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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丁斯基的音樂冒險教學單元案例 

一、設計理念 

    國中生對於水墨畫領域之技法與媒材運用較為陌生，故以現代水墨的實驗性技法作為學習水墨

畫的出發點，嘗試以康丁斯基抽象繪畫創作理論為依據，導入音樂元素以為創作內涵，使學生在學

習水墨畫的過程猶如遊戲一般，激發其強烈的主動學習意願，從做中得到新奇有趣的發現，進而對

於水墨畫特質有所體會。 

    本單元教材完整涵蓋表現、鑑賞、實踐三大學習構面，鑑賞學習構面分為兩部分，第一是介紹

康丁斯基的繪畫理論，第二是介紹現代水墨實驗技法的多元性。表現學習構面主要是讓學生動手

做，多方嘗試各種水墨媒材的運用，並加進康丁斯基的繪畫理論以及音感創作的內涵，使學生能夠

隨心所欲的自由發揮。實踐學習構面則是引導學生將實驗過程的習作，有效的轉化出具有主題的作

品，此部份偏重在學生的創意表現，如何將習作重新剪裁拼貼構組為正式作品，考驗學生的想像力

與判斷力。 

本單元融合中國現代水墨技法、康丁斯基抽象繪畫精神以及音感作畫的創作表現，極能激發學

生自由、大膽、盡興的創意表現。此教材使學生同時學習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念為創作根據，並

能擅用現代水墨媒材的表達，成功轉化出屬於東方民族特有的繪畫風格。此外，視覺藝術結合音感

創作，更使學生能在跨領域的學習中，深刻了解藝術的包容性與可能性，增廣加深學生無限的想像

力。 

 

二、單元架構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設計者 邱敏芳 

實施年級 八年級.九年級 總節數 共 4 節，180 分鐘 

單元名稱 康丁斯基的音樂冒險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視 1-Ⅳ-1 能使用構成

要素和形式 原理，表

達情感與想法。 

 視 1-Ⅳ-2 能使用多元

媒材與技法， 表現個

人或社群的觀點。 

核心 

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 探

索理解藝術與 生活的關

聯，以 展現美感意識。 

了解康丁斯基的抽

象繪畫理論，認識

現代水墨畫特性、

技法與媒材。 

 

以康丁斯基的繪畫語

彙，進行現代水墨的

多媒材實驗創作。 

創意發想進行剪裁

與拼貼，重新構組

一幅有主題的抽象

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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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 2-Ⅳ-2 能理解視覺

符號的意義， 並表達

多元的觀點。 

 視 3-Ⅳ-2 能規劃或報

導藝術活動， 展現對

自然環境與社會 議題

的關懷。 

學習內容 

 視 E-Ⅳ-1 色彩理論、

造形表現、符號 意

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

及複合媒材的 表現技

法。 

 視 A-Ⅳ-2 傳統藝術、

當代藝術、視覺 文

化。 

 視 P-Ⅳ-2 展覽策劃與

執行。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無 

實質內涵 無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藝術領域/音樂 

教材來源 自編 

學習目標 

1. 能使用構成要素和形式原理，以點、線、面、色彩與音樂旋律、聲響的關聯性，

表達情感與想法。 

2. 能使用至少五種現代水墨的媒材，進行水墨實驗創作，並進行適當的剪裁重組拼

貼主題創作，表現個人創作觀點。 

3. 能理解康丁斯基的《構成》、《即興》系列作品的視覺符號意義，及抽象繪畫理

論，音樂旋律如何與各種點、線、面繪畫符號相對應，以及音樂聲響如何與色彩

相溶合的理論，表達多元的創作觀點。 

4. 能規劃藝術活動，展現對音感議題的關懷。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第一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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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準備 

1. 教師從專業書籍與網路蒐集畫家康丁斯基的生平小傳與繪畫理論資料，

並以數位相機翻拍或從網路下載康丁斯基作品為數位檔，以便上課使用

電腦講解。另需製作康丁斯基作品圖卡（已護貝並於背面貼妥軟性吸

鐵）。 

2. 教師需準備各種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圖卡（已護貝並於背面貼妥軟性吸

鐵），並以數位相機翻拍為數位檔，以便上課使用電腦講解。 

3. 教師需準備各種創作媒材（牙刷、菜瓜布、葉子、網子、綿繩、塑膠

袋、彩色蠟筆等等）、水墨及水彩用具（毛筆、墨汁、顏料、調色盤、水

盂、抹布、宣紙），俾使學生清楚知道該如何準備用具。 

4. 教師自編認知學習單（附件一），並依班級學生人數影印完成。 

 

二、教學活動 

1. 導入活動 

播放康丁斯基的作品，請學生猜猜這是誰畫的，覺得畫得如何？引起學生好

奇心後，發下認知學習單（附件一），說明本單元的學習內容與目標，學習過

程步驟，每節課所需準備用具，作業評分項目與評分標準。 

2.說明本單元的學習任務 

 能知道康丁斯基的《構成》、《即興》系列作品的內涵精神。 

 能了解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依據，音樂旋律如何與各種點、線、面

繪畫符號相對應，以及音樂聲響如何與色彩相溶合的理論。 

 能知道現代水墨的定義與創作媒材。 

 能至少使用五種現代水墨的媒材，進行水墨實驗創作。需注意各種點、

線、面、色彩與音樂旋律、聲響的關聯性。 

 能將個人所實驗創作的各種習作進行適當的剪裁重組拼貼，構成一幅有

主題的作品。 

 

 

 

 

 

 

 

 

 

 

 

 

 

 

專心聽講 

理解學習任務 

填寫學習單 

 

 

 

 

 

 

 

 

 

 

 

 

 

 

 

 

 

 

 

 

 

 

 

 

 

 

 

 

 

2. 發展活動 

教師介紹康丁斯基的生平小傳及《構成》、《即興》系列作品風格特色，

透過對康丁斯基抽象繪畫作品內涵的理解，使學生具體了解音樂旋律如何與

各種點、線、面繪畫符號相對應，以及音樂聲響如何與色彩相溶合的理論。 

接著介紹何為「現代水墨」？現代水墨的特性在於廣泛試驗多媒材的創

新精神，例如以牙刷、菜瓜布、葉子、網子、綿繩、塑膠袋、彩色蠟筆等各

式媒材的使用，以及多元嘗試各種刮、擦、刷、拓、拍沾等實驗性技法的運

用。 

最後師生共同討論：現代水墨的實驗性技法與康丁斯基的繪畫元素有何

關聯與異同，並將討論的想法紀錄在學習單中。 

下課前，教師收回學習單，展示教師準備的用具，提醒學生下周上課準備水

墨、水彩用具以及各種實驗媒材、宣紙。 

 

 音感作畫：可說是音樂與繪畫媒材感通性的研究。音樂的媒材是曲調、

合聲、節奏以及音色與結構，而繪畫的媒材是色彩與線條，此二項藝術

各有其機能、要素、氣質與效果，各自有獨立的領域，然而彼此之間亦

有相當程度的共通性、串聯性與感通性。（楊嘉玲，2001） 

 

 現代水墨：中國現代水墨畫是近數十年來中國美術之一大發展，它從傳

統中國畫衍生出來，也吸收不少西洋傳來的因素，而構成為一種中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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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的結晶－既以中國的筆墨為主，又吸收不少西方的表現技巧與方法，

但仍能保存傳統中國繪畫的精神與理想。（李鑄晉，1993） 

 

 康丁斯基：瓦西里.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出生

於莫斯科。他的創作觀強調畫家內在的必然性，畫面上所表現的是畫家

內在的投射，而把形態、色彩、線條以及律動，當為構成要素使用。因

其表現的造形是不定形的、律動的，故稱之為有機的或抒情的抽象。（陳

秋瑾，1992）1912年發表著作《藝術裡的精神》。代表作品有《構成第六

號洪水》。 

 

 

 

 

 

 

 

 

 

 

 

 

 

 

 

 

 

 

 

 

理解康丁斯基的

抽象繪畫理論 

 

填寫學習單 

 

實驗水墨技法習

作 

 

 

 

 

 

 

 

 

 

 

 

結合音感進行實

驗水墨技法習作 

 

 

 

 

 

 

 

第二節課 

一、教材準備 

1. 
康丁斯基作品圖卡、各種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圖卡。

 

2. 
各種創作媒材（牙刷、菜瓜布、葉子、網子、綿繩、塑膠袋、彩色蠟筆等

等）、水墨及水彩用具（毛筆、墨汁、顏料、調色盤、水盂、抹布、宣紙）。
 

 

二、教學活動 

教師以圖卡再次提醒學生有關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重點，以及現代水

墨的各種技法與媒材特色，並當場示範各種水墨技法與媒材的運用。務必要在

黑板上展示康丁斯基的作品圖卡與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圖卡，提供學生反覆參考

學習的機會。 

此節課教學目標以認識水墨媒材特性為主，教師多鼓勵學生大膽嘗試各種

媒材做練習，並從旁輔導學生注意點、線、面的交織運用，以及墨色、水分、

色彩的相互配合。另外亦要配合學生學習程度，同意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可以

適度模仿康丁斯基的繪畫作品作為練習。下課前，教師請學生將作業舖平晾乾，

提醒學生下周上課準備水墨、水彩用具以及各種實驗媒材、宣紙。 

第三節課 

一、教材準備 

1. 康丁斯基作品圖卡、各種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圖卡。 

2. 各種創作媒材（牙刷、菜瓜布、葉子、網子、綿繩、塑膠袋、彩色蠟筆等

等）、水墨及水彩用具（毛筆、墨汁、顏料、調色盤、水盂、抹布、宣紙）。 

3. 拼貼用具（排筆、漿糊、扥底紙、剪刀、裱板）。 

 

二、教學活動 

第三節課，開始加入音感作畫的水墨實驗創作方式。教師上課前自選三片

CD，曲風最好包含交響樂、單種樂器演奏的音樂，或是熱門歌曲亦可，有助提

高學生的認同感與創作意願。 

音感作畫的步驟，教師使用音響播放一段五分鐘的音樂，要求學生依據康

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配合音樂旋律與聲響，利用各種媒材進行水墨創作，

提醒學生須注意繪畫與音樂的關聯性。音樂每段播放五分鐘後再重複播放一

次，休息三分鐘後，再播放第二段音樂，一節課以播放三段音樂為限。此時教

師宜多鼓勵學生，不需計較美醜盡量自由大膽的揮灑。 

下課前請學生將作業舖平晾乾，並提醒下周上課準備排筆、漿糊、剪刀、

裱板等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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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  

 

 

 

 

 

 

實驗水墨技法習

作 

作品裱貼 

填寫回饋單 

 

一、教材準備 

1. 拼貼用具（排筆、漿糊、扥底紙、剪刀、裱板），教師預先將扥底用的漿糊

水調好（漿糊：水的比例是 3：1）。 

2. 教師自編情意回饋單（附件二），並依班級學生人數影印完成。 

二、教學活動 

教師說明構成、剪裁與拼貼的方式，請學生將前兩次上課所做的實驗作

品加以重新構組，進行大膽的剪裁與拼貼，完成一幅有主題的水墨抽象畫作

品，並於作品畫面適當處落款。 

扥底的步驟是：先將扥底紙以排筆沾清水刷平，接著以排筆沾取漿糊

水，均勻刷在剪裁好的習作背面，小心將習作黏貼到扥底紙畫面適當處，再

以排筆輕輕將作品刷平。若是時間不足，則不需將扥底紙打濕，亦可將習作

直接黏貼在扥底紙上。 

教師利用下課前十分鐘，請學生填寫回饋單（附件二），並請學生務必將教室

整理乾淨後下課。 

延伸學習  

學生將作品裝裱後，以小組方式合作策畫，如何於校慶美術成果展展示作品 作品裱框 

填寫作品卡 

撰寫個人創作理

念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一)教學成果 

1、鑑賞學習構面:康丁斯基的繪畫理論 

教材內容與授課過程 說明 

 

康丁斯基在《點.線.面》中的習作： 

經過強化的自由式波浪線條。 

 

康丁斯基在《點.線.面》中的習作： 

以同一條波浪式線條伴隨著一些幾何線條。 

 

康丁斯基在《點.線.面》中的習作： 

由若干自由線條所組成的簡單而統一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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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丁斯基在《點.線.面》中的習作： 

同一個主體再加上自由螺旋形線條。 

 

康丁斯基，《構成第四號.戰鬥》，1911年，160×250公分，巴

黎，妮娜.康丁斯基收藏。 

所謂「構成」，是由直覺意識參與畫作的架構。這些畫的構圖

就好像是幾首交響樂的結合。 

 

康丁斯基，《即興第二十六號.船槳》，1912年，98×107.5公

分，慕尼黑，慕尼黑市立畫廊收藏。 

所謂「即興」，指的是一些突然從內心無意識深處湧出的畫。 

 

康丁斯基，《構成第六號.洪水》，1913年，195×300公分，列

寧格勒，俄米塔希博物館收藏。 

此圖為康丁斯基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此圖中的色彩，依其冷熱

和明暗的方式隔離區分，再以不同的色調作為構圖依據。 

 

康丁斯基，《帶著同心圓的四方形》，1913年，水彩，慕尼黑，

慕尼黑市立畫廊收藏。 

康丁斯基認為，每種顏色各有其內涵和特質，而造成某種特殊

印象。至於每種形態亦有其各自的色彩表現，例如：橫線表

冷、豎線表熱、黃色表銳角和三角形、紅色表直角和四方形、

藍色相當於鈍角和圓形。 

此外，他認為黃色相當於喇叭，淺藍色相當於笛子、大風琴、

低音提琴、管風琴，綠色相當於小提琴，紅色有如軍樂隊，橘

黃色有如小喇叭、女中音，紫色有如木管樂器的低音演奏。 

 

2、表現學習構面:現代水墨實驗技法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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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與授課過程 說明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一： 

先將宣紙打濕，再以毛筆沾取各色顏料滴漏、潑甩。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二： 

畫面上方以牙刷沾上各色的顏料，以手直接撥擦牙刷噴出均勻

的霧點。畫面下方則直接以牙刷在畫面刷出紋理。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三： 

在水盆上滴上數滴墨汁後，以手直接輕點出渦漩狀的漣漪，再

將宣紙覆蓋其上，便會吸取出深遂而有層次的水痕。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四： 

在水盆上滴上數滴顏料與墨汁後，以口輕吹出渦漩狀的漣漪，

再將宣紙覆蓋其上，便會吸取出有如花卉綻放的圖案。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五： 

收集葉脈肌理清楚的葉子，直接在葉子上著上墨色及色彩，按

壓轉印在宣紙上即可，或可先以墨色按壓出葉脈肌理後再上

色。注意編排葉片位置使產生新的圖案。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六： 

先以一支墨筆在宣紙上甩出墨色色塊，再以另外一支毛筆沾清

水，輕敲一支毛筆的筆桿，使清水在原本的墨塊中擴散，有如

岸邊浪花一般美麗。 



8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七： 

以棉線沾取適量的墨色，在宣紙的左半邊繞出動感的線條後，

記得預留線頭到畫紙外，再將宣紙的右半邊對折到左半邊上，

以手輕壓宣紙將棉線用力一拉，展開宣紙後便得到對稱的有趣

圖案。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八： 

以菜瓜布沾取適量的各種顏料，輕輕按壓在宣紙上，此種技法

可以重疊出層次分明的豐富肌理。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九： 

先以菜瓜布拍沾後，再以塑膠袋層層按壓，接著以毛筆滴漏甩

出水痕，重疊出厚重的量感。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十： 

以彩色蠟筆打底畫出橫線，再以紅色蠟燭熔液滴出紅色花瓣的

效果，接著以菜瓜布拍沾，最後再以毛筆滴漏潑甩。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十一： 

先將素描紙打濕，以毛筆沾取大量的黑墨、色彩在畫面上滴

漏，並同時以吹風機強風吹出流動的水痕，再以兩支毛筆敲打

出霧點。 

 

教師上課示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十二： 

以牙刷沾取適量的顏料與墨色，直接在宣紙上塗抹，並沾取水

分較多的顏料直接滴漏潑甩。 

 

3.學生的實驗創作 

學生的各種實驗創作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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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的創意表現拼貼 

學生的創意表現拼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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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禹諾，《蝶舞》，2003 王政勛，《人生》，2003 高瀚文，《落葉歸塵》，2003 

   

黎嘉雯，《意》，2003 林辰容，《迷》，2003 陳麗婷，《雨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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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慧心，《SUPERMAN》，2003 黃郁慈，《落葉飄零》，2002 羅星笛，《鏡》，2002 

 

高照慈，《綠色漩渦》，2002 

 
 

 

黃曼璇，《宇宙》，2002 紀柏宇，《雨季中》，2002 陳冠穎，《黃昏》，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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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省思 

    本單元最早實施於 2000年，課程進度安排為二節課，當時教學目標極為簡易，僅以

認識現代水墨的媒材以及實驗技法的練習為主，教學目的希望藉由此練習能讓學生一窺

水墨畫的特質所在。當時學生在實做時都極感興奮有趣，尤其碰到實驗過程中所產生意

想不到的奇妙效果，便會立即呼朋引伴的炫耀一番。大致上同學皆表示極為喜歡本單

元，理由是新奇有趣，最重要是非常自由隨性，也很容易就能做出極為複雜的圖案，而

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辛苦做寫實描繪。但是相反的，教師亦發現有些學生並不真正了解這

些技法背後的理論根據，故對學生來說會產生一種〝創作是否等同隨便塗抹〞的疑惑。 

    本單元之後於民國 2002年進行第二次修正實施，教師將課程進度改為三節課。第一

節課介紹中國現代水墨的發展，廣泛舉例名家作品，進行極為詳細的風格分析說明。之

後的第二節課同樣讓學生做現代水墨實驗技法的練習，第三節課則進行作品創意表現拼

貼。由於教師在第一節課便已詳盡舉例說明現代水墨的特質與精神，故學生在最後作品

的創意表現拼貼方面，對於畫面的構成安排表現極為傑出。（請參見 2002年的學生創意

表現拼貼作品）從學生寫給教師的回饋單內容看來，他們極為滿意這個單元的實施，每

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像〝國畫大師〞，擁有許多超炫的現代水墨技法，而且這對不擅畫國畫

的學生來說更是另一種繪畫表現的選擇。 

    2003年教師因應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統整學習主張，再度嘗試將本單元做第三次

的修正實施。除了原有的現代水墨畫教學目標之外，納入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與音

感作畫的內涵，期望激發出更多創意和想像力。 

經過這充實愉快緊湊的四節課後，統計學生給老師的回饋單心得感想，表示喜歡本

單元的約佔 80﹪，覺得還好、不錯的約佔 20﹪。學生喜歡的原因歸納以下數點：覺得很

有趣；覺得這個單元很有意義；可以一邊聽音樂一邊畫畫；能培養對音樂的想像力；畫

圖沒有很大的限制；老師會隨時鼓勵學生提高學生的信心以及表現的內容很自由等等。

學生不喜歡的原因約有幾點：個人缺乏想像力；對抽象繪畫沒有感覺；覺得要將繪畫與

音樂做出連結非常困難；不知道要如何取捨剪裁，原本習作做得很好但是拼貼時毀於一

旦；有些同學會在課堂上吵鬧、敷衍了事以及創作時間太短等等。至於老師的講解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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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部分，有同學表示老師以電腦說明極為清晰，舉例極佳，講課方式生動有趣明白。有

的同學表示還希望老師能再多講一些畫畫的媒材和畫法。 

筆者個人認為，這個單元能得到多數學生的肯定與支持，表示此教材真正發揮其教

育效用，提昇學生的感受力、想像力、創造力等藝術能力與素養。而教師也在教學過程

中，更加精進專業教學能力。 

 

五.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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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天治，《藝術感通的研究》，（1987：台北，省立博物館）。 

Angelo De Fiore等著，《康丁斯基》，（1992：台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秋瑾，《現代西洋繪畫的空間表現》，（1992：台北，藝風堂出版社）。 

李鑄晉，〈中國現代水墨畫〉，《中國現代墨彩畫展》，（1993：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

館），頁 6-7。 

張心龍，《名畫與畫家》，（1997：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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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史》，（1998：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郭怡婷，《色彩理論在音樂創作中的運用》，（1998：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

碩士論文）。 

楊嘉玲，《藝術感通理論在自我音樂創作中的運用》，（200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

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第三冊教學附冊》，（2003：台北，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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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康丁斯基的音樂冒險學習單 

 

年      班       號姓名                 成績              

一、關於康丁斯基： 

1. 康丁斯基在 1910 年以後轉向抽象繪畫，創作了一系列的      構成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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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興     作品，以生動的線條、明朗的色彩、表現出音樂般的韻律美。 

2. 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畫家使用了許多點、線、面的符號，以及各種色點、

彩色形體進行畫面構成。 

3. 畫家認為色彩與音質可以互相融合，他提出： 

A. 喇叭相當於      黃     色，而小提琴相當於       綠      色。 

B. 笛子、大風琴、低音提琴、管風琴有如       淺藍色      色，而小喇叭、女

中音則有如       橘黃      色。 

C. 至於軍樂隊令人聯想到       紅      色，至於木管樂器的低音演奏則像是       

紫      色。 

4. 畫家明確提出色彩與形態的關係： 

A. 橫線表冷、豎線表熱。 

B.      黃      色表銳角和三角形，     紅      色表直角和四方形，而       

藍     色相當於鈍角和圓形。 

 

二、現代水墨實驗技法與媒材： 

1. 現代水墨實驗技法約有刷擦、水拓、拍沾、滴漏、潑甩、敲打、抽拉、吹噴以及      

轉印      等等技法。 

2. 現代水墨實驗媒材除了傳統的毛筆之外，請同學舉例有哪些媒材可以進行創作：      

牙刷、菜瓜布、葉子、網子、綿繩、塑膠袋、彩色蠟筆         

3. 現代水墨技法與康丁斯基繪畫元素有何關聯與異同？                     

                                                                       

                                                                       

三、音感作畫的聯想： 

1. 音調與色彩的關聯： 

                                                                      

                                                                      

2. 各種樂器的聲響和彩度的關聯： 

                                                                      

 

 

 

 

附件二、  

 康丁斯基的音樂冒險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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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班       號姓名                 成績              

1. 對於本單元的現代水墨實驗技法與媒材部分，同學有什麼收穫？ 

                                                                        

                                                                       

                                                                       

2. 對於本單元中有關色彩與點、線、面的關係，以及色彩與音感作畫的關係，同學學

到了什麼？ 

                                                                       

                                                                       

                                                                       

3. 同學喜歡這個單元嗎？                                               

4. 你覺得本單元有哪些部分需要改進的，例如：老師的講解及示範是否清楚？音感與

繪畫關聯性的舉例說明是否清晰？同學的上課實做練習時間是否充足？實做媒材準

備是否有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