁 134-136。 
33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師範教育篇（上）》，1987 年，頁 212-214。 
34

 同上註，頁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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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師範學校針對考核表所列之各項指標先進行校內自評，然後再由教育廳覆核報

部之後，核予獎懲之考核機制。這種訓練考核制度有些接近於現今的大學校務評

鑑。然而其從記功到記過的賞罰分明之獎懲措施，在戰後初期時代氛圍中，比起

今日的校務評鑑似乎壓力更大，因而此一「師範生訓練考核辦法」對於戰後初期

的師範教育無疑產生相當之作用。 

由於戰後初期最初幾年，臺灣主要教育政策在於「祖國化‧去日本殖民文化」，

至於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以後，則主要強調「反共復國、勞動生產和軍事訓練」。

這種特殊時代氛圍的教育政策，在師範學校的養成訓練中，則多歸於精神訓練和

生活訓練之層面。具體而言，又可稱之為「民族精神教育」與「生活教育」。 

由於師範學校享有公費，又屬初等教育的師資培育機構，在黨政界限模糊的

威權時期，對於政府的政策之配合度極高，師範生無就業以及升學之壓力，又全

體住校，因而在推動民族精神教育方面頗能落實。當時氛圍下，「民族精神教育」

往往被師範學校視為最重要的部分。35在戒嚴時期，這種過度強調民族精神教育

的學習環境，固然有助於國家民族忠誠度之養成，但是也難免會影響到師範生的

保守性格之形成。 

至於生活教育方面，由於師範生一律住校，教官時時在食、衣、住、行、育、

樂方面給予類軍事化的管理。有助於師範生規律化的生活習慣以及循規蹈矩的行

為舉止。此外，在「生活訓練」項下的「生活勞動訓練」，也是當年師範生之共

同訓練項目，影響多數師範生刻苦耐勞、認真踏實以及高度的抗壓性。然而也有

師範學校早年校友在畢業多年以後，認為當年師範生一律住校、門禁森嚴的生活

管理之下，學生的生活往往與外界隔絕，容易產生見識不廣、度量狹窄、斤斤計

較的個性。此外，由於生活單純，缺乏社交活動，以致於不但社會活動能力較差，

作風也較保守，較沒有開創新局的膽識。36另就藝術創造力層面而論，如此過多

的制式規範，對於創造力之養成，則不無有所限制。 

相較於其他師校，當年中師的黃金鰲校長，為帶動學術風氣起見，以其豐沛

的人脈關係，邀請校外名人碩彥蒞校演講，如錢穆、牟宗三、唐君毅、梁實秋、

溥心畬、徐復觀、孔德成、楊亮功、張其昀……等人，37前後十年之間共計舉辦

55 場次，堪稱當年中師之特色，對於師生文化視野之拓展，頗具意義。 

                                                      
35

 筆者曾數度聽中師 66 級校友林王椅多次提及，當年教育行政課堂上授課老師張有森教授曾一 

  再強調「民族精神教育」之重要性超過「生活教育」。 

36
 李園會，《光復後之臺中師範學校》，臺中，臺中師範學校校友會印行，1996 年，頁 280。 

37
 李園會總編輯，《國立臺中師範學院校史初編》，臺北，五南，1993 年，頁 50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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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師資與教、學 

日治時期臺灣各師範學校的圖畫和手工教師完全為日籍教師，戰後初期日籍

人士急速分批遣返日本，一時之間形成嚴重的師荒，國民政府於戰後初期接收北

師、中師、南師等校以後，隨即積極遞補教職員。戰後初期本省的教育方針主要

積極致力於去除日治時代的所謂「皇民化」而轉變到接駁中原文化的「祖國化」

38，因此省教育處特別於福建、上海、北平等處設置據點，積極徵選遴聘教師來

臺任教；另方面也在本省辦理臺籍人士的中等學校教員徵選。值得注意的是，據

教育部 1944 年 7 月頒發，1947 年修正之「中學及師範學校教員檢定辦法」之規

定：師範學校之圖畫教員未具學位者，得以「具精練之藝術技能者」通過試驗檢

定後任用，39是比較權宜的務實做法。此外，臺灣教育行政當局在戰後初期也規

定，師範學校教員除了須對所教學科確有研究之外，還應「精通國文」，熟諳教

學法，而且其資格須經教育處（廳）檢定合格等條件。40由於戰後初期臺籍人士

多不擅國語，加以「祖國化」之時勢所趨，因而師範學校的師資結構以大陸來臺

人士為其大宗，臺籍師資則佔少數。 

從臺灣光復以迄藝師科學生離校為止的戰後初期四年之間，擔任過中師美勞

教職的計有林之助、廖繼春、許志傑、陳夏雨、陳夏傑（英傑）、李烈夫、王影

等 7 人，不過除了林之助和王影之外，其餘 5 人任教時間都很短暫；1949 年 8

月以後，迄於 1963 年 7 月最後一屆普師科（51 級）離校為止，陸續又有專任美

勞教師呂佛庭、楊煦、張錫卿、沈國慶、鄭善禧、張俊聲、宋福民等 7 人，以及

兼任教師王爾昌和徐人眾等人參與美勞之授課（詳見表 3）。 

檢視中師藝師科時期的美術師資完全屬本省（臺灣省）籍，至於勞作師資則

皆屬大陸來臺人士。其中最早應聘的是林之助（臺中縣大雅鄉人），於 1946 年 4

月應戰後首任中師校長薛健吾之聘請而任教；41除此之外，1946 年 10 月 1 日以

前，竹師尚屬「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新竹分校」，其校長由中師的薛健吾校長

兼任。當時新竹籍的李澤藩，以 5 幅作品獲得薛校長的賞識，予以不次拔擢，從

                                                      
38

 臺灣省立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臺灣一年來之教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發

行，1946 年，頁 1。 
39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清末編‧民國編》（下），臺北，文海，1976 年，頁 722-725。 
40

 何清欽，《光復初期之臺灣教育》，高雄，復文，1980 年，頁 139-140。 
41

 部分文獻認為林之助係應洪炎秋（1946 年 9 月 15 日接掌中師）之聘而任教於中師，然而據臺

中教大保存資料顯示，林氏於 1946 年 4 月 1 日起即開始任教於中師。參見李園會總編輯，《國

立臺中師範學院校史初編》，臺北，五南，1993 年，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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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校（小）教師直接聘為竹師美術教員。薛校長非本省籍（籍隸江蘇省），能無

私地起用在地傑出藝術家為專任教師，在戰後初期而言確屬難得而罕見。1946

年 9月 15日繼薛健吾之後接任中師校長者為本省籍的洪炎秋（彰化縣鹿港鎮人，

北京大學教育系畢業，任期僅半年左右），是戰後初期惟一的本省籍師範學校校

長，他大膽地聘用「不擅國語」而藝術成就卓越的本省籍廖繼春、陳夏雨、陳夏

傑（英傑）等幾位美術名師，日後諸人均已成為臺灣美術史中的不朽名家，顯見

薛、洪兩位前後任中師校長當年之遠見和膽識。 

就普師科時期全臺師範學校美勞師資之專長和素質而論，中師的師資陣容堪

稱最為堅強。尤其藝師科時期廖繼春、林之助、陳夏雨三人（圖 2）為日治時期

傑出前輩藝術家，自首屆全省美展起即已分別擔任洋畫、國畫和雕塑三大部門之

評審委員，其輩份和成就遠非臺北和臺南兩所師範的藝師科師資所能及。此外陳

夏傑（英傑，陳夏雨之胞弟）於戰後初期多次獲得全省美展雕塑大獎，也是極具

創作實力的雕塑名家；勞作教師中，許志傑曾兼任中師訓導主任，於任教中師一

年之後，隨即轉赴北部任教，先後於臺北工專、臺灣師大藝術系任教，俟國立臺

灣藝專（國立臺灣藝大前身）成立以後，再轉往任教並擔任過該校首任美工科主

任；王影後來南下高雄師範學院（國立高雄師大前身）任教，也曾擔任過教授兼

工教系系主任之職。因此就師資之素質而論，以臺中師範之水準為最高。甚至在

中師美術師範科停招以後，仍有呂佛庭、鄭善禧等重量級的美術名師陸續到位，

顯現出長久以來，中師在全臺各師範學校中擁有最為堅強的美勞師資陣容之特

質。 

就中師藝師科堅強的術科師資陣容當中，由於廖繼春、陳夏雨任教中師僅只

於一年，因而其影響比較有限。就實際之影響而論，在戰後臺灣膠彩畫壇最具影

響力的林之助教授格外受到中師學生的愛戴。（圖 3）據當年 38 級藝師科學生黃

登堂（圖 4）以及普師科 50 級校友曾得標之回憶：當年跟幾位對東洋畫（膠彩）

有興趣的同學，常利用假日到柳川西路林之助老師家中作畫。林師不但不收學費

義務指導之外，還常常招待飲食。膠彩之顏料昂貴，早期師範生家境多不甚佳，

因而對於用功而有潛力的學生，林師甚至有時還常贈予顏料。這種溫馨而融洽的

師生互動，雖然已事隔半個世紀以上，然當筆者訪談黃登堂、曾得標時，兩人對

於當時之印象仍然十分清晰而深刻，而且感念之情溢於言表。42黃登堂在年過七

                                                      
42

 2003 年 7 月 30 日訪談中師美術科 38 級校友黃登堂於黃宅；2011 年 2 月 19 日訪談曾得標於

曾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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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後，仍深感最受惠於林之助老師所教導的構圖原理：「畫右邊時，要注意左

邊；畫上面時，要注意下面。反之亦然。」43林之助畫風柔細優雅，非常典麗而

富裝飾效果，然他卻鼓勵學生依照自己的感覺尋找自我風格，甚至畫出與老師畫

風完全相左的陽剛風格，甚或「醜畫」，44是位相當能因材施教又愛護學生的經

師兼人師。 

由於戰後初期「祖國化‧去殖民文化」以及「正統國畫之爭」的時代氛圍下，

林之助所擅長的膠彩畫當時被認為是日本文化的範疇，因而無法在正課中傳授，

對於日治時期馳譽帝展、府展的他而言，實在有志難伸。因而學校課程上，林氏

以傳授水彩畫和素描為主，至於對繪畫具高度興趣而有才華的學生，他則利用假

日時間於家中免費傳授膠彩畫。長久以來，他所傳授的學生以至於再傳弟子，在

戰後臺灣膠彩畫界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地位。45因而獲得「臺灣膠彩畫的捍衛

者」、「戰後臺灣膠彩畫之父」和「戰後臺灣東洋畫第一高手」之美譽。 

在唯一的一屆藝師科學生結業離校之際，呂佛庭（圖 5）也應中師之聘而成

為另一位影響深遠的美術名師。呂佛庭，為戰後渡臺第一代書畫名家之一，兼長

詩文書畫以及書畫論述，於 1949 年應聘任教於中師，主授美術和國文。他於 1950

年代中期即開始撰述並出版《中國書畫源流》、《石濤大師評傳》、《中國畫史評傳》

等專書，開戰後臺灣書畫論述專書寫作之先河；1966 年又以《長江萬里圖》之

百尺長卷畫作榮獲首屆中山文藝獎，在國內書畫界名氣極大。46其書畫風格醇雅

高古，以今日觀點而言，似乎比較傳統，然而卻自成一格而具有極高的個人辨識

度。對於繪畫教學方面，呂氏要求學生從學習傳統筆墨和章法的「師古」階段，

以求其雅而不俗；俟根基紮穩以後，再透過先前學習藝術傳統的經驗去寫生自然

的「師造化」階段；然後進而逐漸增加主觀創作的比重之「以心為師」階段，以

求將傳統、自然以及作者心靈三者自然融合的理想境地。47雖然其教學方法與文

                                                      
43

 轉引自廖謹媛，《膠彩‧雅韻‧林之助》，臺北，雄獅圖書，2003 年，頁 103。 
44

 前揭莊明中訪談∕徐康馨整理，〈與黃登堂學長談「臺中師範美術科」〉，收入莊明中總編輯，

《蜕變進行式──形塑中師新美學》，臺中，國立臺中師院出版，2003 年，頁 181。暨黃冬富，

〈本土氣息濃郁的膠彩推手──我看曾得標老師的膠彩畫〉，收入張仁吉總編輯，《采風推手─

─曾得標知心膠彩畫展》，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1 年，頁 8-9。 
45

 詳見張慧玲執行編輯，《臺灣膠彩畫的捍衛者──林之助特展》，臺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7

年，頁 1-177。暨黃國榮總編輯，《臺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08

年，頁 1-95。 
46

 有關呂佛庭之書畫特質與成就，詳見黃冬富，《呂佛庭繪畫藝術之研究（研究報告、展覽專輯

彙編）》，臺中，臺灣省立美術館，1991 年，頁 1-239。暨杜忠誥總策劃，《大時代的豐碑──

呂佛庭百歲冥誕紀念展書畫集》，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中華民國國風書畫學會出版，2011

年，頁 1-267。 
47

 詳見黃冬富，〈經師人師的呂佛庭教授〉，收入黃國榮總編輯，《呂教授佛庭先生追思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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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畫家之傳習方式差別不大，但是其深度和廣度則非一般文人畫家所及。他雖然

提供畫稿供學生臨仿，但更鼓勵學生追本溯源，學習古人；除了技法傳授之外，

也兼及於畫史和畫理之講授。據中師 49 級普師科（和 54 級三年制專科）校友蕭

榮府回憶： 

老師（按：呂佛庭）指導學生，由淺而深，循序漸進，不單技法的傳授，且

講述歷代重要的畫論、畫法。…而（強調）山水畫當以「元人筆墨，運宋人

丘壑，而兼唐人氣韻，乃為上乘」的看法與論點。 

因此（蕭榮府）課外便常往圖書室觀看《故宮名畫三百種》畫冊，研究五代、

宋、元之作，…課外更與周博尚、劉秋存、黃松竹、陳炫明、杜忠誥、陳肆

明等十多位學生組成「國畫研究社」…利用中午午休時請教老師，老師都個

別詳加指導，獲益良多。當時老師正專心從事〈長江萬里圖〉長卷之創作，

住在校外，為了指導我們，不單犧牲了午休，且需趕回學校，現在回想起來，

總覺萬分過意不去。48
 

此外，44 級普師科的黃朝棟記得：呂師強調「畫」要在「行萬里路」的自

然界中擷取「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題材，是作品求新求變的不二法門，因而

常在假日帶著有志於畫藝的學生遊埔里、谷關、霧社……等地，實地指點作畫迷

津。49師專 58 級的校友杜忠誥（前國立臺灣師大教授）曾撰〈作之師〉一文，

其中對於呂師在人格學養面的啟發尤其感念特深： 

在課堂上，呂師不祇是教我們畫畫寫字，還一再勸勉我們要多讀書，有機會

要多遊覽。他說，多讀書可以增廣見聞，提高鑑賞力；多遊覽可以開拓胸襟，

不至於閉門造車。他告訴我們：藝術創作原是心靈活動的表現，形式技巧固

然不可以不講究，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豐富藝術的內在生命。呂師並不否認資

質和技巧對於藝術創作具有相當程度的關係，但他一向不強調這些，他所再

三強調的是中國文人畫靈根所在的學識與涵養。然後我們也才知道，何以呂

師的畫能蘊蓄那麼豐富的內涵，表現那麼高華的氣質…。不只愛護學生，呂

師還常幫助學生紓解困難…。50
 

杜氏文中並生動地詳述自己在臺灣師大進修時曾病重就醫，呂師聞訊兩度親

臨探望，堅持致贈一筆為數可觀的醫藥費，師生一時僵持在堅送和堅拒之間，直

                                                                                                                                                        
中，臺中市文化局，2005 年，頁 79-80。 

48
 蕭榮府，〈永懷恩師〉，收入《呂教授佛庭先生追思錄》，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05 年，頁

65-66。 
49

 黃朝棟，〈藝海慈航──師恩點滴在心頭〉，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05 年，頁 46-48。 
50

 杜忠誥，〈作之師〉，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05 年，頁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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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師勃然作色，方始熱淚如注地接受老師的濟助，也讓在場好友感動得痛哭縱

橫之難忘場景，讀之令人為之動容。其為人處事，對學生也產生一定程度的潛移

默化之作用。正如其同事鄭善禧所說： 

呂老師教學認真，常穿著藍色長衫，態度嚴肅有傳統師道精神，經師人師的

作為，其任教課程而外更著重學生人格倫理的培養，跟從他的學生都是中規

中矩，有師範專業精神的高度人文素養。51
 

中師美勞教師當中，比較特殊的是，戰後初期曾擔任過中師附小校長，於

1958 年改任中師地方教育指導員兼研究主任的張錫卿，他於 1929 年畢業於日治

時期的中師演習科，兼長雕塑、水彩、粉彩和書法，其雕塑作品在戰後初期曾三

度榮獲全省教員美展首獎，也三度獲全省美展大獎（特選主席獎、學產會獎、文

協獎）。雖然他主要擔任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而很少授課，不過對於有志於藝術鑽

研的中師學生，則常予以鼓勵、協助以至於從旁指導。據師專時期返回中師任教

的普師科 48 級校友簡嘉助（圖 6）所述，就讀中師時期，附小的張錫卿校長常

指導他素描，並開放附小的美術教室讓他充分利用，而且閱覽其家中豐富的畫冊

收藏、世界博物館全集以及日本畫壇畫展報導與評介…等，讓簡氏視野為之開闊，

令他感恩至今。52
 

筆者於 1970 年代初期就讀中師時，也還曾經幾度見過張師在課餘時間應學

生之請求，雋爽俐落地示範行楷大字，同時也非常慷慨地將寫好的書法作品贈送

學生。這種熱心、隨和而「曖曖內含光」的風範，也是非常難得的良師。可惜的

是，當時似乎很少人知道其高超的雕塑造詣，因而無人傳習其雕塑絕活。 

至於沈國慶和鄭善禧（南師藝師科 42 級）皆畢業於臺灣師大藝術系，張俊

聲畢業於臺灣師大工教系，三人都是戰後初期臺灣專業藝術教育的師培體系所養

成的新生力軍。其中沈國慶原本擅長印象風格的西畫，由於學校配課之需求，因

而多擔任勞作（工藝）課程，其對中師的貢獻，以日後籌畫成立美教系，並擔任

首任系主任，對於軟、硬體建設的學校行政之投入與付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張俊聲曾受過科班的工藝教師養成教育，早年即以木工和藤竹工最為拿手，因而

擔任工藝教師顯得頗為得心應手。 

鄭善禧堪稱繼林之助和呂佛庭之後，擁有全臺高知名度的明星級名師。他畢

業於國立臺灣師大藝術系，在臺中師範升格為師專之際應聘擔任助教，其畫風生

                                                      
51

 鄭善禧，〈懷念呂佛庭教授〉，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05 年，頁 39。 
52莊明中策展，《理性與感性的對話──張淑美‧簡嘉助對照展》，臺中，臺中市文化局，1993 年，

頁 19、37。 



 

19 

活化而強明有力，學貫中西且博通古今，非常健談。雖然其任教中師時，普師科

僅剩兩屆，然而他住校內宿舍，對於前往請益的學生，常予觀念引導的啟發。普

師科 50 級的李惠正還記得二年級時拿一批國畫習作請教呂佛庭老師，呂師提醒

他的畫作「太野、太粗，應稍作含蓄與婉轉。」雖然讓李氏聽了有些氣餒，但鄭

善禧老師看了之後可能覺得無妨，便常用閩南語為他打氣道：「少年時畫卡強吔，

呷老心臟卡未無力！」。53鄭師的鼓勵增強其信心，也啟發了日後李惠正走向強

明有力的高辨識度個人畫風導向。 

戰後初期各師範學校的藏書非常有限，以中師為例，光復之初，所接收萬有

餘冊的圖書，54想必以日文書籍佔大多數，其中藝術相關之圖書更是稀少。1947

年 4 月教育部頒布的「臺灣省師範生訓練方案」，在其「發揚愛護國家民族之精

神」細項裡頭，特別提到： 

各校圖書館舊存圖書，應再加檢點，凡涉有關日人詆毀我國家民族，及宣揚

皇民化之圖書，應一律封存，不准學生借閱，必要時並予燒毀。55
 

這段文字，使得各師範學校有限的日文藏書更為之雪上加霜。不過，幸好藝

術圖書甚少涉及政治，因此其衝擊程度可能不大。1960 年臺中師範改制為省立

臺中師專之際，全校所藏中文圖書有 9000 餘冊，外文（日、英）書籍一萬餘冊，

期刊也有 70 多種。56顯然光復後 15 年來，由於師範教育的經費困難，對圖書經

費的挹注極少，因而師範時期中師的圖書資料極為有限，對於藝師科學生藝術視

野之拓展，不無有所侷限。 

雖然師範學校對於學生生活常規的管理一向極為嚴格，然而就中師而言，藝

師科學生似乎有較為自由的空間。據黃登堂描述： 

…在學校學生都是理光頭，只有我們那一班（按：藝師科）可以留頭髮。…

下午常出去外面玩耍，假裝是寫生。 

當時學校附近都是農田，所以常去農田裡寫生，例如稻田、柳川、日本宿舍，

至於臺中公園，因為路程太遠，所以很少去。 

在學校對其（臺中的畫家和展覽）接觸都很少，有較多的接觸是在畢業之後。

57
 

                                                      
53

 據筆者 2014 年 10 月 6 日訪談李惠正於臺中李宅。 
54

 前揭陳德清總編輯，《成長與蛻變──中師八十年》，臺中，國立臺中師院出版，2003 年，頁

200。 
55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師範教育篇（上）》，1987 年，頁 213。 

56
 李園會，《光復後之臺中師範學校》，臺中，臺中師範學校校友會印行，1996 年，頁 162-163。 

57
 前揭莊明中訪談∕徐康馨整理，2003 年，〈與黃登堂學長談「臺中師範美術科」〉收入莊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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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中師藝師科雖然比普師科較為自由一些，但是仍然有一定程度的

限制，因而距離學校僅稍遠一些的臺中公園，就會顧慮路程太遠而很少前往。這

些情形也說明了「寫生」是當時中師藝師科鍛鍊描繪技巧的主要基本功，而且藝

師科學生也很少有接受外界藝壇刺激互動之機會。 

藝師科學生結業離校之際，黃金鰲校長奉派主持中師校務的十年半之間，門

禁和生活管理更為嚴格，平日學生要外出須有正當理由，並先經簽請訓導處核准，

始得外出，但美勞組學生想外出寫生或看畫展，卻算不上是「正當理由」，很難

通過審查。58因而當時藝師科以及美勞選組的學生鮮少與校外畫界互動。然而不

少名師居住校內（如呂佛庭、鄭善禧等）或學校附近（如林之助、張錫卿等），

對於有志於畫藝鑽研的學生，往往熱心地回應學生的課外請益，甚至義務指導，

師生之間的互動，有些類近於「師徒制」之深厚情誼。 

1954 年林之助發起組織中部美術協會，並榮任理事長，每年 3 月舉辦「中

部美展」展出會員以及公募審查作品，逐漸發展成為帶動中部地區美術活動的重

要社團，其公募徵件與全省學生美展遂成為中師學生和校友每年重要的校外發表

園地。1958 年起，省展開始到臺中展出，連同每年一度的全省教員美展，則成

為普師科美勞組學生最好的觀摩機會。 

雖然藝師科和普師科美勞組主要目的在於培育國小美勞教師，檢視當時中師

的美勞師資當中，林之助、呂佛庭、鄭善禧等人都曾發表過美勞教育相關之文章。

59然而由於當時臺灣學術界有關美勞教育以及兒童造形心理學的研究基礎還非

常薄弱，一般人的認知多止於「只要能畫、能做，就會教」，再加上中師當年的

幾位名師也都是創作實務方面的成名畫家，自然教學都側重於繪畫表現領域，學

生們更是完全僅著重於創作實務。因此，筆者訪談幾位中師師範時期校友時，已

經無人記得當年教學內容中與兒童美術之相關教學內容了。這種情形甚至連同一

時期北師和南師的藝師科也不例外。60
 

 

陸、培育成果 

                                                                                                                                                        
總編輯，《蜕變進行式──形塑中師新美學》，臺中，國立臺中師院出版，2003 年，頁 181。 

58
 據筆者於 2014 年 10 月 23 日電訪普師科 50 級校友李惠正回憶當年情形。 

59
 詳見袁汝儀，〈戰後臺灣美術教育學術性研究文獻初探（1930-1960 的自由畫）〉，收入行政 

  院國科會主辦，國立屏東師院視藝系承辦，《「藝術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 

  集》（增訂本），2005 年，頁 71-113。 
60

 前揭黃冬富，〈戰後初期的臺北師範藝術師範科（1947-1963 年）〉，收入《美育》雙月刊 168

期，2009 年，頁 75-89。並參見黃冬富，〈戰後初期的臺南師範藝術師範科（1950-1958 年）〉，

收入《美育》雙月刊 161 期，2008 年，頁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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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一屆中師藝師科學生共有 23 人畢業，其在學期間，除了全省美展之

外，並無其他校外公募審查的美展提供角逐機會，然檢視 1948 年 10 月舉行的第

3 屆臺灣全省美展目錄，該班有黃登堂、羅阿龍、李懷義等 3 人以膠彩畫作品入

選國畫部門，許奇塗、蕭錦川 2 人入選雕塑部門，共計有 5 人以僅相當於高三學

齡的師範生三年級學生之身分入選於省展，在早期省展篩選頗嚴之情形下，當時

中師美術師範科確實教學成效極為可觀，其中尤其黃登堂畢業之後仍持續創作，

於省展累計獲獎七次而獲聘為膠彩畫部評審委員，成為當今頗具分量的傑出第二

代膠彩畫家。該班學生畢業任教之後，唯獨黃登堂一人能於中師附小擔任美勞科

任教師，其餘 22 人仍全部擔任包班制級任老師，因而很少有人能持續其美術創

作之鑽研。 

1950 年代開始，全省學生美展以及中部地區具公募審查制度的中部美展和

鯤島美展陸續開辦，中師普師科美勞組學生因而獲得校外發表園地，也有不少人

在學生時期即已締造佳績，如：45 級的施華堂，曾獲全省學生美展國畫（水墨）

第二名，中部美展連續三次第一名，鯤島美展第二名；47 級的黃朝湖曾獲全省

學生美展國畫（膠彩）第一和第三名，廖大昇獲中部美展國畫（膠彩）第二名；

49 級的蕭榮府以水墨畫作榮獲中部美展和鯤島美展第一名，高木森獲全省青年

書畫比賽國畫第二名；50 級的曾得標之膠彩畫兩度獲全省學生美展第三名，並

曾獲中部美展第一名，而且在其普師科畢業後的第二年即獲得省展以及全省教員

美展之第二名……等，成績可謂相當亮眼。 

普師科美勞組學生畢業以後，持續於美術創作、教學以及相關領域之發展而

有傑出表現者也頗為可觀，如膠彩畫領域有 41 級的陳石柱、陳日熊、林星華、

陳錦添，44 級的江宗杜，45 級的施華堂（圖 7）、林榮輝，47 級的廖大昇、黃朝

湖，48 級的蔡其瑞，49 級的柯武雄、蘇服務，50 級的曾得標……等，其中陳石

柱、施華堂、曾得標（圖 8）均以創作資歷和輩份而曾獲聘為省展膠彩畫部的評

審委員。此外，曾得標自 1981 年林之助籌組臺灣省膠彩畫協會以來，即擔任總

幹事，襄助林之助處理會務達十多年，堪稱林氏之得力助手，且傳授的第三代傑

出膠彩畫弟子最多，有「采風推手」之譽。 

水墨畫方面，有 42 級的王炯如、朱振哲，43 級的林江海，44 級的黃朝棟、

黃長春，45 級的施華堂、林懋盛、謝瑞煌，47 級的黃朝湖（圖 9）、黃瑞呈，48

級的黃昭雄（圖 10）、周博尚，49 級的高木森、蕭榮府（圖 11）、劉秋存、楊須

美、卓雅宣等，50 級的王耀庭、李惠正（圖 12）、羅光裕、陳立雄，51 級的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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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美、張邦雄……等。其中，黃朝湖和李惠正走向極具個人風格辨識度的現代水

墨畫風（前者強調彩墨兼用，打破水墨畫之材質限制，摻用壓克力、水彩等顏料，

名之為「彩墨畫」；後者堅持水墨本位），在國內水墨畫界頗為知名，黃昭雄則曾

獲國畫類中山文藝獎以及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等榮譽。此外，高木森和王耀庭

後來走向中國藝術史的學術研究，均成為國際知名的藝術史學者。黃朝湖在六○

年代密集發表文字論述，為支持五月、東方畫會的現代繪畫運動的重要文字論述

者之一。其後更投入現代繪畫的創作，九○年代並倡組「國際彩墨畫家聯盟」，

積極推動現代彩墨之創作。 

就書法方面，則以 48 級的劉忠男，50 級的李惠正（圖 13）、張自強、邱芳

昌和 51 級的陳炫明（圖 14）最為突出。陳炫明和張自強均曾擔任省展書法評審

委員，陳炫明在省展和全省教員美展之獲獎資歷頗為可觀，李惠正則書風極具個

性和特色。 

西畫方面，有 38 級的陳樹業，39 級的張子邦，40 級的陳育濬，41 級的王

鍊登、賴瓊琦，42 級的洪遜賢，44 級的林淑銀，47 級的丁國富、林太平，48 級

的簡嘉助、林俊寅、廖武藏，49 級的章錦逸（溝）……等，其中簡嘉助的水彩

（圖 15）造詣在國內畫壇頗受重視，曾應聘擔任省展評審委員、評議委員；章

錦逸（圖 16）畫風結合中國古代神話以及超現實、象徵主義畫風，極具個人辨

識度；王鍊登、賴瓊琦和廖武藏後來走向工業設計領域的學術界，都曾擔任過科

系主任，成為大專校院之名師。 

此外，40 級的陳石岸畢業後投入攝影藝術之鑽研。51 級的江雅惠則走向複

合媒材以及工藝美術，各自都有獨到之成果展現。 

就美術教育領域而言，前述多位創作實務有成者，在第一線的學校美勞教學

方面，大多有相當不錯的教學成果表現。此外，黃登堂、黃朝湖和簡嘉助三人尤

其突出。黃登堂早年長時期協助林之助編輯中小學美術教科書而極具品質，1970

年並擔任國立編譯館的國民小學美術教科書之編審委員；黃朝湖曾撰述不少兒童

美術教育之論述發表，是中師師範時期校友中美術論述發表最為豐碩者；簡嘉助

於師專時期返回中師任教，除了培育國小美勞師資之外，對於中部地區美勞教育

的輔導也著力頗深。 

中師普師科校友當中，曾擔任過大學校院美術相關領域的專任教職者，有：

王鍊登、賴瓊琦、黃瑞呈、簡嘉助、廖武藏、高木森、楊須美、章錦逸、李惠正、

江雅惠、劉智美……等。在專業藝術教育的人才培育，以及教育推廣方面，其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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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之貢獻自不待言。其中將近 2∕3 曾擔任過系所主管，透過行政兼職更能

發揮其影響力。 

在文化行政體系方面，43 級的曾江源曾任臺北的國父紀念館館長，49 級的

楊國平曾任省立臺南社教館館長，50 級的王耀庭則擔任過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書

畫處處長，對於臺灣文化藝術界方面，也都各有不同層面之貢獻。 

比較特殊的是，早年追隨林之助研習膠彩畫的蔡其瑞，後來走入企業界，成

為寶成工業公司董事長，雖然離開畫界，卻成為膠彩畫的重要贊助者；受過呂佛

庭教導啟發的黃昆輝（44 級，前總統府秘書長）和陳庚金（46 級，前臺中縣長，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長）等人，師範時期雖非美勞組，但長久以來仍與呂佛庭密切

聯繫，且運用其職務高度和行政資源支持國內文化藝術之推展而不遺餘力，其貢

獻均遠大於第一線的藝術工作者。 

 

結語 

從科組名稱以及培育宗旨而論，戰後初期的中師藝師科，堪稱開臺灣學校體

系專業美術教育之先河，至於普師科的美勞組則介於專業美術教育與一般美術教

育之間，基本上仍屬廣義的專業美術教育。然而檢視 1946 年所招收的唯一一屆

中師藝師科的美勞專科課程，其課程時數則過於保守，而完全無法彰顯專業美術

教育之特色和優勢；次就普師科美勞組之相較於普師科其他選組也同樣不易凸顯

其專科課程之優勢。嚴格而論，當年之課程規劃極為粗糙而缺乏嚴謹。雖然其課

程時數和特色之規劃乏善可陳，然而可能基於學生自我生涯發展的角色認定之關

係所致，其美術專業人才的培育成果，相較其他科組同學而言，則完全可以明確

地有所區隔。 

師範學校時期，中師擁有其他同性質學校所難及的優質師資，而且師資結構

頗具互補性，這些師資除了專業造詣高超之外，也多具有愛護學生的敬業精神，

常利用課外時間指導學生，並與學生建立深厚的師生情誼。這些當年中部地區最

為頂尖的美術師長，宛如穩健的舵手，引導學生們走向學習的正途，相當程度上

也彌補當時課程的限制、校內圖書資源之欠缺、以及學生類軍事化的門禁和生活

管理所導致缺少與外界畫壇互動的缺憾。 

師範生雖受到比較制式的生活教育以及民族精神教育之訓練，容易形成中規

中矩卻較為保守之性格，然而也往往磨鍊出刻苦耐勞以及高度的抗壓性之特質，

往往也讓不少藝師科以及普師科美勞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踏踏實實地深紮基



 

24 

本功，以及力爭上游的鬥志，因而人才輩出。 

相較於其他師範學校，中師藝師科及普師科美勞選組之藝術人才培育成果僅

次於北師；就領域層面而論，膠彩畫人才最為突出，堪稱獨步全臺；其次，藝術

史學以及工業設計領域的人才也較其他師範為多。膠彩畫人才之多，當與戰後推

動臺灣膠彩畫最具代表性的林之助老師任教於中師有關；藝術史學人才也應與術

學兼治而有豐碩的中國藝術著述之呂佛庭老師的啟發不無關聯；至於工業設計學

界人才之多於他校，尚無師資、設備以及學風之相關因素可作聯結。此外，中師

的藝師科以及音師科，何以不同於其他普師科班別，而成為同一年度全臺師範學

校中，唯二必須修習軍訓課的兩個特殊班別。其課程規劃之考量點究竟為何？尚

待來日再作進一步之探討。 

 

表 1  臺中師範三年制美術師範科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數表 

甲、必修科目 

學年 

學期 

科目   時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公民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國語文 七 七 六 六 五 五  

歷史 二 二 三 三    

地理 二 二 二 二    

數學 三 三 二 二    

化學     二 二  

物理   三 三    

教育心理 三 三      

教材及教學法    二 二 二  

數學實習     五 七  

統計及測驗   二 二    

教育通論     三 二  

博物 三 三      

衛生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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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 

工藝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音樂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美術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軍訓 二 二      

英文 二 二      

體育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合計 三五 三五 三○ 三○ 二六 二九  

 

乙、普通科乙組選修科目 

學年 

        學期 

          時數 

組別  科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備  註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乙 

組 

美術   二 二    

勞作     三 三 包括農、工藝及家事 

資料來源：詳見李園會，《光復後之臺中師範學校》。但其中由於手民誤植，

以致一上和二上兩個學年之總時數與分科時數之和略有出入，筆者參考當時普師

科課表，並訪談當時校友黃登堂先生後略作更正。 

 

表 2  1963 年部頒師範學校普師科「美術」必、選修課程內容對照表 

必選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必 

 

 

 

‧教學重點在美術基本

技能之養成及美術知

識之灌輸。第一學期以

素描研習為主，第二學

期以色彩研習為主。 

1.素描概說及石膏素 

 描練習 

2.靜物及風景素描練 

 習 

‧教學重點在國畫基本

練習（第一學期）和基

本圖案練習（第二學

期）。 

1.國畫概說及國畫基

本練習 

2.圖案概說及基本圖

案練習 

3.簡易用器畫之練習 

‧教學重點在應用美

術練習（第一學期）

和兒童美術發表教

學之研習（第二學

期）。 

1.應用美術之練習 

2.兒童美術發表教

學之研習（包括寫

意、版畫、寫生、



 

26 

 

修 

3.速寫及粉筆黑板畫 

 練習 

4.美術知識 

5.簡易透視及構圖常 

 識 

6.色彩知識與辨色訓 

 練 

7.粉蠟筆畫概說及靜 

 物與風景寫生 

8.水彩畫概說及靜物 

 與風景寫生 

9.各種繪畫材料混合 

 運用練習 

10.名作欣賞及技法 

 研習 

4.塑造練習 

5.中西美術史略 

貼畫、國畫、圖案

等教學） 

3.集體畫（共同製

作）之練習 

4.兒童美術概說及

兒童美術作品之研

究與欣賞 

5.配合相關科目完

成大單元教學之研

習 

 

 

選 

 

 

修 

第一學年（以加強西畫訓練，增

進美術知識為主） 

第二學年（以加強國畫技能訓練，

增進美術知能之運用為主） 

第一學期： 

1.木炭素描 

2.粉蠟筆畫 

3.速寫 

4.西洋美術史 

 及西洋畫欣賞 

5.藝用解剖學 

 淺說 

6.西畫概說 

第二學期： 

1.水彩畫 

2.油畫 

3.宣傳畫 

4.美學淺說 

5.色彩學概論 

6.兒童美術活動 

 輔導及美術教 

 育  

第一學期： 

1.花卉、翎毛、 

 山水、人物等 

 研習 

2.書法 

3.刻印 

4.國畫概論 

5.中國美術史及 

 國畫欣賞 

第二學期： 

1.圖案畫 

2.塑造研習 

3.中西美術工藝 

 概說及欣賞 

4.美術知能之運 

 用研習 

資料來源：教育部中教司編印，《師範學校課程標準》，1963 年。 

（黃冬富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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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戰後初期臺中師範普師科時期之美勞師資簡表（1946-1962 年）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 籍  貫 學   經   歷 擔任 

課程 

任教期間 

林之助 男 1917 
臺灣省 

臺中縣 

‧日本帝國美術學校日本畫科畢 

  業。 

‧日本帝展、院展入選。 

‧日治時期府展特選總督賞二次。 

‧第 1 屆省展開始擔任國畫部評 

  審委員。 

美術 
1946.4- 

1980 

廖繼春 男 1902 
臺灣省 

臺中縣 

‧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 

  畢業。 

‧曾獲日本帝展入選多次。 

‧曾獲日治時期臺展特選多次。 

‧日治時期第 6、7、8屆臺展評 

  審委員。 

‧第1屆省展開始擔任國畫部評審 

  委員。 

美術 
1946.10- 

1947.7 

許志傑 男 1913 
四川省 

梁山縣 

‧教育部特設中學勞作師資班畢業。 

‧曾任教於國立甘肅師範、省立 

  酒泉師範、國立勞作師範等校 

  教師。 

勞作 
1946.10- 

1947 

陳夏雨 男 1917 
臺灣省 

臺中縣 

‧村上公學校高等科畢業，淡江

中學肄業。 

‧日治時期赴日研習雕塑，曾三 

  度入選帝展，獲免審查榮銜。 

‧第 1 屆省展開始擔任雕塑部評 

  審委員。 

美術 
1946.11- 

1947 

陳夏傑 

（英

傑） 

男 1924 
臺灣省 

臺中縣 

‧日治時期臺中私立工藝專修學 

  校畢業。 

‧曾任臺中私立工藝專修學校漆 

  工科教員。 

美術 
1946.12-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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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省展雕塑部入選、 

  第 3 屆特選主席獎，第 4 屆文 

  協獎。 

李烈夫 男 1917 
四川省 

南川縣 

‧國立勞作師範特設二年制師資 

  科畢業。 

‧曾任國立第十七中學教師，空 

  軍幼校教官。 

勞作 
1948- 

1951 

王  影 男 1921 
山東省 

平原縣 

‧國立勞作師範特設二年制師資 

  科畢業。 

‧曾任國立貴州榕江師範學校及 

  浙江蕭山縣簡易師範教員。 

勞作 
1948- 

1962 

呂佛庭 男 1911 
河南省

泌陽縣 

‧私立北平美專畢業。 

‧曾任教於河南省南陽師範、源 

  潭中學等，臺灣省臺東師範學 

  校。 

‧五○年代撰有《中國書畫源流》 

  、《石濤大師評傳》等專書；六 

  ○年代撰《中國畫史評傳》，並 

  以《長江萬里圖》百尺長卷獲首 

  屆中山文藝獎。  

美術

國文 

1949.8- 

1973.7 

楊  煦 男  
熱河省

圍場縣 
 勞作 

1949- 

1952 

沈國慶 男 1930 
福建省

安溪縣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畢業。 勞作 

1953.8- 

1995 

張錫卿 男 1909 
臺灣省

南投縣 

‧臺中師範演習科畢業。 

‧曾任中師附小校長、教務主任。 

‧日治時期曾四度榮獲臺中州美 

  展特選。 

‧四○、五○年代其雕塑作品曾 

  於省展中榮獲特選主席獎等三 

  度榮獎；六○年代三度榮獲全省 

美術 
1958-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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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員美展第一名。 

鄭善禧 男 1932 
福建省

龍溪縣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 

‧六○年代曾獲省展第一名二 

次，全省教員美展四次。並獲

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  

美術 
1960.8- 

1977.7 

張俊聲 男 1935 
江蘇省

江都縣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工教系畢業。 勞作 

1961.8- 

2001.1 

宋福民 男 1922 
安徽省

鳳城縣 

‧國立長白師範學院畢業。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美術專攻。 

‧1952-1954 年連續獲得全省教員 

‧美展三次國畫部主席獎。  

 
1962.2- 

1969 

（黃冬富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