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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說明 

（一）動機與目的 

1.見中小學教師依賴教科書及出版者提供之教材的比例相當高，更有的直接購買坊間生產的

工藝、家事或美術半成品，教師按圖示教學，這種情形不但浪費時間、金錢，而且缺乏創

意與美感。 

2.藝術科老師擔任的教學時數過多，班級學生人數也多，在升學為導向的環境裡，師生雙方

都感到沉重的壓力，老師教學無法深入，課堂上學生也漫不經心。因此尋找有趣、生活化

的、自主性的內容，是較有效的教學方式，因為有趣就比較不容易感到累，好（ㄏㄠˇ）

好（ㄏㄠˋ）互為因果，希望教學成功，大家輕鬆。 

3.重視在生活中能發掘美感的事物，學習環保及惜物的理念，藉廢木料的組合讓學生了解，

破舊的東西，也有它的魅力存在，讓藝術深入學生的生活中，體會在我們的四周到處都有

美感，只要能用心去感受，美就屬於你的。 

4.以不同的材料創作，設計化腐朽為神奇這單元，激發學生興趣，透過類似的創作，欣賞國

內外名家作品，拓展視野與提升鑑賞的能力。 

     
 

（二）教材之設計與過程 

1.途經本校「生活與科技」教室，見一班學生正要將打掃成堆的廢木料當垃圾丟掉，我見到

各種未經修飾的廢木料造型有特殊美感，棄之可惜，因此就與學生一同整理，分成大中小

等各種規格，分別裝在紙箱裡，以便造型教學時，善加利用。 

2.結合「生活與科技」課程所學到多種工具的使用，如鋸子的使用方法、樹脂的接合技巧、

電腦運用等，印證學以致用，統整課程內容。 

   
3.以教室陳列架上的各種靜物，作為鑑賞及造型的參考，如小丑陶偶、貓頭鷹標本、塑膠製

成動物模型、軍艦坦克玩具等，探索各種造型的美感，藉廢木料來思考造型組合的創作。 

4.鑑賞國內外類似的立體造型作品，提升學生的視野與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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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探索廢木料以外的材料相結合的可能性，作品上色效果，以及發展作品與科技、音樂、文

字或表演藝術等多元呈現的方式。 

6.木料組合的製作過程，敲敲打打難免吵雜，討論用什麼音樂當背景，體驗音樂帶給工作與

生活美好的感覺，以提升工作品質與效率。 

7.落實收拾整理活動，養成良好習慣。 

 

(三)學理依據  

1.材質之美：木質這種自然的材料，對所有不同年齡的學生都有其吸引力，藉此可以體驗不

同的材質之美。 

2.環保概念：利用此廢木料造型，可以培養惜物與環保的理念，以此當作教材，特殊的感

覺，效果新穎。 

3.似與不似之間的美：經過不刻意裁鋸後的木料，其形狀各異，呈現一種全然不同的抽象造

型，呈現似與不似之間的美感，藉此培養其敏銳的觀察力，體驗身邊各種美感的事物。 

4.沒有標準答案的探索：學習的過程藉拼貼、組合與構成，獨立或合作自由的創作思考，沒

有標準答案的嘗試、探索、發現與體驗有其教育的價值。 

5.立體造型特質與空間的美：鑑賞除平面外的作品，如何與建築、雕塑、公共工程、生活環

境等結合，與彼此相互的關係。了解其立體造型的美感與人文素養。 

6.多元化綜合性的表現：「藝術與人文」的基本課程理念是以生活為中心，以生活中取材來

激發學習興趣，教學的重點而非專業技巧的學習，應重視其鑑賞與人文的素養，提昇視

野，除啟發創造力的潛能，還兼具休閒娛樂、美化人生的功能。 

 

(四)教材特色  

1.重視教材的生活化：此單元設計從生活中的「垃圾」發現美，不但環保，而且有趣，美就

在我們的身邊，只要能用心體會，唾手可得，美就是你的。此不同素材尋找的過程，就是

美感的訓練，可通俗、可精緻，化腐朽為神奇，創造思考最重要。本單元「廢木料的組

合」就是例子，而同樣的廢棄物，如：鐵片、罐子、麻布、石頭…等等，都可以思考利

用。畢卡索曾用腳踏車坐墊和把手做成「牛」的雕塑作品，令人驚訝，從廢棄物中可以讓

我們發揮想像力，創造出讓人意想不到的東西。 

   
畢卡索以廢棄物組合創作的作品 

 

2.重視「過程」與「鑑賞」：教學重視「過程」比「結果」重要，重視「鑑賞」比「技巧」

重要，此教材的設計不是按圖製作，而是無中生有、注重手腦並用，其創作的過程沒有標

準答案，放棄「胸有成竹」、「意在筆先」的思考模式，在過程中尋找美感，由片段而整

體，可改變方向，或「加」或「減」，自由組合，從探索造形的樂趣中發現美感。 

3.教材相互的融合：尊重「完成」或「未完成」，欣賞「具象」、「抽象」或「像與不像之

間」的作品，配合欣賞名家作品以提升學生藝術的鑑賞能力，了解藝術與自然、生活互動

的關係，擴展藝術視野與「人文」素養。 

4.注重課程內容的統整：在製作的過程會有吵雜的情形，尋找「音樂」來當背景融合，像工

廠的工人聽收音機的情形一樣，可以減少噪音。「完成」後的作品也可以配合音樂或表演

呈現，如「小丑」的造形，可以透過小丑的歌或文章來詮釋作品的內容，或發表作品心

得，培養溝通的能力等等，達到統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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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材與應用科技的結合：應用科技增進藝術教學的成果，並加強自我學習與創造思考能

力，例如會動的鱷魚、會跑的小狗，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艦艇，在作品中加入會發出聲

音，甚至是發出光亮的裝置，另外也可將作品當作模型，以數位像機拍攝或用繪圖軟體製

成畫面，以影像方式呈現，或是將作品以放大縮小的方式，作為衣服的 LOGO和胸前的圖

案..等等，鼓勵多方面的去思考，以因應未來時代的挑戰。 

6.重視藝術和自然、建築、環境的互動：美分為自然美和人工的美，藉此學習了解藝術作

品，如雕塑、建築等與自然、環境要相互融合，產生「和諧的美」。這個單元屬於立體的

造形，小小的模型可以放大尺寸而成為大型的雕塑，由此可思考如何與環境、自然、建築

融合在一起，增進和諧的美感。 

7.學習活動的開放性：單就創作無法增進美感知識，若只有鑑賞又恐怕不能深入體驗，藉鑑

賞與創作的結合，相互影響，較為深刻。而這單元課程的設計，提供學生更寬廣的思考空

間，以合作的模式，彼此互相協商與溝通，以開啟學生互相交流的習慣與能力。 

 

(五)藝術詞彙 

1.造形：狹義的是指造形藝術，廣義的是指以藝術表現為目的，舉凡視覺藝術（如繪畫、設

計、雕塑等）、表演藝術（如服裝、髮型、音效、舞台等）皆是。 

2.造型要素：指構成形體的基本知識元素，包括形態、肌理、色彩、空間、質感、量感、動

勢…等。 

3.立體造型：立體造型是具有三度空間－（長度、寬度、深度）的實體，這種實體可能是堅

實的、中空的、或線條的形式等，不僅看的到、摸的到，而且是一種環抱式的，可以透過

視覺、觸覺共同感受，具有空間感、均衡感、質感、量感、動勢等。基本要素融合在一起

的特質。 

4.雕塑：造形藝術之一，是雕刻和塑造的總稱。為三度空間或浮雕的造型藝術，即用某種塑

材，已構築的方式，從原無一物中，創造出形體來。 

5.景觀藝術：當我們對土地的地形與環境的特色加以描述、觀賞時，土地即成為「景觀藝

術」。 

6.景觀建築：為了創造並保存人類生存的環境，與發揚自然景觀的美，又同時兼顧了美觀和

提供我們生活舒適和便利的環境，都市人將市內的建築加以景觀化，以滿足人居住質量並

重的需求，使人和資源之間建立一種和諧、均衡的整體關係。 

7.空間感：在立體中，物體與物體之間的距離感，在平面繪畫中，指物象與物象物與背景等

等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包含透視原理、光線明暗和虛實、深淺的差別，表現出層次感的

關係，產生一種空間的感覺。 

8.構成：指美術創作時依據主題材料等加以組織，和適當的配置，構成一個完整協調的造

形。 

9.質感：各種物質均有其不同的材料特質，有軟有硬；有粗有細；有輕有重，有不同的紋

路..等，而各種質感所呈現出不同材質特徵稱之為質感。 

10.動勢：指作品所呈現的動態與氣勢。 

11.有彩色：紅、黃、藍、綠..等有色彩的顏色，以色相來分，再細分其明度與彩度。 

12.配色：將兩種以上的色彩加以配置，使其產生新的視覺效果，稱為配色。 

13.色彩與感情：人對色彩的心理反應，而引起的情緒變化。 

14.補色：亦稱「互補色」、「對比色」等，如橙與藍；黃與紫；紅與綠的搭配，得到心理

和諧的美感。 

15.和諧：一種調和的美感：有形的和諧，色的和諧，音的和諧..等，當其元素併在一起，

互動良好所產生的現象。 

16.鑑賞：是鑑定、識別、品味、讚美之意，包括知覺、感情認知、經驗判斷與評價等心智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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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欣賞：欣是喜的意思，賞是感情作用，對藝術作品發生愛好而營造感情作用，稱為欣

賞。 

18.具象形：我們可以直接察覺的、具體而真實的形狀。 

19.抽象形：幾何圖形或自然物的簡化、變形，不具自然物的特徵。 

20.集合藝術：集合藝術是把周圍能發現或撿拾的消費文明的廢物、機器的殘片湊合在一

起，成為立體作品的的一種藝術。 

 

二、課程架構 

(一)教學的引導 

1.引導美術除了繪畫之外，哪裡還有美感？ 

2.藝術的範圍包羅萬象，各式各樣，你會想到嗎？「垃圾」也有美感！ 

3.「廢木料」可以如何創作？看誰想的出來，如何再利用，如何創造美感，鼓勵令人驚奇的

想法。 

4.藝術就是生活，他應該和生活一樣簡單，自然、親切、可愛。 

5.用自己的方式玩自己的藝術，由一大塊或由一小塊開始拼拼看，仿造身邊的事物，尋找美

的造形，像什麼？不像也沒關係，敢創造就會贏。鼓勵以分組合作完成之（個人亦可）。 

(二)知識的傳達 

1.從模特兒的示範（學習羅丹的沉思姿勢），了解立體造型與空間等概念。 

   
2. 從日常生活中收集到的標本，或動物造型等發現美感，透過老師解說或書籍的參考，增

進了解造型的要素與鑑賞的能力。 

 
(三)創作的過程 

如何以更自主、開放、彈性的探索方式，應用媒材，吸收美感的知識與參考名家的作品，

以「好玩」、「實驗」、「發現」的方式探討造型與色彩的美感，從事藝術表現，以豐

富生活與心靈。 

   
(四)思考作品的多元發展： 

藉藝術學習更能夠促進，連結或整合其他領域的學習發展。 

(五)鑑賞與評量： 

鑑賞同學和名家作品，透過同學討論，老師解說，體認藝術價值，增進了解，擴展藝術視

野，尊重藝術創作，並能身體力行，實踐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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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地圖  

 
 

 

(七)課程重點  

1.體驗美感，啟發藝術潛能：能體驗生活周遭美感事物，及環保與惜物的理念。 

2.手腦並用，提升鑑賞與實作能力：激發創造思考的興趣與能力，透過實做與鑑賞互相激

盪，拓展審美的視野，提升品味與素養。 

3.重視學習領域的融合並思考其發展：能與表演藝術、音樂、生活、電腦與科技的領域結

合，發展其可能性。 

a.視：立體造型，鑑賞。 

b.音：背景音樂的搭配和欣賞。 

c.表：以立體作品思考各種可能的發展。 

 

(八)完成後作品，融入環境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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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設計者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總節數 共  3  節， 135 分鐘 

單元名稱 化腐朽為神奇－廢木料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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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Ⅳ-1 

能體驗藝術作品，並接受多

元的觀點。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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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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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生命教育 

實質內涵 
生J5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飲食運動、休閒

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 科技領域、生活科技領域 

教材來源 ● 自編 

學習目標 

1.從日常生活中發現美的事物，具環保理念而且有創意。 

2.藉廢木料組合練習發現意想不到的造形美感，增加對立體空間造形的了解。 

3.鼓勵以分組合作完成，在過程中學習表達意見，協商與溝通的能力。 

4.認識多元化的融合與創作研究其不同的可能性。 

5.開拓視野提升鑑賞能力與人文素養。 

學習活動設計 

教師教學引導內容 學生活動實施方式 時間分配 備註 

活動一：探索與表現 

1.學生上課前分好組，老師先要調查看看班

上是否有身心障礙的學生，特別給予適當

的關照與安排。 

2.各組輪流出來各自選取木塊，激發創造思

考。 

3.教師提出問題問學生：你為什麼選擇這形

狀的木料？（讓學生了解在選擇的過程就

在創作） 

4.在各桌或我們教室的四周，有很多造型，

你可以從自然物和各名家作品和相關的參

考書集中，尋找創造靈感，以廢木料來創

作，再變變看，誰最能體會？最有眼光？

1.以大桌子分組，

共分六組，每組

以 6~7 人為主

（鼓勵並協助身

心障礙同學）。 

2 分配使用工具：

鋸子、線鋸、銼

刀 、 樹 脂 、 白

膠、砂紙等。 

3.分派各組同學輪

流出來各自尋找

木料創作（注意

秩序安全）。 

視覺藝術：

探 索 廢 木

料 的 造

形 。 （ 約

25 分） 

音樂：以學

生 共 同 選

取 孫 燕

姿 、 周 杰

倫 的 歌 曲

當 背 景 音

樂。 

表演藝術：

由 同 學 選

取 各 種 標

本 或 玩

1.分組（平均人

員）。 

2.將廢木料在教

室空的地方分

堆放置。 

3.在教室的窗台

上或木架上，

放置各種平常

收 集 的 標 本

（如鳥…）、

塑膠動物（如

犀 牛 獅 子

等 ） 、 玩 具

（ 如 小 丑 ）

等。 

4.每桌放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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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會變通？最會尋寶？最有創意！尊重孩

子的眼光，和審美的觀點為基礎，老師給

予意見，或同學彼此討論。 

5.鼓勵探索與表現。 

 

~第一節課結束~ 

4.觀察教室的標

本、書籍或其他

造型，觸發思考

與創作。 

5.試探造型實作。 

具 。 （ 約

15 分） 

課前準備，

課 後整理

（ 約  5 

分） 

五本巴魯巴的

書，並介紹相

關作品欣賞，

在動手做之前

觸發靈感。 

教師教學引導內容 學生活動實施方式 時間分配 備註 

活動二：審美與理解 

1.以學生為模特兒，擺出羅丹沉思者的模樣

來解釋立體雕塑的美。說明雕塑的性質：

雕塑是具有三度空間－長度、寬度、深

度。這種實體不僅看的到、摸的到，而且

是一種環抱式的，可以透過視覺、觸覺共

同感受，具有空間感、均衡感、質感、量

感、動勢等，基本要素融合在一起的特

質。 

2.教師盡量收集日常生活中之造型物象，或

旅遊中所見之戶外雕塑藝術品，和書籍圖

片來參考，或鑑賞名家作品，如畢卡索、

歐巴斯..，如此較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

共鳴，增進理解效果。 

3. 鑑賞名家類似的作品或參考書籍，讓學生

了解造型的神奇。舉例（國內）：1. 朱銘

2.李再鈐 3.楊英風 4.高燦興 5.周瑛（國

外）：1.畢卡索 2.阿爾普 3.阿爾曼 4.賽撒

5.奈佛遜 6.史維塔斯，以上的各名家作

品，各具特色像朱銘的作品－功夫，就是

表現出似與不似之間的「神似」，陳庭

詩、高燦興、梅丁衍以廢棄物造型。楊英

風作品的材質，具有空間的美感，周瑛以

木塊構成作畫，畢卡索以廢棄物組成的作

品，令人驚奇，塞撒說台灣真是創作的天

堂，「因為到處都可以拾到垃圾」，他將

車子的廢鐵變成了藝術。美國女藝術家奈

佛遜專門蒐集木頭，她的興趣在形狀，她

專門撿拾廢棄家具上的木頭，像桌腳、把

手、椅背等，把這些木頭嵌在木盒裡，上

色，具有神秘的色彩感，造型富於變化，

很美。阿爾普是法國的雕塑家，以構成和

拼貼的方式，以無意識的自發形式完成抽

象的作品，有簡潔的美感。史維塔斯為德

國畫家，其創作的媒材亦取材於現成物品

及廢物，加以自由的隨意組合，沒有什麼

目的，但卻非常精緻且充滿了活力，他是

集合藝術偉大的開拓者之一，影響深遠。 

參考書籍：書是最好的良師，如巴魯巴和小

1.學生能從廢木料

的奇怪造型中，

去聯想物像的發

展，並 能發表 

見解。老師隨時

鼓 勵 並 給 予 意

見。 

2.從學生模特兒表

演的姿態裡，能

體會立體造型與

構成的要素。 

3.鑑賞名家的作

品，並能感受 造

型的 神奇，作為

實作的營養，激

發創造力的衝動

與嘗試。 

視覺：鑑賞

與 實 作

（ 約  35

分） 

音樂：（背

景 音 樂 ）

1. 貝 多

芬 ： 鋼 琴

奏鳴曲 

表演：由同

學 表 演 羅

丹 沉 思 者

造形（約 5 

分） 

課前準備，

課 後整理

（ 約  5 

分） 

1.說明構成要 素 

2.鑑賞名家作 品 

3.造型實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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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談現代藝術這本書，告訴我們美術的

「新觀念」，當作教具可以好好的發揮使

用，啟發創作。 

4. 實作：從雛形再求表現，鼓勵學生自主

性、開放性的思考創作，或參考名家作

品，從中感受體驗，從日常生活物像的造

型中去觸發造型的美感，嘗試創造，激發

豐富的想像力。 

5. 每組每位學生的觀察思考創作能力不一，

老師宜針對情況從旁鼓勵，並給予意見、

指導，從片段、從各角度增增減減、漸趨

完整。  

6.將作品上色，呈現更為豐富的內涵。 

 

~第二節課結束~ 

教師教學引導內容 學生活動實施方式 時間分配 備註 

活動三：實踐與應用 

1.實作、修飾、完成。 

2.展示學生的作品，由同學來提供意見。 

3.鼓勵並尊重「完成」與「未完成」、優秀

有創意或隨性粗糙的作品，從孩子原始的

審美觀點，尊重原創性開始，再來分析，

以專業的觀點來討論，讓作品隨著眼光一

起成長，並穿插鑑賞比較名家作品，拓展

藝術的視野。 

4.修飾完成作品。 

5..詮釋作品內容 

6.研發作品如何結合其他領域發展的可能

性。 

7.生活實踐（作業）： 

（1）報告所見過的環境雕塑作品（以圖片和

文字寫出報告） 

（2） 提出研究發展的計畫構想 

 

 

 

 

~第三節課結束~ 

~本單元結束~ 

1.介紹同學作品，表達

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2.討論具有特色的作

品，哪件作品最有： 

（1） 創意 

（2） 空間 

（3） 動勢 

（4） 色彩 

（5） 精緻 

（6） 簡潔 

（7） 寫實 

（8） 勇敢 

（9） 可愛 

（10）趣味 

3.作品與環境空間的結

合關係。 

4.以口語或簡單扼要的

字句，寫作出詮釋作

品的內容。 

5.以完成作品分組報

告，發表作品理念，

或以作品當道具，編

劇表演。 

6.能完成生活實踐的作

業。 

視覺藝術： 

鑑 賞 與 實

作 。 （ 約 

30 分）  

音樂：  

.韋瓦第，四

季協奏曲  

表演藝術：

（ 約 10 

分）   

課前準備，

課 後 整 理

（ 約  5 

分） 

3－1 展示學生

作品 

3－2 討論、鑑

賞同學與名家作

品 

3－3 探討身體

力行、實踐於生

活中之呈現 

教學設備/資源：。 

參考資料： 

1. 吳瑪俐 著（民80）巴魯巴和小朋友談現代藝術台北市東華出版  

2. 姚世澤 康台生 陳瓊花著（民91）美育雙周刊，128期台北市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出版  

3. 何政廣（民87）歐美現代美術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4. 高千志著（民89） 百年世界圖像 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5. 李萬吉著（民82）國中美術教材研究發展專輯台北市康軒文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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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夏勳 著（民69）紙上美勞教室台北市世界文物出版  

7. 盧明德 編著（民81）綜合媒材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  

8. 大智浩 著 王秀雄 譯（民57）美術設計基礎台北市大陸書局  

9. 王德育 譯（民72）創造性與生活的成長台北市康橋出版社  

10. 朱銘 著（民75）朱銘雕刻台北市藝風堂出版社  

11. 李良仁 編著 （民77）雕塑技法台北市易風堂出版社  

12. 蔣勳 著（民82）中國美術史台北市東華出版  

13. 沈榮裕（民71）畢卡索珍藏私房畫集台北天龍出版社  

14. 周淑卿（民89）單元教學活動教材活動設計與編選原則台北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協會  

15. 教育部（民92）教學創新九年一貫課程問題與解答2003年編修版教育部編 

附錄：學習單 

 

四、教學省思 

本學習單元包含有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方面的學習，希望因融合的教學使課程設

計更活潑有趣，更適合時代需求，更受學生喜愛，藝術與人文的課程學習，培養藝術的知能，

提升藝術鑑賞能力，鼓勵學生主動參與藝文活動，陶冶生活情趣而美化人生。 

藝術源於生活，也融入生活，生活是一切文化發展的泉源，因此藝術教育的教學過程，應

該提供學生探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從生活環境中去觀賞藝術的美，包含器物、藝品、

自然景物、地方戲曲，運用感官、知覺和情感，去辨識藝術的特質，體驗其美感，建構意義，

學習創作發表，豐富生活與心靈，提升品味與素養。這是學習藝術與人文的基本理念，由此理

念發展課程設計。應具備的條件有： 

1.正確的觀念 

藝術的世界，不只是畫畫而已，凡舉我們生活周遭的食、衣、住、行、育樂，樣樣都與藝

術生活習習相關，教「藝術與人文」，它不完全是用「教」的，而是一種薰陶、感覺的教

育，它可貴的地方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教學，可通俗、可精緻，個人認為教學的「過程」比

「結果」重要，獲得「鑑賞」比「學習技巧」重要，在這樣的理念下，往往「結果」和「鑑

賞」的成效反而比預期的更好，也更能豐富生活與心靈。 

2.活化課程設計與實踐 

以某一領域為主軸，發展確切可行的統整課程，避免勉強湊合在一起，造成「大雜燴」式

的課程規劃。並能結合社區的資源（如：琉璃工坊、雲門舞集、美術館等）或產生互動學

習，活化課程設計，並落實實踐於生活中。 

3.巧妙的引導 

教學過程中，好（ㄏㄠˇ）好（ㄏㄠˋ）互為因果，讚美是最好的利器，鼓勵和讚美常常

可以帶給學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藉「放輕鬆」的心情，勇敢的表達自己的感覺。以專業的素

養，巧妙的引導，讓學生喜愛學習，是教學成功的基礎。 

4. 要有良好的境教 

平常隨時關心生活周遭的美感，收集相關的資訊、教具，充實教學的環境，我的專科準備

室，就收集了各類的表演錄影帶、音樂帶、CD 片或瓶瓶罐罐、玩偶、標本、書刊、畫冊、

複製名畫、美的月曆..等等，可當鑑賞或習作的教具，讓學生了解，在選擇的過程，就是一

種藝術的教育。 

5.重視教學過程與鑑賞，從實作中思考，融合與創新 

本單元課程目標，從廢木料的再利用，融合環保的理念，背景音樂的討論與使用，提升工

作的品質，完成後的作品，本身具有立體造型的美之外，還可做表演藝術的道具或搭配環境

產生另一種意義，或開發當服飾的圖案等，應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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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成果 

名稱 學生作品 
教學過程 

（觸發創作靈感來源） 
預期成效與展望 

貓頭鷹 

 

以實物標本，觀察造型，討

論特徵，或以鑑賞名家作品

為引導，激發創作。 

 

三件作品都能捉住造型特

徵，勇於表現，色彩的運

用，有的以自然色為主，有

的以主觀強烈的對比呈現，

各具特色，令人驚奇，可發

展作為大雕塑，環境藝術，

服飾圖案等另類的用途。 

貓 

 

1.以日常觀察造型。 

2.以陶貓、木雕工藝品為參

考。 

3.做好了貓頭之後，不知如

何是好，老師請他去找明

代沈周的水墨畫貓，欣賞

後，完成此作品。 

 

探討貓的造型，找到適合的

廢木料，參考沈周畫的貓，

再從事創作。 

貓的眼神、造型，都很傳

神，作者說，可以擺在電視

上作裝飾，嚇老鼠。 

犀牛 

 

1.因為找到一塊廢木料，形

狀像犀牛的頭，而逐步開

發完成。  

2.以動物園的圖片參考。 

3.以塑膠犀牛作參考。 

4.以工藝品參考。 

 

能表現出犀牛外形及身軀壯

碩的特徵，可當擺飾，戶外

雕塑、模型、月曆等。 

 

牛 

 

1.日常所觀察了解。 

2.印度牛。 

3.找到大木塊當身體，配上

牛頭，不到五分鐘即可完

成。 

簡單扼要，可當擺飾，戶外

雕塑、模型等。 

小丑 

 

1.以陶偶，張義雄的畫作為

參考之一。 

2.了解小丑的歌曲內容來表

現。 

3.均可作成正反兩面，立體

環抱式的作品。 

表情生動，造型動感十足，

色彩鮮豔，可當裝飾品，以

小丑當木偶表演配合歌曲

（小丑）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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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 

豬 

狗 

馬 

雞 

燕鷗 

鱷魚 

駱駝 

 

1.拾一木片像動物的樣子，

開始以玩具、動物工藝

品、標本、或圖片參考創

作 

2.從各角度看像不像？是否

掌握的到其特徵。  

3.也可以結合木片以外的鐵

罐完成。（如：豬）  

4.以小組合作方式，討論組

合，並上色完成。 

探討各種動物的特徵。可以

當擺飾欣賞，也可製成大模

型，變成景觀設計，和利用

在服飾的圖案上。或開發為

玩具，加上可以走動、飛行

或發出聲音的裝置，因應時

代需求。 

 

戰士 

俠客 

 

1.參考插畫、故事書或是卡

通漫畫等造型。 

2.揣摩俠客和戰士的姿態和

個性，做出更生動的作

品。 

誇張且富故事性的造型，十

分有趣，可以做成玩具、玩

偶、服飾圖案等。 

 

丹頂鶴 

 

1.從組合木盒中加入鶴的特

徵。 

2.參考動物園的圖片或是工

藝品。 

探討動物特殊的造型，可當

擺飾品，當置物盒既美觀又

實用。 

 

杯墊 

鍋墊 

 

1.隨意的組合，上色。 

2.看著看著，有同學覺得可

以做成杯墊。 

3.噴上透明漆，加強實用性

功能。 

從單純的玩樂，自由組合，

而發展成實用性的墊子，其

抽象圖案亦可作為服飾的圖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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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 

木盒造形 

 

從「巴魯巴和小朋友談現代

藝術」這本書中所題到的

「奈佛遜」圖片，啟發靈

感，創作。 

 

可以當壁飾，裝飾品。 

 

歌唱家 

 

1.隨意拼湊形狀相似的木

頭。 

2.參考張大嘴的人，加上其

他造形，上色，像歌唱

狀。 

可當擺飾，或裝上發出聲音

的機關，感覺更有趣。 

城堡 

鬼屋 

稻草人 

 

以實地參觀遊樂園中鬼屋、

怪物、城堡和鄉下稻草人

的經驗造形，隨意想像組

合創作。 

可當擺飾和玩具。亦可發展

為大型景觀藝術，譬如遊樂

區造景。 

 

火車 

軍鑑 

飛機 

帆船 

拖車 

 

以玩具和圖片參考。 

 

可當擺飾和玩具。 

 

抽象 

 

1.以不具任何具象的形，自

由組合，看看像什麼，不

像也沒關係。 

2.探索空間、動勢等.立體

造型的特質。發揮想像

力，增增減減，組合完成

作品。 

任何東西壞了，它還是有很

多用途，就要我們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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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斷橋 

 

1.自組合。 

2.像鳥、斷橋。 

可當玩具和擺飾，可放大尺

寸成為景觀藝術。 

 

 

作品與電腦結合，設計功課表。 

 

六、結語 

本單元以視覺藝術為主導，配合音樂（背景音樂），表演藝術（以完成作品當道具，發表、表

演）為輔的教學設計。 

教學是一種藝術，透過藝術教育，乃重拾想像力之自由的重要途徑。現今藝術教育，已脫離技

術本位和精緻藝術所主導的教學模式與限制，邁入更自由、開放、彈性的全方位人文素養為內容的

藝術學習。以多元化和融合性的教學觀點，以學生為主，拓展藝術視野，豐富人文素養，進而美化

人生。這一片藝術天地的開發，有待大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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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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