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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在明德 

⼀、設計理念 

(一) 單元的設計緣起 

                藝術源於生活，也融入生活，生活是一切文化滋長的泉源，因此藝術教育應 多

提供學生運用感官、知覺與情感探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的機會。教 育部

擬訂九年一貫課程計劃時，也一再強調「跨世紀教育改革的精神，在於重視 人的生

命自身，並以生活為中心，建立人我之間與環境之諧和發展」，而這也「正 是均衡

科技文明與藝術人文的全面、多元及統整的肇始」。基於這一個理念，我 們嘗試將

公共藝術的理念帶入校園，在原有美術課程中實施，以培養學生的文化 與藝術涵

養。 

(二) 背景、意涵與重要性 

                 明德國中於台北市公共藝術作品分布密度最高的北投區，又在淡水線捷運站 

旁，各個捷運站及其週邊綠色地帶，隨處都可發現公共藝術的美麗蹤影。上下課 的

學子，每日穿梭其間，形成彼此之間最美好的生活印記。因此，我們結合了社 區資

源以及自編教材，從捷運公共藝術品切入，再將課程拉回學校，連結生活經 驗，令

學生從自己最熟悉的校園空間作發想；並經由同儕間的互相討論與合作， 逐步引導

學生從「做中學」，試做一件公共藝術作品。如此，既可落實美感教育， 真實感受

生活環境的舒適美與藝術美，又可令公共藝術最重要的「美化生活環 境」、「活化

空間機能」、「凝聚共同情感」等功能得到最徹底的實踐。 

(三) 社會資源連結 

                 另一方面，我們也尋求在辦理藝術家駐校活動有相當豐富經驗的「帝門藝術 教

育基金會」的協助，邀請公共藝術家到校帶領藝術與人文科教師共同擬定「公 共藝

術」課程實施進程，提供教師一個從基礎理念到實踐、完成的整體模式的訓 練，以

利教學活動的順利進行。 

(四) 跨領域結合 

                〈紙船印象〉、〈吃冰的滋味〉，是明德學生在七年級時曾上過的國文課文。

〈紙 船印象〉從「紙船」的印象切入，引發一段美好的童年回憶。作者從視覺的角

度， 把焦點凝注於形色各異的紙船上，細緻描繪當年紙船競逐、或沉或浮、或單或

連 的情景；最後，特意把鏡頭聚焦於母親那一雙滿是厚繭的粗糙的手，凸顯了為人 

母的慈愛與巧思，並道出自己心中最深層的感念。〈吃冰的滋味〉則是從現代花 樣

百出的冰品，回想起小時候吃冰的甜美回憶。作者以生動而活潑的筆調，充分 運用

視覺、味覺、心覺等各種知覺，把冰的各種形狀、氣味、色澤、情態等描繪 出來，

表達吃冰的無窮樂趣，予人消暑的沁涼感，並萌生視覺上的享受。 

(五) 學生起始行為與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的說明 

         任何藝術創作的原動力、根本源頭，皆來自於內心深處的「情感」（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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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因此，在「導入活動」部分，我們從這兩篇文章切入，以舊經 驗為導

入點，希望能藉此活動觸發學生的記憶力、觀察力、聯想力、想像力、思 維力，引

發學生對這個生活了三年的校園的最真誠的感受，然後再挑選一個最 能表達這一個

真實感受的空間，來做為發揮「創作理念」的場域，為公共藝術教 學活動的展開做

出最適宜的引導。 在「展開活動」部分，透過「公共藝術簡介」、「以捷運站公共

藝術為例」、「以 2002 年台北公共藝術節為例」、「校園勘查」、「各組提案」、

「材料說明」、「各組 實作」等活動，依序將公共藝術的理念、認識、鑑賞，分組

創作及製作、討論等 教學重點，一一帶入課程之中。 

二、單元架構與流程 

（⼀）單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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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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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視覺藝術、國語文 

設計者 
黃淑貞/王昱玲/莊馥禎 

(陳育淳編修) 

實施年級 九年級 總節數 共 6 節，270 分鐘 

單元名稱 「公共藝術」在明德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 視 1-Ⅳ-2 能使用多元媒材

與技法，表現個人或社群

的觀點。 

● 視 2-Ⅳ-3 能理解藝術產物

的功能與價值，以拓展多

元視野。 

● 視 3-Ⅳ-1 能透過多元藝文

活動的 參與，培養對在地

藝文環 境的關注態度。 

核心 

素養 

● A3 規劃執行 與 創新應變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

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 意。 

 

● C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 建立利

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 隊合

作與溝通協 調的能力。 

學習內容 

●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

合媒材的 表現技法。 

● 視 P-Ⅳ-1 公共藝術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 環境教育議題 

實質內涵 ●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與 自然文學了解自然環境的倫理價值。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國語文領域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學習目標 

1. 透過公共藝術的規劃與創作，提昇關懷環境空間的生活意識。  

2. 透過藝術實踐培養學生分組合作、討論、溝通能力。 

3. 能理解公共藝術的功能與價值，拓展多元視野，進而陶冶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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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導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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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活動 

 

 

 

 

 

 

 

 

 

 

小組

討論 

 

 

 

 

 

 

 

 

 

實作

評量 

 

 

 

 

 

 

 

 

 

 

 

 

票選

活動 

 

 

 

 
 

 

 



12 
 

 

 

 

 



13 
 

 評量活動 

小組分享作品，並進行全校性的票選活動，並於校慶當天公布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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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資源： 

一、 教師需事先準備連接電腦的喇叭、麥克風、單槍投影機、大螢幕、 筆記型電

腦、power-point 光碟、插頭、 連結線、延長線，於教室 架設好單槍投影機、大螢

幕，並熟悉操作方法。  

二、「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及駐校藝術家。 

三、本教案所需網站資源： 

1.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http://ed.arte.gov.tw/index2.aspx?p1=Book_menu&p2=Book_Lis t&Id=0001  
2、朱銘美術館 http://www.juming.org.tw/  

3、楊英風美術館 http://www.yuyuyang.org.tw/  

4、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檢索／全文檢索／空城計） http://nmh-ndap.nmh.gov.tw 

5、中華文化-空城計 http://www.pep.com.cn/200301/ca140344.htm 

6、新店線及中和線公共藝術 http://sdpo.dorts.gov.tw/Arts/Art_Main.htm  

7、公共藝術 http://publicart.cca.gov.tw/enjoy/en.php?id=17 

8、台北市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 http://www.openspace.org.tw/review/focus53.html 

9、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http://www.deoa.org.tw/  

10、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華山藝文特區） http://www.art-

district.org.tw/  
11、臺北市立美術館 http://www.tfam.gov.tw/ 

參考資料： 

仇小屏、黃淑貞：《國中國文章法教學》，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 年 10 月初

版 宗白華：《美從何處來》，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86 年  

夏鑄久：《公共空間》，臺北 : 文建會出版，1994 年  

http://www.juming.org.tw/
http://www.yuyuyang.org.tw/
http://www.pep.com.cn/200301/ca140344.htm
http://sdpo.dorts.gov.tw/Arts/Art_Main.htm
http://publicart.cca.gov.tw/enjoy/en.php?id=17
http://www.art-district.org.tw/
http://www.art-distri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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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玉：《從台灣公共藝術與社區總體營造探討意識認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

系碩 士論文，2003 年  

莊萬壽等：南一版國中國文課本第一、二冊，臺南市：南一書局 彭冉齡主編：《普

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5 月 2 版  

廖咸浩等：《2002 台北公共藝術節》，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3 年 6 月初版 1 

刷 鐘靜雯：《捷運搭乘者對於台北捷運公共藝術設置之認知探討》，銘傳大學商業

設計學系 碩士論文，2003 年 

附錄：學習單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公共場域，其實就是我們所見的場域，它同時也是社會的一部分、文化歷史 的一部

分、生活的一部分。若能把公共藝術的功能，與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聯繫 起來加以思

考，體悟生活環境的舒適美，是公共藝術追求的內在的最高目的。這 種認知本身，就是

一種巨大的躍進。因此，公共藝術創作的真義，不僅是人的自由表現能獲得尊重，更重

要的是能達成個人與社會、理性與感性的和諧統一。   

        「做中學，學中做」，是支持我們持續服務於教育界的原動力，我們不怕做， 只怕

教學理念不被認可；我們不怕學，只怕學了無法實際運用，蹉跎了學生寶貴 的青春。我

們不敢說自己做到了多少，但我們是真心誠意地試著在每一位學生的 心裡播下一顆顆

「藝術與人文」的種子。因此，在每一次教學活動過程中，當我 們清楚見到學生的創意

及審美思辨能力一天比一天成熟、一次比一次更令人驚豔 時，我們恍如見到了自己辛勤

栽下的每一株「美感教育」的幼苗，都將在社會的 各個角落裡開花與結果。如 904 的一

群孩子在課堂上習了公共藝術後，隨即參與 臺北市養工處所舉辦的「石牌橋兩側防洪牆

彩繪圖樣甄選」活動，並獲得了優等 的佳績。於是，我們更加深信，殷切期盼的果實，

離我們已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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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學習單 

 

WSQ (Watch, Summary, Question) 學習單 

單元名稱：「公共藝術」在明德 

說明：在觀察及記錄(W)中，請筆記你的學習重點。在總結(S)中，請根據上課的內容，進行總結。在提問(Q)中，請回

想你的學習過程，你有疑問嗎？或是有哪些不了解的地方？如果有請列出你的疑問，不需要寫上答案。 

 
班級：_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觀 察 及

記錄 (W) 

1. 〈紙船印象〉、〈吃冰的滋味〉是學生在七年級曾上過的國文課文。請學生想一

想，看了這兩篇文章，他想起了什麼？ 

2. 本單元介紹了許多公共藝術品，請問你最喜歡哪一件？為什麼？ 

3. 本單元介紹了許多公共藝術品，請你分析看看有哪些的材質與造型特色？ 

4. 公共藝術與空間環境的關係密不可分，請問你覺得你們小組的作品如何融入環境？

請說明他與所陳設環境之間的關係。 

總結 (S) 請根據小組作品的呈現，進行創作理念說明： 

1. 請說明小組作品的創作理念？ 

2. 請問小組作品所選擇的材質是什麼？請說明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材質？ 

3. 請問小組作品裝置到環境中時，是否有什麼困難？如何解決？ 

4. 你喜歡你們小組的作品嗎？為什麼？ 

5. 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你最想感謝誰？為什麼？ 

6. 你覺得你在小組實作的過程中，最大的貢獻是什麼？是否有可以再進步的地方？請

說明。 

提問 (Q) 1. 請回想你的學習過程，你有發現哪些不理解的地方嗎?  

2. 在你欣賞同學們的作品後，你有什麼想要提問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