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名稱：胡說望望先輩 

         

 

 

 

                               一片葉子落下來，因為它是自然的一部分 

                      葉子落下了，樹仍然站著 

                     當樹倒下的那一天，生命還持續著 

                      而我們，都是生命的一部分 

                       春天來的時候，落葉不會再回來 

                         可是生命一直都還在 

 

 

 

 

 

 

 

 

 

 

 

 

 

 

 

 

 



壹、設計理念 

一、單元的設計緣起、背景、意涵與重要性。 

(一)、體現中華文化的好東西 

國小的教育大多著重色彩的西式教育，卻對本源的中華文化著墨較少，弔詭的是我們卻有館藏

一流的世界級博物館臺北故宮；本人粗淺的推論：文化太厚重，難解也難懂！如能將深厚的文

化以寓教於樂的方式呈現，透過淺白生動的陳述，其實好的作品也能讓孩子輕鬆易了解，體會

到其實我們深厚的文化裡也有很不錯的好東西。  

(二)、美的事物藏在生活中 

孩子可從解構富春山居圖中培養出賞析的能力，透過散點透視的引導觀察，感知不同景致所想

呈現出的意涵，體悟不同人物點綴其中的巧妙之處，從中了解到「天地處處有大美」；美其實

離我們生活不遠，美其實是可以垂手可得的，美其實是要親身體驗才會感動。  

(三)、展現群體「做中學」的價值 

在進行圖畫仿作與裝置藝術的體驗中，各組除了要竭盡心力的討論、解決與完成該組分配到的

部分外，也要共同參與最後組裝的部分。社群夥伴透過不斷的意見交換、修正與微調，成就自

我與他人的價值；在群體為學習共同體的充分合作下，展現出追求卓越的信念，群策群力的共

同完成一件屬於我們的作品。 

二、教學內涵與策略 

單元活動 單元教學意涵 應用的教學策略 

 

 

 

 

觀察 

與 

表現 

讓學生在觀察探究過程中，感受

到中華文化深厚的底蘊與美感，

並透過小組合作的學習方式，產

出屬於自己觀點的作 品。 

1.分組合作學習：學生需學習如何與他人溝 

通，共同創造出小組的作品。  

2.批判性思考策略：在發表過程中，除了學 

習如何有自信的的表達出創作概念外，其他 

同學也可藉機發掘問題並加以詢問，間接訓 

練學生批判思考的能力。 

3.改善學生學習策略：學生的程度與能力因 

人而異，在創作過程中，老師不介意學生所 

採用的創作形式，唯一原則就是透過不斷地 

觀察，將分到的紙本表現出來；如此用意理 

由無他，無非是提高學生「觀畫」的樂趣， 

以達到「玩畫」的真正目的。至於分組創作， 

基於公平原則，老師一律不予任何協助。 



 

 

 

 

導覽 

教師以互動的方式導覽富春山 

居圖，並於活動中提出開放性 

問題，供學生審美、論證、表 

現與演繹。 

1.多媒體教學：結合資訊，教師運用簡報檔 

詮釋與解構畫作，並陳述畫作背後豐富的故 

事性。 

2.問答策略：在導覽的過程中，教師透過不 

斷的提問，增強學生思考並梳理出學生是否 

能理解「畫意」。  

3.角色扮演：教師提供道具邀請學生上台演 

繹畫中人物，增加觀畫樂趣。 

 

 

 

裝置 

運用社群合作的力量，將獲得 

的知識與可運用的技能實踐應 

用在裝置作品上；以美的感知 

作為社群間溝通的橋樑，並提 

供群體反思出正確的價值與更 

可行的實踐方法，激發出互助 

與追求卓越的革命情操。 

分組合作學習：老師在分組裝置前由學生先推

選出具領導能力的組長，各組長再依配合度與

能力依序挑選組員。此分組的好處是：各組能

力較整齊且能兼顧到有好友方便做事。 

在創作過程中，因各組表現形式不同，老師會

給予不同的引導，唯一原則就是要「親自操

作」，故協助的狀況因各組能力有所不 同。 

 

 

創作 

學生透過仿作、導覽與裝置等 

層層創製與省思，培養出屬於 

個人對「中國畫」的感覺、認 

知與技能，以活動過程中所獲 

得的理性與感性涵養，進行藝 

術的創作與賞析。 

情意表現：在最後的創作中，學生只須就前面

各活動所獲得的先備經驗進行發想與操作，教

師無須多作引導，並鼓勵學生能依自己的收穫

進行進階的「玩畫」感知體驗。 

 

 

 

分享與回饋 

學生從「做中學」所獲得的經 

驗，歸納整理出活動後的感 

想，並回饋給其他同學，共同 

分享追求卓越後的喜悅。 

1.賞析與評鑑：在發表個人作品時，學生透 

過彼此的分享與提問，除了學習如何有自信 

的表達出自己創作概念外，其他同學也藉機 

發現問題並給與建議，間接訓練學生思考與 

賞析的能力。  

2.實踐與應用：使學生能理解藝術與生活的 

關連，透過藝術活動增強對環境的感知，認 

識多元藝術的無窮可能，並期許能身體力 

行，將美感實踐於未來生活中。 

貳、單元架構 

 

 

   



  

 

参、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領域 設計者 胡日同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節數 共三十節 

單元名稱 胡說望望先輩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Ⅲ-2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 

素，探索創作歷程。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 

現創作主題。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 

要素與形式原理，並表達自 

己的想法。 

核心 

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藝-E-A1 

參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E-B1 

理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

點。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學習內容 

視 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理與視覺

美感。 

視 E-Ⅲ-1 

視覺元素、色彩與構成要 

素的辨識與溝通。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環境教育 / 環境倫理 

實質內涵 
環 E1參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

性。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教材來源 「廣達文教基金」https://iic.quanta-edu.org/exhibition/28 

學習目標 

教學目標 

(一)能透過仿作與與導覽，體認與發現水墨畫的藝術之美。 

(二)能說畫、分享畫，表達出自己的想法並具體給予他人或小組正向回饋與建議。 

(三)能了解畫的意境，分組合作佈置出畫中的景物。 

(四)能賞析完成品，並運用五感五覺，創作與分享自己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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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活動一: 仿作 

 

◎引起動機: 教師導覽國立故宮博物院網站， 

       請學生自行瀏覽「典藏資源/典藏精 

 

 

■能專心聆聽並踴躍發表與發問 

 

● 教學提

醒事項 



       選」繪畫部分。  

◎提問討論：  

教師提問: 

■請問你們從畫裡看到了什麼？ 

■假設你也是大師，你會運用那種手法表現 

 古人的作品？ 

 

◎發展活動: 

「分組選圖並仿作」~ 
  全班分為十五組(每組兩人)，每組派一人 

  抽出預先準備拆切後的畫作影印紙捲，發下 

  宣紙與墨汁，各組開始進行仿作。 

 

◎綜合活動： 

  完成作品將同一區塊分類張貼於黑板上，學 

  生就原圖與二至三張仿作畫進行比圖，鑑賞 

  出哪張畫仿製較佳，並說明原因。 

  依序比出不同區塊的仿作畫，將不同區塊的 

  仿作畫接黏成圖。教師順勢介紹各位同學此 

  次仿作的偉大作品為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 

  如同學有興趣可以回家先行查閱相關資料 

  ，老師下次會進行進一步的導覽解說。 

 

單元活動二: 導覽 

 

◎引起動機：教師透過簡報檔簡述黃公望與 

   富春山居圖的背景，並陳述「畫中蘭亭」 

   無用師卷作品更迭流傳的歷史緣由。 

◎發展活動： 

  1. 將畫分為六紙，依序導覽畫中景緻、人 

     物與作畫技法等部分。 

  2. 當介紹畫中人物時，教師可邀請學生上 

     台並提供道具，請學生透過肢體動作演 

     繹畫中人物並拍照留念。 

 

◎綜合活動： 

  1. 導覽完後，請全部學生朗讀「一片葉子 

     落下來」的詩句，並反思分享此詩句與 

     富春山居圖所要蘊含的意涵是什麼？ 

 

 

 

 

■能透過畫作欣賞閱讀畫作中的

表現。 

 

 

 

 

■能進行分組活動及創作表現和

完成任務。 

 

■能進行宣紙表現創作。 

 

 

 

 

■能透過鑑賞作品進行作品比較

分析及表達原因。 

 

■透過作品完成後進行作品的銜

接。 

 

 

■教師進行導覽解說的相關介

紹。 

 

 

 

 

  ■能進行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介 

      紹和認識。 

   

 

 

  ■將畫作進行導覽和表現的創作 

 

    ■學生透過肢體動作演繹畫中人 

      物並拍照留念。 

 

 

 

 

    ■學生進行朗讀「一片葉子落下 

      來」的詩句，並反思分享此詩句 

      與富春山居圖所要蘊含的意涵是 



  2. 並順便檢視一下先前仿作時，畫作中是 

     否有沒發掘到的景緻與人物？ 

 

單元活動三: 裝置 

◎準備活動： 

   1. 將全班共分為六組，並與學生討論如何 

      切割原圖成為六個部分。 

   2. 由各組選圖，並討論需準備的材料細目 

     (為了作品的一致性，建議紙張、膠帶等 

      耗材由教師統一添購；其餘如紙箱、報 

      紙及文具由學生自行準備。) 

◎發展活動：建構 

   1. 主體部分：主體部分是最困難的，學生 

      除要將分配到的原圖立體化，還要模仿 

      原圖形式，如何堆疊架構是一門極有挑 

      戰的學問。 

    學生遇到的問題：礙於時間，完成一個 

      段落後，會請學生搬運作品至儲藏室堆 

      放；常在移動的過程中，忽聞學生驚聲 

      尖叫，才發現作品垮了！ 

 ■解決方法：建議每次活動預留五分鐘提早 

    將作品搬運堆放，並請全體學生觀察哪組 

    搬運時的主體狀況較佳？請此組典範實例 

    分享過程中如何製作才能避免失誤，於下 

    次操作時進行修正。 

   2. 河景部分：河景部分是製作過程中最簡 

      易好操作的，從產出的速度便可能略知 

      一二。 

    學生遇到的問題：先前導覽時，學生都 

      有發現黃公望圖上富春江那細膩的水波 

      紋，但卻不知該如何呈現才能兼顧其形 

      式與美感？ 

 ■解決方法：由學生先行試玩一片，教師只 

    說明基本原則(如：塑膠板的方向、提供 

    的素材等)。各組完成後放置教室前方透 

    過全班討論，票選出最佳的版型樣式；再 

    請該組學生說明如何製作，獲得共識後各 

    組開始進行仿製。 

   3. 樹景部分：樹景部分也是個大工程，除 

    請家長指導如何以菜瓜布製作假樹(粗估 

    兩千枝左右)外，各組亦可去校園中尋找 

    掉落枯枝進行裝置。學生遇到的問題：因 

    樹體量太多，前期製作時各組還感到新鮮 

    有趣，但到後期部分組別已意興闌珊，甚 

    至互相推諉！ 

 ■解決方法：訂定一個時間點，請各組完成 

     什麼？ 

 

 

 

 

    ■學生討論如何切割原圖成為六 

      個部分。 

 

 

 

 

 

 

    ■主體表現部分困難最高讓學生 

     分配到原圖立體化，模仿原圖形 

     式。 

 

 

     ■解決方法：建議每次活動預留 

      五分鐘提早將作品搬運堆放。 

 

 

 

 

 

 

 

 

     ■創作表現問題的思考，進行黃 

      公望圖上富春江那細膩的水波 

      紋表現思考。 

 

 

 

 

     ■探索表現及思考作品的表現。 

 

 

 

 

 

 

 

    ■樹景的表現方式和媒材的運用 

      思考。 

 

 

 

 

 



    自己組上需要的樹量；如各組無法在時間 

    內完成，其餘欠缺的部分，採個人自願選 

    擇製作，依完成枝數加個人分數。 

 

   4. 人物部分：人物部分是整體製作中最迅 

      速，也是學生最感興趣的一部份。可能 

      是先前準備工作妥當(如分組、備材 

      等，學生只要在校園裡選好景點，請裝 

      扮好的主角擺好動作，告知攝影師，拍 

      完照即可。因各組導演、道具與場務各 

      司其職，短短一節課就拍完了，其效率 

      與效果極佳，當然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要解決的了。 

◎綜合活動：組裝 

     各配件完成後，六組依序將河景地板拼 

     湊成富春江，再將已完成樹景布置的主 

     題放置河景上，最後將八位人物等比例 

     (1/20)縮小照片護背後，佐以黏土放置 

     於原圖相同的位置，整個裝置藝術就此 

     大功告成！最後還放置學校禮堂內展示 

     一週，供全校師生共同欣賞指教。 

 

單元活動四:創作-硬筆畫創作 

 

◎準備活動： 

  透過活動一「仿作」與活動三「裝置」的長 

  時間實作體驗，希望孩子在操作的過程中能 

  體悟與感知出水墨畫的部分巧妙之處；教師 

  更希望透過孩子「做中學」後的自我創作， 

  檢視孩子擷取與學習到多少認知素材。 

◎發展活動： 

  教師發給每位學生一枝炭筆與一張 16K 的 

  圖畫紙，孩子就其體驗課程中所獲得的舊經 

  驗，點景與留白出自己心中的山水畫。 

◎綜合活動： 

  因創作時所使用的為易操作的炭筆，如孩子 

  構圖意象清楚，通常操作時間會很快，其他 

  剩餘的時間可請每位孩子簡述自己創作的概 

  念為何？最後再請全體學生鑑賞與票選出優 

  秀的作品數件。 

 

活動四之二【潑墨畫創作】 

◎引起動機：張大千與畢卡索的歷史對話 

  1. 與孩子分享兩位大師第一次相遇的絕妙 

     對談，間接刺激與引發大千師回國後的 

     革命性反思，進而創作屬於自己的劃時 

 

 

 

 

 

 

     ■人物表現的探索與運用。 

 

 

 

 

      

 

 

 

    ■透過將河景地板拼湊成富春江 

      再將已完成樹景布置的主題放置 

      河景上，最後將八位人物等比例 

      照片護背後，佐以黏土放置於原 

      圖相同的位置。 

 

 

 

 

 

 

 

 

 

     ■讓學生探索中體悟與感知出水 

      墨畫的部分巧妙之處；教師透過 

      孩子「做中學」後的自我創作 

      進行檢視孩子擷取與學習到多少 

      認知素材。 

 

 

 

 

 

      ■完成創作後讓每一位孩子簡述 

       自己創作的概念為何？ 

     ■最後再請全體學生鑑賞與票選 

      出優秀的作品數件。 

 

 

 

     ■分享潑墨大師張大千師，進而 

      創作屬於自己的劃時代風格「潑 

     墨山水」。 

 



     代風格----「潑墨山水」。 

   2. 再次以仿作、導覽與裝置等先備經驗為 

      題，跟孩子陳述水墨畫中「計白當黑」 

      的意義，有時畫面中的「空」也是另一 

      種有意境的留白。 

◎發展活動四之三：潑墨 

   1. 以兩人為一組，每組發下一張全開的銅 

      版紙與一瓶墨汁。 

   2. 先以裝水的噴水器將整張紙噴濕，再將 

      少許的墨汁隨興的滴在紙上。 

   3. 孩子以嘴巴或吸管將墨汁吹開，或兩人 

      合作手握四個角以流動的方式將墨汁滾 

      開，也可直接拿噴水器將墨汁噴開，或 

      其他可將墨汁暈開的任何方法皆行。 

   4. 最後請學生小心的將完成的紙張放置桌 

      面或地板上晾乾。 

   5. 操作過程中，因活動很好玩，要時時點 

      醒孩子注意紙張上留白的空間，不要一 

      味地玩樂而將整張紙變成了一片漆黑。 

◎發展活動四之四：點景 

   1. 發給每組一張 A3 的透明投影片，孩子 

      透過投影片的長方形範圍，以比對或想 

      像的方式在潑墨的紙張上「取景」；找 

      到自己喜歡的景之後，以鉛筆沿著投影 

      片周圍畫框線並剪下。每組需取景兩 

      張，如之前潑墨效果不佳取景不易，可 

      再製作一次紙張潑墨。 

    2. 最後發給每個孩子一枝竹筷，以竹筷 

      沾取墨汁的方式，在自己的景色上隨意 

      點綴創作。 

 

單元活動五: 分享與回饋 

◎綜合活動： 

    1. 孩子依序分享自己的潑墨創作，並請 

      其他學生適時地給予回饋與建議。 

    2. 發下思考單，請學生反思與討論： 

    這次課程中，哪個活動讓你印象最深 

      刻？為什麼？ 

    能專心聆聽內容並認真回饋能認真地完成 

    思考單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你有遇到什 

    麼困難嗎？如有，那你又是如何解決的？ 

  現在課程結束了，你覺得從這次的課程中 

    獲得的最大收穫是什麼？ 

 

 

 

 

 

 

 

 

 

 

       ■自動性技法的使用，將整張紙 

         噴濕，再將少許的墨汁隨興的 

        滴在紙上。 

      ■孩子運用吸管將墨汁吹開，或 

        墨汁暈開的任何方法皆行。 

 

 

 

 

 

 

       ■注意紙張上留白的空間。 

  

 

 

       ■一枝竹筷，以竹筷沾取墨汁的 

      方式，在自己的景色上隨意點綴 

      創作。 

 

 

 

 

 

 

 

 

 

 

       ■自己的潑墨創作，並請 

      其他學生適時地給予回饋。 

       ■學生進行思考單的反思與討 

        論，這次課程中，印象最深 

        刻？為什麼？ 

        

教學設備/資源： 



1. 自製教材：「富春山居」畫作影印、簡報檔。 

2. 表單：思考單。 

3. 文具：墨汁、膠帶、牛皮紙、PP 版、噴膠、白膠、黏土、炭筆、圖畫紙、銅版紙、A3 

         投影片、剪刀。 

4. 其他：視聽教室影音設備、呼拉圈、桿子、紙帽、塑膠盆、塑膠鴨、紙箱、報紙、塑膠 

         袋、菜瓜布、竹籤、服裝道具、相機、噴水器、吸管、竹筷。 

參考資料： 

1. 國立故宮博物院 http://www.npm.gov.tw/ 

2.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蔣勳導覽/信誼(2011) 

3. 打開藝術的眼睛「親子美術的十一堂課」/林千鈴/天下(2009) 

附錄：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分享與回饋」活動 

黃崇智：「我們大家終於將經過多次努力的作品─富春山居完成了！在製作的過程中， 我覺 

          得做山是最辛苦的，因為只要沒做好，就有可能倒塌，而倒塌後就得浪費更多的 

          資源來完成。而我覺得最好玩的部分是扮演富春山居內的八個角色，因為可以自己 

          製作道具。在做完這個作品後，令我感動不已，心想我們大家竟然可以完成這個作 

          品。」 

林  楷：「終於完工了！這次真是個大工程，我們在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但還是一一突破 

          了，最後靠著大家的毅力才得以完成。這個作品必須團結合作，並且想出製作方 

          法， 再加上老師的帶領下，大家才能把一個一個步驟處理好。我們這組的假山和 

          營養不良的蕃薯，也都是靠大家的分工合作才完成的。經過這次的富春山居作品， 

          讓我深深體 會團結合作和堅持的重要，這次活動絕對是獲益匪淺。」 

高元浚：「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先仿作富春山居的畫，雖然我們拿到的畫比較簡單，但是 

          我還是很認真的在畫；雖然結果不滿意，但還是很努力的在畫，所以還是覺得自己 

          畫得很好，而且最後被老師放進富春山居的一部份，所以我最喜歡仿作畫的這個部 

          分。」 

徐浩洋：「今天胡老師介紹富春山居圖這幅畫作。畫富春山居圖的畫家是黃公望，這幅畫作濃 

          淡萬千、墨色豐富，有各式各樣的水紋，也有許多高山峻嶺，十分漂亮！畫中還有 

          王羲之這位有名的書法家在看鵝的情景，那些鵝的樣子都不一樣，但是都栩栩如  

          生；畫的上面也有黃公望自己坐在小船上悠閒的在看優美風景的樣子……」 

 

 

 

 

 

 

 

 

 

 

 

 

 



 

(一)「主體」裝置部分 

     
1.架構紙箱                 2.填充紙球     3.包裹牛皮紙 

 

(二)「河景」裝置部分 

            
1.以塑膠袋包裹底板           2.將塑膠繩搓成小球後拉直    3.橫貼在底板上 

 

(三)「樹景」裝置部分 

         
1.家長指導如何製作菜瓜布樹  2.加工生產                 3.樹海成林 

 

檢討與省思 

    超越學習藝術的經驗，體會古畫之美，進而激發孩子多元表現的慾望，達到玩畫的樂趣所

在。孩子透過一連串的教學活動，經由仿作、教師導覽、分組裝置藝術的創作，到最後獨立創

作與分享使藝術學習更為多元又有趣；不管個人或小組創作，每次活動都會讓學生對古畫有重

新的認識與體悟。學生體悟到古畫不是艱澀難懂，而是有生命、有感覺的； 古畫不是高不可

攀，而是可拆解、可玩味的。 

     我深信透過「玩畫」，縮短了學生與古畫的距離，從中體悟古畫之美，並為古畫創造新

意。在「胡說望望先輩」的教學活動中，從學生認真的投入態度裡，便可明顯感受到孩子是樂

在其中的！  

省思： 

一、「古畫賞析」需更多的引導 現代孩子對古文物的接納度本來就有距離感，如教師能透過 

     自學，對內容進行重新解構與設計，事前搭好學習鷹架，再進行漸進式的引導與賞析； 

     可方便孩子體悟出古畫的真 實意涵，並快速的玩出古畫的真味。 



二、態度決定作品的完整度在進行裝置藝術創作時，有些小組合作態度佳，組長領導統籌能力 

    強，如再加上組員配合度高，最後的完成品通常完整又有看頭(圖 1)。如小組合作態度草 

    率，玩心重又不花心思製作，作品就欠缺細膩，間接也會影響全班整體作品的表現 

 

 

 

 

 

 

 

 

三、古畫重製與再造能力有明顯的個別差異 在「仿作」活動，孩子拿到原畫只會一味仿製， 

    對畫境多不求甚解，如本身美術語言表達技能欠佳，呈現的結果就會差強人意；反之，作 

    品的呈現就會令人驚豔！(圖 3)在 

四、「意」易理解、「象」難呈現天馬行空的創意是現代孩子的優點，於是在孩子創作時大都 

     可看見；但在十足創意下，畫面所呈現的意境就稍嫌淺薄。課程「胡說望望先輩」，其 

     實間接有補強到孩子在水墨畫上「意」的理解；可惜的是：或許生活的環境不同或美學 

     的底子各異，情意的底蘊與感知其實是教不來的(圖 5)。從孩子最後「潑墨畫」的創作呈 

     現，如情意感知夠足，其所呈現的意「象」通常也不差！但話說回來，作品中也不乏令 

     人驚艷又有古味的作品出現，這表示孩子的潛力還是無窮的。 

 

伍、結論 

一、透過仿與導覽讓孩子快速與畫作進行連結 

    透過瀏覽故宮網站與「仿作」活動，讓孩子與畫作進行初步的接觸；接著輔助教師的 

導覽活動，學生在多媒體設備的介紹互動中，漸漸對古畫有另一層的認知。藉此除了提升 

學生參與樂趣外，更能加快學生體認何謂「中國山水」的意涵與表現方式。 

二、「玩中學」仍是孩子最愛的活動 

    從「仿作」、「導覽」、「裝置」與「創作」活動中，無處不可玩；從玩中學習到的 

探索本質，讓孩子重新體認古畫的本質與巧妙之處，重新定義「藝術與人文」也是可以這 

樣一步一步的「玩」出來的。 

三、明確的評量標準讓學生更積極參與 

    在「仿作」活動中，各組(兩人為一組)拿到的原圖皆不同。創作前，教師補充說明會 

有小組拿到相同的原圖；待創作結束後，會透過投票評鑑方式選出優秀的作品。此評量標 

準的目的，是讓孩子在一個良性的競爭氛圍下，引發更積極的創作能量，間接也可提升孩 

子的參與度。另在「裝置」活動中，有自互評與師評兩個項度。透過自互評(共分為 5等，請

學生依努力程度填寫出該組每位成員的座號；等級 5為最認真，等級 1為待加油，如付出程度

一致，可填同等級。)，學生須思考自己與組員在活動中付出的努力，謹慎的填出應得的等

級，此法的公平性也易取信於其他的同組成員。而教師的評量只是錦上添花，只對成品進行評

鑑，提供學生大人賞析的美學觀點，以不影響學生評鑑為最高原則。如此多元評量的目的無

他，除了鼓勵學生努力創作外，在明確的基規準評量條件下，讓學生體認：人人都應對小組負 

責，都有義務對創作盡心付出。 

四、以合作學習培養同儕間的互動 

    課程安排除了「硬筆畫」與「潑墨畫」為獨立創作外，其餘「仿作」與「裝置」活動 

皆為團隊合作。尤其後者的實景布置，透過選材、備材到最後的佈置，小組如何透過團隊 

合作與他人討論配合，真是一門學生所應面對與學習的課題。 



    領導統御佳的組長加上配合度高的組員，作品自然呈現高完成度；組長領導能力不足、 

組員配合度較差的小組，在互動中除秩序較差外，教師從旁介入的機會也較多。不管各組 

製作結果如何，過程中一再提醒孩子：這是一件大作品，各配件層層相扣，缺了一塊就少 

了最後的完整性。看著走校園裡完成的大作品，可見孩子滿足與小小的虛榮感；我想，這 

何嘗不是合作學習下的自信心再建立，也是現在孩子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功！ 

五、以學生思維創作出獨特作品 

    學生思考模式各異，教師只提供基本的創作材料，在不訂標準的教學型態下，鼓勵各 

種的表現手法，教師的工作只需從旁輔助與引導。事實證明，不論在「裝置」製作、「硬 

筆畫」或「潑墨畫」的創作，都可發現學生許多獨特思考下的多元創作，有見地又兼具美 

感與實用。 

六、「古畫新體驗」讓學生喜歡上藝術 

    現代學生對古文物，常表達出排斥或消化不良的狀況，原因在於立意太高、難以親近。 

本次「胡說望望先輩」課程重新詮釋富春山居圖卷，除了反應教師本身喜好與圓一個「黑 

白灰」藝術創作的課程外，也是想讓學生透過「玩畫」的過程，重新喜歡上古畫之美。 

只要孩子花點心思去體悟，推敲畫家所要表達的意涵為何，便能發現其中的巧妙之處。 

從課程的各活動中便可了解：雖沒有思古之幽情，但至少是孩子是樂在其中的。我想，這 

就是創作「胡說望望先輩」課程的原意所在！而實景裝置的樂趣，也從學生佈置當下的歡 

樂氣氛便可知其困難重重，但也樂趣無窮！原來藝術也可以這麼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