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主題名稱：遨遊想像的世界－我的創作靈感 

貳、課程說明： 
一、設計理念：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象造形、色彩充滿於視覺感受，千奇百怪的自

然物或人為物都能讓人產生許多的聯想。只要稍加思考便會有圖像

的產生，而圖像的創意思考和想像造形設計就是個人的創作靈感來

源的符號，它可能是抽象的色塊、線條亦可能是具體的物象。這些

可以激發不同階段孩子的視覺美感和豐富的想像創意潛能，尤其是

平面繪畫和立體造形的創作表現。因此本教學單元主題「遨遊想像

的世界－我的創作靈感」就是以個人視覺閱讀自然實物和人為創作

作品的感受做為教學主題的引導和設計理念，開啟學生對生活環境

的維護，珍惜自然和人文所交織成的文化資產，熱愛民族文物，拓

廣世界中外藝術家作品的視野，以提昇個人藝術創作和審美的養成

能力。 
二、課程目標：希望學生在－ 

（一）認知方面： 
1.從審美角度來看認識物象的造形、色彩和材質的呈現就是  
美。能用文字及語言表達個人的審美感受。 

2.發現創作媒材不限於畫畫，可以就自己熟悉的媒材加以表現。 
3.從主題中的學習讓學生充份了解偉大藝術家創作的相似性，能

比較出藝術家表現的風格。 
4.從實物及名家作品的觀察，說出個人聯想到的物象並說出創作

的想法。 
（二）技能方面： 
    1.以個人的美感，運用合適的表現手法來呈現自己的創作觀念，

解析個人創作流程。 
    2.嘗試用不同媒材和技法大膽地表現如紙材、立體造形….等。 
    3.能運用藝術家或他人的創作理念技法於個人的創作之上。 
（三）情意方面： 
    1.培養學生熱愛自然，感受自然之美，珍惜文物的價值觀和審美

能力。 
    2.欣賞名作並與他人討論作品，分享心得，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熱愛創作，陶冶心靈，達到怡情養性。 
    3.感受藝術創作對社會文化的價值。 
    4.養成珍惜藝術文化智產的觀念和重視個人智慧財產權。 

   三、教學對象：高一、高二學生。 
   四、教學時數：六節（300 分鐘）。 
   五、課程架構： 
 



 
      單元主題設定與說明          教師與學生相關資料的蒐集        引起動機 

      學生討論         文字撰寫        心得報告分享          
教師評論             學習單          教師示範        實作構想設計           

      聯想與創作         作品詮釋描述         完成創作           陳列展示與

心得交流            學習評量          整理活動與預告下一單元主題 
 
 
 
 
 
 
 
 
 
 
 
 
 
 
 
 
 
 
 
 
 
 
 
 
 
 
 
 
 
 
 
 
 

課程主題：遨遊想像的世界－我的創作靈感 

酷耶！您

想到了

嗎？像不

像藝術

品？ 

沉思者－

你在想什

麼？ 

幽默人生－ 
面具的設計

與創作 

石
魚
鳥
想
喝
水 

海
邊
的
竹
頭
魚 

石
頭
人
在
思
考 

佛
像
石
雕
的
模
樣 

梵
谷
的
嘉
舍
醫
生 

羅
丹
的
沉
思
者 

你
是
誰 

我
的
面
具 

1. 實物圖像或影像的觀察。 
2. 文字描述與心得分享。 
3. 作品賞析與詮釋分享。 
4. 延伸與學習評量。 
5. 養成敏銳的觀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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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內容依架構規劃教學活動如下： 
一、主題：遨遊想像的世界－我的創作靈感 
二、時間：本課程的教學時數為六小時，每週上課二小時。 
三、內容： 

    （一）第一單元子題：酷耶！您想到了嗎？像不像藝術品？自然造形之美與人為藝

術之美。 
              仔細觀察自然與人為的美，在日常生活中有見過類似的造形物象嗎？透

過教學單元主題內容來激發學生與生俱來的豐富想像力和創造力，培養學生

視覺藝術能力。 
（二）第二單元子題：沉思者－你在想什麼？ 
          銜接第一單元的主題，以加深加廣的學習，刺激學生自我觀察能力和聯

想力，讓學生比較東西藝術家作品的特色和表現風貌，並從自然物象的抽象

造形感受藝術美感相通的道理，以創意思考的學習取向來鼓勵學生在繪畫、

雕塑、文字描述（鑑賞）等方面的創作。藉羅丹作品「沉思者」、北魏雕刻「佛

像菩薩」、劉松年作品「羅漢圖」、梵谷作品「嘉舍醫生」、吳哥窟巴戎廟的「微

笑高棉」、秦兵俑等相互比較探討其差異性，再延伸單元主題中的抽象火山

石、野柳女王頭、帆船石和米開蘭基羅名作「大衛雕像」、聖母哀慟像和生活

人像攝影。 
（三）第三單元子題：幽默人生－面具的設計與創作 
          從像不像的藝術視覺美感引發學生豐富的聯想力，擴大延伸人物具象的

動作思考、相互討論、實際創作與評量，藉心得分享後再將子題觸及到苗栗

國際假面藝術節的重大活動，讓學生實際參與製作，體會戴上面具是何種感

受？人物的表情動作又有什麼不同？藉欣賞四川變臉影片、金凱瑞主演的「摩

登大聖」、布蘭登費雪與瑞秋懷茲主演的「神鬼傳奇」電影片段和欣賞名家面

具作品以引起學生創作的想像力。   
 
四、教學策略： 

（一） 運用密勒（Gene Mittler）的藝術批評法（The Art－Criticism Approach）  
來指導學生對作品的分析與評論。 

（二） 運用 Clark 的統整教學模式鼓勵學生主動參與教學。 
（三） 教學過程中引用帕恩斯（Parnes）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激發學生的 

創造性與批評性思考。 
        （四）威廉斯（Williams）的思考與情意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對此單元的創造力和 

表達力。 
        （五）實施分組教學及 IEP 個別化教育指導，並運用克拉克（Clark）與吉姆曼

（Zimmerman）的 N－S 模式教學策略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達到更好的學習。 
 
 
 



第一單元子題：酷耶！您想到了嗎？像不像藝術品？自然造形之美與人為藝術之美。  
一、教學重點 
        讓學生了解自然物象造形的趣味，仔細觀察自然物造形與人為藝術創作的差

別。就課程單元的自然海漂物竹根、樹根，自然風景的山石如桂林象鼻山、石林的

象石、烏龜岩、吳哥窟空瑯樹根和人為石雕的石魚鳥、西漢銅鳳燈、五代人首魚臥

俑如圖所示的視覺效果，所產生的視覺造形聯想，深入分析可以給自己在繪畫、設

計、造形創作或雕塑上何種靈感。並經由文字描述撰寫的鑑賞評論，相互分享自己

的看法，讓學生擴增視覺和聽覺的學習，激發創作潛能。 
二、教學目標 

學習本單元學生能獲得 
1.認識現成物的造形、材質。 

2.比較不同材質物象的形式美感。 
3.陶冶學生審美觀念，激發聯想力。 
4.激發學生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敏覺力於個人的創作上。 
5.珍惜藝術文化創作的智慧遺產。 

三、教學媒體與資源 
1. 圖片、幻燈機、幻燈片、畫冊書籍、講義資料、鑑賞教室、Powerpoint 
2. 教師準備「海漂物竹根」、「石雕的石魚鳥」、「桂林象鼻山」、「五代人魚臥俑」、「烏

龜岩」、「龍岩」、「木雕大象」及優秀作品的圖片及照片。 
3. 依單元主題內容設計學習單，以加深學生對自然造形美與人為造形美的印象。「酷

耶！您想到了嗎？像不像藝術品？」 
4. 準備相關資料圖片、照片，以激發學生的創作思考。 

  

     
四、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老師方面： 
1.蒐集自然造形圖像照片和優良學生作品，製定主題學習單，拍攝幻燈片及

Powerpoint 的文書檔案製作。 
      2.張貼陳列在生活環境中找到的自然造形圖像如象鼻山、烏龜岩和人為造形創 

像日本的酷斯拉恐龍嗎？ 



牛耳石雕公園林淵作品 

作作品如林淵的石雕、五代人首臥魚俑素描。 
       3.以數位相機拍錄教學活動過程。 

學生方面： 
1.蒐集圖片與拍攝日常生活的造形圖像。 

      2.預先思考蒐集的圖像意義並寫下自己對自 
然造形的聯想。詳閱講義資料及備妥紙筆。 

（二）教學活動過程 
      引起動機： 

1. 教師以幻燈片或圖卡陳列，讓學生認識周遭生活的事物有太多的奇妙

的造形，它是提供我們在藝術創作的泉源，如象鼻山、烏龜岩。這種視

覺聯想的奧妙是否觸動了自己對自然造形的「意想不到」感受與收獲。

它給你的聯想是什麼？您會想到什麼？請用文字表達寫下自己的感想。 
2. 教師舉出台灣的「烏龜岩」、韓國濟州島上的「龍岩」和「石魚鳥」、

石林的象石，四件背景的故事， 以引起學生學習興趣。（Powerpoint） 
3.用幻燈片或 Powerpoint 秀出自然產生的造形相關圖片及人為創造出來

的實用造形物，讓學生思考它像什麼？有何功能？如火山石人像、野柳

女王頭蕈岩和燭台石、石魚、天然木頭、獅頭魚身。 
          展開活動： 

1.教師以範例來引導學生用白話文字或新詩描寫抽象的自然造形物，讓學

生將國文作文的學習心得運用到藝術創作和鑑賞領域裡。（克拉克的統

整教學） 
2.以預先設計好的學習單鼓勵學生以流暢力、想像力、聯想力、敏捷力、

創造力用文字來描述主題的學習。（如附件一） 
3. 學生完成文字的描述，向班上同學發表分享個人的文字感想創作。教 
  師予以鼓勵嘉勉。（如附件二） 
4. 老師說明作品創作的構思與聯想。 
5. 平面繪畫創作或造形設計實作練習。 
6. 教師實施 IEP 教育計劃，個別輔導，就作品進度予以提出檢討和鼓勵。 
7. 作品陳列展示，學習經驗與心得分享，並票選最佳創意作品。 

（三）學習評量 
1.陳列全班同學文字描述的作品。 

            2.學生念出文字詮釋或口頭表達自己的創作觀點和同學分享。 
            3.教師對整個學習活動的優缺點向學生提出。 
            4.在生活中自然造形與人為藝術造形就「藝術品」與「非藝術品」品的區別，

做出正確的說明，讓學生充份了解藝術創作的意義。 
            5.獎勵票選出最佳的創意作品，經驗分享。 
     （四）整理活動 

1.預告下一單元活動主題內容及準備事項向全班學生宣佈。 
            2.文具資料收拾與環境之整理。 



第二單元子題：沉思者－你在想什麼？ 
第一節課程 
一、教學重點 

本單元以蒐集名作及古蹟雕刻的視覺圖像如圖，讓學生仔細觀察、討論、分析

和撰寫感想，就其中的差異或相同點做美學、藝術史、藝術批評等方面的論述。探

討這些藝術創作對人類歷史文化的影響及價值，藝術家的創作靈感是怎樣出現的？

對當時的人們生活又有什麼影響和作用，進而提供個人在創作上的靈感來源。如圖

片中抽象的火山石人像、天然石人像、吳哥窟石雕像、老人像即是最佳例子。 
二、教學目標 
    .學習本單元學生能獲得： 

1.對自然抽象造形與名家作品的認識與欣賞。 
2.比較不同材質作品的造形特色和了解作品的表現方式。 
3.比較作品的相異點。 
4.了解作品的歷史背景。 
5.陶冶學生審美觀念。 
6.激發學生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敏覺力於個人的創作上。 
7.珍惜藝術文化創作的智慧遺產。 

     
三、教學媒體與資源 

1.課本、圖片、幻燈機、幻燈片、西洋美術辭典、講義資料、鑑賞教室 
powerpoint 文書檔案。 

2.教師準備視覺藝術圖像羅丹作品「沉思者」、梵谷「嘉舍醫生」、米開蘭基羅「大衛

雕像」、劉松年工筆作品「羅漢圖」、「吳哥窟石雕」、「北魏佛雕像」及抽象的「火

山石」的圖片及生活照片。 
3.依單元主題內容設計學習單，以加深學生對自然造形美與人為造形美的印象。 
4.依教學資源引導學生思考，實施分組討論及心得分享。 

    
吳哥石窟石雕           微笑高棉                  火山石                  雲南玉水寨東巴老人 

天然人像石 



吳哥石窟一景祖孫兩

人在思考的模樣 

   
雲杉坪少女            羅丹沉思雕像          麗江古城老婦                     蠟像高僧 

四、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老師方面：1.蒐集名畫複製和優良學生作品，製定主題學習單，拍攝幻燈片及

Powerpoint 的文書檔案製作。 
          2.張貼陳列羅丹沉思者圖卡、米開蘭基羅大衛雕像、黃土水的雕塑釋迦

像、劉松年的羅漢圖和梵谷的嘉舍醫生。 
          3.數位相機拍錄教學活動過程。 
學生方面：1.蒐集圖片與拍攝日常生活人物圖像思考的模樣。 
          2.預先思考藝術家對創作的意義和寫下自己對作品的感想。 
          3.課本、講義資料、紙筆。 
（二）教學活動過程 
      引起動機：                    

1.教師以幻燈片打出生活中所見到的人物各樣沉思的動

作，讓您產生 的聯想是什麼？（老人、中年、兒童）這

種動作您會思考是在想些什麼？ 
2.教師舉出羅丹「沉思者」和劉松年的「羅漢圖」兩件

創作背景的故事， 以引起學生學習興趣。（Powerpoint） 
3.用幻燈片或 Powerpoint 秀出自然產生的造形相關圖

片，讓學生思考它像什麼？如火山石人像、野柳女王

頭蕈岩和燭台石（像乳房）、墾丁南海岸的船帆石。 
          展開活動： 

1.教師以範例來引導學生如何用白話文字或新詩描寫，讓學生將國文作 
文的學習心得運用到藝術創作和鑑賞領域裡。（克拉克的統整教學） 

2.以預先設計好的學習單要學生以流暢力、聯想力、敏捷力、表現力用 
文字來描述主題的學習。 

3.學生完成文字的描述，向班上同學發表分享個人的文字感想創作。教 
  師予以鼓勵嘉勉。 
4.作品創作的構思與聯想。 
 



（三）學習評量 
1.陳列全班同學文字描述作品。 

            2.學生念出文字詮釋或口頭表達自己的創作觀點和同學分享。 
            3.教師對整個學習活動的優缺點向學生提出。 
            4.在生活中自然造形與人為藝術造形就「藝術」與「非藝術」品的區別，做

出正確的說明，讓學生充份了解藝術創作的意義。 
      （五）整理活動 

1.預告下一單元活動主題內容及準備事項向全班學生宣佈。 
            2.文具資料收拾與環境之整理。 

－第一節結束－ 
 

       
     鑑賞課－他們在思考什麼？                            洪湘宜同學的文字撰寫心得分享 

       
     黃信文同學的文字撰寫心得分享 

 李翊禎同學分析梵谷作品「嘉舍醫生」的沉思  



第二單元子題：沉思者－你在想什麼？ 
第二節課程 

一、教學重點 
延伸上一節課程主題讓學生知道創作來源廣泛，只要稍加用心去思考與聯想，

生活中隨處都是創作的素材。從生活環境中獵取靈感，讓學生體會創作是件快樂的

事。本節學習重點是藉自然抽象的造形來激發學生對人物沉思的表情創作，同時參

考相關歷代名作和同學充當模特兒表情，以繪畫、雕塑或造形方式做個人對本單元

學習成果的展式。讓學生深入探討「沉思」的意義，分析藝術創作對人們的影響和

文化價值的貢獻，進而了解藝術創作的偉大。 
二、教學目標 
    .學習本單元學生能獲得： 

1.對自然抽象造形與名家作品的敏銳觀察。 
2.比較不同材質作品的造形特色和了解作品的表現方式。 
3.說出作品的相異點和價值。 
4.了解作品的歷史背景和對生活的影響。 
5.陶冶學生審美觀念。 
6.激發學生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敏覺力於個人的創作上。 
7.珍惜藝術文化創作的智慧遺產。 

三、教學媒體與資源 
1.圖片、幻燈機、幻燈片、照片、講義資料、鑑賞教室、powerpoint 
2.教師準備視覺藝術圖像抽象的「女王頭像」、梵谷「嘉舍醫生」、米開蘭基羅「大衛

雕像」、劉松年工筆作品「羅漢圖」、「吳哥窟石雕」、「北魏佛雕像」、「沙母壹銅雕」

及抽象的「火山石」的圖片及生活照片。 
3.依單元主題內容設計學習單，描述以上圖像給自己何種聯想與感受。 
4.依教學資源引導學生思考，實施分組討論及心得分享。 
5.依自我觀察及創作表現的方式，運用工具及材料繪製自己最喜歡的作品。 

 

    
女王蜂頭 攝影 林世堅      火山石  作者  攝影       吳哥石窟佛雕  作者  攝影     沙母壹石雕  作者 攝影 

四、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老師方面： 



1.陳列圖片和製定主題學習單，拍攝幻燈片及 Powerpoint 的文書檔案製

作。 
          2.張貼陳列野柳女王頭蕈岩和觀音玉雕、米開蘭基羅大衛雕像、佛雕像。 

  3.數位相機一台。 
學生方面： 

          1.蒐集圖片與拍攝日常生活人物圖像思考的模樣。 
          2.鑑賞文字描寫與創作構圖準備。 

  3.工具材料、水彩紙、畫筆、顏料。 
   （二）教學活動過程 
        引起動機： 

1. 分享同學對不同的「沉思者」作品在鑑賞文字的描述。   樹下沉思的老人 

2. 介紹自然形成的人物造形「女王頭像」、「火山石人像」、「帆船石」、「巴

里觀音山」、等奇景，這些自然的景讓學生聯想到什麼？ 
       （三）展開活動 

1.用 Powerpoint 各舉中西美術史名作一位，激發學生的創作慾望。 
2.生活中有否注意到人物沉思的表情？會給自己何種聯想呢？ 
3. 從主題單元中獲得創作的靈感，學生充當模特兒或以自己蒐集到的圖

像、照片來創作。 
4. 教師示範，就人物思考模樣以水墨方式來表現。 
5. 實施分組教學，以繪畫或造形為創作，就學生的程度予以協助指導。 
6. 個人作品完成，分想學習經驗。 

（四）學習評量 
1.陳列全班同學作品（繳交作品），表揚張貼最具創意的作品。 

            2.學生以文字詮釋或口頭表達自己的創作觀點。 
            3.教師在整個學習活動的優缺點向同學提出。 
            4.在生活中自然造形與人為藝術造形就「藝術品」與「非藝術品」的區別，

做出詳盡的說明，讓學生充份了解藝術創作的意義。 
      （五）整理活動 

1.預告下一單元活動主題內容及準備事項向全班學生宣佈。 
            2.工具、材料之收拾與環境之整理。 

－第二節結束－ 
 

   
 
 
 
 
 
 



 
－學生文化藝廊－－作品展示及賞析     

   
高偉哲 水墨作品  同學           徐名仕 水墨作品  小宇             吳易澤  水墨作品  背對 

 

     
  夢娜麗莎  水墨  作者        植物園的老人   作者攝影           候車室   湯雅如  水墨作品          

                
  藝術之死   吳易澤  水彩        聖母哀慟像    韓妤   攝影              聖母的沉思  徐名仕   水彩   

 
 
 



第三單元子題：幽默人生－面具設計與創作 
第一節課程 

一、教學重點 
     同學還記得前二個單元主題學習的內容嗎？老師看了上一堂的創作表現每位同學

都有個人的想法與創意，可見同學們充滿創造潛能，極有敏捷力、想像力和流暢力的表

現。如果老師把「海漂物竹根」、「魚鳥」、「人首臥魚俑」、「火山石」、「沉思者」、「面具」

三個子題串聯起來做一綜合性的表現，創作構思採自由選擇表現，可以二個子題融入，

亦可以圖像物性的隱喻來詮釋人生。藉相似的主題來激發學生對戲劇舞台的表演。 
二、教學目標 
.學習本單元學生能獲得： 

1.對面具表達的意義。 
2.能比較不同材質的造形特色和了解作品的表現方式。 
3.說出作品的相異點和價值。 
4.了解作品的歷史背景和對生活的影響。 

5.陶冶學生審美觀念。 
6.激發學生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敏覺力於個人的創作上。 

7.珍惜藝術文化創作的智慧遺產。 
三、教學媒體與資源 

1. 圖片、幻燈機、幻燈片、照片、講義資料、鑑賞教室、 
powerpoint 文書檔。 

2.教師準備視覺藝術圖像的面具圖片及照片。 
3.依單元主題內容設計學習單，描述以上圖像給自己何種聯 
想與感受。 
4.依教學資源引導學生思考，實施分組討論及心得分享。 
5.依自我觀察及創作表現的方式，運用繪畫工具及材料繪製自己最喜歡的作品。 

四、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老師方面：面具實物與典故的蒐集、圖片、書籍畫冊、 
影片、鑑賞器材如螢幕、錄放影機、音響。 
學生方面：依生活環境蒐集相關的資訊、紙筆、分 
組名單。 

（二）教學活動過程 
1.引起動機 

如果每個人上學或出外都戴著面具會是何種情景呢？如果羅丹的作品「沉思者」、北

魏石雕「菩薩」戴上了面具您會想到何種造形？會給欣賞者什麼奇怪的想法呢？ 
2.教師講述面具的隱喻和典故      

老師提出苗栗縣國際假面藝術節的展覽與同學參與活動的經驗如圖，並舉出四川變

臉藝術的表演，快速、奇異、驚人的動作讓人佩服讚嘆！詢問同學看過金凱瑞主演

的電影「摩登大聖」、宮奇竣的動畫「神隱少女」、布蘭登費雪和瑞秋懷茲主演的電

小學生在假面藝術節的活動上 

我在現場設計面具 

高偉哲同學在指導小朋友畫面具 



影「神鬼傳奇」嗎？裡面有什麼最特別的呢？引中國國劇臉譜為實例說明，並以新

詩做範例來歌頌。 
3. 展開活動－分組討論活動 

A.全班分兩組討論，請同學提出課前蒐集到的圖片及實作作品相互分享心得。羅丹

的「沉思者」和北魏石雕「菩薩」戴上了面具能否展現美感？ 
B.教師導引辯論主題方向，就什麼是「藝術品」？什

麼是美？讓欣賞的觀眾最直接的反應是什麼呢？

美與醜的分界又是在那裡呢？ 
C.辯論題目「自然石雕是藝術品」。 
D.由學生依個人的喜好選取二個子題的圖像予以融

合做為個人創作的方向，媒材與表現手法不拘。 
E.教師放映投影片分析和黑板示範說明。 
F.提示學習重點：在現代藝術創作來說明不同的思考

會讓作品產生怎樣的視覺效果呢？ 
G.學生選擇個人創作的素材以平面繪畫、立體造型、

創意彩繪為主，先構想好草圖，再運用媒材來創作。 
4.綜合活動                                   

A. 學生提出選擇媒材製作過程的構想。 
B. 選擇分組或以個人創意思考表現，教師協助學生

在構圖、技法和色彩上碰到的問題說明。 
C. 分享學習經驗，意見交換。 
D. 優良作品的適時表揚和鼓勵。 

五、學習評量 
    1.學生以文字詮釋或口頭表達自己的觀點。 
    2.教師分析整個學習活動的優缺點給學生參考。 
    3.在生活中自然造形與人為藝術造形就「藝術品」 

與「非藝術品」的區別，請學生說出或寫出個人 
的看法。 

六、整理活動 
1.預告下一節單元活動主題內容 
 及準備事項向全班學生宣佈。 

    2.工具、材料的準備。 

 
 

右上一圖二圖是同學們的成果展現。右中李宛霖的蛋臉譜造形

設計彩繪。右下為同學們的臉譜彩繪。左下圖同學們藝術辯論

一景。 



第二節課程 
一、教學重點 
    課程銜接前一節的學習經驗與分享。接下來是實際的作品構想設計與製作，學生以

繪畫、造型彩繪、塑造方式來表現個人的創意，特別是將前面兩個單元主題的學習心得

運用到面具或臉譜的設計。藉此活動來激發學生的聯想力與創作思考能力。 
二、教學目標 
.   學習本單元學生能獲得： 

1.對人物造形表情的敏銳觀察。 
2.能比較出不同材質作品的特色和了解作品的表現方式。 
3.說出作品的相異點和價值。 
4.能了解作品對生活的影響。 
5.陶冶學生審美觀念。 
6.激發學生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敏覺力於個人的創作上。 
7.珍惜藝術文化創作的智慧遺產。 

三、教學媒體與資源 
1.圖卡、幻燈機、幻燈片、照片、講義資料、鑑賞教室、powerpoint
文書檔。 
2.教師準備視覺藝術圖像的面具或臉譜圖片及照片。 
3.依單元主題內容設計學習單，描述以上圖像給自己何種聯 想與感受。 
4.依教學資源引導學生思考，實施分組討論及心得分享。 
5.依自我觀察及創作表現的方式，運用繪畫工具及材料繪製自己最喜歡的作品。 

四、教學活動 
（一）課前準備 

老師方面：面具實物、優良學生作品與典故的蒐集、圖片、書籍畫冊、 
影片、鑑賞器材如螢幕、錄放影機、音響。 

學生方面：依生活環境蒐集相關的資訊上網蒐集資料、紙筆、分組名單。 
 

（二）教學活動過程 
1.引起動機：每個人都戴著面具或將臉畫成自己喜歡的形象會是何種情景呢？如果你是羅

丹的話會把作品「沉思者」戴上怎樣的面具？如果你是位國劇演員您會想到

何種臉譜造形？你要給欣賞者什麼樣的想法呢？ 
2.展開活動：分組討論活動 

A.全班分兩組討論，請同學提出課前蒐集到的圖片及實作作品相互分享心得。四川

變臉藝術、金凱瑞主演的電影「摩登大聖」面具能否展現美感？ 
B.教師導引辯論主題方向，面具及臉譜是「藝術品」嗎？什麼是美？欣賞四川變臉

藝術與金凱瑞主演的電影「摩登大聖」給觀眾最直接的反應是什麼呢？你想到美

與醜的分界又是在那裡呢？ 
C.辯論題目「面具創作是藝術品」。 
D.由學生依個人的喜好選取二個子題的圖像或單一主題予做為個人創作的方向，媒

李宛霖的臉譜蛋彩 



材與表現手法不拘。 
E.教師放映投影片分析和黑板示範說明。 

3.綜合活動 
A.學生以自選之主題和準備之媒材來創作。 
B.個人創意思考表現，教師協助學生在構圖、技法和

色彩上碰到的問題說明。 
C.分組集體創作最大的面具或繪製臉譜。 
D.分享學習經驗，作品陳列欣賞。 
E.優良作品的適時表揚和鼓勵。 

五、學習評量 
    1.學生能以文字詮釋或口頭表達自己的觀點。 
    2.個人作品或分組作品的賞析及展示。 
    3.教師分析整個學習活動的優缺點給學生參考。 
    4.在生活中人為藝術造形創作及繪畫設計，就「藝術品」的角度來看算是美感嗎？ 
六、整理活動 

1.預告下一節單元活動主題內容及準備事項向全班學生宣佈。 
    2.工具、材料的準備。 
（本節結束） 
－學生文化藝廊－ 
同儕作品展示及賞析 

           
鄭雁方的彩繪臉              林家蓁的臉譜水彩            劉至軒的面具作品     劉至娟的面具作品 

               
翁潔如的面具設計                 彭曉文的皮雕面具作品              黃姵靜的面具造形設計 

精彩的辯論讓同學聚精會神聆聽 



    
面具  湯雅如   水彩  四開                李亭儀  面具  水彩             

    
   楊意雯   面具  造形                     曾孟姿   威尼斯面具   水彩            郭語欣 臉譜 版畫   

 

         

康加君 季節容顏  素描              彭曼斐    面面俱到   水彩                    楊意雯   面具  造形設計                  

李幸娟 面具 粉彩                古惠旻   人生舞台  水墨                林詩芸 笑一個  水彩 



附件一        
教學活動學習單 
子題一：酷耶！您想到了嗎？像不像藝術品？ 

自然與人為的美給你何種創作的靈感呢？下列的學習單中有圖片請您選擇予以

撰寫想到的視覺感受。 
（一）從下列實物圖片的欣賞給您何種的聯想呢？請用一百字內完成。（白話或新詩不限） 

A.圖  B.圖   

C.圖 D.圖  

 

E 圖    F.圖  
 
（二）請您依上圖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完成一幅個人的創作。如左下圖魚的聯想作品

範例。（不限彩繪、設計、水墨、造形） 

           
 

畫於此框內 

G 圖 



具象的陶魚創作                                                 抽象的變形陶魚製作 

（三）請您欣賞這件五代南唐的人首魚身臥俑（Powerpoint）。這件出自古代神話傳說中

的人魚形象，可以激發自己無限的想像空間，創造出更多有趣味的作品。如下

列同學的作品。 

          
變形設計                                                           浮雕設計 

           
單色速寫                                                           單色素描加特效設計－有月亮的晚上 

           
單色素描加特效設計－有太陽的人首魚身臥俑                          延伸成平面的彩繪設計  湯雅如作 

            
由人首魚身臥俑聯想成奇異的造形魚   李元君作                       以平面表現長得特別的江豚   謝明中作 

           



附件二        
教學活動學習單 
子題二：沉思者－－你在想什麼？ 
（一）從下列實物圖片的欣賞給您何種的聯想呢？請用一百字內完成。（白話或新詩不限） 

        
A 圖                  B 圖             C 圖              D 圖 
 

          
E 圖                      F 圖                          G 圖 
 
 
（二）依上圖請您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完成一幅個人的創作。（不限彩繪、設計、水墨、 

造形） 
 
 
 
 
 
 
 
 
 
 
 

 



附件三        
教學活動學習單－－你最喜歡的作品是那一件呢？為什麼？ 

       
A 圖                              B 圖                    C 圖 

    
D 圖                            E 圖                       F 圖 

                
G 圖                                          H 圖 

   
I 圖                      J 圖 



附件四 
作品欣賞－－文字撰寫心得分享 
請同學思考下面的實物圖片會給您何種聯想的文字，請寫出來（新詩亦可）。如果用繪畫

的方式來表現，您會聯想到怎樣的圖案造形、色彩，請用八開的水彩紙表現。 
 圖一 讓我想起中國詩人的文學氣 

   息，便吟了這首詩： 
水泉穴洞後繞廊，山下窪底片埕 
田。山岩一虹瀉天際，林鳥三舍撲 
煙環。農人個個插秧苗，女婦清清 
歌舞換。祥和龍氣仙境園，是為心 
中一心田。       301 陳沼伶 

 
 

 圖二竹頭像捲起身子的龍蝦，漁網 
左方是人類收穫的喜悅，末端是藍的海（龍

蝦深藍色的哀愁）。在海 
岸線的那一刻，是美食文化重要，還是龍蝦

自由的在海底過著平凡的生活好呢？ 
美工設計選修 B 羅郁琪 

那張圖讓我覺得好像到了深山裡了呢！ 
由圖中的線條看來好像是一個大香菇一般，

但是又像是一隻臭鼬鼠從土裡爬出來，非常

的有趣！       美一劉俊毅 
自然造形之美的聯想創作－魚樂 

   

 
 
   

上左 劉至娟作品  魚躍  彩繪      上中  湯雅如作品  魚樂  水彩     上右  謝孟珧  魚的神化  色鉛筆 

下左 曾景斌作品  神魚  濃彩      下中  謝明中作品  魚的造形       下右  作者    魚的寫實  水墨 



附件五 
沉思者的學習單文字撰述作品分享 
一、 故事 

據說有一天上帝看到地球光禿禿沒有人類在活動便一時興起決定給地球活力和生命，就在自家

的後院捏土造人的時後，同時也在廚房煮了咖啡，上帝把捏好的泥人放入窯裡燒就進了廚房品嚐自

己沖泡的咖啡。東想西想的悠遊宇宙，當他突然想起窯裡的泥人之時，飛快的腳步趕到窯前把窯開

了，拿起泥人瞧瞧很不滿意，顏色太黑了，順手一扔泥人掉到地球的非洲大陸，因此非洲成了黑人

祖先的出生地。過了許久上帝閒來無事又玩起捏泥人的遊戲，這時他心裡想到前一次把泥人燒的太

黑，色彩不雅，今天一定要注意燒窯的時間，不可太久。把泥人放入窯裡便進入了廚房沖泡咖啡，

當咖啡煮到一半時上帝急著身子跑到窯前打開窯，心中想這時定有好作品，一看泥人全身白白的，

不甚滿意，又順手一拋，泥人掉到歐洲大陸，這是白種膚色的歐洲人種的由來。至於上帝造人最滿

意的顏色是什麼呢？就讓同學們想想，下回上課時老師繼續說。 

二、讚美與辯論－文字的描述與分享 

       老師蒐集到兩張圖片您發現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像藝術品還是工藝品？想用文字來描述嗎？左

圖有沒有像上帝造的黑人呢？ 

        
左圖像什麼？想到誰的作品？          右圖看了會想到什麼動物？ 

請同學思考上面的實物圖片會給您何種聯想的文字，請寫出來（新詩亦可）。如果用繪畫的方式來表現，

您會聯想到怎樣的圖案造形、色彩，請用八開的水彩紙表現。 

同學們聯想到什麼？寫下你的看法。 

 
 

看到這一塊在石牆旁的石頭，覺得有一種很落魄的感覺。因為它在角落，周圍還有許多的雜草，感覺

它好像一個沒人要的小孩，躲在角落，骯髒的、污水和淚水，濕濕的，泛著淚光的眼睛對著我，真可憐呀！

相對的，在旁邊的是一個樂天派的伯伯，在告訴那個小孩：「沒關係，你不是沒人要的，你很可愛！」他

不斷的給小孩鼓勵！！                                                 （洪湘宜） 
 
老伯伯坐在怪石上俯視人間，露出笑容，望人間悲歡離合，獨立站在草地上，無優也無愁。（羅惠方） 
 
左圖讓我聯想到它像一位少女，她是位端莊賢淑的女生，很知書達禮也很害羞，她也像一位慈愛的母親，

抱著一個剛出生的小嬰兒。右圖像在沉思，也像在看一個有趣的事，臉似笑非校的。（傅美琪） 
 
   天外飛石落塵間，日月精華照彩岩。羅漢降世菩提仙，瀟灑遨遊睡人間（黃聖軒） 
   出土的甲骨片，字字皆圖樣，無奈菩薩看不懂，低沉看笑古人文，輕鬆自在觀歷史（邱郁婷） 

 

左圖你會想到誰的

作品呢？請畫於此 



附件六沉思者作品實作分享－水墨素描人物的表情 
 
 
 
 
 
 
                                         
 
 

吳易澤  水墨人物素描               徐名仕   水墨人物素描          高偉哲  水墨人物素描 

 

          
吳易澤  水墨人物素描             陳庭衛  水墨人物素描            范愷洛  水墨人物素描 
 
 
 
附件七美術鑑賞沉思者－他在想什麼？笑什麼？ 

 
 
 

一、他在微笑嗎？ 
二、他笑什麼？ 
三、讓自己天馬行空思考一下，請你用文字來表達個人

的想法。 
四、如果用畫畫方式來創意，你會怎樣表現呢？ 
五、這種微笑叫「微笑高棉」它和達文西的「夢娜麗紗

的微笑」有什麼相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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