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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意象於學齡兒童用色行為之分析─以京劇臉譜為例 

劉立行 1 李怡萱 2*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 研究生 

摘   要 

色彩意象於藝術領域中具有重要的價值，象徵著色彩賦予視覺的刺激與觀感，並直接影響人類的情

緒認知與反應。然而，在現今定性的色彩觀念普遍下，是否存在異質性的色彩意象觀念，改變心理認知

甚至影響價值判斷，將是近代藝術領域研究者值得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選擇中國戲曲的京劇臉譜作為探索對象，其原因除了京劇臉譜於世界藝術中具有代表性地位

外，最重要的是其色彩意象，於人物的思想背景與忠奸善惡的寓意，皆與現代用色概念截然不同，特別

是黑、白、紅、黃、綠、藍等核心色系皆具備特殊的色彩涵意。 

於此，本研究將對學齡階段之美術學員進行京劇臉譜的色彩意象授課，並透過實際的角色面具實作

進行色系取樣，再藉由統計學理論之假設檢定技術，以成對樣本 T 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獨立

變異數分析，分別對受測學員於課程前後之核心用色、性別與年齡分群進行差異解析。 

於實驗成果中發現，學齡兒童在接觸了與近代觀念不同的京劇臉譜色彩意象後，其性格角色的色彩

屬性出現了顯著的變化，顯示出學員在普及的群體用色觀念中，仍可能透過他種色彩觀念課程，改變其

內在的認知並影響了外在實際的用色行為，其成果將可提供相關文化與藝術教育領域，進行延續性的行

動研究參考。 

關鍵字：概念學習、京劇臉譜、色彩意象、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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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會說話的色彩語言   

色彩的表現與應用就好比文字和語言，扮演著

人際之間的溝通橋樑，它能夠描繪事物、表達情感

以及訊息傳遞的互動功能。於悠久的社會發展中，

色彩語言經由長期的經驗聯想與情感累積，將具備

收斂為一致性的同調可能 (留若云、郭文貴、李昱

頻、洪育任，2017)[1]。於此，瞭解色彩語言的本

質，學習適切的色彩表現來傳達衍生意念，將成為

探究人類活動與情感交流的重要課題。 

在各地聚落發展與文化差異下，色彩意象具有

錯綜複雜的地區特性：例如在東方社會中，「白色」

象徵著死亡或生命的終結；但對於西方社會而言，

白色卻能彰顯如新娘禮服般的聖潔與喜悅(劉甄

珍，2000)[2]。甚至在多數的用色研究指出，「黑

色」最具有象徵罪惡、恐怖、絕望、死亡等負面情

感；奇妙的是於中國京劇臉譜的色彩意象中，黑臉

面容表示為人憨直、心地善良，而白臉卻代表內蘊

心計、奸險狡詐等對比落差(黃鈴池，2004)[3]。 

兩種普通而平常的黑色與白色，卻是兩個極端

的象徵，通過引申和象徵，疊加成一種具代表性的

色彩新意象 (徐騰飛 ，2006) [4]。 

因此，本研究嘗試進行實務性的反應實驗，對

某群學齡階段之美術學員施予「京劇臉譜色彩意

象」概念教學，再藉由特定的角色面具勞作，分析

其作品間的用色邏輯與意象是否有所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色彩意象的潛在表徵 

色彩意象(Color Image)的形成源自於色彩聯

想與色彩象徵，「色彩聯想」是指單一個體藉由觀

察到某些視覺色彩時，聯想到生活經驗中的某些抽

象或具體事物，可能伴隨著個人的經驗、知識、記

憶而有所不同；而「色彩象徵」則是經由群體間的

長期共識培養，形成具有一致性的象徵意義(陳中

屏，2011)[5]。也因此，歷史淵源、文化習慣與流

行風潮等地方性的差異，其色彩聯想與色彩象徵將

融合出群體間不同的色彩意象，亦可解釋為群體間

對於色彩的心理反應、事物體驗與教育學習的綜合

結果(林群雯、郭文貴、李昱頻、郭毅珊，2017)[6]。 

 

 

圖 1 色彩意象產生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自陳中屏(2011)[5] 

 

王美娥(2006) [7]亦曾於《國小學童對形狀與色

彩組合的情緒意象調查研究》發現：以國小兒童為

對象的現代色彩意象反應，紅色會產生愛的情緒意

象；黑色會產生恐懼的情緒意象；白色則產生悲傷

的情緒意象。而黃淑琳(2015) [8]在《服裝色彩對情

緒之影響─以台灣國小學童為例》一研究中指出：

學齡兒童偏好高彩度、高明度的色彩，且在實測研

究中發現紅、橙、黃色會使兒童產生正向情緒；綠、

紫、粉紅色會使兒童產生中和情緒；黑、灰色則會

使兒童產生負向情緒。  

於大多的研究顯示也提出相同的觀點，黑色於

多數族群的色彩意象中，皆以邪惡、非法、亦或是

負面關聯(陳貞蓉，2011)[9]；然而在中國著名的歷

史人物「包青天」，卻是以「黑臉」形象代表最為

正義的法官角色，其觀念甚至影響到京劇臉譜中的

黑色意涵，與傳統的色彩意象產生強烈的人格對

比，實在是個有趣又值得探討的議題。 

二、兒童繪畫行為發展歷程 

藝術表達與個體的心理與情緒有密切的關

係，因此藝術品可視為創作者反應自己內在世界的

作品(Lowenfeld & Brittain，1982) [19]。然而兒童

繪畫的發展是漸進式的，即使是相同的年齡，不同

的個體也會有不同的發展。在藝術發展階段方面，

認知心理學家 Piaget(1964) [20]認為兒童學習的產

生，是為了適應環境而改變內在認知結構的過程，

並提出應尊重兒童之學習尚處於認知發展過程。處

http://big.hi138.com/author/?k=%E5%BE%90%E9%A8%B0%E9%A3%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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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年齡層級之學童，其知覺認知的表達方式、

發展水準均不相同。故 Piaget將兒童的認知發展分

為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形式運思

期。 

 

表 1 Piaget(1964)認知發展理論 

階段 特性 

感覺運動期 

（0-2歲） 

1.由感官來認知世界。 

2.僅能初淺的象徵思考。 

3.已有恆存性的概念。 

前運思期 

（2-7歲） 

1.自我中心，不一定能為人設

身處地著想。 

2.能運用語言表達概念，雖然

能思考但不一定合乎邏輯。 

具體運思期 

（7-11歲） 

1.思維能力僅限於眼見的具體

情境或熟悉經驗。 

2.具備「分類」的能力。可將

類似的事物放置一起。 

形式運思期 

（11歲以上） 

能按形式邏輯的法則思維問

題，也可進行抽象的思維，如

假設、演繹、推理等。 

繪畫心理發展學家 Lowenfeld(1978) [21]亦主

張兒童繪畫的發展是由內而外的自然發展，提出兒

童的繪畫是自我表現的論點。Lowenfeld 所提出的

兒童繪畫發展階段理論，是最常用為詮釋一般兒童

美術發展的架構。其理論深受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

影響，並將兒童繪畫發展階段區分為塗鴉期、前圖

式期、圖式期、寫實萌芽期和擬似寫實期。 

 

表 2 Lowenfeld(1978)繪畫發展階段 

階段 特性 

塗鴉期 

（0-4歲） 
無意識的幼兒塗鴉動作。 

前圖式期

（4-7歲） 

會為所畫的形體命名，已可以

為作品加以解釋或說明。 

圖式期 

（7-9歲） 

身心較為成熟，易將周遭的人

物生活素材納為繪畫的內容。 

寫實萌芽期 進入模仿階段，開始畫「他們

（9-11歲） 所知道的東西」。 

擬似寫實期

（11-13歲） 

1.想要描寫寫實的東西。 

2.對空間、形狀、色調等已有

基本掌握力。 

 

而國內學者吳仁芳(1993) [10]則將色彩感覺的

發展過程劃分為人生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歲

到幼年期的色彩經驗期；第二階段少年其是色彩學

習期；第三階段青年期是色彩成熟期；最後壯年期

則是色彩衰退期。 

 

 

圖 2 色彩感覺生長關係圖 

資料來源：吳仁芳(1993) [10] 

 

綜合上述可知，色彩感覺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

化，依照心理和生理的普遍發展程度來看，國小兒

童的生理視覺發展逐漸成熟，以色彩感覺發展階段

來看，正處於色彩學習期的開始，為學習色彩的最

佳時期；以繪畫發展階段來看，寫實萌芽期(Stage 

of drawing realism or gang age)是兒童繪畫發展上

具有戲劇化發展的時期，此時期的兒童漸漸具有抽

象思考能力，且在色彩方面能改變固有色概念，願

意改變以前慣用的色彩樣式、較願意接受新的感情

刺激，進而轉變到能應用豐富的色調；以認知發展

論來看，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的

兒童開始已能使用多元分類方式，並根據具體的經

驗思維去解決問題。因此在此階段加強兒童色彩概

念的教學引導，培養良好的審美觀，對於兒童未來

身心的發展影響深遠。 

三、京劇臉譜藝術價值與代表意義 

京劇臉譜在中國戲曲中具有相當特殊且重要

的地位。臉譜是中國傳統戲曲演員臉上的化妝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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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不同的臉譜即是不同象徵符號的改變，可以

用來助增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點、相貌特徵及身份

地位 (張育華，2000)[11]。臉譜的圖案非常豐富，

大體上可分為額頭圖、眉型圖、眼眶圖、鼻窩圖、

嘴叉圖、嘴下圖等，每個部位的圖案變化多端，不

同的性格由顏色和線條來表現，臉色象徵性情，線

條暗示身份地位(王少洲、曹國麟，1985)[12]。其

中又以色彩意象與傳統用色具有顯著的差異，各色

臉譜各有其不同的性格、特徵和道德倫理。而京劇

臉譜之樣式主要又可以分為「臉色」與「譜式」兩

大類，其分項說明如下。 

(一)「臉色」之色彩表徵 

臉譜的主色，各有其不同的象徵意義(表 3)。

如戲劇中所用之臉譜，以紅色為第一色，紅色一般

用來表示耿直、忠義，有血性，多為正義之角色；

黑色臉譜一般用於正直無私，剛正不阿以及性格直

爽剛毅而勇猛之人物。而反面角色則常常用白色臉

譜來表現其奸詐多疑。臉譜意象千百年來所形成的

面型圖案，一看即知其為人，同時亦給予觀眾強烈

的暗示 (鞠原，1988)[13]。 

 

表 3京劇臉譜臉色與其人物對應之個性特質 

 

紅臉：忠勇俠義 

 

黑臉：直爽剛毅 

 

白臉：陰險奸詐 黃臉：凶暴殘忍 

 

紫臉：剛正威武 金銀：神仙妖怪 

綠臉：勇猛莽撞 

 

藍臉：剛強陰險 

資料來源：齊如山(1977)[14] 

 

然而，為了配合研究對象為學齡階段之美術學

員，對於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不宜過度艱深與複雜

(李淑華，2015)[15]；於此，於「京劇臉譜色彩意

象」的觀察實驗中，將以單純的「善人」、「惡人」

角色所使用的色彩意象作為教學核心，其性格與用

色分類說明如下圖 3所示。 

 

圖 3 京劇臉譜臉色之正負角色用色說明圖 

(二)「譜式」之形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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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譜的基本譜式是歷代戲曲創作中長期過程

累積下來的，主要分為淨、丑兩角色。其根據不同

的額、眉、眼、鼻、嘴形，又可以表現出不同的人

物形格。如「整臉」即為全臉只單純有一種色彩，

然後在臉上畫兩道眉，用以強調角色人物之人格完

整、身份較高的正派人物；而「歪臉」除了臉色的

不同外，亦會在臉部兩邊勾繪出不一樣的線條，用

以表示心術不正、行為不端的小人 (齊如山，

1977)[14]。 

同理，為了配合研究對象為學齡階段之美術學

員，本研究於實驗過程中將不納入「譜式」的分析，

使得受試者在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能更為簡化與

單純。 

 

表 4京劇臉譜譜式範例 

  

花臉 歪臉 

資料來源：齊如山(1977)[14] 

四、概念學習:抽象思考和理解的工具 

概念學習(Concept Learning)一詞源自於心理

學家 Ausubel(1963)[22]所提出的意義學習理論，其

著重在學生新、舊觀念的聯結學習，輔助教師在講

授新概念時，能將相關的舊概念進行系統化連結，

幫助學生思考與比較。而美國教育心理學家

Brunner(1961)[23]亦認為「概念形成」是一個互動

過程，藉由重複的策略訓練，可以使學習者在每次

的新情境中運用相同的概念，更進一步地加強熟悉

和深化，整體的學習策略步驟可透過下圖 4進行說

明。 

基於上面的流程架構，本研究提出相對應之

「京劇臉譜色彩意象」概念學習的實踐，其說明步

驟如下： 

 

Step 1：學習的新概念─京劇臉譜的色彩意象 

介紹京劇臉譜的色彩意象，並進行相關用色系

說明與意涵闡述。 

Step 2：提供概念範例 

利用學齡階段知悉的人物角色作為範例，進行

「善人」與「惡人」的用色聯想與用色原因說明，

讓美術學員瞭解傳統用色與京劇臉譜用色間的意

象對比。 

Step 3&4：概念間的聯繫構圖+消除迷思概念 

在藝術創作中，色彩意象並無絕對的對錯之

分，因此本研究無須刻意消除學齡階段的受試者原

有的色彩概念，反而希望其能將新、舊色彩意象的

概念進行差異化比較或相似性統合，用色價值判斷

由受試者自行決定。 

Step 5：在實踐中運用概念 

由畫出「惡人」角色的意象面具中，觀察受試

者學習新知的「京劇臉譜色彩意象」概念課程後，

是否存在色彩意象概念的改變，並將其概念具體化

融入自己的角色面具作品之中。 

 

 

圖 4 概念學習策略步驟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David, W., & Robert, L (2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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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獻探討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可知，兒童對色彩的認知能力是

透過色彩的知識學習與經驗發展出來的，藉由色彩

認知能力的累積，才能進一步發展色彩的運用和審

美能力。而兒童的色彩認知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成

長，不同年齡有不同的發展與成長階段，每個階段

的認知能力在性質上不同於其他階段能力。故本研

究綜合上述學者吳仁芳之色彩感覺發展階段、

Piaget 之認知發展理論及 Lowenfeld 的兒童繪畫發

展階段理論後，選定年齡層 9-11 歲之兒童作為研

究目標。 

然美術教育並非單一的學畫過程，而是一種綜

合的實踐活動。兒童美術教學單元涉略極廣，兒童

繪畫教材除一般想像創作外，更應根據兒童日常生

活經驗與體驗為主要內容進行交叉運用學習。故研

究者選取與傳統色彩意象產生強烈的人格對比之

京劇臉譜色彩意象教學，期望能增進兒童自我瞭解

發展個人潛能，培養欣賞及表現審美及創作能力，

激發主動探索和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而京劇臉譜經過整理歸納，臉色超過九種、譜

式超過八種、眼窩有十六種、鼻窩超過七種、嘴窩

超過五種、眉窩有二十四種、腦門有十九種(張育

華，2000)[11]，其豐富的內涵更是世界上其他戲劇

所罕見的。其不同的性格由顏色和線條來表現，臉

色象徵性情，線條暗示身份地位。然，為了考量兒

童生理、心智年齡與繪畫能力的發展及孩童抽象概

念之可理解程度，故本研究將京劇臉譜之範圍縮限

於色彩意象「臉色」之概念學習為研究題材，並透

過實際的角色面具實作，探討概念學習導入兒童美

術教學之分析。 

參、實務性的實驗分析 

經由第二章文獻探討及歸納彙整，制定出本研

究之系統架構與設計依據。 

本研究採用實驗研究法(Experiment Research)

進行色彩意象結合概念學習的有效性分析。為了觀

察受試者在接受京劇臉譜色彩意象之概念學習課

程後，是否產生用色概念的改變，本研究將進行成

對樣本(Paired Sample T-test)實驗，比較受試者前後

測之成效差異，並對受試者之創作作品進行數據採

樣與獨立樣本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和單因子

獨立變異數(One-way ANOVA)分析比較樣本內變

數差異，其執行步驟說明如下。 

一、流程說明 

於實驗教學中，受測之兒童美術課程學員採取

前測和後測方式，透過繪製「惡人」主題的角色面

具進行用色數據取樣。於前測階段中，先由學員自

由發揮對於「惡人」的用色意象，繪製出符合角色

之作品成果；一週後，再對同批學員進行概念學習

策略的「京劇臉譜色彩意象」授課單元，為避免學

習效應，於授課後一週再進行後測，同樣採用惡人

面具之實作內容，進行授課前後面具用色數據取樣

與分析，探討京劇臉譜色彩意象之教學是否會對學

員，產生用色意象的改變。其整體操作流程，如圖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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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之民間藝術學院學員作

為研究對象，其學生班級數共有四組分類班，於編

班體制上採年級分班，分別為：幼稚園組、國小一、

二年級組、國小三、四年級組、國小五、六年級組，

每個組別分別開設 5個班，每班約 10-15 人之男女

合班。研究者為配合藝術學院行政與實際教學情境

作業，採用任意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方式，

任選取國小三、四年級組之三個班級進行教學，三

個班級共計 37位學童為受試者，年齡皆為 9-11歲

之孩童，且均受過新北市幼兒教育資源網(2016)所

提出的繪畫用色訓練(圖 6)[16]，以降低受試者於基

礎色彩概念或學習認知的落差。詳細研究對象基本

資料表彙整於下表 5。 

 

圖 6 繪畫用色訓練層級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幼兒教育資源網(2016) 

 

表 5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基本資料 人數 

年級 
國小三年級：24人 

國小四年級：13人 

年齡 

9歲：12 人 

10歲：16 人 

11歲：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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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男生：14人 

女生：23人 

繪畫歷程 

（於本學院

學習歷程） 

A、未滿三個月：2人 

（熟悉用色訓練項目 1-3） 

B、三~六個月：4人 

（熟悉用色訓練項目 1-4） 

C、半年~一年：13人 

（熟悉用色訓練項目 1-5） 

D、1~2年：11人 

（熟悉用色訓練項目 1-7） 

E、3年（含）以上：7人 

（熟悉用色訓練項目 1-7） 

三、研究實施 

本研究之每位受測者均做前後測測驗，為避免

產生學習效應，每位受試者均有獨立的創作空間和

工具，實驗採個別創作方式進行。詳細教學流程及

研究實施基本資料表如下所示： 

 

表 6研究實施基本資料表 

實驗

地點 
研究者任教之民間藝術學院 

實驗

時間 

前測 
2018年 2月 24日 (六) 

10:00-12:00 

概念 

學習 

2018年 3月 3日 (六) 

10:00-11:30 

後測 
2018年 3月 10日 (六) 

10:00-12:00 

 

 

 

圖 7 研究教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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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實作課程現場圖 

 

四、檢測工具 

(一) 用色分析軟體：ImageJ 生物影像處理分析軟

體 

於用色數據上，本研究採用開放源軟體 ImageJ

進行分析。ImageJ是一套生物影像處理分析軟體，

可以自動圈選目標物之面積或體積進行計算，本研

究使用此軟體來計算受試者之面具用色面積，讓實

驗數據處理於比較與計算上更加精確。軟體操作說

明如下圖 9所示。 

(二) 統計分析軟體：IBM SPSS 2017 

於數據分析與檢定上，本研究將使用 IBM 

SPSS統計軟體進行相關資料處理與分析。SPSS產

品為服務解決方案(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的簡稱，適用於統計學分析運算、數據

挖掘、預測分析和決策支援等輔助計算軟體。 

本研究使用其「成對樣本 T檢定」之功能比較

前後測成效差異，檢測受試者學員前後的實驗結果

是否有顯著差異；並使用其「獨立樣本 T 檢定」

與「One-way ANOVA」之功能比較樣本內變數差

異，並檢測受試者於黑、白色系的差異改變程度是

否會受到性別或年齡差異的影響。 

五、實驗結果 

本研究根據上述說明之方法，將受試者前後測

之「惡人」角色面具作品進行 ImageJ 軟體用色比

例面積分析，並整理範例如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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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檢測軟體操作說明圖 

 

表 7受試者前測面具作品用色比例分析範例表 

前 測 

受試者 1 受試者 2 受試者 3 受試者 4 受試者 5 

     

主色：綠色 

黑色：38% 

白色：11% 

綠色：51% 

 

主色：黑色 

黑色：82% 

白色：0% 

藍色：12% 

黃色：6% 

 

主色：黑色 

黑色：86% 

白色：0% 

紅色：11% 

紫色：3 % 

主色：紅色 

黑色：2% 

白色：32% 

紅色：52% 

綠色：4% 

藍色：6% 

黃色：4% 

主色：黑色 

黑色：58% 

白色：0% 

紅色：12% 

藍色：7% 

紫色：9% 

黃色：14% 

後 測 

受試者 1 受試者 2 受試者 3 受試者 4 受試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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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色系」選擇比例分析 

從 ImageJ軟體分析顯示，37位受試者於前測

中，有 21 位學童以黑色為主色，整體而言，選擇

黑色為面具「主色系」的比例達 57%；而在透過概

念學習習得「京劇臉譜色彩意象」後，後測中選擇

黑色為面具「主色系」的比例下降至 11%，選擇黑

色的比例減少了 46%。選擇白色為面具「主色系」

的比例，則從前測的 11%，到後測的比例上升至

43%，增加了 32%。 

 

表 8面具作品「主色系」用色比例分析表 

 前測 後測 前後測比較 

黑色為主色 57% 11% 減少 46% 

白色為主色 11% 43% 增加 32% 

 

(二)「黑白顏色」用色比例檢定 

若再進一步分析面具作品的「黑白顏色」用色

比例，可以發現學童透過概念學習習得「京劇臉譜

色彩意象」後，面具整體使用黑色的比例減少了

32.3%，而使用白色的比例，則增加了 36.2%。詳

細用色比例分析比較，整理如下表 9。 

表 9面具作品「黑白顏色」用色比例分析表 

 前測 後測 前後測比較 

黑色比例 48.6% 16.3% 減少 32.3% 

白色比例 7.1% 43.3% 增加 36.2% 

 

為證明受試者於概念學習之用色數據上具有

充份的改變差異，本研究採用 SPSS軟體進行成對

樣本 T 檢定，解析樣本間分別在黑色與白色的核

心用色面積變化。其分析前後測驗之成對用色數值

整理範例如下表 10。 

 

表 10面具作品「前後測之黑白色」用色比例分析

範例表 

學生 
前 測 後 測 

黑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1 38% 11% 30% 32% 

2 82% 0% 12% 73% 

3 86% 0% 19% 58% 

4 2% 32% 12% 56% 

5 58% 0% 48% 0% 

 

針對黑白色系的用色狀態檢定上，本研究建立

以下虛無假設與對立假設之研究說明，採用統計學

理中標準的顯著水準 α=0.05 作為判定門檻，其檢

定統計量與定義說明如表 11。 

 

 

 

     
主色：綜合 

白色：32% 

黑色：30% 

紅色：7% 

紫色：31% 

主色：白色 

白色：73% 

黑色：12% 

紅色：3% 

黃色：5% 

其他：7% 

主色：白色 

白色：58% 

黑色：19% 

紅色：6% 

深藍：5% 

淺藍：4% 

其他：8% 

主色：白色 

白色：56% 

黑色：12% 

紅色：14% 

綠色：7% 

藍色：6% 

其他：5% 

主色：綜合 

白色：0% 

黑色：48% 

紅色：42% 

藍色：4% 

黃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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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成對樣本 T檢定之檢定規則說明表 

色系分析 虛無假設 H0 對立假設 H1 
檢定統計量 

判定規則 

黑色 μ前測 ≤ μ後測 μ前測 > μ後測 

右尾檢定 

若顯著性<0.05, 

平均數>0,  

接受 H0，拒絕 H1 

白色 μ前測 ≥ μ後測 μ前測 < μ後測 

左尾檢定 

若顯著性<0.05, 

平均數<0,  

拒絕 H0，接受 H1 

 

經由 IBM SPSS軟體進行黑白色系之成對樣本

T 檢定後，其統計資料與檢定成果陳列於圖 10 與

圖 11內容。 

 

圖 10成對樣本統計資料說明圖 

 

圖 11成對樣本檢定說明圖 

 

於成對樣本 T檢定中，黑色色系使用比率判定

上，其顯著性 0.000，小於設計顯著水準 0.05，差

異量的平均數為 32.32%>0，證明受試者在接受課

程後，降低了黑色色系的使用比率；而白色色系

中，其顯著性 0.000，也小於設計顯著水準 0.05，

差異量的平均數為-36.16%<0證明受試者在接受課

程後，明確地增加了白色色系於惡人面具的使用比

率。 

(三) 獨立樣本 性別差異 T檢定 

本檢定欲分析性別差異是否會影響黑、白色系

的差異改變程度，於檢定方式採用獨立樣本 T 檢

定。前後差異判定計算方式為：「黑色差異=前測用

色比例-後測用色比例」；「白色差異=後測用色比例

-前測用色比例」。算出其前後差異之數據後，再將

其前後差異數據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檢測其前、

後測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其分析前後測之用色數值

差異整理範例如下表 12。 

表 12面具作品「前後測之黑白色」用色差異分析

範例表 

 

黑  色 白  色 

前

測 

後

測 

差

異 

前

測 

後

測 

差

異 

1 38 30 8 11 32 21 

2 82 12 70 0 73 73 

3 86 19 67 0 58 58 

4 2 12 -10 32 56 24 

5 58 48 10 0 0 0 

註：單位為% 

針對各依變項之結果檢定，本研究建立下列虛

無假設與對立假設之條件說明，並採用統計學中，

常用的顯著水準 α=0.05 為判定門檻。而「變異數

相等判定上」，若變異數顯著性>0.05，則「採用相

等變異數」解讀資料，意即為採用上方列之平均值

檢定；反之，若變異數顯著性<0.05，則「不採用

相等變異數」解讀資料，則採用下方列之平均值檢

定。其檢定統計量與定義說明如表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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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性別差異」獨立樣本 T檢定之檢定規則說明表 

假設定義 統計量定義 檢定規則 

虛無假設 H0 μ 男 = μ 女 
若顯著性<0.05,  

拒絕 H0，接受 H1 

對立假設 H1 μ 男 ≠ μ 女 
若顯著性>0.05,  

接受 H0，拒絕 H1 

 

於下圖 12與圖 13中，檢定結果平均數顯著性

（雙尾）P分別為 0.318與 0.972，兩者皆大於 0.05，

顯示性別變數於黑、白色系的差異改變程度為接受

H0，拒絕 H1，意即性別變數於黑、白色系的差異

改變程度上，並無顯著影響。 

 

圖 12 獨立樣本統計資料說明圖 

 

圖 13 獨立樣本檢定說明圖 

 

性別變數的實證結果與過去部分研究結果不

同，兒童在整體繪畫表現及在內容元素、圖像構

圖、線條使用及兒童用色會出現性別上的顯著差異

(林思騏、魏美惠，2012)[?]。研究者認為應是本研

究將創作主題收斂在「惡人面具設計」，同時在傳

授京劇臉譜的色彩意象下，色彩概念的反應相較於

性別變數上，黑白色系的用色反差高於性別變數，

使得學員在有限的色彩中，性別變數於黑、白色系

的使用上降低了差異特性。然而，這需要更進一步

的實證研究佐證，亦是未來值得持續探究的議題。 

(四) One-way ANOVA年齡差異檢定 

本檢定欲分析年齡差異是否會影響黑、白色系

的差異改變程度，於檢定方式採用 One-way 

ANOVA檢定，Post Hoc事後檢定採用常用的Tukey

法。 

針對各依變項之結果檢定，本研究建立下列虛

無假設與對立假設之條件說明，亦採用統計學中，

常用的顯著水準 α=0.05 為判定門檻。其檢定統計

量與定義說明同性別檢定(表 11)。 

於下圖 14-圖 15中，黑色系檢定結果平均數顯

著性（雙尾）P 分別為 0.943、0.923 與 0.997；白

色系檢定結果平均數顯著性（雙尾）P 分別為

0.494、0.976 與 0.688，其顯著性皆大於 0.05，顯

示年齡變數於黑、白色系的差異改變程度為接受

H0，拒絕 H1，意即年齡變數於黑、白色系的差異

改變程度上，並無顯著的影響。 

此結果可推測出在研究者在樣本群體的的設

定基礎，係以繪畫用色訓練能力相近之年齡層兒童

為主而非單純考量年齡落差。也因此，在 ANOVA

檢定上，年齡變數於黑、白色系的差異改變程度並

為呈現顯著差異，亦間接表徵出用色訓練能力變數

應較年齡變數的敏感性更高；然而，本研究的受測

學員係屬於 9-11歲之兒童，其年齡變數的級距小，

差異幅度不夠大亦是可能原因。後續相關追蹤上，

皆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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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One-way ANOVA統計資料說明圖 

 

圖 15 One-way ANOVA多重比較 Tukey法資料說明圖 

 

然而，雖然受試者於黑、白色系的差異改變程

度並不會受到年齡差異的影響。但若再分別檢視其

各年齡層對於黑、白色系的差異改變，可以發現，

各年齡層之受試者在接受課程後，雖然知道要減少

使用黑色色系的使用比 

率，但相較於增加使用白色色系的使用比率卻是成

長的不夠明確，使得差異改變程度在年齡差異上並

沒有顯著的差異。 

六、小結 

本研究透過 SPSS軟體的三項功能分別檢測受

試者學員前後測的實驗結果是否有顯著差異；並探

討比較樣本內變數差異，檢測受試者於黑、白色系

的差異改變程度是否會受到性別或年齡差異的影

響。  

 

圖 16檢測項目說明圖 

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透過概念課程學習「京

劇臉譜色彩意象」後，探討面具主色系之用色行

為，黑色色彩於施測前後之下降比例達 46%；白色

色彩亦上升至 32％。同時，整體色系之黑白用色

比例上，黑色色彩於施測前後之下降比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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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白色色彩亦上升至 36.16％。同時，由上

述成對樣本 T 檢定中，受試者明顯地在課程前後

的使用上，對於惡人角色的用色意象，分別降低了

黑色系的使用並且提高了白色系的比率。但進一步

比較樣本內之性別和年齡變數差異時，平均數顯著

性（雙尾）兩者皆大於 0.05，顯示兩種變數於黑、

白色系的差異改變程度為接受 H0，拒絕 H1，意即

性別變數和年齡變數於黑、白色系的差異改變程度

上，皆無顯著影響。 

雖然在性別變數和年齡變數上之檢定結果則

無顯著性的差異，然而，研究者在探討面具主色系

之用色行為時亦發現：在其他輔助色系的使用上，

雖沒有因學習「京劇臉譜色彩意象」後而產生明顯

的差異，但象徵「善人」的紅色系在後測時的主色

系用色比例減少了 3%；而象徵「惡人」的黃色系

則在後測時的主色系用色比例增加了 14%，表示受

試者對於其它輔助色系之臉譜色彩意象感受雖沒

有黑、白兩色來的強烈，但亦有相當程度的改變幅

度。其相關用色比例分析明細請參閱下表 13。 

且在面具設計的線條使用上，女生在線條的使

用上種類多於男生；在用色方面上，女生在用色種

類亦多於男生。雖然本研究量化結果數據無法解釋

年齡在用色行為中的差異，但藉由質性繪畫內容分

析的確可以看到年齡在繪畫技巧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從面具作品來看，兒童隨著年齡的增長，在繪

畫表現上亦隨之豐富，年紀愈大的兒童可以做到的

部分愈多，也愈能呈現寫實與細膩程度。故此結果

亦可供後續進行深入研究與探討。其相關面具作品

分析明細請參閱下表 14。 

 

表 14面具作品輔助色系用色分析明細表 

色系 
主色用色比例 整體顏色用色比例 

前測 後測 比較 前測 後測 比較 

紅色 11% 8% 減少 3% 14.89% 15.29% 增加 0.4% 

綠色 8% 5% 減少 3% 8.14% 6.98% 減少 1.2% 

藍色 11% 0% 減少 11% 11.86% 12.19% 增加 0.3% 

紫色 3% 0% 減少 3% 5.41% 5.55% 增加 0.1% 

黃色 0% 14% 增加 14% 2.35% 2.41% 增加 0.1% 

 

表 15面具作品分析明細表 

作品 

       

年齡 9歲 9歲 10歲 10歲 11歲 11歲 11歲 

性別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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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透過概念學習策略對學齡兒

童施予「京劇臉譜色彩意象」教學，是否可以使學

齡兒童，產生用色思想的改變。根據第三章分析之

各項檢定結果如下表 15 所示，並藉由該表將全數

之檢定結果進行綜合彙整。 

從表 15 之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受試者透過概

念學習習得「京劇臉譜色彩意象」後，約有五成的

受試者，已經可以掌握臉譜色彩意象的人格特性，

進而對作品產生角色人物用色思想的改變；於後測

中，受試者對於「惡人」的色彩意象，在「面具主

色」和「整體顏色」的黑色比例使用上，皆有明顯

的下降。 

色彩意象是學員用色思想認識的深層基礎，於

上述實驗成果中發現，學齡兒童在接觸了與近代觀

念不同的京劇臉譜色彩意象後，其性格角色的色彩

屬性出現了顯著的變化，顯示出學員在普及的群體

用色觀念中，仍可能透過他種色彩觀念課程，改變

其內在的認知並影響了外在實際的用色行為。亦證

明了色彩意象之觀念培養是可以隨著人們認知能

力的發展，並透過環境、教育的影響下，逐步培養

而成的，意即人們對於色彩意象的價值是可以透過

相關訓練而產生的。 

然而，由於環境的改變、經驗的積累、知識的

增長，人們的色彩價值觀都有可能發生變化。為了

增進教學的效果，教師應深入瞭解如何激勵學生學

習動機，並採取有效的激勵策略，並正面影響學生

的學習動機，使其更加投入於學習活動。也希望教

師能多引用實際生活上的例子並導入適當的教學

方法來幫助學生們了解這些抽象的概念。而本研究

透過前測與後測相隔兩週的研究設計已經著實降

低學習效應的程度，亦可以推測學員們透過學習而

培養出的色彩價值觀可能是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持

久性的。然，此成果將可提供相關文化與藝術教育

領域，進行延續性的行動研究參考。 

完整的色彩意象分析上，應透過完整的行動研

究(Action Research)長期觀察受試者後續之作品發

展；故本研究在相關的資源與物理限制狀況下，先

進行階段性之數據論證，並為後續研究提出以下兩

點建議參考。 

1. 增加受測族群與持續追蹤：  

本研究所施測的學齡兒童集中於國小三四年

級，於族群代表性上可於後續進行實驗族群擴

散，將上下級群之一二年級或五六年級生進行

群組實驗；同時亦可搭配每學期或每學年之美

術實作課程，觀察長期色彩意象之行動反應。 

2. 色彩問卷層級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於京劇臉譜中，除了黑白色系為主要色調使用

上，亦有其他輔助色系的使用能帶出相關正面

與負面角色的隱喻概念。後續相關研究亦可對

相關色系進行概念層級分析，細緻地探討相關

色系之概念改變程度。 

 

表 16 數值分析結果彙整表 

檢測

類別 
黑色系 白色系 

前後測變化

比較 

主色

系選

擇 

前測 57% 

後測 11% 

前測 11% 

後測 43% 

黑色系減少

46% 

白色系增加

32% 

黑白

用色

比例 

前測 48.6% 

後測 16.3% 

前測 7.1% 

後測 43.3% 

黑色系減少

32.3% 

白色系增加

36.2% 

性別

差異 

P=0.318>0.

05 
P=0.972>0.05 

接受 H0，拒

絕 H1 

無顯著差異 

年齡

差異 

P分別為 

0.943、

0.923、

0.997 

P分別為 

0.494、0.976、

0.688 

接受 H0，拒

絕 H1 

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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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 of color image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art. Color image symbolizes the visual excitement 

and perception based on the colors used. And it may directly influence human’s emotional cognition and 

reactions. However, nowadays, with the current popular concepts of colors, whether there is any heterogeneous 

color image concept which can change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and even influence judgments is an issue worthy 

exploring b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art.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this study is the facial makeup in Beijing operas. And besides the fact that the facial 

makeup in Beijing operas is very representative in global art,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of choosing it is the color 

image used. The concept of color usage for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thoughts and backgrounds, such as loyal, 

unscrupulous, good, and evil characters,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one. 

Thus, this study taught the color image of the facial makeup in Beijing operas to school-age art students and 

sampled colors from actual makeup for the characters done by the students. Then, the hypothesis testing 

technique based on statistical theories was applied. The core colors used by the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 were analyzed along with the students’ demographic data, including the data of their genders and ag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after the school-age students learned more about the color image of the 

facial makeup in Beijing operas, the color features of the makeup they did for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is means that even though the students had the common concept of color 

usage in mind,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influence their internal cognition and external color usage behaviors 

through other color concept related courses. This result can be provided to the fields of cultures and art education 

a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and continuing action research. 

Keywords : Concept Learning、Facial Makeup in Beijing Operas、Color Image、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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