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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意的激發與實現 

──在國小的試探性實驗研究 

An Exploratory Experimental Study on Emergence and Practice of Children 

Creativity in Art Production 

張玉山 

花蓮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 副教授   

摘  要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以及社會多元化的發展，

創造力已成為未來世界公民的重要基礎能力。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生在

藝術創作方面的創造力表現，從創思的激發，到創意的藝術實現。本研究

以花蓮縣一所國小六年級學生為樣本，進行試探性的教學實驗，主要研究

發現包括：（一）學童在創思訓練及選定構思方面的創意性，均高於原始的

構想創意；（二）學生最後的作品創意與原始構想、練習構想、及選定構想

的創意性，均無顯著相關；（三）原班教師及實驗教學教師認為，設計與製

作方面的困難度，可能會使學童放棄新奇的構想，轉而製作較平常簡單的

構想。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國小藝術創意教學以及後續研究方

向，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參考。 

關鍵詞：藝術，創意，設計，製作，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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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與動機 

廿一世紀是劇變的的時代，資訊科技迅速發展與流通，社會多元化的

腳步也越來越快，創造力成為新時代公民重要的基本能力，而由創造力所

激發出來的創新，則成為國家發展的基礎。教育部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

的規劃下，宣示將以創造力教育作為貫穿日後教育改革之重點，並自九十

一年起，將整合部內各司處室相關資源與計畫，結合政府各部門與民間力

量，以前瞻性、整體性、國際性、永續性為考量，有系統的規劃、執行、

考核有關創造力教育之計劃，以逐步落實「打造創造力國度 ROC （Republic 

of Creativity）」之願景（教育部，民 90；民 91）。 

不論國內外，在藝術教育的領域中，針對藝術創造力（係指在藝術創

作領域所展現的創造力）所進行的系統研究並不常見。由於創造力的理論

與研究，多半在心理學的領域中進行或建構，因此，也有學者認為藝術創

造力就是一般的創造力，加上藝術表現能力之謂。因此，當一個人表現出

創造思考能力，同時也具有藝術表現技法時，是不是就一定能創作出美的

藝術品。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深入探討。因為我們一旦能瞭解藝術創意的產

生，以及藝術創意之所具體化為創作品的過程時，我們便能將之作為教學

設計的基礎，更能發展適切的教學活動，來啟發或培養學生的藝術創造力。 

貳、文獻探討 

從國家及社會整體角度來看，創造力是提升競爭力的基本要素，在藝

術創作領域中，創造力也是不忽視的。Spaniol（1995）以素人藝術家為對

象，探討創意發展、動機、及創作過程，發現藝術創作是自我表現、自我

瞭解、自我療原（self-healing ）的結果，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因此，本

文不僅重視創造力的重要性，更強調應該從藝術創作的本質裏面，去深入

探討藝術創造力（art creativity），以便對藝術創造力有更直接而深入的瞭解。 

一、創作的歷程與方法 

Foster, M.T.（1992）所規劃的創意設計課程，包括探索、操作、建立

樣板、執行、及評價等五大創作歷程（creative process）。在這樣的歷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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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採取的創思方法則有許多，最常被用在設計與製作領域的，當屬

取代、組合、調變、放大、縮小、除去、以及重排等七種（Barnes，1993；

張玉山，民 89a、民 89b、民 90a、民 90b）。 

(一)取代：將原有事物的部份或全部，以新事物取而代之。 

(二)組合：將兩個以上的構想或事物加以結合。 

(三)調變：將原事物的用途，作功能上的轉變。 

(四)放大：將原事物的尺寸加以放大。 

(五)縮小：將原事物的尺寸加以縮小。 

(六)除去：將原事物去除掉其中的一部份。 

(七)重排：將原事物的安排方式或順序，加以巔倒或改變。 

二、創作的要素與條件 

有關藝術創作的要素與條件，學者的看法相當岐異，茲列舉重要的典

型如下： 

(一)Barnett（1998）認為，兒童的創意藝術作品不只是創意的表現，更是成

長與發展的體認與展現，例如從塗鴉、線畫，到半具像的發展歷程。 

(二)Cornia, Stubbs, & Winters（1994）認為，啟發學生藝術創造力的課程，

必須將創造力的知識、想像力、及評量因素，整合入藝術的感知、思

考、價值、與技法（perception, thinking, valuing, and art skills），才能有

效發展學生的藝術創作能力。 

(三)Clark & Zimmerman（1992）除了從作品、藝術特長、藝術天才的具備等，

探討資優生的視覺藝術專長，更從文化、學生特質、創造力、技法、

認知能力、情意態度、興趣、動機、潛力、創作過程等方面，加以探

討。資料來源則包括標準化藝術測驗、智商、成就與創造力測驗、學

生背景、人格、價值觀、及年齡等資料。 

(四)Hirst（1992）對藝術創作者進行訪談後指出，缺乏自信、恐懼、沮喪等

感覺，都會阻礙創意的產生；放鬆、變換新方向而努力、以及擺脫權

威人士的意見，則有助於克服障礙。 

(五)Irwin & Reynolds（1992）對二十位藝術家及教師訪談之後指出，創意表

現受到社會、文化、倫理、及歷史的影響很大，而激發創意的條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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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時間、材料、合作的氣氛、安全感、及自由自在的感覺。 

從以上五種主張可以發現，藝術創造力的展現，包括自發性表現力

（Barnett,1998）、一般創造力與想像力、作品、藝術的感知、思考、價值、

與技法（Clark & Zimmerman, 1992; Cornia, Stubbs, & Winters, 1994）、個人精

神狀態（動機、興趣、自由自在與自信）、環境（材料、時間與氣氛）與文

化（歷史文化與倫理）（Hirst, 1992 ; Irwin & Reynolds, 1992）。 

三、作品的創意 

創造是「根據一定目的，運用所有已知的訊息，產生出某種新穎、獨

特，有社會或個人價值的產品的能力」，這個定義是根據產品或成果來判別

其創造力的，其判別的標準有三：即產品是否新穎、是否獨特、是否具有

社會或個人價值（陳李綢及郭妙雪，民 87）。 

針對藝術創作的創新性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見。但是在工藝領域中，

Moss （1966）以獨特性（unusualness）及實用性（usefulness）來界定學生

在工藝教育活動中，所製作產品的創新性（Michael，2000）： 

(一)獨特性（unusualness）：有創意的產品，一定會有某種程度的獨特性。

理論上，獨特性可以用出現率來加以衡量，出現率越高，表示獨特性

越低，反之，出現率越低，即為獨特性越高。 

(二)實用性（usefulness）：創意的產品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實用性，但實用

性的產品則不一定是有創意的。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能「用」，甚或「值

得一用」，才算是創意產品的基本要件，完全脫離問題需要或毫無關聯

的產品，是不具創意的。 

(三)獨特與實用的結合（combining unusualness and usefulness）：當產品同時

具備獨特性與實用性時，那就是有創意的產品了。反之，如果產品的

實用性或獨特性降低時，整體的創造性也就跟著降低了。 

Besemer & Treffinger（1981）、Howe（1992）、Michael（2000）、Coste（1996）、

毛連塭（民 89）洪榮昭（民 88）等人也都曾經針對產品創意（或工藝品創

意）提出看法，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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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產品創意的指標 

 新奇與原創 實用與價值 

精密 

與 

完整 

 新穎的 原創的 獨特的

具有社會

或 

個人價值

實用性 

實用 

與 

獨特 

精密完整 

洪榮昭（民 88） 樣式 

材料 

機能 

創新 

應用 

     

朱敬先（民 87） ＊ ＊ ＊     

陳李綢及郭妙

雪（民 87） 

＊  ＊ ＊    

Moss（1966）   低出現率  有效用的 ＊  

Besemer 

&Treffinger 

（1981） 

嶄新

的： 

產品 

材料 

設計 

   功能性 

有效性 

耐用性 

 精巧精細 

 

Michael（2000）  原創對傳統 

老掉牙對新鮮

常見對稀有 

獨一無二對平凡

預料中對新奇

  無用對有用 

可行對不可行

切實可用對不

切實際 

無效對有效 

  

 

Amabile（1988）  ＊   ＊（效用）   

Coste（1996）  ＊   ＊  ＊ 

毛連塭（民 89） 變化   價值性

經濟性

便利性

多用性  精美性 

＊代表提及相關（類似）的概念 

從上表可以看出，學者對於成品創新性的分析，可以利用「新奇與原

創、實用與價值、精密與完整」三個向度來予以架構。在「新奇與原創」

向度中，包括特別的、新鮮的、不常見的、獨一無二的、新奇的。在「實

用與價值」向度中，包括功能很好、很耐用、多用途、經濟性、便利性。

在「精密與完整」向度中，包括精密、完整、精美。如果利用此一架構，

檢視藝術作品的創意時，不難發現，藝術創作的新奇與原創、精密與完整

等原則，都相當一致，唯獨在實用與價值方面，藝術創作的表現性、傳達

性與社會的接受度，應該是「實用與價值」向度中的具體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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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意的引導與激發 

Ringold & Rugh （1989） 針對美術家與作家的創作歷程，提出七項基

本方針：1.相信你自己的判斷；2.重視你自己的創意；3.允許自己玩一玩，

放縱一下；4.把點子試一試；5.仔細地選擇工具；6.勇於從新視角看世界；

7.在創作歷程中，要不斷自我挑剔。王其敏（民 86）在其視覺創意思考方

法中，特別強調腦力激盪、自由聯想技術、形態分析法、強力組合法、以

及文字分合技巧等五種方法的應用。而在量中取質、文字口語表達先於圖

象表達的前提下，圖像表現的策略包括卡通化、幻想、裝飾、動態、……

漸變、以及特殊製作技巧等四十二種方法。其整體模式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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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視覺創意思考方法發想過程 

（資料來源：王其敏，民 86，頁 133） 

就以上述創意表現的歷程模式中，教師可以掌握到許多創意激發的要

點。Hale & Roy（1996） 提出創意藝術教學的重要原則包括：(一)創作過

程比結果更重要；(二)不要將著色本或著色圖案交給學童；(三)不要將學童

的作品互相比較；(四)不要示範畫畫的方法；以及(五)不要禁止學童塗鴉。

呂宜親（民 90）整理 Tiedt、Durrant & Welch、Brittain、陳龍安等人的相關

文獻後認為，應用視覺創意思考的教學，應該注意的項目包括以下九項： 

(一)運用基本的創意思考技巧與概念之範圍應盡量擴大，可從事物的外

觀、結構、連鎖、反應、刺激等方面產生不同的想法。 

(二)注意活動的層次與步驟。 

(三)老師必須將實施各項活動的時間作適當的規劃與掌控，使學生有充分

的時間想像、構思、表現與分享，但不能流於形式而失去創造的意願。 

(四)發展學生獨立、自我肯定和自我約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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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養學生思考的流暢性、變通性、獨創性與精密性。 

(六)強調過程而不是結果。 

(七)鼓勵學生參與，延緩批評，並刺激與回饋一般性的思考，以幫助學生

連結構想。 

(八)發掘與鼓勵團體活動中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以影響同伴達到共同學

習創造與表現的目的。 

(九)創意表現的評量，應以學習過程中思考的流暢性、變通性、獨創性與

精密性等四方面來評定。 

從以上文獻可以發現，許多有關藝術創意的觀點，多引自於一般創造

力理論，融入於創作的歷程。這樣的思考邏輯提供我們進行相關研究與教

學設計的基本參考。在另一方面，藝術創造力也可以從表現力方面、創作

歷程方面、以及作品創意方面來進行深入的、紮根理論的探究，以便能深

切掌握藝術創造力的真實本質。 

參、研究方法與工具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生創作活動的創意激發與實踐。具體而言，本

研究的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四項： 

(一)瞭解國小學生面對創作活動時，創思練習的創意性。 

(二)瞭解國小學生面對創作活動時，決定構想的創意性。 

(三)瞭解國小學生面對創作活動時，最終作品的創意性。 

(四)瞭解實驗教師對國小學生創意教學的看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整體的資料蒐集方法包括：教學實驗。因本研究屬於試探性研

究，因此教學實驗採取單組前後測的實驗設計，練習效果及成熟效應可能

會影響本研究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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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花蓮縣吉安鄉的國小六年級學生為樣本，進行創意教學實驗。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包括教學活動設計及創意評量表。教

學活動設計係以研究者自行發展的「主題風車」活動為主。主要的教學程

序包括「成品展示與說明、初步構思、創思訓練、決定構想、製作作品、

發表與評量」。 

創意評量表則是根據相關文獻分析結果，參考威廉斯創造思考量表的

測驗項目，擬定創意評定項目與標準，茲分述如下： 

(一)創思練習的評分項目：包括構想獨特性及標題創意 

構想的獨特性給分標準為： 

1 分：和樣品相似或與生活常見事物一樣，沒有變化。 

2 分：是不一樣的東西，有變化，超乎想像的。 

標題創意的給分標準為： 

1 分：單純命名，例如「豬的耳朵」。 

2 分：加上具體形容詞的命名，例如「大耳豬」。 

3 分：加上抽象形容詞的命名，背後蘊含故事情節，可以引伸或發揮者，

例如「魔法豬」。 

(二)作品評分項目 

1. 構想獨特性：如上之給分標準。 

2. 標題創意：如上之給分標準。 

3. 造形變化：造形有變化，表現力強者，給 1 分，否則 0 分。 

4. 裝飾美感：裝飾精緻，有美感者，給 1 分，否則 0 分。 

5. 色彩變化：色彩搭配活潑明快，有變化，給 1 分，否則 0 分。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平均數考驗及相關分析，分析受試學生在各階段構想的創意

性，瞭解其高低比較及相關程度。至於實驗教師的反省紀錄，則以歸納式



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385

的分析（inductive analysis）來處理這些質性資料。 

肆、發現與討論 

一、各階段的創意性 

本研究教學實驗所採教學程序包括「成品展示與說明、初步構思、創

思訓練、決定構想、製作作品、發表與評量」等步驟。受試學生在初步構

想階段、構思練習階段、決定構想階段中，所產生構想的創造性（包括獨

特性及標題創意）平均數如表二所示。 

其中，練習構想及決定構想的創造性均高於初步構想，如表三所示。

可見學生可以在適當的引導下，瞭解創思方法，並應用在作品的設計與製

作中。 

但是從各階段構想的創造性相關系數來看，初步構想與決定構想有相

關之外，其餘各階段的構想創意性均無相關，如表四所示。這意味著，受

試學生的初步構想與決定構想之間，有一些共同因素，直接或間接使之產

生相關性，此因素可能是創意價值觀或創作習性。另一方面，作品創意性

也與前三階段的構想創意性無顯著相關，也顯示受試學生的設計實作與純

粹構思之間，有明顯的落差，這也印證了藝術創造力必須有足夠表現技法

為其基礎的說法。換句話說，為落實國小學生藝術創造力的培養與實踐，

基本的設計與表現技法，仍應該逐步加強訓練。 

表二  構想的創造性 

 MEAN N SD 
初步構想  1.57  30  .97 
練習構想  2.99  30  .65 
決定構想  2.63  30  1.43 

表三  構想創造性的平均數考驗 

 t N P Value
初步構想--練習構想  -6.799** 29 .000 
初步構想--決定構想  -4.209** 29 .000 
練習構想--決定構想  1.209 29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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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各階段構想的創意相關性 

 初步構想 練習構想 決定構想 作品創意 造形變化 裝飾美感 色彩變化 
初步構想 1.000 

 
.003 
.983 

.351*
.029

.033

.842
.167
.350

-.026 
.884 

-.085 
.633 

練習構想  1.000 
 

-.048
.739

.107

.470
-.041
.795

.000 
1.000 

.356* 
.026 

決定構想   1.000 .072
.641

.117

.485
-.043 
.798 

.101 

.546 

作品創意   1.000 .663**
.000

.700** 
.000 

.701** 
.000 

造形變化   1.000 .262 
.158 

.428* 
.021 

裝飾美感   1.000 
 

.321 

.084 
色彩變化    1.000 

 

*<.05, **<.01 

二、作品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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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教師的看法 

本教學活動由研究小組所訓練的實習教師林老師到國小與朱老師共同

合作，進行教學。茲將其教學反省紀錄整理如下。 

(一)整體活動流暢，難易度適切 

這個教學構想蠻有意思的。因為一般美勞課比較沒有這麼完整的設

計，可以讓小朋友先進行創造性思考，然後將創造性思考的結果，具體化

為一個作品呈現出來，我覺得這樣的過程很完整。小朋友參與的很快樂。

小朋友會覺得蠻有成就感的。這樣的教學很成功，這樣的構想非常棒。……

小六蠻適合的。在九年一貫中，六七年級應該會很適合。（朱） 

剛開始，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說，這個教學活動太難了，可是教到後面

時，發現這個教學活動很好，因為它有一點難度，又很有活動性，有可以

玩，能夠引發他們的興趣。（林） 

(二)只要有適當的引導，學生樂於創新創作 

這個班的體能活動很棒，但是對音樂美術方面，就比較欠缺積極的投

入和優越的表現。不過，就整體來說，這個活動的表現，已經明顯優於以

往的美勞創作了。（朱） 

剛開始的引導很重要，讓他們做一個有趣的東西，和平常學習不一樣

的東西，讓他「胡思亂想」都可以，他們會比較投入。（林） 

(三)簡化教學程序與任務，降低難度，更有利於激發創意 

後面最難的是繪製草圖，很多小朋友都不會畫草圖，如果以後要繼續

實施的話，有必要修改一下，乾脆直接省略，不要畫草圖，直接畫零件的

部份就可以了。（林） 

有可能是知易行難吧。小朋友的構想容易天馬行空，但是要實際製作

的時候，可能遇到一些困難，但是小朋友並沒有努力克服它，沒有愈挫愈

勇。於是小朋友轉而選擇較平常的，較簡單的來做。有可能是製作方面的

難度所致。（朱） 

(四)引導構想，除了舉例，更要引導創新 

他們的構想很兩極化，有些小朋友的構想很有創意，有些則會模仿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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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寫。比如說，剛開始時，老師會舉一些例子，結果小朋友就直接寫那

個例子。老師就要利用各種方法引導他，做不同的思考，比如說，告訴小

朋友從一天起床開始，做那些事、做那些運動，看到那些東西，都把他們

拼湊起來，或是給他一個想像的情境，比如說你在夏威夷啊，可能會看到

椰子啊之類的東西、然後他們才想其他的東西。……要不然，我們給他的

例子是動物，他們就有很多人都想動物，那麼，我就會用假設情境的方法，

讓他們去聯想日常生活的用品。（林） 

(五)創作會受到個別觀念的影響，創新變化也必須合乎學童的價值 

有些小朋友很堅持自己的想法，我會暗示他們選特別一點，告訴他們

有很多小朋友都是做動物和翅膀，你要不要做別的東西，比較特別一點。

但是還是有部份小朋友蠻堅持的，就是不願意修改。（林） 

(六)動機與企圖心很重要，會影響創作的意願和挑戰難度的意願 

也有另一個可能，就是這些學生是畢業班，整個心渙散下來，對活動

沒有認真參與。如果這個活動擺在平時學期中的話，應該會有更好的表現

才對。（朱） 

(七)基本操作方法必須講解十分詳細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製作的步驟要講解的很清楚，尤其是一些製作技

巧，一定要示範的很清楚。（林） 

(八)構圖、色彩運用等能力，會直接影響學童的創意實現 

他們很堅持自己的想法，我會暗示他們選特別一點，告訴他們有很多

小朋友都是做動物和翅膀，你要不要做別的東西，比較特別一點。但是還

是有部份小朋友蠻堅持的，就是不願意修改。……至於為何要堅持，比如

說椅子啊，可能是比較容易構圖，比較容易做吧！（林） 

對於美工能力較差的小朋友，我會暗示他們，要不要把色紙的顏色搭

配改變一下，試試看會不會比較漂亮，或者要不要把外形再修改完整一點。

（林） 

(九)展示其他小朋友的創意，會提供刺激與鼓勵。小小的競賽氣氛，也能

激發創意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每一個過程中，我一定會把比較特別或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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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出來，我覺得這個步驟對其他小朋友很重要，影響很大。（問：那

會不會造成其他小朋友的模彷）不會耶!他們會知道別人的東西比較完整一

點，比較精緻，就會要求自己的作品也要完整、精緻。在構想方面也是一

樣，我會把比較有創意的構想提出來，問問小朋友，「這個構想很有創意，

有沒有其他小朋友可以有更好的創意，來打敗它，當上創意冠軍王」。老師

要用新潮的語氣來帶動他們。（林） 

(十)充足的時間，減少時間的壓力，更可以讓學童充分發揮構想，實現創

意 

在色彩搭配運用上，整體不錯。在創意上，應該還可以更好。比如說

特殊的作品，並不算太多。……有些學生的作品還是用動物的翅膀、耳朵

等等身體的一部份，和原始展示的教具很接近，並沒有跳脫出來。（朱） 

關於朱老師提到的看法，我非常的認同，許多小朋友無法跳脫老師示

範的成品，……因為那天我並沒有完整的和所有三十八位同學討論過，後

來有一些動作較慢的同學，就直接讓他們製作了，因為擔心時間不足，為

了少數幾位同學而影響進度，所以沒有再個別指導他們，當然這也是創意

教學最大的缺失：趕時間，清楚知道要給同學充裕的時間製作，不過心裡

就會一直惦記著還剩多少時間，還有哪些沒有完成，這是我這次教學最大

的缺點。（林） 

()提供圖案資源及其他教學資源，不僅有助於學童引發更廣泛的創意，

更有助於學童的設計與表現 

那天帶去的圖案書，偏向動物昆蟲之類的，可能是這樣，所以小朋友

看過之後就集中製作這類的作品。以後我們可以準備的圖案可以多種一

點，比如蔬菜、水果、日常用品之類的都可以。我們帶的東西也是關鍵，

因為小朋友會覺得，我看到的都是昆蟲和動物，如果我改用其他的東西，

就沒有圖片來源了……再來就是教學資源的不足，我們帶去的圖庫太少

了，以至於有些同學可能有很好的構想，可是畫不出來，所以在最後決定

製作主題還是使用簡單的構思（比較沒有創意的構思）；如果再給我一次機

會再進行教學，我想我會做的更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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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成品展示與說明、初步構思、創思訓練、決定構想、製

作作品、發表與評量」等步驟，進行創意教學實驗。除了透過各階段的創

意評量，更輔以實驗教師反省紀錄，作為印證。本研究主要結論包括： 

(一)只要有適當的引導，學生樂於創新創作。 

(二)學生的創意構思與實際製作之間，會有明顯落差。 

(三)學生的創意表現，明顯受個別基本藝術表現能力的限制。 

(四)簡化教學程序與任務，降低難度，適度舉例與引導創新、引發動機與

企圖心、詳細講解基本操作、展示其他小朋友的創意、營造小小的競

賽氣氛、充足的時間、提供圖案資源及其他教學資源等措施，不僅有

助於學童引發更廣泛的創意，更有助於學童的設計與表現。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發現，茲針對國小藝術創造力教學，提出建議如下： 

(一)加強創思方法的介紹與練習。 

(二)加強藝術技法能力的訓練。 

(三)鼓勵學生從事創新性的藝術表現，營造尊重創新的風氣。 

(四)充實教室中的視覺藝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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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目標 

1.讓學生學習創意構思 

2.讓學生學習創新性的設計與製作 

教學資源 

木條：40 支（18*18*300，已鑽孔，端面ψ4*30，側面ψ2.0mm 通孔） 

竹筷：40 支 

竹籤：80 支 

色卡紙：80 張（8K，風車、自創造形各一張） 

色紙：20 包（10 色，蠟光，每兩人一包） 

鐵絲：40 支（ψ1.6mm，20cm） 

透明膠帶：20 卷（寬 1.0cm） 

教學程序 

一、展示樣品 

1.作品展示：用故事的方式，有趣地展現各個主題作品。 

2.說明整體的動態效果：風車轉動以後，會帶動主體的動作，變成有主

題的風車。 

3.整體製作方法：簡要地說明整體製作方法，是由一個風車，利用一根

彎曲的曲軸，將一個可以活動的主體，帶動起來。 

4.各部份的製作方法：活動的主體是用一根竹筷子支撐起來，利用活動

的紙環，以及兩根可以擺動的連桿（竹籤）黏接而成。介於風車與活

動主體之間的，是一根彎曲的鐵絲（直徑約為 1.6mm~1.8mm，鐵絲太

粗，不易作彎曲處理，直徑太細則又容易變形）。 



藝術創意的激發與實現─在國小的試探性實驗研究 

 392 

 

樣品一：突變的桃利羊 

 

樣品二：愛說謊的木偶鳥 

 

樣品三：睡夢中的大耳象 

二、構想與討論─→一定要用手寫下來，教師可以選擇性地鼓

勵特別的構想。 

1.構思身體的部份：可以是任意動物或物品，例如蟲、魚、鳥、獸、或

是電腦、汽車等。 

2.構思擺動的部份：同樣可以是任意的部份，例如翅膀、手掌、電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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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月亮等。 

3.任意組合：利用構想表的方式，將固定片及活動片，作任意組合，看

看能得到什麼結果。 

4.構想命名：為自己所激盪出來的構想，取一個名稱。同樣地，也填在

創意構想表當中。 

5.選擇創意主題：從眾多的構想表當中，給自己設計的主題，取一個特

別的、有趣的名字。並選出二到三個特別的構想，排定優先順序。 

6.發表構想：教師挑選特別的、可行的構想，讓同學發表出來。 

7.大家依序選出自己第一優先的特別構想，加以修正，或選擇其他的構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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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構想練習表 

班級：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生  □女生 

 

表一  第一次的構想 

我想做的風車主題名稱是（有趣又特別的）： 

 

固定片是： 

 

擺動片： 

 

 

表二  創意構思表 

編號 固定片 擺動片 
主題名稱 

（有趣又特別的） 

1 
 

 

 
 

2 
 

 

  

3 
 

 

  

4 
 

 

  

5 
 

 

  

 

表三  最後決定的構想 

我想做的風車主題名稱是（有趣又特別的）： 

 

固定片是： 

 

擺動片： 

 



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395

三、繪製草圖--→鼓勵展示草圖 

1.學生利用教師所提供的立體圖範例，練習繪製簡單的等角或斜視立體

圖。 

2.學生開始構思主體片及擺動片的形狀，繪製各零件的平面圖。教師可

以個別引導學生作繪製，也可以提供卡通造形、動植物造形、常見物

品造形等圖片給學生參考。 

3.教師展示三到五件草圖作品，展示學生的特殊創意。 

  

參考框線─→利用框線來畫立體草圖 

四、裝飾造形主體─→引導創意設計 

1.教師示範基本設計的方法，讓學生自由選用一種基本的設計模式（例如

利用簡單幾何圖形作重複設計），來裝飾擺動片及主體片。 

2.建議使用高彩度、高對比的色彩，使用彩色筆上色，或利用蠟光色紙來

剪貼，都能獲得較高的彩度。另外，如果能用彩色比或麥克筆勾勒輪廓

線，也可以提高造形的清晰度與活潑性。 

五、製作造形主體--→詳細的製作教學 

1.教師示範一步，學生跟著做一步，剪下主體片和擺動片，並黏合起來。

示範的時候，同時提醒學生必要的安全注意事項。（黏合時，應注意

位置及角度，以便作品有最好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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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示範紙環及小連桿的作法。（小連桿長約 5～6cm）（紙環太緊，

會使動作卡得比較緊，太鬆又會使擺動片搖搖晃晃，影響效果） 

3.教師示範主體的接合。（小連桿和紙環的黏接，必須讓小連桿可以自

由擺動角度）（小連桿和擺動片的接合位置，約與中央距離 2～3cm 之

間為佳，一方面可以有較佳的動作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適中的

紙環移動距離） 

六、組裝作品 

1.教師示範鐵絲曲軸的彎曲方法。建議由教師協助（代為）折彎鐵絲，

以免失敗。（紙環上下移動的最大距離，就是曲軸轉動的直徑，也就

是說，紙環上下移動距離的一半，就是曲軸要折彎的距離） 

2.教師示範長連桿上下端點的固定。（當紙環移到最下時，曲軸也要擺

放在最低點的地方） 

3.將曲軸的另一端，折彎固定在風車扇頁上，而且折彎的長度越多越好

（約 2～4cm）。 

七、發表與展覽作品 

1.在課堂中學生輪流展示與發表自己的作品。發表內容包括作品主題以

及獨特的或有趣的故事內容。 

2.結合校慶或其他活動，舉辦作品展覽。（作品的接合處，應將膠布改

為白膠，以免鬆脫）（利用電扇，間斷時間的方式，每十分鐘轉動一

分鐘，產生風力） 

八、教學評量 

1.創意過程：以構想表及草圖為依據，評定學生創意構想的流暢性（數

量）、獨特性（特別的、少見的）、可行性（精密、實用有

效）。 

2.創意作品：以成品為依據，評定學生作品的獨特與原創性（少見、奇

特）、功能性（製作精密、運轉順利）、精美性（視覺美感、

表現力）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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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考資料 

一、創造力教學： 

1.給小朋友足夠的創作時間。 

2.教學內容簡單，讓小朋友有成就感，以產生興趣。 

3.學生在自主環境下學習。 

4.提供多樣的訊息和資源。 

5.不批評及嘲笑。 

6.材料越簡單越好。 

7.即時紀錄且進行實作。 

8.提供多樣的媒材。 

9.作品須有展覽機會。 

10.老師多問問題，讓小朋友多想並且發表自己的想法，或者進行團體討

論。 

二、創造力策略 

腦力激盪術；檢核表；列舉法（希望列舉法、缺點列舉法、屬性列舉

法）；分合法；情景幻想。 

三、創作教學過程 

外在刺激──（移情）→內創品──（即時紀錄草圖繪製）→材料技

法→創作品→展覽。 

四、創造力教學設計流程 

主題→變化（創新）→創作（創作過程、運用特別的材料）→發表→展

覽。 

五、評量重點 

敏感（覺）力、流暢性、變通性、獨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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