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全國藝術教育教學設計徵選 

 

 

1 

一、主題名稱 
人生百態 

二、課程說明 

1.設計理念 

˙幼小的孩子多半有玩塑紙黏土、油土或陶土的經驗，孩子透過雙

手揉搓與拍打的遊戲過程，盡情展現個人風格與盎然童趣。而四年級學

童應較幼童更能掌握人體雕塑所需具備的比例概念，希望藉由觀摩（石

雕大師林聰惠老師的寫實作品）與觀察（同儕在自然律動中所呈現的肢

體百態）的引導，孩童的紙黏土成品能掌握更豐富多元的肢體語言。上

色後的小小人偶羅列排開，彷彿展現出人生的百樣百態。 

˙結合表演藝術的理念，讓孩子在學習過程中能：1.自然盡興的

伸展肢體。2.運用想像力來表現與創作肢體語言。3.自然地與他人有肢

體的碰觸。4.積極主動的參與團體創作並接納多人合作過程中必然出現

的破壞、再造與重組的歷程。 

˙藉由回顧花蓮石雕藝術的先鋒--「林聰惠老師」的一生與作品，

介紹鄉土藝術—花蓮石雕發展概況與羅布花蓮各地的美麗石雕作品。 

 

2.課程目標 

介紹花蓮石雕藝術家林聰惠老師的生平與作品。 

認識家鄉藝術的特色與公共藝術的美麗並樂於親近石雕藝術 

能愉快的與同伴進行合作性的戲劇表演並運用想像力來創作肢體語

言。 

欣賞人體雕塑的律動美感，體察肢體比例及軀幹伸展的可能性。 

透過「雅」、「達」的命名及聯想描繪的過程，為同儕及自己的肢體創

作藝術完成詮釋。 

認識與應用陶藝相關工具，運用手捏成型的技法配合簡易陶藝工具來

完成紙黏土作品。 

3.教學對象 

  國小四年級學童 

4.教學時數 

6 節（240 分鐘）。 

包含認識大師及鄉土藝術介紹--【大師紀念館】（2 節課）、肢體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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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石雕集體創作營】（2 節課）、紙黏土勞作--【捏塑美麗人生】（2 節

課）。 

5.教學領域 

  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6.課程架構 

 

主題 

 

 

 

 

 

 

 

 

 

 

 

 

 

 

 

 

 

 

 

 

 

 

 

 

 

 

時間 

子題 

課程

目標 

單元 

目標 

人生百態 

介紹花蓮

石雕藝術

家林聰惠

老師的生

平與作

品。 

認識家鄉

藝術的特

色與公共

藝術的美

麗並樂於

親近石雕

藝術。 

能愉快的與

同伴進行合

作性的戲劇

表演並運用

想像力來創

作肢體語

言。 

石雕集體創作營 捏塑美麗人生 大師紀念館 
 

1. 認識林聰惠老師生

平，瞭解與體會林聰惠

老師為專心創作所下

的決心與毅力。 

2. 透過老師與師母的鶼

鰈情深，體悟家人在藝

術創作者背後的支撐

力量；透過親子間的小

故事瞭解親情如何左

右藝術創作的意念。 

3. 認識林聰惠老師散居

花蓮好山好水間的各

個石雕作品，進而欣賞

並珍惜這一份家鄉的

寶產。 

1.可以自然、盡興的伸展

肢體。 

2.能愉快的與同伴進行

合作性的戲劇表演。 

3. 瞭解並接受團體創作

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破

壞、再造與重組的歷

程。 

3.觀察人體軀幹、四肢與

頭的比例。 

4.觀察紀錄軀幹伸展的

各種可能性 

5.透過命名及聯想描繪

的過程，培養鑑賞能

力。 

 

1.認識與應用陶藝相關

工具。 

2.運用手捏成型的技法

完成紙黏土作品。 

3.練習與應用如何在立

體作品上上色。 

4. 透過自我命名與作

品解說牌，能將創作

理念以文字表達出

來。 

六節課(240分鐘) 

認識應用

陶藝相關

工具，運用

手捏成型

的技法配

合簡易陶

藝工具來

完成紙黏

土作品。 

 

欣賞人體

雕塑的律

動美感，體

察肢體比

例及軀幹

伸展的可

能性。 

透過「雅」、

「達」的命

名及聯想描

繪的過程，

為同儕及自

己的肢體創

作藝術完成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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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資源 

 

 

 

 

 

 

 

 

 

 

 

 

 

 

 

 

 

 

 

 

 

 

 

 

 

 

 

 

 

 

 

評量 

 

主要 

教學 

活動 

 

 

教學 

策略 

 

1. 藉由肢體遊戲，讓孩

子體驗創作過程可能

面臨不斷的重組再

造，不要執著現狀。 

2. 「原石的絕對服從」

及「藝術家的溫柔對

待」，讓孩子在創作中

體驗如何進行團體創

作。 

1.作品的平衡感、美感、

比例與完整性。 

2.上色是否均勻、配色是

否悅目。 

3.解說是否清晰並掌握

重點。 

1. 林師作品依創作年代

排列，藉以解釋「寫

實」「意象」與「具象」

的表現手法。 

2. 配合年級校外教學及

孩童平日出遊經驗，

回憶、整理散居花蓮

山水間的石雕作品。 

教師： 

1.自製影像檔（林聰惠老 

師作品集） 

2.學習筆記：我最喜歡

的作品與想法。 

3.學習筆記：找一找林

老師的作品在哪裡。 

學生： 

文具、家人的諮詢等。 

教師： 

1. 數位相機、音樂、鈴

鼓。 

2. 學習單：請幫同學

的雕像命名。 

3. 學習單：素描雕像

與自我命名。 

學生： 

文具、肢體、觀察力、想

像力……。 

教師： 

1.紙黏土。 

2.簡易陶藝工具、牙籤、

水盒及水、空白作品

解說牌。 

學生： 

1.水彩用具、塑膠袋或保

鮮膜。 

2.可以裝作品的小盒（倒

扣可當工作轉盤）。 

1. 講解花蓮「國際石雕

藝術節」的由來與活

動內容。 

2. 介紹花蓮石雕界的先

鋒、「石雕藝術家協

會」的催生者--林聰

惠老師一生與其作

品。 

3. 寫學習筆記。 

4. 講解回家作業～學習

筆記。 

1. 肢體律動：石雕集體

創作營。 

2. 教師為「石雕作品組」

拍照存檔；此時「石

雕家組」進行石雕命

名活動。 

3. 發給每個小朋友照

片，解說回家作業～

幫自己的人體雕像進

行聯想命名及素描。 

1.引導小朋友構思人體

雕塑可能的姿態。 

2.解說紙黏土的特性及

人體比例如何抓取。 

3.分別捏塑頭部、軀幹與

四肢並組合之。 

4.黏土乾燥後以水彩上

色。 

5.製作作品解說牌。 

1.學習筆記 

2.學習筆記 

1.能愉快的與同伴完成以
身體當原石的集體創
作。 

2.學習單：幫同學的雕像
命名。 

3.學習單：幫自己的雕像
命名及素描。 

1. 作品需符合人體比

例，並找出姿態的

重心使作品穩固。 

2. 運用區塊概念及少

量多次的上色原

則，使作品顏色上

得漂亮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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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內容 

子題 1 【大師紀念館】 80 分鐘 

能力指標與 

十大基本能力 

教學 

重點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教學 

評量 

1-2-3  2-2-1  2-2-3 

˙文化學習 

˙欣賞 

介紹林聰惠老
師的生平與對
花蓮石雕界的
深遠影響 

解說林師作品
創作背景與意
涵 

分享林師專心
創作的刻苦經
歷與堅毅決心 

瞭解花蓮石雕
創作的歷史與
現況 

認識矗立在花
蓮山巒、海濱
間的各個石雕
作品 

1.以講故事的方式，介紹

「林老師」在花蓮成

長、教書、投入創作的

歷程。 

2.以透過單槍投影的方式

將林師重要作品依創作

時間排列賞析。 

3.透過學習筆記，孩童

記錄、回顧林師的作品

並抒發想法。 

4.講解回家作業「學習筆

記」的完成方式。 

花蓮文化局歷屆國際石
雕展摺頁、書冊 

單槍投影機與影像檔 

學習筆記 2 份 

30 分 

 

 

 

30 分 

 

 

 

15 分 

 

 

5 分 

問答 

發表 

學習筆記 

學習筆記 

學生活動情形與作品示例 

☆ 小朋友觀看以單槍投影的一幅幅林師石雕作品（JPG 影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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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一幅幅的影像，欣賞石雕之美、瞭解創作歷程… 
 

 

 

 

 

 

☆ 聽完故事、欣賞完作品，回想看看，哪一幅作品最令我難以忘懷… 
 

 

 

 

 

 

 

 

 

 

 

 

 

 

 

 

 

☆ 考考你的記憶力，這些美麗的石雕作品，擺放在花蓮哪裡呢？寫不全沒關係，回家和爸媽一起動腦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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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 2 【石雕集體創作營】 80分鐘 

能力指標與 

十大基本能力 

教學 

重點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教學 

評量 

1-2-1 1-2-2  1-2-3 

1-2-7 1-2-8  2-2-1 

2-2-2  2-2-7  2-2-8 

˙了解自我與發展
潛能 

˙欣賞、表現與創新 

˙表達、溝通與分享 

˙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1.自然盡興 

2.互相尊重、
專業演出（擔

任原石者努力

維持石雕家的

創意，石雕家不

做有違藝術原

則的粗鄙創作） 

3.如何以「達」
以「雅」 以「簡」
命名作品 

1.暖身～Image Theatre，進

行劇情瞬間停格的活

動，讓孩子欣賞身體雕

塑流動的張力和情境，

以激發下一個活動的想

像力。 

2. 石雕集體創作營～ 

全班分 A：〝原石〞與

B：〝石雕家〞2 組→ 

B 組的小朋友可在音樂

中對場中 A 組的每一

顆原石捏塑、造型，原

石間可組合，也可不斷

重塑。音樂停止鈴鼓響

起後，教師對場中 A 組

「石雕」的最後造型進

行拍照，B 組小朋友對

場中的石雕成品進行

命名活動。 

然後 A、B 組交換身份

與工作→拍照、命名。 

3. 延伸活動～ 

發給孩子「石雕創作

營」活動所拍攝出來的

照片及「素描雕像和自

我命名」的學習單，發

讓孩子好好發揮一下

想像力！ 

音樂 

鈴鼓 

數位相機 

「幫同學的雕像命名」學

習單 

「素描雕像和自我命名」

的學習單 

10 分 

 

 

 

 

 

 

40 分 

 

 

 

 

 

 

 

 

 

 

 

 

 

 

30 分 

 

自然盡興的參

與創作及演出 

 

學習單—幫同

學的雕像命名

（ 創 意 與 達

意） 

 

學習單—素描

雕像和自我命

名（聯想力與

描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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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情形與作品示例 

    

 

 

 

 

 

 

 

 

 

 

 

 

 

 

 

 

 

 

 

 

 

 

 

 

 

 

 

 

 

 

 

 

 

 

 

 

 

 

 

 

 

 

 

 

 

☆B 組的小朋友可在音樂中對場中 A 組

的每一顆原石捏塑、造型 
 

☆原石會不斷被重塑，原石間也可組合 
 

☆我的石頭怕癢，老是咯咯笑，只好藝術
家我親自示範指點一下：我想把你雕
成這樣喔～ 

 

☆全班分 A：〝原石〞與 B：〝石雕家〞2 組進行集體創作
當石雕家的小朋友正進行創作或挑選合適的原石呢～ 

 

☆我的造型很美吧？這要謝謝各位大師的集思
廣益，但維持ＰＯＳＥ很辛苦耶… 

 ☆音樂停止鈴鼓響起後，教師對場中「石
雕」的最後造型進行拍照，B 組小朋友
對場中的石雕成品進行命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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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同學的雕像命名 
 

  

☆素描雕像、幫自己命名 
 

   

  

瑾璇把肉肉的自己，想像成在做日光浴
的豬……好可愛呀！ 

加上蓮花座，昆慶把氛圍營造得太傳神了！ 孟辰的腰力真是太厲害了，還有美麗
的想像呢！ 

我！高郁歆—像不像神氣的千里眼？ 同學們乍看這個造型，都以為上面的璿智佔了
予脩的便宜呢！沒想到予脩可以聯想成「依
靠」這麼溫馨的畫面。 

老師忙著拍照時，同學們絞盡腦汁來命名，因為老師說：要取得貼切而
且要符合藝術品「雅」的感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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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安想像自己是要被樵夫砍伐的樹木，舉起的雙手
恰似大樹的枝枒；而左邊哲宇的手勢則幻化成樵夫
的鋸子。「樵夫與大樹」跳脫了「警匪槍戰」類的
聯想。 

宇心那邁開的步伐，的確像形色匆匆的人
兒，這個忙碌的醫生邊趕路還邊吹著口哨
呢，可見他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好醫生喔！ 

思瑜的身體原來是銳利的斧頭刀身呢！瞧！她連
照片都剪成斧頭的造型，當真是「人、斧合一」囉！ 

瑞苓設定的空間非常有趣，原本平躺在草地上的雙
腳，透過想像力，轉化成踏在山頂上的腳！看那愜
意的表情，彷佛正在享受攻頂後的快感喔！ 

啊！楓葉皇后的器宇果然不凡！亞如，命名得好！
老師真服了你！ 

 
 

我是花瓶！這個造型是設計師特別塑造的喔！ 

我拿得是第一名，當然要高高舉起獎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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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 3 【捏塑美麗人生】 80分鐘 

能力指標與 

十大基本能力 

教學 

重點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教學 

評量 

1-2-1  1-2-2  1-2-3 

2-2-1  2-2-2 

˙了解自我與發展

潛能 

˙欣賞、表現與創新 

˙表達、溝通與分享 

認識與應用陶
藝相關工具 

如 何 應 用 牙
籤、樹脂與水
接合紙黏土 

立體作品的上
色技巧 

如何書寫作品
解說 

1.講解紙黏土的特性、推勻及
黏合方式。 

2.請小朋友將黏土一分為二
（一半做軀幹與頭部，另一
半留做四肢的材料）。 

3.構思一個人體造型。 

4.分別捏塑頭部、軀幹與四肢
並組合之。 

5.收拾環境、說明紙黏土保存
及乾燥方式和上色技巧。 

6.發下並講解作品解說牌製
作方式。 

6.黏土乾燥後，以水彩上色。 
（程序 6為下次進度或可做
回家作業） 

紙黏土 

小盒子（倒轉後可
做轉盤） 

保潔模或塑膠紙 

牙籤、白膠（樹脂） 

水盒、水 

陶藝工具 

水彩用具 

10 分 

 

50 分 

 

 

 

 

 

15 分 

 

5 分 

作 品 的 平 衡

感、美感、比

例與完整性 

上 色 是 否 均

勻、配色是否

悅目 

解說是否清晰

並掌握重點 

學生活動情形與作品示例 

 

 

 

 

 

 

 

 

  
藍波 作者：余鈞耀 

小朋友為了挑戰最難的「站姿」，莫不紛紛加強「底盤」的
黏土份量。鈞耀不僅未加厚下半身，還特意強調藍波厚實
的胸膛與臂膀！作者不斷調整馬步，終於成功完成作品。 
 

中國功夫 作者：金孟潔 

孟潔讓李小龍打赤膊，成功塑造精瘦的勇者形象！紙黏土
乾後會收縮，所以右臂跑出的牙籤是意料外的事，這也給
其他同學一個經驗：連接用的牙籤不要太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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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  作者：陳挺暘 

挺暘還幫小男孩噴了亮光漆，這個作品就不怕水囉！但是
工作時紙黏土下面要墊上塑膠紙比較好，因為墊板會比較
難取下喔！ 
 

作者：蕭孟庭 

軟軟的紙黏土真的很難定型耶，而且站姿特別難，所以孟
庭不知不覺把女孩的腳做成有點兒大… 
 

善哉善哉  作者：沈平 

大家都拼命抹 SK2（水），希望人偶水水亮亮。沈平反其道
而行，老和尚的額頭和鼻子皺得十分傳神！ 
 

拇指娃  作者：陳柏芊 

柏芊原本要作個小男孩，看看剩下不少紙黏土…嘿嘿，變
成和毛毛蟲共枕的拇指娃娃。 
 

努力的頂著  作者：陳昱儒 

昱儒你也太厲害了！軟軟的黏土做成的雙腳不僅在乾燥前
沒變形，還傳神得表達出「努力頂著」的模樣。拍拍手！！ 
 

作者：游心雅 

心雅的作品裙擺飄飄…..好像可以感覺微風輕輕吹佛而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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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閒  作者：黃建宇 

翹著腳，看著雲……，連表情都很悠哉呢！ 

蘋果女孩  作者：李宛融 

頭髮和五官，小朋友可以選擇要「一體成形」還是「組裝」。宛融
選擇比較費工的拼貼方式，連髮圈、眉毛都是手工精緻呢！ 

啊！  作者：陳胤霖 

啊！被什麼嚇到了啊？胤霖抓住了「嚇到」瞬間的神情和動作呢！ 

等待  作者：廖思瑜 

做肢體遊戲時，特別請小朋友觀察各種「坐姿」。
思瑜的這個人偶「坐」得很生動自然。 

冬天之夢  作者：林楚倫 

楚倫在作品解說裡特別提到他以著很悠閒的心情
在做紙黏土，難怪他的作品洋溢著一派輕鬆。 

在玩倒立的人  作者：涂佳慶 

佳慶的作法是「一體成形」。沒上色前看不出端倪呦！，這樣
的造型，必須小心的在腰下以紙團先行固定身體的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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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評量 

討論 1 欣賞藝術品更有感覺了 

花蓮的盛事--「國際石雕藝術展」，從早期的雙年一辦，到每年一次（仍

維持雙年一次國際規模，但中間間隔一次規模較小的國內展性質），次次節

目豐富、規模盛大。位居花蓮美崙的花大附小，因地利之便，徒步即可至園

區恭逢盛事。花蓮地區的其他小學，也常以「人手一張學習單」，每一個展

覽館走透透的方式，走馬看花的「逛」完石雕藝術展。如何以此為鄉土藝術

的教學場景，做深入而目的明確的主題教學，一直是筆者思考的問題。 

此次嘗試以林聰惠老師的生平為經，作品為緯，介紹石雕的基本概念；

以石雕工作者的想法與經歷為作品墊基，來賞析石雕作品， 希望能讓孩子

在接觸藝術作品的同時，多一些感動，和作品有認同與共鳴的空間。在孩子

的學習筆記裡，我們可以看到孩子印象最深的作品，包括描寫林師過世兒子

小時與祖母依偎的〈親情〉、大女兒拉琴神韻的〈琴心〉及剛放下教職於困

苦生活中創作出來的〈苦〉……等，比其他美麗的雕像或有趣的意象圖騰引

起更多共鳴呢！喜歡故事的孩童，能多瞭解藝術家創作的背景，對藝術品的

印象就不只停留在主觀的美醜，而能產生更多的悸動，留下更深的印象。這

是筆者比較前幾年以「人手一張學習單」逛展覽的學習方式，所得到的心得。 

討論 2 快樂的肢體遊戲也要有明確的規範 

「石雕集體創作營」有兩大規範：當原石的這一組小朋友擺好最初的

姿態（或坐或躺或立……）就不能動囉，所以原石不能說話，只能依石雕

家的創作想法來改變姿勢。當石雕家的這一組小朋友是藝術工作者，所以

不會從事「不雅」的創作，不能做讓石頭不舒服的事

音樂停了鈴鼓響起時，也是老師幫「石雕們」拍照的時候，老師有事

先聲明：要等工作場中所有的雕像（一班有 35 位小朋友，所以分成 2 組， 

。小朋友很可愛，當

看到有「石頭」快要撐不住某些高難度的動作時，也會來「解救」他，幫他

換一個較容易平衡的姿態。因此「創意」（特別的動作）和「現實」（可以維

持的姿勢）間的拉扯，也在這個遊戲中不斷出現。也由於老師再三強調不能

讓同學有不舒服的感覺，小朋友自然「輕手輕腳」的擺動著石頭，或用語言

及肢體示範來「指示」一番；音樂停了鈴鼓響起，往往嚷著不過癮，可不可

以再來一次呢！ 

一組約 15 位這時是雕像）拍完照才能動喔！這樣創作的石雕家們才能好好

欣賞美麗的雕像並為雕像們命名，這可是訓練小朋友表演瞬間停格、練習維

持平衡的好機會。不過為了不要累壞一些姿勢很獨特的孩子，老師是快快拍

照，而拼命想著好名字的石雕家，想出至少兩個名字就好了！命名完後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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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也發現：要為作品定個響亮傳神的名字還真不容易呢！ 

 

 

 

 

 

討論 3 創作本身是不斷歸零的過程 

「石雕集體創作營」的石雕家是「流動的」，也就是說，當他調整好石頭

A 的造型後，他要尋找下一個石頭 B 為他再做造型。因此他之前完成的 A 造

型，也會被其他石雕家改造甚至整個重組。直到最後一刻，石雕家們才能看

到作品的定型。在遊戲的過程中，因為小朋友不斷的有新素材可發揮，他並

不會執著於舊有的創作（當然也有孩子會回過頭去看並嘆惜剛才的作品被調

整了）；最棒的一刻是：音樂停止鈴鼓響起時，做石雕家的這組小朋友會一次

看到很多成品，而這些作品是大家經過多次改造「集體」創作出來的，所以

石雕星羅棋布、千姿百態，常讓小朋友禁不住「哇」地大喊呢！ 

我也會和孩子分享：勞作的過程中，為了有更好的呈現，有時也需大膽

改造甚至破壞重來。不要害怕「做壞」，所謂的做壞往往只是過程的一個點，

只是需要調整的一個時機。作品也可以持續不斷的再創造，誰說所謂的「做

完了」就不能再發揮了呢？ 

 

 

 

 

 

 

 

 

☆ 照片說明： 
老師拍照時，石頭組努力維持姿勢，石雕家們
則目不轉睛、拿著學習單為「最有感覺」的石
雕來命名。 

 

 
☆ 照片說明： 

當石雕家的小朋友正「輕柔」的搬動著石頭做
造型，如果石頭怕癢，或需大範圍的調整姿態，
石雕家們也會「口述」一番或親身示範一下。 

 

 

 
 

☆ 照片說明： 
石雕家們直到最後一刻，才能看到作品的定
型。因為「雕像」姿態各異，一次看到這麼多
作品（15～17 個），小朋友往往「哇」的讚嘆
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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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4 「詮釋」因人而異，不同觀點能使同一作品更有趣 

由於「石雕集體創作營」中的石頭，被藝術家們搬來弄去，有時會

產生兩三個石頭重疊或因為老師拍照的取景角度而有「雕像群」的情形產生。

看起來同樣的石雕作品因為有兩個以上的命名者，而產生不同的詮釋呢！例

如下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張的作者程博，是以自己為主角的角度，

稱自己是「被推到的小天使」，而第二張的作者誠漢就以自己當主角，命名為

「頑皮的小惡魔」（表情的確很調皮呢，不過他不是真的要推到程博，他們的

姿勢是被石雕家們擺出來的喔）！ 

 

 

 

 

 

 

 

 

 

 

 

 

 

 

 

 

我是黃程博 

我是黃誠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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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一組的內容大異奇趣，婕妤和冠伶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故事喔！左

邊的素描作品是婕妤的，她想像自己抓了一條大魚（魚就是冠伶囉），而一旁

的顯淑是家中等爸爸捕魚回來的小孩呢！想像中（這是想像中的想像）的小

孩拿著叉子正準備大快朵頤！而右邊的素描作品是冠伶畫的，她把婕妤視為

「被她發現的一項怪東西」，正和一旁的顯淑熱烈討論新發現呢！拿這樣的作

品和小朋友分享，除了引起驚奇讚嘆，孩子們也不禁紛紛發表其他的詮釋！ 

這樣的命名與聯想經驗，讓孩子體會到，一件事百樣觀啊！ 

 

 

 

 

 

 

 

 

 

 

 

討論 5 「觀察」是藝術創作的先備功課 

以前教中高年級小朋友以陶土做人像時，總苦惱可愛的成品其實姿態雷

同，而且身體比例像「卡通人物」。經過這一次先浸淫在「大師紀念館」的名

家作品後，再輔以「石雕集體創作營」對真人的觀察與「操作」，小朋友在「捏

塑美麗人生」的階段，果然捏塑出活潑多元的成品。這些姿態各異的人體造

型一字排開，還真像是看見人生百態呢！ 

 

 

 

 

  我是 

謝婕妤 
  我是 

陳冠伶 
  我是 

曾顯淑   我是 

曾顯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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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說明： 
小朋友的紙黏土作品一字排開，便可見人生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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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資料 
˙花蓮文化局舉辦之歷屆花蓮國際石雕展海報、網頁及活動摺頁 

˙《2002 年臺灣學校博覽會專題》明義國小網頁～縱情山海間-雕塑大師林聰惠

先生：http://www.myps.hlc.edu.tw/c/c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