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主題名稱 

藝「塑」人間 

貳、課程說明 

一、設計理念 

過去，在美育的教學方式上，也許是較為分割而獨立的，然而，在九年一貫的

課程實施之後，站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我們在教學中發現，美的教育是可以貫穿於

各個領域的。在「藝術與人文」課程裡，老師可以透過各種的統整方法，將文化、

社會、自然、科學、體育……等各領域中美的元素提練出來，讓孩子從中去探索與

欣賞，體會「真」、「善」、「美」的真諦，讓藝術與人文教學呈現出更多元而且和諧

的面貌。 

基於上述的理念，當在設計一個以「雕塑」為主題的課程時，我們期望的，不

只是傳遞給學生如何完成一件「雕塑作品」的技術而已，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創作

歷程裡如何引導學生發掘潛在的「多元智慧」？如何了解藝術家創作背後的「動力」

與「艱辛」？如何學習欣賞藝術作品中曖曖蘊涵的「人文情懷」？一個滿載藝文關

懷、挑動身體韻律、創作性的雕塑教學設計在這個概念下誕生了。 

首先藉由本土藝術家朱銘先生的記錄片與作品欣賞，引導學生在系列作品中探

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體驗各種主題的人文情懷。「鄉土系列」～呈現質樸純

真的鄉土原色；「太極系列」～沉穩中蘊涵氣勢的各種不凡姿態；「人間系列」～人

生百態的凝望與各種運動姿態的呈現是人間系列不可或缺的主題。朱銘的“慈母

頌”展現對母親無限感念的追思之情，在教學中結合林文章

由人間系列「運動」為主題的作品延伸，以漸進的形式，發展由「靜」而「動」

的肢體動覺體驗，讓學生認識並了解身體律動與姿態之美。我們設計了感念母親辛

勞之「媽媽的一天」與充滿朝氣活力的「奧林匹亞運動會」等教學活動，透過模仿、

扮演、想像、身體韻律、團體遊戲、即興舞台等表演藝術活動，讓學生在活潑生動

的創作過程中，享受主動學習、與他人互動的樂趣，更養成尊重他人與分工合作的

團體觀念。 

老師的鄉土歌謠作品「阮

阿母那會攏無睏」，伴隨著悠美的音樂旋律，引發學生體會母親的辛勞與偉大，學習

如何體貼親心，表達對母親的敬愛之意。 

接著，選擇可塑性高的油土為主要媒材，從朱銘

 

多元的創作風格中，了解「雕

塑」作品素材的可能性，透過作品欣賞與自我肢體探索的律動教學後，同步呈現學

生律動姿態作品，多元豐富的教學情境佈置，更能啟發學生的創造能力，讓學生學

習藝術家鍥而不捨、不斷自我超越的創作精神，最後將一連串的學習歷程，轉化成

充滿力與美的實體作品，師生共同創作一座充滿愛的藝「塑」人間。 



二、課程目標 

  

（一）、介紹本土雕刻藝術家朱銘

         

先生的生平與創作歷程，了解自我超越的真諦。 

朱銘三個主要的創作主題如下：取材於自然與生活的「鄉土系列」，

展現質樸純真的鄉土原色。氣勢磅礡的「太極系列」兼具傳統與現代美

感，呈現太極功夫的多元樣貌。「人間系列」表達朱銘入世的關懷以及對

人生百態的觀察。經由朱銘美術館記錄片與簡報的作品介紹，認識朱銘

 

先

生「藝術即修行」與不斷超越自我的藝術觀，亦從作品中去探索與欣賞

雕塑之美。 

（二）、籍由慈母碑等雕塑作品體會母親犧牲奉獻的精神，感念母親的恩情。 

      走進朱銘藝術館

 

中，隨處可見母子雕塑作品，一片片和樂融融的天

倫景像令人神往，更表達朱銘對母親的無限感念。藉由這些圖像，引導

學生感受母親平日無怨無悔、犧牲奉獻的精神，進而體會及時行孝的重

要性。 

（三）、能欣賞雕塑作品與覺察人體律動美感。 

      學習欣賞雕塑作品之美，認識雕塑的重要元素有空間、質感、量感、

動感和平衡感等，在動態中取得平衡更是作品成功的要訣。人體本身也

是一件美麗的藝術品，因此，藉由人體不同的姿態展現，捕捉律動美感。 

 

（四）、學生能充份發揮創意，透過音樂律動，利用身體表達出各種不同的肢體語

言並享受同儕合作的樂趣。 

        經由「武林大會來對招」、「媽媽的一天」、「奧林匹亞運動大會」、「母

子珊瑚樹」、「人間百態」等子單元，透過模仿、扮演、想像、身體韻律、

團體遊戲、即興舞台表演等活動設計，讓學生盡情發揮創意，展現肢體

律動百態。在一連串的互動遊戲中，感受同儕合作樂趣，更養成尊重他

人與分工合作的團體倫理觀念。 

 

（五）、學生能運用多元的媒材技法，完成以身體動態為主題的雕塑作品。 

         不同的材料有其不同的特性，掌握媒材特性，才能善用材料，呈現

完美樣貌。有鑑於此，本教學設計中，教師除透過詳細說明與實物展示，

讓學生了解媒材特性之外，更以肢體語言視覺圖片和學生自己創作表演

的照片為引，觀察肢體律動方式，融合雕塑技巧，完整塑造自己的作品。  



三、教學對象 

國小五年級 

四、教學時數(含總時數與節次分配) 

 

子題 節次 活動內容 教學重點 

認識雕塑

的藝術 

第

一

節 

 認識藝術修行

家～「朱銘」 

1、透過DVD認識本土雕塑藝術家『朱銘

2、籍由『

』。 

朱銘』的生平介紹，體會自我超越

的真諦。 

第

二

節 

 朱銘

 雕塑藝術介紹 

先生作品

欣賞 

1、欣賞朱銘

2、籍由

雕塑作品與覺察人體律動之美

感。 

朱銘

3、欣賞『阿母那會攏無睏』鄉土歌謠。 

作品『慈母碑』體會母親犧牲奉

獻的精神，感念母親的恩情。 

4、『雕』與『塑』的在創作過程中的意含。 

5、雕塑藝術的特性與構成元素。 

我的Body 

Party 

第

三

節 

肢體律動 

 武林大會來對

招 

 媽媽的一天 

 奧林匹亞運動

大會 

1、模仿朱銘

2、觀察媽媽的生活動態，體認母親的辛勞。 

雕塑作品動作，進行配對遊戲。 

3、以運動為主題將動態的肢體表現，轉化為

靜態的定格方式呈現。 

4、能配合音樂律動，展現肢體創意。 

5、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第

四

節 

團體遊戲 

 母子珊瑚樹 

舞台創作走秀 

 「人間百態」 

1、透過肢體動態表演，發揮合作精神，共同

表現創意。 

2、學生能充份發揮創意，透過音樂律動，利

用身體表達出各種不同的肢體語言並享

受同儕合作的樂趣。 

Show出雕

塑創意 

第

五

｜

六

節 

雕塑創作 1、展示肢體動態圖片，讓學生看圖說故事，

引導學生完成創作理念說明。 

2、展示學生第三、四節的肢體動態照片，輔

助學生完成創作構思。 

3、認識油土及學習雕塑的技巧。 

4、利用油土及其他媒材完成雕塑作品。 

5、作品發表與觀摩。 

 總教學時數合計：六大節共 240分鐘 



五、教學領域或科目（可以是單一領域或是跨領域） 

 

教學子題 藝術與人文 語文 健康與體育 

認識雕塑

的藝術 

 認識藝術修行家

～「朱銘」先生 

 透過錄影帶介紹

木土雕刻家朱銘

的生平，了解自

我超越的真諦。 

 

 朱銘

 籍由

先生作品欣

賞 

朱銘

 雕塑藝術介紹 

作品

『慈母碑』體會

母親牲奉獻犧的

精神，感念母親

的恩親 

 能充份表達感受

與發表意見。 

 欣賞『阿母那會

攏無睏』鄉土歌

謠(閩南語)。 
 

 

我的 Body 

Party 

 能配合音樂律

動，展現肢體創

意 

 能發表媽媽的生

活動態，體認母

親的辛勞。 

 在活動中表現身

體的協調性。 

 能運用肢體語言

表達出各種意念 

 透肢體動態表

演，發揮合作精

神，共同表現創

意 

  能運用身體與同

儕共同展現肢體

創意。 

Show出雕

塑創意 

 能構思油土雕塑

的主題與內容 

 

 會運用多元的媒

材、適當的技

法，完成創作 

 能將作品主題與

創作理念運用文

字表達 

 

 

 

 

 

 



六、課程架構 

 

主題 

 

 

 

 

 

 

 

 

 

 

 

 

 

 

 

 

 

 

 

 

 

 

 

 

 

 

 

 

 

 

 

時間 

子題 

藝「塑」人間 

一、朱銘先
生的生平
與創作歷
程，了解自
我超越的
真諦。 

二、籍由慈
母碑等雕
塑作品體
會母親犧
牲奉獻的
精神，感念
母親的恩
情。 
 

三、能欣賞

雕塑作品

與覺察人

體律動美

感。 

我的 Body Party Show出雕塑創意 認識雕塑的藝術 

1. 認識朱銘先生

的生平與創作歷

程，了解自我超越

的真諦。 

2.能體會母親犧

牲奉獻的精神，感

念母親的恩情。 

3.了解『雕』與

『塑』的在創作過

程中的意含。 

4.了解雕塑藝術

的特性與構成元

素。 

1.能模仿朱銘雕塑

作品的動作。 

2.將動態的肢體表

現，轉化為靜態的定

格方式呈現。 

3.能配合音樂律

動，展現肢體創意 

4.能在活動中表現

身體的協調性。 

5.能發揮合作精

神，共同表現創意 

享受同儕合作的樂

趣。 

 

1. 能了解油土特

性並學會使運用

雕塑的技巧。 

2. 能將創作理念

與創作說明利用

文字表達。 

3.學會利用油土

及其他媒材完成

雕塑作品。 

4.籍由同儕作品

欣賞，表達自己對

藝術創作的審美

經驗與見解。 

課程

目標 

單元 
目標 

六節課(240 分鐘) 

四、能充份
發 揮 創
意，表達出
各種不同
的肢體語
言並享受
同儕合作
的樂趣。 

五、運用多
元的媒材
技法，完成
以身體動
態為主題
的雕塑作
品。 



教學 

資源 

 

 

 

 

 

 

 

 

 

 

 

 

 

 

 

 

 

 

 

 

 

 

 

 

 

 

 

 

 

 

 

 

評量 
 

主要 
教學 
活動 
 
 

教師： 

1.朱銘簡介 DVD 

2.自製教學投影片  

4.影片學習單 

5.慈母頌學習單 

學生： 

1.上朱銘美術館網

站預習 

2.各項文具用品 

教師： 

1.音樂帶 

2.朱銘作品撲克牌 

3.簡易表演道具 

4.數位相機 

學生： 

1. 預先觀察媽媽生

活的動態 

2. 預先觀察運動時

的肢體表現 

 

教師： 
1.自製雕塑技巧教

學投影片 
3.油土 
4.看圖說故事學習

單 
5.作品標籤 
學生： 
1.簡易雕塑工具 
2 塑膠袋或保鮮膜 

1. 認識藝術修

行家～「朱

銘」 

2. 朱銘先生作

品賞析 

3. 欣賞『阿母那

會攏無睏』鄉

土歌謠 

4. 雕塑藝術介

紹 

1.肢體律動教學 

※武林大會來對招 

※媽媽的一天 

※奧林匹亞運動會 

2.團體遊戲 

※母子珊瑚樹 

3.舞台創作走秀 

※「人間百態」 

1.配合看圖說故

事活動，引導學生

完成創作理念說

明 

2.構思油土雕塑

的主題與內容 

3.完成雕塑作品 

4.同儕作品欣

賞，及創作審美經

驗與見解的表達 

1.油土雕塑創造 

2.同儕作品欣賞 

3.創作審美經驗

與見解的表達 

 

1. 肢體律動教學 

2. 團體遊戲 

3. 舞台創作走秀 

4.同儕合作學習 

1.了解朱銘三大

系列作品的區別 

2.能體會母親犧

牲奉獻的精神，感

念母親的恩情。 

3. 能了解雕、塑

的意含 
 

1. 能配合音樂完成

八拍的動作 
2.能與同儕合作學

習，共同展現肢體創

意 
3.能依主題完成即

興創作表演 

1.學會油土雕塑

技巧 

2.能運多元媒材

完成油土雕塑作

品 

3. 會欣賞同儕作

品及創作審美經

驗與見解的表達 

 
教學 
策略 
 

1.朱銘簡介DVD觀

賞教學 

2.投影片教學 

3.作品圖片示例 

4.鄉土歌謠欣賞 



參、教學內容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 
時間 
分配 

教學 
資源 

教師提示或示

範解說 

對應

能力

指標 

教學 
評量 

 

 

 

 

 

 

學生能了

解『太極系

列』中的人

物動態 

 

 

 

引領學生

認識 朱銘

 

先生的生

平與創理

念，了解自

我超越的

真諦。 

 

 

 

 

 

 

 

 

 

子題名稱：認識雕塑的藝術 
壹、準備活動 
教師：朱銘美術館

學生：紙、筆 

記錄片、單槍

投影機、簡報、學習單 

 
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朱銘

 

先生作品，讓學生

猜猜是哪位藝術家的作品？以

「太極系列」為例，請學生模仿

作品中人物的動作。 

貳、 發展活動 
 
活動一 
認識藝術修行家～朱銘

 播放

先生 
朱銘

 
先生創作記錄片 

朱銘

 

先生的創作理念～藝術

即修行 
朱銘

 影響

先生如如何踏上雕塑藝

術之路？ 
朱銘

 三個主要的創作主題 

生先的兩位恩師是

誰？ 

 早期的「鄉土系列」介紹：

呈現質樸純真的鄉土原色。 
 中期的「太極系列」介紹：

沉穩中蘊涵氣勢的各種不凡

姿態。 
 晚期的「人間系列」介紹：朱

銘

 

的“慈母頌”展現對母親

無限感念的追思之情。 
朱銘生先自述創作精神理念 

 
 
 
 
 
 
 
5 分 
 
 
 
 
 
 
35 分 
 
 
 
 
 
 
 
 
 
 
 
 
 
 
 
 
 
 

 
 
 
 
 
 
朱銘

 

先

生作品

簡報 

 
 
 
 
朱銘美

術館

 

記

錄片

DVD 

影片學

習單 
 
 
 
 
 
 
 
 
 
 
 
 

 
 
 
 
 
 
 
 
 
 
 
 
 
 
 DVD記錄

片分三大部

片，主要教學

以第二部份認

識朱銘

 

為主，

請教師備課時

先觀賞一遍以

利擷取教學所

需段落 

 影片播放

時每到一個段

落，教師必須

做小節的統整

與歸納，強化

學生的學習。 
 
 
 

 
 
 
 
 
 
 
 
 
 
 
 
 
 
 
 
 
 
 
 
 
 
 
 
 
 
 
 
 
 
 
 
 

 
 
 
 
 
 
能積

極參

與活

動 
 
 
 
 
 
能用

心觀

賞影

片 
 
 
 
 
 
能了

解朱

銘

 

作

品三

大系

列的

區別 

 



 

 

 

 

 

 

能了解 朱

銘

 

作品三

大系列的

區別 

 

 

 

 

 

 

 

 

 

 

 

 

 

 

 

 

 

 

 

 

 

 

 

活動二 
問題與討論： 
請小朋友回想影片中的重點，並

做分享。教師利用簡報進行問答

與內容歸納統整。 
 
活動三 
藝術即修行的美學大師 
 朱銘

鄉土系列： (背景音樂) 
先生作品欣賞 

著重對作品本身散發的質樸特質

欣賞。在物資不豐的生活背景

下，認識人們任勞任怨、刻勤刻

儉的生活精神。代表作品：同心

協力、母親、玩沙的女孩…。 
 
太極系列：  
太極廣場上佇立的各式的太極姿

態，讓人用心領會中國傳統武術

的蘊含的浩蕩氣勢。 
 
 
 
 
 
 
人間系列（背景音樂） 
 人間廣場介紹 
 彩繪木雕 
 運動主題 
 不銹鋼媒材 
 
一位作家不斷追求自我挑戰與

自我超越的極致表現。朱銘生

先嘗試以更多元的素材呈現種

種雕塑的可能性，不斷的在作

品中求新求變，其自我超越的

表現，是學習的真諦。 

10 分 
 
 
 
 
 
20 分 
 
 
 
 
 
 
 
 
 
 
 
 
 
 
 
 
 
 
 
 
 
 
 
 
 
 
 
 
 
 
 

 
 
簡報 P.3  
 
 
 
 
簡報

P.4-P.12 
 
影片學

習單 
 
 
 
 
簡報

P.13-P.23 
影片學

習單 
 
 
 
 
 
簡報

P.24-P.48 
 
影片學

習單 
 
 
 
 
 
 
 
 

 
 
配合活動二讓

學生完成學習

單 
 
 
 
簡報配合『阿

甘正傳』背景

音樂  
 
 
 
 
教師提示：雕

塑作品的重要

元素有空間、

質感、量感、

動感和平衡感, 
著重介紹太極

系列作品的動

態平衡是作品

成功的要訣。 
 
簡報配合『摘

星』當背景音

樂 
 
 
 
 
 
 
 
 
 
 

 
 
 
 
 
 
 
藝

2-3-9 
 
 
 
 
 
 
 
 
 
 
 
 
 
 
 
 
 
 
 
 
 
 
 
 
 
 
 
 
 

 
能仔

細聆

聽及

充份

表達 
 
能觀

賞及

討論

朱銘

 

的作

品 

 
 
 
 
 
 
 
 
 
 
 
 
能了

解創

作媒

材的

多元 
 
 
 
 
 
 
 



能體會母

親犧牲奉

獻 的 精

神，感念母

親的恩情。 

 

 

 

 

 

 

 

 

 

 

 

 

 

 

 

 

 

 

 

 

 

 

 

 

 

 

 

 

 

 

慈母頌（背景音樂） 
在「慈母碑」作品裡流露對母親

的無限感恩與懷想。配合背景音

樂：林文章

-------------------------------------- 

老師「阿母那會攏無

睏」，引導學生在靜謐的母子塑像

中，體會母親為家無怨無悔的付

出與為人子女對母親應有的敬愛

之情。 

「慈母頌」    

作者:

媽媽，雞啼 

朱銘 

三點多了，睡覺吧！ 

傻因仔，我去睏，明天恁要食啥？ 

媽媽，看您時常腰酸背痛，休息

吧！ 

無啥要緊，痛一霎久好了。 
 
---------------------------- 
 

「阿母那會攏無睏」 
作者:

暗時 我欲睏的時陣 阮阿母猶

未睡， 

林文章 

透早 我起來的時陣 阮阿母在
煮飯， 

真奇怪 阮阿母那會攏無睏 那

會攏無睏。 

 
 「美」是天性的表現，在朱

銘美術館裡，隨處可見母子

形像的雕塑作品，母親慈愛

的望著幼小的孩子，眼中盡

是疼愛與不捨，令人為之動

容。教師可以藉由朱銘

 

的作

品，配合音樂，讓學生抒發

對母親的感恩之心，寫在學

習單上。 

 
 
 
 
 
 
 
 
 
 
 
 
 
 
 
 
 
 
 
 
 
 
 
 
 
 
 
 
 
 
 
 
 
 
 
 
 
 

簡報

P.49-P.54 
 
慈母頌

學習單 
 
 
 
 
 
 
 
 
 
 
 
 
 
 
 
 
 
 
 
 
 
 
 
 
 
 
 
 
 
 
 
 
 

簡報配合『阿

母那會攏無

睏』當背景音

樂 
 
 
 
 
 
教師可以讓學

生講述母親的

辛勞，並如何

表達感謝之意 
 
 
 
 
 
 
簡單的歌詞、

悠美的意境，

學生很快就朗

朗上口了 
 
 
 
 
 
 
 
 
 
 
 
 
 
 
 

 
 
 
 
 
 
 
 
 
 
 
 
 
 
 
 
 
 
 
 
 
 
 
 
 
 
 
 
 
 
 
 
 
 
 
 
 
 

能體

會子

女對

母親

應有

的敬

意 
 
 
 
 
 
 
 
 
 
 
 
 
能了

解閩

南語

歌謠

中的

意境 
 
 
 
 
 
 
 
 
 
 
 
 
 



 

了解『雕』

與『塑』的

在創作過

程中的意

含。 

 

 

 

 

了解雕塑

藝術的特

性與構成

元素。 

 
 
 
 
 
 
 
 
 
 
 
 
 
 
 
 
 
 
 
 

參、綜合活動 
活動一 
雕塑藝術介紹 
 雕：運用鋒利的工具，在堅

硬的材料上，如：石材、木
材以敲、鑿、切的技術將不
要的部分去除，留下需要的
形狀而成的立體造型。 

 塑：利用可塑性的材料，如：
油土、木櫛土、金屬等以捏、
楺、鑄等技術，由內往外堆
出想要的形狀。 

活動二 
雕塑藝術的特性與構成元素 
 特性：利用各種不同的材料

組合構成，來表現三度空間

的立體效果。 

 構成元素：空間、質感、量

感、動感和平衡感。 
善用素材之美 
 朱銘

 

生先為了更完善保存作

品，運用了各種的「雕」「塑」

技巧。如先以木材、石材、

保麗龍、海綿…等「雕塑」

出形體來，再以翻「鑄」成

青銅的方式，讓作品得以置

於戶外供人欣賞。 

 教師作品欣賞 
 
 
 
 
 
 
 

～認識雕塑的藝術～ 
──第一、二節結束── 

 

 
 
10 分 
 
 
 
 
 
 
 
 
 
 
 
 
 
 
 
 
 
 
 
 
 
 
 
 
 
 
 
 
 
 
 
 
 
 
 

 
簡報

P.55-P.60 
 
 
 
 
 
 
 
 
 
 
 
 
 
 
 
 
 
 
 
 
 
 
 
 
 
 
 
 
 
 
 
 
 
 

 
雕塑藝術的介

紹，讓學生對

雕塑作品的創

作有先備知

識。 
 
 
 
 
 
 
 
 
 
 
 
 
 
 
 
 
 
 
 

 
 
 
 
 
 
 
 
 
 
 
 
 
 
 
 
 
 
 
 
 
 
 
 
 
 
 
 
 
 
 

 
 
了解

雕塑

的意

含 
 
 
 
 
 
 
了解

雕塑

藝術

的特

性與

構成

元素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 
時間 
分配 

教學 
資源 

教師提示或示

範解說 

對應

能力

指標 

教學 
評量 

 

 

 

 

 

 

 

 

 

 

 

 

能模仿 朱

銘

 

雕塑作

品的動作。 

 

 

 

 

 

 

 

 

 

 

 

 

 

 

 

 

 

 

 

子題名稱：我的 Body Party 
壹、準備活動 
教師： 

音樂CD、數位相機、朱銘美術館

學生： 

撲克牌兩副、椅子、簡易表演道

具 

1. 預先觀察媽媽生活的動態 
2. 預先觀察運動時的肢體表現 
3. 天馬行空的腦袋 
 
貳、 發展活動 
活動一  
武林大會來對招 
 靜態的動作體驗。 
 教師先由朱銘美術館

 將學生分為兩組，站立於相

對的兩排，依序坐下。 

撲克牌

中，選出適合表演的動作，

同式動作兩套。 

 遊戲規則說明：教師發下卡

片後，學生不得交談、發出

聲音，擺出卡片上的動作並

「停格」。 
 找到對面與他作相同動作的

同學，並只能以眼神交會確

認，如果兩人同意所做為相

同動作者，在教師一聲令下

時，兩兩相同動作者，才可

以 蹲下來。 
 教師進行「合符」，兩者卡片

相同者得分，若配錯對、找

錯人者，請他們再做一次，

直到找到為止。 
 

 
 
 
 
 
 
 
 
 
 
 
 
10 分 
 
 
 
 
 
 
 
 
 
 
 
 
 
 
 
 
 
 
 
 
 
 

 
 
 
 
 
 
 
 
 
 
 
 
 
撲克牌 
椅子 
音樂 
 
 
 
 
 
 
 
 
 
 
 
 
 
 
 
 
 
 
 

 
 
 
 
 
 
 
 
 
 
 
 
 
教師事先將學

生分成兩組，

並準備好足夠

的撲克牌 
 
 
教 師 提 示 學

生，在作動作

時，應要盡量

伸展肢體、維

持重心，並誇

張呈現，以利

找到配對對象 
 
 
 
 
 
 
 
 
 

 
 
 
 
 
 
 
 
 
 
 
 
 
 
 
 
 
 
 
 
 
 
 
 
 
 
 
 
 
 
 
 
 
 
 

 
 
 
 
 
 
 
 
 
 
 
 
 
 
 
 
 
 
能 正

確 展

現 出

圖 卡

中 的

動作 
 
 
 
能 遵

守 活

動 中

的 秩

序 
 
 
 



 

 

將動態的

肢 體 表

現，轉化為

靜態的定

格方式呈

現。 

 

 

能配合音

樂律動，展

現肢體創

意 

 

 

能在活動

中表現身

體的協調

性。 

 

 

 

 

將動態的

肢 體 表

現，轉化為

靜態的定

格方式呈

現。 

 

 

能配合音

樂律動，展

現肢體創

意 

 

 

活動二  
媽媽的一天 
 由靜態進而動態的肢體動覺

體驗。 
 請學生說說看：辛苦的媽媽

在一天中，需要做哪些事

情？ 
 把媽媽所做的事情，以動作

表現出來。如洗衣、揹孩子、

煮飯、縫衣、擦地……。 
 請每個學生做出一種動作並

說出所做的是什麼動作？ 
 配合音樂，進行動作接力，

每八拍換動作，輪到的同

學，做出主要動作，其他的

同學也需跟著做。（例：煮

飯，其他學生也可以做出自

己認為的者煮飯動作） 
 分組：將學生分為四人一

組，在一首音樂的時間內，

編製一套「媽媽的一天」帶

動作。 
 分享表演。 
活動三 
奧林匹亞運動大會 
 2004 年的奧運會正在進行，

請學生想想看：在奧運比賽

中，選手們的各種運曾姿

態？並將動作表現出來。如

游泳、打籃球、跆拳道、棒

球……。 
 請每個學生做出一種動作並

說出所做的是什麼動作？ 
 配合音樂，進行動作接力，

每八拍換動作，輪到的同

學，做出主要動作，其他的

同學也需跟著做。 
 分組：將學生分為四人一

 
15 分 
 
 
 
 
 
 
 
 
 
 
 
 
 
 
 
 
 
 
 
 
 
15 分 
 
 
 
 
 
 
 
 
 
 
 
 
 
 

 
 
 
 
 
 
 
 
 
 
 
 
小 毛 驢

音樂 
 
 
 
 
 
 
 
 
 
 
 
 
 
 
 
 
 
 
Pala pala 
音樂帶 
 
 
 
 

 
 
學生圍成圈坐

下來 
 
 
 
 
 
引導學生做八

拍的動作，最

後將動作停格 
 
配合『小毛驢』

的音樂附件 
 
 
 
律動表演時如

能加入旁白會

更好。 
 
 
 
 
 
 
 
 
 
 
引導學生做八

拍的動作，最

後將動作停格 
 
配 合 『 pala 
pala』的音樂附

件 

 
 
 
 
 
 
 
 
 
 
 
 
 
 
 
 
 
 
 
 
 
 
 
 
 
 
 
 
 
 
 
 
 
 
 
 
 
 

 
 
 
 
能 表

達 自

己 的

意念 
 
 
能 配

合 音

樂 完

成 八

拍 的

動作 
 
 
能 發

揮 團

隊 合

作 精

神 
 
 
能 表

達 自

己 的

意念 
 
 
能 配

合 音

樂 完

成 八

拍 的

動作 
 



能在活動

中表現身

體的協調

性。 

 

 

能發揮合

作精神，共

同表現創

意享受同

儕合作的

樂趣。 

 

 
 
 
 
 
 
 
 
 
 
 
 
 
 
能掌握表

演主題完

成表演 

組，在一首音樂的時間內，

編製一套「奧運運動會」帶

動動作。 
 分享表演。 
活動四 
母子珊瑚樹 

 選定一位學生當母樹，學生

配合音樂，在場外繞圓圈。

當音樂一停止，學生必需馬

上依附於母樹上，以身體的

任何一個部位皆可，但不可

以脫離，脫離者即喪失遊戲

資格。 
 另一位學生扮演子珊瑚，在

場外跟著音樂節拍律動，一

旦老師敲打鈴鼓時，必需馬

上粘到母樹上或與母樹相粘

的子珊瑚上，並喊出另一位

同學的名子，擔任下一位游

離的子珊瑚。 
 所有的子珊瑚都不能動，其

中不小心移動或是脫離者即

喪失遊戲資格。 
 最後仍安然粘在母樹上者，

為優勝。 
參、綜合活動 
人間八月天 
(即席舞台創作走秀) 
 每四人一組 
 依照教師指定主題，在通過

舞台時，配合音樂，具體呈

現動作，讓台下的同學猜出

所扮演的主題。 
主題參考：搭公車、跆拳道、肚

子餓、下雨了、考零分．．． 
 

～我的 Body Party～ 
──第三、四節結束── 

 
 
 
 
10 分 
 
 
 
 
 
 
 
 
 
 
 
 
 
 
 
 
 
 
 
 
 
30 分 
 
 
 
 
 
 
 
 
 
 
 

 
 
 
 
 
 
 
音樂帶 
鈴鼓 
 
 
 
 
 
 
 
 
 
 
 
 
 
 
 
 
 
 
 
簡易表

演道具 
 
音樂 
 
 
 
 
 

 
律動表演時如

能加入旁白會

更好。 
 
 
 
音樂進行時，

母樹也可以自

由移動，避免

小朋友都圍著

母樹的情形 
 
 
老師可以視學

生 的 律 動 情

形，決定敲打

鈴鼓的時機。 
 
 
 
 
 
 
 
 
 
 
教師先指定主

題，由小朋友

表 演 給 同 學

猜，熟悉活動

後也可以請學

生自行設計主

題 ， 讓 同 學

猜。 
 

 
 
 
 
 
 
 
 
 
 
 
 
 
 
 
 
 
 
 
 
 
 
 
 
 
 
 
 
藝

1-3-4 
 
 
 
 
 
 

 
能 發

揮 團

隊 合

作 精

神 
 
 
能 運

用 肢

體 展

現 各

種 創

意 
 
 
 
 
 
能 遵

守 活

動 中

的 秩

序 
 
 
能 發

揮 互

助 合

作 精

神 
 
能 掌

握 表

演 主

題 完

成 表

演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 
時間 
分配 

教學 
資源 

教師提示或示

範解說 

對 應

能 力

指標 

教學 
評量 

 

 

 

 

 

 

 

 

 

 

 

 

 

能將創作

理念與創

作說明利

用文字表

達。 

 

 

能發揮想

像力，為圖

片加上對

白 

 

 

 

 

 

 

 

 

 

 

 

子題名稱：Show出雕塑創意 

壹、準備活動: 

老師:簡報播放工具、展示品、油

土、。 

學生:事先在課堂上課前要求學

生攜帶雕塑工具、塑膠袋、

厚紙板、牙籤等。 

 

貳、教學活動: 

一、引起動機: 

看圖說故事: 

老師準備四張肢體語言視覺圖

片，由小朋友自由發揮，說出每

張圖像所代表的意義，並共同集

合串成一個小故事。 

教師提問: 

 看看圖片，小朋友覺得圖片

中的人在做什麼 

 如果他正在說話，請你幫他

配上一句對白 

 讓學生自由發表回答，並引

導學生將其串成一個小故

事。 

教師歸納： 

透體肢體語言視覺圖片，了解到

肢體語言表達的重要，進而引導

學生觀察人物肢體表現的意涵與

表現方式。 

 

 

 

 

 
 
 
 
 
 
 
 
 
 
 
 
10 分 
 
 
 
 
 
 
 
 
 
 
 
 
 
 
 
 
 
 
 
 
 
 

 
 
 
 
 
 
 
 
 
 
 
 
看 圖 說

故 事 學

習單 
 
簡報 
p.1-p.5 
 
 
 
 
 
 
 
 
 
 
 
 
 
 
 
 
 

 
 
 
 
 
 
 
 
 
 
 
 
小朋友的答案

天馬行空，相

當有創意，教

師要適時引導

學生回答整理

成 一 個 小 故

事。 
 
 
 
提醒學生：學

習單可以帶回

家完成，不必

急著寫 
 
 
 
 
 
 
 
 
 

 
 
 
 
 
 
 
 
 
 
 
 
 
 
 
 
 
 
 
 
 
 
 
 
 
 
 
 
 
 
 
 
 
 
 

 
 
 
 
 
 
 
 
 
 
 
 
能 仔

細 聆

聽 及

充 份

表 達

己見 
 
 
 
 
 
 
 
 
能 完

成 學

習單 
 
 
 
 
 
 



 

 

 

 

 

 

 

能了解油

土特性並

學會使運

用雕塑的

技巧。 

 

 

  

學會利用

油土及其

他媒材完

成雕塑作

品。 

 

 

 

 

能將創作

理念與創

作說明利

用文字表

達。 

 

 

籍由同儕

作 品 欣

賞，表達自

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

美經驗與

見解。 

二、主要活動 

材料介紹與使用說明: 

 講解油土的特點 

 油土在低溫狀態容易出現裂

紋，必須用手加以揉捏，使

油土柔軟些再進行製作。 

 油土的捏塑黏合時注意銜接

面積要大才容易黏合。 

 油土延展性佳，作品內部可

以利用吸管、鐵絲等物品做

成骨架加以支撐。 

 

三、實作活動: 

 要求同學先構思自己所要捏

製的主題，再開始動手 

 老師可和學生一起實作，可

以讓學生參觀老師的作品。 

 老師必須適時巡視學生實作

情況，並適時給予幫助。 

 

四、綜合活動: 

作品命名與簡介 

 請小朋友將作品放置在厚紙

板做成的展示板上 

 填寫作品標籤卡上的作品名

稱、作品簡介、作者姓名．．

等 

作品大公開 

 請學生將製作好的作品，上

臺與同學分享，秀給大家

看，並說一說自己設計的主

題。 

 老師歸納統整。 

學生收拾製作用品。 

10 分 
 
 
 
 
 
 
 
 
 
 
 
40 分 
 
 
 
 
 
 
 
 
 
10 分 
 
 
 
 
 
 
10 分 
 
 
 
 
 
 
 

簡報 
p.6-p.10 
 
油 土 材

料 
 
 
 
支 撐 骨

架材料 
 
 
 

提醒學生：在

製作過程中，

油土容沾黏到

桌面，所以工

作台上先舖上

保鮮膜，方便

收拾善後。 

 

提醒學生：油

土延展性、可

塑性佳，相對

容易變形，建

議學生製作完

畢讓作品減少

高溫和擠壓，

以維持作品的

完整。 

 

 

 

 

 

 

展示板用色紙

或鋁箔紙包裝

能有為作品加

分的效果 

 

作品標籤可以

利用磁鐵製作

立牌展示。 

 

 

 

 

 

 

 
 
 
 
 
 
 
 
 
 
 

 
藝 
1-3-1 
藝

1-3-2 
 
 
 
 
 
 
藝 
1-3-3 

學 會

運 用

製 作

技巧 
 
 
 
 
 
 
 
 
能 完

成 作

品 
 
 
 
 
 
 
 
能 欣

賞 同

儕 作

品 
 
能 描

述 個

人 感

受 及

對 他

人 創

作 的

見解 
 
 
 



 

肆、學生活動情形 

 

                                    
 

認識雕塑藝術 

   
看朱銘簡介 DVD，認識藝術

的修行家～朱銘 
配合影片教學的學習單，可

以強化孩子的學習。 
每到影片告一段落時，老師

再配合投影片，統整歸納，

讓學習更多元。 

   
利用投影片展示朱銘每個時

期不同的創作，學習朱銘自

我超越的精神。 

慈母碑流露的親心情感，是

引導學生感念母親的媒材 
配合投影片教導學生雕、塑

的意含。 
 

我的 Body Party 

   
每位小朋友將圖卡上的動作

利用肢體呈現，進行配對遊

戲。 

對面的同學看過來，我的動

作真特別，有沒有人和我同

一組呀！ 

找到了，原來你就是我的分

身呀，你看我們像不像呀 



   
奧林匹亞運動會，在這裡展

開了，猜一猜我表演的是哪

個項目呀！ 

引導學生將動作由律動轉換

成定格狀態，觀察肢體的力

與美 

強棒出擊，打遍天下無敵

手。 

   
要表現出動作的特性，也要

注意肢體的平衡。 
看我們一個人投球、一個人

接球，就知道我們是好搭

檔。 

看我的動作如此優雅，你猜

出來了嗎？我是在丟飛盤

喔！ 

 
  

所有的子珊瑚都依附在母珊

瑚的身上，拉近大家的距離 
在外面游移的子珊瑚，盡情

的舒展肢體、舞動肢體 
大家都在期待游移的子珊瑚

能點到自己，這樣才有表演

的機會 

 
  

小組的即興表演最能展現創

意，所有意想不到的創意，

在這裡通通可以看到 

小組討論的時候，教師適時

給予指導，會使表演活動更

流暢 

在通過舞台的這一小段時間

裡，要把大家的創意都表現

出來 



Show出雕塑創意 

   
教師將實體作品展示給學生

觀摩 
利用投影片講解雕塑作品的

技巧及注意事項 
小朋友實際揑塑作品，展現

創意 

   
小朋友完成作品的開心模樣 小朋友將教學活動的記憶都

展現在油土作品上 
這個橄欖球員連護具都做得

栩栩如生 

   
這個丟飛盤的作品，就是教

學活動時小朋友創意的翻版 
這個馬步是小朋友每天練習

跆拳道的寫真，作品與生活

融合，生動又切實 

這個肌肉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喔，我的夢想在作品中實現

了 
 
 
 
   

 

 

 

 

 

 



伍、教學評鑑 

  教學活動的設計配合學生的個別差異，實施適性教育，而學習評量也要以「因材評

量」為原則儘量採多元化、適性化的方式，將評量融入在課程裡，讓學生感覺不到評量

的存在。例如：上課時鼓勵學生作答、學生互評、教師現場觀察學習表單、自評表、互

評表、分享報告等都是這次教學所採用的評量方式，讓學生、家長、教師都參與評鑑過

程，除了量化學生的學習成果外，更重要的是學生參與評量過程中見賢思齊的效用。每

個孩子都是特別的，每個孩子所展現出來的多元智慧都不盡相同，所以適性化的評量就

更顯重要了，教師提供各種教育活動表現的機會讓學生發揮所長，把努力學習的成果從

各方面表現出來，以學生個人的學習潛能及實際的學習表現做比較，達成自我實現的目

標。 

 

陸、後記 

教學省思 

 

朱俐

 

女士曾經說過：「藝術與人文的涵蓋面非常廣泛，凡是有關人類心靈活動的文化

與藝術活動，如音樂、舞蹈、美術、美勞、雕塑、工藝、民俗技藝、說唱、表演等，均

包含在內。……」而這樣的藝文教育最終目的，是在於培養學生基本的藝文素養、增進

其文化人的氣質、發展個人的潛能、以達到真善美的境界。 

在短短六節課的時間裡，要面面具到的觀照到所有的藝文項目，實在是件不可能的

任務，然而，以藝文教育最終目的做為努力的方向，我們嘗試結合了音樂、雕塑、表演、

美術等元素，設計了「藝塑人間」的課程，以本土藝術家的作品為出發點，讓學生培養

出更多的人文關懷，同時亦能以自己的藝術文化為榮。 

在這個課程中，學生藉由記錄片認識了朱銘以及他的作品，深刻的體驗作者的創作

歷程與艱辛。由於節數的限制，若能有更多的時間，我們真切期盼，能帶領學生們親自

來到有「落在人間的天堂」之稱的朱銘美術館，一覽這些令人振憾且感動的作品，相信

他們一定更能體會與欣賞作品之美。 

一般的投影片教學恐流於圖片欣賞，在此之前，我們特別親自走訪朱銘美術館，捕

捉朱銘作品風采，將所見與所思記錄下來，並自製投影片。在上課時，不僅透過圖像的

呈現，更重視教師在一旁的詳細說明，加上柔和的音樂相互映襯，讓學生更能融入學習

情境之中。尤其在指導朱銘「慈母碑」作品時，除了強調能引發學生對母親的感念之心

外，我們特地在簡報中以林文章

至於「表演藝術」的部分，其實也是最令我們傷神的項目，因為，一個課程的設計，

除了有完整的教案之外，更需要教師能靈活運用教學技巧，才能讓學生能充份發揮創意，

利用身體表達出各種不同的肢體語言。 

先生的「阮阿母那會攏無睏」歌謠作為引伸教材。令我

們驚訝的是，當溫柔優美的旋律在教室中流動時，學生們情不自禁地跟著哼唱了起來，

唱出他們對母親的感恩之情，母親不辭辛勞的影像，也在他們的心底不斷湧現著。 



 

在朱銘美術館買來的「館藏撲克牌」也派上用場，我們設計了一個「武林大會來對

招」的遊戲。藉由第一類的接觸，將肢體表演融入遊戲當中，在歡笑聲裡，學生們打破

了僵局，對於「肢體表演」不再顯得侷促不安，再透過「母子珊瑚樹」、「媽媽的一天」、

「奧林匹亞運動會」等活動的「暖身」，學生也更能自然展現動作。當課程來到即席的「舞

台創作走秀」時，學生們已能天馬行空，自行設定題目，在極短的時間內，將所要呈現

的主題表演出來，這樣的表現，令在場的老師驚艷。當他們的身體隨著音樂做出「溜直

排輪」、「跳繩」、「下雨天」、「搭公車」……等動作時，我們看到了孩子們無限的想像力

與極佳的模仿能力，肢體與韻律結合之美，在此更是展露無遺呢！看他們演上了癮，欲

罷不能的模樣，才知道孩子們有多麼喜歡這樣的課程。 

當嘗試了許多與身體律動有關的活動之後，學生們已親身體驗與記憶了各種肢體姿

態，接著，當教師引導學生將這個「經驗」轉化為具體的「雕塑」作品時，原本擔心學

生們會覺得這是件困難的事，意料之外的，當學生們一聽到要以身體姿態作「主題」時，

個個無不躍躍欲試。 

於是我們將學生們之前做肢體表演時的相片投影在螢幕上提供參考，提醒學生要注

意「油土特性」、「黏接」、「質與量的均衡」、「平衡感」等細節。難能可貴的是，看到孩

子們專注捏塑的神情，即使到了下課時間，還不忍收手呢！經歷了認真快樂的創作時光

後，一件件既可愛又生動的作品漸漸完成了。有趣的是，當他們的作品聚合一起時，我

們恍如來到一座「迷你」的人間廣場，令人愛不釋手！令老師欣慰的是，學生們並沒有

去模仿朱銘、同學或老師示範的作品，反而是各有主張，堅持展現自己的特色，這不是

朱銘一直強調的「不要只是成為”老師第二”」，而要走出自己的風格嗎？ 

雖然自己並非藝文專長教師，但在收集資料與設計課程的過程當中，深刻的體會了

「教學相長」這句話。我們在課程中見到孩子們自信的展現自己、自然的啍唱對母親的

感念之歌、做出一件件獨一無二的創作作品時，這樣的感動是教學時最大的成就與樂趣

呢! 

 

柒、參考資料 

美勞教學指引（六下）翰林出版社 

藝術與人文教師手冊（五上）康軒文教事業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阮阿母那會攏嘸睡』歌曲網站 

http://music.kh.edu.tw/animation/2003/mainpage.htm 

朱銘美術館網站 http://www.juming.org.tw/ 

國立台灣大學網路教學課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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