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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題名稱： 

中西合璧的畫壇璞玉—常玉 

貳、課程說明： 

一、設計理念： 

當全球通訊與交通高速發展的同時，資訊與文化的交流也相對的提

昇其速率，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趨勢亦隨之而來。當然，這種全球

化的現象，在我國現代藝術史的脈絡中，亦可發現這些軌跡。若論及現

代藝術與我國早期藝術家的關係時，這群約於 1920年代左右旅居過海

外的華人藝術家功不可沒，諸如我們耳熟能詳的是劉海粟、徐悲鴻、林

風眠、潘玉良等前輩藝術家；至於這位同樣是我國當代藝術的先趨者—

常玉而言，相較之下就顯得沒沒無聞。或許是因為常玉客死異鄉，或許

是常玉的畫作曝光率太低，才讓這位畫風揉合中西的藝術家被淡忘了很

長一段時間。 

本教學單元以「中西全璧的畫壇璞玉—常玉」為題，寓意常玉的一

生及其畫作對於國人而言，甚為神秘又具傳奇性，猶如存在著一層未被

揭去的薄紗，似曾相識而卻又未能窺其全貌。而常玉的際遇，猶如梵谷

一般，於生前並未具有高度知名度，而是於辭世之後，才經由許多藝評

家、收藏家正視其藝術成就，抺除璧玉上已久的封塵。 

常玉－一位被譽為海外三家之一、曾經被遺忘的華人藝術家，在異

鄉孤伶伶的躺了三十二年，那是巴黎近郊「潘桐墓園」，其中的一塊水

泥板下，除了墓地編號，沒有其他文字可以辨識1

                                                 
1 常玉於 1966 年 8 月因瓦斯中毒而意外身亡，死後二日方為翠華樓老闆侯成庚發現，而為其租一塊墓地

於潘桐墓園，租期三十年。2000 年任臺北蘇富比負責人衣淑凡才協同常玉友人法蘭克尋找其墓地，並為

常玉重修墓碑，上刻「常玉 1901~1966」數字。 

。而在雄獅圖書公司所

編印的《中國美術辭典》中，也沒有他的名字，更別提《西洋美術辭典》

了！可是在近年來華人藝術家的作品拍賣中，卻以一千六百六十八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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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伍佰元創新華人油畫拍賣紀錄2

國立歷史博物館是公部門最早擁有常玉畫作的單位（1964，共計四

十九件），只是直至 1995年，常玉九五冥誕時，方出版第一本畫集以記

之。而民間第一位發現老舊皮箱中，常玉八百餘張水彩與素描作品的藝

術工作者是陳炎鋒

。 

3

一旦我們有機會進一步瞭解常玉的一生及其畫作，即會發覺常玉的

作品雖然是現代的西畫樣式，而其畫風與題材，卻取自於中國文人畫的

精神、及使用水墨的筆法與墨韻。 

，臺灣民眾對於常玉作品的了解與熟悉，也是經由陳

炎鋒的引介。 

若說藝術史的推演是正與反、分與合的模式，常玉確實也曾串連起

中國與西方的文化脈動，反映二十世紀初期滙集於巴黎的西方藝術型式

的融合，並保留固國文化的特質。本單元就常玉的生平、作品、創作理

念為主軸，讓學生能夠揭除常玉與自己之間的薄妙，並能切磋琢磨學生

個人對於藝術樣式與時代精神、民族文化性格之間的關聯的認識，從而

提昇學生對於藝術史、藝術鑑賞與批評的知能。此外，亦藉由常玉活動

的時代、場域為點，將「巴黎畫派」與其影響介紹予學生。 

二、課程目標： 

學習本課程，學生將能： 

1.認識常玉的生平及其作品。 

2.瞭解常玉的繪畫風格，提昇個人藝術鑑賞的能力。 

3.由常玉的畫作、創作精神等，探討時代背景及藝術品之關聯性。 

                                                 
2 佳士得拍賣公司於 2001 年 4 月 22 日賣出常玉畫作《含華吐瑞》(1950,油畫/纖維板, 92x60cm)，拍定價創

華人油畫新高，折合臺幣 16,687,500 元。 
3 陳炎鋒（1949~2001），臺中市人，為臺灣早期攝影家陳耿杉之四男，中學時曾隨李仲生習素描及現代繪

畫理論，1975 年赴法國修習文藝復興、現代和中國藝術，於 1980 年首度發現常至遺留皮箱中多達約 800
張之 1930 年代左右的水彩素描作品。經常往返於臺灣與巴黎間，為中、法藝術界重要的策展人，曾經於

台北、台中、高雄主辦「風景．人體．蛻變－法國當代具象畫家」、「十七世紀以來法國版畫」、「法國版

畫家安善敦水彩版畫」、「中國．巴黎」展等，並著有《日本浮世繪簡史》、《華裔美術選集（１）常玉》。

於 1995 年協辦國立歷史博物館之「常玉作品回顧展」。2001 年因鼻咽癌病逝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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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照同時期的中西畫家的藝術表現型式，並發現其間的異同。 

5.透過對常玉及其他當時留駐於蒙帕那斯的藝術家之間的關聯，探究

「巴黎畫派」。 

6.習得藝術史、藝術批評、藝術比較的方法或基礎。 

7.發表個人的學習心得，並與同儕討論及分享。 

三、教學對象： 

本課程規劃適用於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學生使用。 

四、教學時數： 

本教學單元共計三節，每週一節。 

五、教學領域或科目：美術 

六、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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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內容： 

依課程規劃展開教學活動設計如下： 

一、主題：中西合璧的畫壇璞玉—常玉 

二、時間：本課程之教學時數為三小時，每週上課一小時。 

三、內容： 

1.第一單元：「浮生若夢—常玉的生平」 

以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之《常玉畫集》、陳炎鋒所著《常玉》、

常玉的年表、常玉展覽記錄及網路上所蒐集到的相關資料等為參

考依據，將常玉的一生有條理的彙整為藝術家的故事，期能使學

生體會常玉散盡千金、孑然一身、客死異鄉的人生歷程，以利於

學生進一步的探究藝術家何以讓藝術品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氣息。 

2.第二單元：「簡約的詩意—常玉的藝術世界」 

以常玉現存於國立歷史博物館、世界各國收藏家的畫作為題，

經歸納、分類後，逐一介紹予學生賞析，讓學生認識常玉的藝術風

格。經由學生們對常玉創作風格及類型的瞭解後，讓學生共同探討

藝術創作的背後，隱含有那些影響藝術家呈現藝術品最終面貌的因

素；藉由批判式的探究（critical inquiry）方式，讓學生可以廣泛的

思考、搜尋相關的資訊，期能使學習是網絡化的、全面性的歷程。 

3.第三單元：「文化的熔爐—常玉的巴黎奇遇」 

藉由兩件常玉的作品（電線桿美女、人物素描），與傑克梅第

（Alberto Giacometti 1901~1966）及馬諦斯（Matisse 1869~1954）

的作品相較，讓學生探討其異同，引述其時代背景，並導出「巴黎

畫派」（The School of Paris）對於現代藝術的滋養。 

四、教學策略： 

1.以「反向思考的課程設計」（陳瓊花，2002）之概念為本，從「要學

生獲致如何的學習成果」為思考的起點，再確認目標後規劃可以達到

目標的活動與策略，然後再設計相關之教與學的活動。 

2.以密勒（Gine A. Mittler）之藝術批評原理與方法（謝東山，1994），

讓學生針對常玉的作品進行描述、分析、詮釋與判斷，以期學生能對

常玉的作品有深入的瞭解。 

3.以批判式的探究方式，讓學生探討常玉作品所隱隱含的意義，進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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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問題、假設、驗證答案，以瞭解常玉的生活、理念如作呈現在藝術

創作中，同時也讓學生探究常玉與當時旅居巴黎的各國藝術家之間的

互動關係。 

4.讓學生發表個人對於常玉作品觀察、詮釋、探究的結果與心得，在同

儕分享個人見解的過程裡，共同完成本單元的學習。 

 

五、各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 第一單元  浮生若夢—常玉的生平 》 

================================================================= 

1、教學重點 

經由教師將整理妥的常玉生平資料以故事

講述的方式，佐以相關的圖片，讓學生瞭解常玉

旅居日本、法國漂泊的一生，並闡述其生活、治

世態度，讓學生揣摩如此豁達的生命，讓這位藝

術家以會以何種的樣式或風格來呈現其作品？ 

2、教學目標 

學習本單元，學生將： 

（1）瞭解藝術家—常玉的生平事跡。 

（2）認識常玉創作的時代背景，兼及同時期的其他藝術家。 

（3）探討常玉的藝術風格，並揣摹常玉作品可能呈現的風格及型式。 

（4）以素描的手法，結合個人意象進行描繪。 

3、教學媒體與資源 

（1）由教師準備藝術家—常玉的生平事跡（附錄一）、各年代的圖像、

活動場域的照片、相關藝術家的圖像等，筆記型電腦、投影機、

螢幕等視聽媒材與設備。 

（2）依據本單元之教學目標，設計一份學習單－「我也是藝術大師」（附

錄二），供每位學生使用。 

（3）學生應備用具：原子筆、鉛筆、橡皮擦等文具。 

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常玉紀念展

2001.10.13~2001.12.02 / 張桓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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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活動 

【導入活動】（3分鐘） 

（1）由教師先向學生們說明進行本課程的目的及預期效益，其次介紹

本單元的目標、進行方式、內容、評量範圍與標準等。 

（2）發予每位學生一份「我也是藝術大師」學習單，並說明本學習單

的填寫要領及要求。 

【發展活動】（40分鐘） 

（1）由教師講述常玉的故事，可以用倒敍的方法，由「一位在異鄉孤

伶伶的躺了三十二年的藝術家，那是巴黎近郊的『潘桐墓園』，其

中的一塊水泥板下，除了墓地編號，沒有其他文字可以辨識…」

開始，以增強學生的學習興緻（附錄一）。 

（2）隨著教師講述常玉的生平，放映藝術家各時期的記錄圖像，活動

場所、接觸過的藝術家、同時期活躍於巴黎蒙帕那斯的藝術家們

的影像，使學生感受當年藝術家的生活情況及活動場域。 

（3）請學生仔細聆聽教師所述的故事情節，並隨時將重點或個人見解

填入「我也是藝術大師」學習單中。 

（4）待教師講述完常玉的生平及性格後，請學生於學習單中揣摩藝術

家的創作風格，並以鉛筆繪出常玉作品（以女性為主題）的可能

樣式。 

【綜合活動】（7分鐘） 

（1）請學生就常玉的生平以口頭發表個人的感受及評析。 

（2）請學生展示個人揣摩常玉的作品可能樣式的創作，並說明其理由。 

（3）交待學生家庭作業：蒐集有關常玉的資訊及圖片，並分析自己的

揣摩作品與藝術家本身的實際作品有幾分相似度，於下一週上課

時繳交。 

5、學習評量 

（1）學生對於教師講述藝術家生平是否用心；「我也是藝術大師」的填

答及描繪是否認真。 

（2）學生是否能清楚的以文字詮釋、口頭表達自己的觀點。 

（3）課後蒐集資料是否合適，個人的詮解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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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被徐志摩喻為「宇宙大腿」的人體畫, 水墨裸女,變形系列,45×28cm 

《 第二單元  簡約的詩意—常玉的藝術世界 》 

================================================================= 

1、教學重點 

介紹常玉各時期、不同

類型的作品，以「幽然見南

山」、「宇宙大腿4

2、教學目標 

」、「曠野

中的獨行者」、「偷得浮生半

日閒」等主題為分類樣式，

讓學生鑑賞常玉的作品、說

明其風格，並且回顧常玉的

生平、生活的年代與其作品之間的關係。除了增進學生的鑑賞能力外，同

時亦要求學生的思辨能力。 

學習本單元，學生將： 

（1）瞭解常玉的作品風格。 

（2）檢視自己的揣摩作品樣式是否與藝術家的作品風格雷同。 

（3）探討常玉作品的風格與其生活背景之間的關係。 

（4）運用圖書或資訊媒材檢索有關藝術家的資料，並對藝術家有進一

步的瞭解。 

3、教學媒體與資源 

（1）由教師準備藝術家—常玉的作品圖集（附錄三），筆記型電腦、投

影機、螢幕等視聽媒材與設備。 

（2）依據本單元之教學目標，設計一份學習單－「走進常玉的詩畫世

界」（附錄 四），供每位學生進行探索。 

（3）學生應備用具：原子筆、鉛筆、橡皮擦等文具。 

                                                 
4徐志摩 1931 年 2 月 9 日寫給劉海粟的一封信中提及：「常玉今何在？陳雪屏帶回一幅宇宙大腿，正始拜領

珍異也。」（陳炎鋒，1995） 



 8/12 

4、教學活動 

【導入活動】（5分鐘） 

（1）由教師向學生們介紹本單元的目標、進行方式、內容、評量範圍

與標準等。 

（2）發予每位學生一份「走進常玉的詩畫世界」學習單，並說明本學

習單的填寫要領及要求。 

【發展活動】（35分鐘） 

（1）請學生手持自己上週所揣摩常玉可能的藝術品之風格及型式的習

作，發表自己的看法，說明自己的草圖何以用現在這種面貌呈現。 

（2）由教師依「幽然見南山」、「宇宙大腿」、「偷得浮生半日閒」、「曠

野中的獨行者」等四個主題為講述次序，讓學生可以全面觀察常

玉的作品，並運用密勒之藝術批評原理與方法，於課當上抽問學

生，針對常玉的作品進行描述、分析、詮釋與判斷，讓學生能對

常玉的作品有更深入的瞭解。 

（3）請學生仔細聆聽教師及同學所作的描述與分析，隨時將重點或個

人見解填入「走進常玉的詩畫世界」學習單中。 

【綜合活動】（10分鐘） 

（1）請學生發表對於常玉畫作的風格與其人格特質的關係的看法。 

（2）教師以徐悲鴻的作品作一對照，以使學生確認兩者間的差異，並

說明藝術家的性格與作品間的關聯。 

（3）交待學生家庭作業：找出與常玉的作品風格相似的藝術家的作品

圖片，並分析他們的時空背景、作品間有何關聯或相似之處，於

下次上課時繳交。 

5、學習評量 

（1）學生是否用心聆聽教師講述藝術家作品；「走進常至的詩畫世界」

學習單是否用心填答。 

（2）學生是否能清楚的以文字詮釋、口頭表達自己的觀點。 

（3）課後蒐集圖片是否切合，對於所蒐集的圖片與常玉作品之間的關

聯性是否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它。 

《 第三單元  文化的熔爐—常玉的巴黎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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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的前妻-高齡 100歲的哈兒蒙慈女士（Ms. Harmonyeire）

在吉美博物館中的常玉畫前，非常激動。民生報記者黃

寶萍／攝影, 2004/06/16 

================================================================= 

1、教學重點 

藝術家的生活經歷與社會文化

的濡染，深深的牽動著藝術活動的

展開及其樣貌。經過常玉生平的介

紹及作品的賞析後，學生們已經探

究、檢索過有關常玉及其他同時期

中外藝術家的創作風格。在最近一

次的展覽中（2004.06.16~ 2004.09.  

13），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Paris）就將常玉歸

類為巴黎蒙帕那斯藝術家群中的一個，足證常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展開

的「巴黎畫派」居有一席之地。 

本單元藉由傑克梅第 5（Alberto Giacometti 1901~1966）、馬諦斯 6

2、教學目標 

（Matisse 1869~1954）、莫迪里亞尼（Modigliani, Amedeo 1884-1920）

的作品與常玉的作品互相比對，讓學生觀察、分析、判斷同時期的藝術家

之間存在著何種的互動關係，然後延伸及「巴黎畫派」的介紹。 

學習本單元，學生將： 

（1）檢視常玉的藝術風格與蒙帕那斯的藝術家之間可能的連動關係。 

                                                 
5 1922 年抵法的傑克梅第（Alberto Giacometti 1901~1966），亦同於常玉一般，進入大茅屋工作室進修。

故而在 1923 年左右，常玉可能已經認識傑克梅第。而於四○年代，他們更是比鄰而居，交往得更為密切。

雖然常玉是以平面繪畫為創作領域，而傑克梅第是以雕塑為創作元素，他們彼此間的作品實際上是具有

高度的關聯—由常玉的電線桿美女系列畫作可見其端倪。 

6
 1928年 6月 14 日，國立巴黎藝術品拍賣中心推出現代繪畫公開競標，而其中二十二張馬諦斯的作品賣

價非凡，讓二十世紀初始崛起的野獸派嶄露頭角。常玉在此時所用的鉛筆勾線表現裸女的畫法，因其簡

約柔美的的線條充滿了抒情的詩意，而使他獲得「中國馬諦斯」的雅譽。據悉，馬諦斯收藏有多張常玉

的作品，他們之間部份畫風趨於一致，受到這種關係的影響是不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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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常玉的作品與馬諦斯、傑克梅第等藝術家的作品有何異同。 

（3）深化個人對於藝術鑑賞的評析能力，並增進個人對於資訊檢索、

運用資訊的能力。 

（4）瞭解「巴黎畫派」的由來及意義，及「巴黎畫派」與現代藝術的

萌起之關係。 

3、教學媒體與資源 

（1）由教師準備常玉、傑克梅第及馬諦斯的作品（附錄五）以供比對，

筆記型電腦、投影機、螢幕等視聽媒材與設備。 

（2）準備「巴黎畫派」資料、相關藝術家的作品圖片等供學生賞析。 

（3）依據本單元之教學目標，設計一份學習單－「藝術國度的大同世

界」（附錄 六），供學生進行分析、判斷、探究。 

（4）學生應備用具：原子筆、鉛筆、橡皮擦等文具。 

4、教學活動 

【導入活動】（5分鐘） 

（1）由教師向學生們講解本單元的目標、進行方式、內容、評量範圍

與標準等。 

（2）發予每位學生一份「藝術國度的大同世界」學習單，並說明本學

習單的填寫要領及要求。 

【發展活動】（40分鐘） 

（1）請部份學生上臺發表（先由學生志願，再由教師視情形抽點）上

週家庭作業，並分析、說明之。 

（2）由教師放映常玉、馬諦斯、傑克梅第、莫迪里亞尼們的作品，讓

學生們比較其異同、並發表。 

（3）請學生仔細聆聽教師及同學所作的描述與分析，隨時將重點或個

人見解填入「藝術國度的大同世界」學習單中。 

（4）在學生們分析、判斷常玉的作品與三位同時期的藝術家之間的關

係後，再由教師詢問是否聽過並介紹「巴黎畫派」，回顧第一次世

界大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活動於巴黎的藝術家，然後說明

這群藝術家對於後來現代藝術的開展有何重大的影響力。 

【綜合活動】（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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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學生發表對於本課程的體悟與看法。 

（2）由教師作一總結，闡明藝術的演化與社會文化的脈動息息相關，

並再次的口頭獎勵蒐集、分析資料用心的學生，以增強學生們對

於學識探究的精神，有助於他們發展更高深的研究。 

5、學習評量 

（1）學生是否能提出有力的論證，說明其搜尋的同時期藝術家的作品，

與常玉作品之間的關聯及異同。 

（2）學生是否用心聆聽教師的評析；「藝術國度的大同世界」學習單是

否用心填答。 

（3）學生是否能清楚的以表達本課程單元的體悟及看法。 
 

肆、教學評鑑： 

本課程之評量方式，採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兼用，並參酌「反

向思考的課程設計」（陳瓊花，2002）之觀點，期望學生能夠從常玉的

認識拓展至同時期的藝術家，並且認識「巴黎畫派」。在教學的過程中，

教師針對學生所填寫的學習單、口頭詢答等，進行形成性評量，由此，

教師得以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並得以適時調整教學步調，讓學生可以

獲致良好的學習成果；最後，於單元結束時，再由教師進行總結性評量，

針對學生本單元的整體表現—包括學習單的寫作、意見的表達、資料的

蒐集、學習心得的回饋等進行全盤的評量。 

至於學生對於本課程的評鑑部份，藉由第三單元所附的學習單「藝

術國度的大同世界」末端所列的開放式問題為回饋評鑑方式，以檢視本

課程能在施行後能如預期效益一般，讓學生瞭解常玉、能評析其作品、

探究作品與作家及時代背景的關係、認識「巴黎畫派」及同時期的藝術

家等，並且能夠以藝術史、藝術批評的探究為基礎，獲得研究學問的方

法，以幫助學生應用於其他學科領域的學習，並讓學生親歷未來用於進

一步探究高深學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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