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教學計劃設計 

    有了硬體的設施，藝術教育活動的推動更是教育真正的精隨所在。透過學校

人力與物力的資源整合，教學情境的營造和鋪設，拓展孩子對藝術學習的視野。我

們期待透過這次的展覽為孩子策劃多元的參展活動，以提供孩子豐富的藝術學習的

機會。「探索體驗、創作行動」的藝術教學活動是我們此次展覽的重點，孩子除了

透過作品感染藝術家的創作熱情之外，媒材和技法的經驗拓展與轉換為兒童美感經

驗的產出是更重要的，因此我們以兒童為主體，針對不同的展覽設計符合兒童學習

發展的活動，以拉近兒童和藝術家、創作和藝術品的距離。 

本活動設計為長期性計畫，從概念形成、企劃申請、建立共識、課程討論、活

動實施、回饋分析到分享發表，歷經各種會議、討論與思辯；所有參與者為了活動

的精神--「以孩子為學習的本體」，發揮個人專業，有所堅持；但，過程中我們把

握了只要方向是對的，方式和策略都可以改變的原則，設計了各階段學習課程，融

入新學年教學活動中，落實執行。 

 

（一）、設計理念： 

孩子們在藝術環境及老師的灌溉中，吸收了好長好長一段時間的滋養，這

些滋養裡有學習、有體驗、有感動，並累積成美感覺知與創作的成長史。妮基‧

德‧桑法勒一生的創作轉折，不但是藝術家透過創作追尋自我的見證，同時

也是女性勇於掙脫社會的壓抑與束縛、追求自主人生的實例，而生命記憶一

直是妮基‧德‧桑法勒的創作原型。而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讓孩子們重拾過

往的成長記憶，重新擦亮在心中的記憶寶物，將這些深深打動著每個人的小故

事運用陶版的方式重現出來，並期待過往的人也有所感動，在陶版上與孩子深

情對話。 

1.從教學者的觀點看課程 

人與空間與時間的關係是什麼？老師與課程的關係是什麼？ 

要讓孩子對環境有覺知，帶他到空間裡去看、去聽、去聞、去觸摸，再去發想，

於是就開始有了改變的想法－－這椅子看起來很孤單，這面牆壁感覺很單調，我可

以在旁邊添加些什麼？讓他變的更有趣，更有感覺？ 

老師的角色是營造一個學習的情境，當課程以空間為舞台，把藝術美學的議題



 

帶入，老師也學習從孩子的角度瞭解觀看世界的方式。 

2.從藝術的觀點看課程 

藝術是什麼？如何看待一個藝術品？創作者是誰？希望創作的是什麼？觀看

者是誰？觀看後的發展呢？由淺入深，由外到內引導孩子藉由藝術觀賞進而透所自

我。 

將孩子藏在心中的心事和秘密引發出來，情感被波動，能透過藝術的形式表

達，記憶被刻畫成印痕。藝術的表現是情感的表達，另一種溝通的方式，透過藝術

品與自我的對話之後，讓孩子看見自己，透過分享，召喚自己。 

3.從學習者的觀點看課程 

    此次的學習主體是一群天真無邪的孩子，從孩子心理發展的觀點來看，「感覺」

是孩子生活的重心，孩子的想法、行為，皆由靈敏的感覺來引導，試著勾引孩子的

生命成長歷程，孩子會告訴我們他最甜蜜、最溫馨的記憶，也可能隱藏他不為人知

的傷痛回憶，透過手對熟悉物品的觸摸，將內心對此物品的感覺及背後的一段回憶

作一次藝術巡禮，讓身體與心靈的感覺再次相會。 

而藝術的創作，源於身體的勞動與感覺的刻畫。開啟孩子身體的觸覺之後，經

由黏土此一媒介，由孩子自發性的發現創作的形式，結合感性的啟發與理性的探

索。再透過公共藝術的裝置與議題討論，培養孩子對空間更深刻的敏察和感知的能

力。以及建立自我與世界的關係，找到聯結與能量。 

（二）、教育目標：（兒童圖像及藝術人文內涵） 

1.人文關懷與尊重： 

【一、二年級】：透過「小陽光找記憶」，能舉例說明自己參與過的活動，並分享

在團體中與他人相處的經驗。 

【三、四年級】：透過「記憶地圖」，探尋自己在陽光最深刻的學習記憶或成長

過程中最寶貝的物品，並能在團體中分享。 

【五、六年級】：透過「記憶箱子」，探尋自己在生命記憶中最寶貝的物品，並

能透過創作與他人分享與交流。 

2.藝術創作與表現： 

【一、二年級】：藉由「小陽光找記憶」，能將藏在自己心裡的感覺透過各種形式

的創作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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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年級】：藉由觸覺的體會與感受的引導，將藏在心中的感覺透過各種藝

術的形式表達。 

【五、六年級】：透過「記憶箱子」，將抽象的情感轉化為具像的作品，並透過

個人或集體的創作表達內在的思考。 

3.創造與合作： 

【一、二年級】：藉由「小陽光全都錄」、「說故事給你聽」，能與他人合作共同

進行陶版創作 

【三、四年級】：能透過觸覺與視覺的引導，運用陶藝創作的技巧，與人合作進

行陶版創作。 

【五、六年級】：透過「記憶箱子」，以木工創作的技巧，透過個人或小團體的

創作表達思考與情感。 

4.合作與尊重： 

【一、二年級】：樂於學習，並願意和他人分享與合作。 

【三、四年級】：能與人分享心中感受，並與他人合作完成作品。 

【五、六年級】：能彙整與解讀自己的經驗，樂於和他人分享與討論，並合作完

成作品企畫書與成品。 

5.批判與思考： 

透過藝術欣賞等議題討論，探討藝術表現的形式以與自我的關係，進而培養 

孩子對生命經驗與外在環境的敏察、覺知及表現的能力。 

 

（三）、教學流程（以中年級為例）： 

 從藝術欣賞引發經驗     感受的表達    土與記憶的關聯    感覺記憶於

陶版    陶土的感受進入身體   分享作品    裝置作品 

 

（四）、教學活動流程（以中年級為例）： 

 

1.感受的引導與表達 

小陽光找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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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憶的老師】：一位未來得及參與孩

子一年級的老師，藉由幫老師填記憶的

活動，不但豐富了老師的記憶，也重新

喚起孩子的回憶。 

 

 

【時間小河流啊流---平面版】：如果時

間像河流，記憶片片游啊游，你在前

啊！我在後！變成圖畫記心頭。 

 

 

 

【時間小河流啊流---實物版】：天花

板為穹蒼，地板為河流，孩子為每段

記憶挑件代表物，重現時間小河流。

 

 

 

 

 

 

 

【記憶寶庫】我印象中記憶最深刻的事

情，把它再次用心品嚐，放到這樣的記

憶寶庫中，你想分享我的記憶嗎？打開

來就知道有多精彩！ 

 

我的最愛 

身體的「感覺」被喚醒、「情感」被波動。讓孩子帶自己最珍貴的寶物

來分享，或是最深刻的事件選一個代表物來說故事，並將感覺和記憶在小書

上記下來。 

2.留住感覺 

小陽光全都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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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漫畫】：有些事情一格說不

清，太多格又嫌難記，四格算是個完

滿的說明；上圖道說著好吃又好玩的

陽光貢丸節。 

 

 

 

 

 

 

 

【記憶小書】：一本屬於孩子的書，

片片扉頁，也許有時快樂，有時哀

傷，卻都是真實的自己，書的名字，

就叫---記憶。 

 

  

 
【不孤單的回憶】：生命中的故事不斷

發生，每個故事都有著一個接著一個的

回憶，每一個回憶都讓人回味無窮，永

遠不孤單，所以藉由「串書」的方式，

將回憶一個一個串起來，就像生命一樣

持續下去。 

 

 

 

 

 

 

 

【時光記憶牆】：紀錄好的記憶何處

去？入書、入畫或者師法古人的原始

智慧，何不把它入牆呢？讓記憶長伴

左右，所謂舉頭望牆壁，低頭思記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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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印痕 

藉著砂紙和彩色黏土的前置創作將「 記憶」化成印痕。選一個接近於陶土的

媒材，做為陶藝創作的前奏，讓孩子更能掌握媒材的特性，作為下次設計圖與陶藝

作品之間的轉介，更能適切的表達心中的感覺和想法，在體驗和思考之間添加童趣。 

 

 

 

 

 

 

3.土與記憶的關聯 

和土做朋友 

好久，好久以前的深山裡，住著一對老夫婦，老公公每天都到山上砍材，

老婆婆就到河邊洗衣服，每天分開前，他們都在家門前做著外丹功；這一天，

陽光普照，他們依照往例，做著自己該做的事，老太太衣服洗著洗著，突然漂

來了一顆大桃子，老太太高興極了，把大桃子用籃子裝回家，想和老公公分享；

老公公一回家，高興的把桃子剖開，這時從桃子裡射出了好幾道光束，仔細一

看，發現裡面有一個陶土做的小孩，於是老夫婦就把他取名叫---陶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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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去感受 

初初觸碰土時，土的冰涼。 

由他人手中傳遞而來的土，有土的溫暖與吸納。 

闔上眼，用手掌，怯怯捏塑形狀，張開眼，細細看土，有土的

可親與情感。 

 

  

 

老師找了一本做陶土的書給我們參考，除了要先跟

陶土培養感情、做好朋友外，原來還可以運用許多

工具，讓陶土增加花紋，還有一些小撇步，可以讓

我的陶版技巧更好的，請看看這本書！ 

 

 

 

記憶土地 

土也是有記憶的，讓我們與陶土作朋友。發現藏在陶土裡的秘密，體會陶土在

手中的溫度、濕度和塑性的千變萬化。 

4.感覺記憶於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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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談兵 

     

 

 

 

我要把自己想像成照相機一樣，如果所有

所有的記憶中，只能拍一個畫面，我想要

拍下什麼？這就成為我陶版的設計圖

唷！ 

 

 

 

 

 

 

 

看！我的成品長這樣！ 

 

 

在正式創作之前，試著讓孩子用鏡子觀察自己的五官，除此之外，創作的

方式則不做過多的引導。讓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創作臉譜。由孩子挑選印象

最深刻的一件事，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是喜？怒？哀？樂？臉上的表情是怎

樣的呢？圖畫紙畫的是當時的表情，後面以文字簡單描述事件的經過，及為什

麼有這樣的情緒、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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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樂陶陶 

 

「專注」、「用心」與「創意」都是創造

藝術的必備品。孩子認真、專注的神情

就跟藝術一樣令人感動、回味不已。 

 

 看完孩子的設計圖後，發現以孩子現階段的技巧，要在陶版上呈現出完整的一個事

件，確實有困難，加上可能會減低觀看者的參與度，降低彼此間的互動，因此從分組上

補足統整性的思考，藉此也能吸引觀看的目光。因當初記憶的喚起是依孩子所描述的事

件為分組根據，因此同一組的成員，彼此間的記憶有著一定高程度的關聯性(例如:都是

描述生活課，或社團活動…的點點滴滴)，讓孩子思考是不是可以有一個共同的符號代

表整組成員的的回憶或感覺；因此有些作品以小組為單位，不僅可以呈現出個人的個別

記憶，同時也包含了這些記憶給小組成員的共同感覺所代表的圖像。 

 

 

 

 

 

 

 

 

 

 

 

 

   

南瓜陶版，是閱讀課全班演出繪本南瓜

湯的回憶，因分組用棒棒紙偶演出，大

家都很開心，也因故事情節的關係，場

面很熱鬧，全班的心情也跟著溫暖了起

來，這種感覺就像是太陽給人的感覺。 

是生活課為了了解水的三態變

化，在教室自己動手做刨冰，因

太陽會給人很熱的感覺，就讓人

想到當時在教室吃刨冰的情景。 

描寫去市場看到賣豬肉，忍不住想摸摸豬頭

上的豬毛，記得那天雖是冬天，但天氣出了

個大太陽，逛完市場的感覺心裡也暖哄哄

的，就像太陽一樣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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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做完陶版後，最期待燒完的成品。孩子拿到素燒完的陶版後，果然興

奮萬分。孩子上色的時候，也盡可能的不干預孩子上色的自主性，所以孩子可

以盡情的塗上他想要的顏色。 

  

我的感覺 

將深刻的記憶轉換成立體，強調質感可觸覺的陶版作品。 

 

 

 

 

 

 

6.陶土的感受進入身體 

陶土變變變 

讓孩子自發性的發掘陶藝創作的各種技法，創作完成引導孩子用小詩將技法和

感覺描寫，再以表演藝術帶入，讓陶土的感受進入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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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創作與分享 

校園巡禮 

分享公共藝術案例打開孩子的視野，並藉著欣賞二年級的陶版牆，共同討論校

園公共藝術的各種面向。 

 

 

 

 
 

 

陶之邀邀 

【送給大象迴廊的祝福】 

 

 

敲啊敲！敲啊敲！醒來吧！醒來吧！ 
我帶來滿滿的祝福喔！ 

貼陶版，到底是怎樣的過程呢？你

看！阿美阿姨正在幫我們在牆上

塗水泥唷！ 

 

 

 

 

 

 

 

 

裝置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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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留白」是為了讓回憶與觀看者產生「對話」，讓回憶不孤單………… 

 

（五）教學資源 

   由於一個完善的教育計畫之推動與執行，通常不是單一學校可以完全自足

而不需要外界資源的；它往往需要政策上的指導與配合，以及相關人力、物力、

財力等資源的支持。因此，本計畫執行在外部資源的整合方面，本校過去的基礎

及績效、擁有相關資源，不僅與鄰近國立新竹師院學院、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及育

賢國中，相互間已有頗多合作經驗，整體發展基礎與條件甚佳；同時，也與新竹

師範學院、國立台北師範學院等等教育人才培訓機構，有密切的互動與往來。茲

就內部人力與外部人力資源的整合與運用情形，大略說明於下。 

1.具豐富教學研究經驗的內部人力 

本校雖為新竹市新成立的小學，但因為自籌備期間開始，就以「教師成長團體」

的方式在運作，因此具備優質的學習型組織文化；教師群之間，具有團隊合作、專

業對話、反省批判、互信互助的伙伴關係。教師們也在這樣的過程中，深度理解九

年一貫課程基本理念、目標與內涵，並具教學創新的能力，以及自行研究的精神。

校長及教務主任除曾任「台灣省國民教育巡迴輔導團團員」之外，亦為九年一貫課

程教科書的編審人員，且多位教師亦擔任本市國教輔導團團員，足見本校教師團隊

素質優良，推動計畫將能激發潛能並貢獻所長。 

2.整合優秀豐沛的的大學教育資源 

國立新竹師院美勞教育學系與清華大學藝術中心，為藝術教育課程發展與師資

培育之長期諮詢中心，並設置九年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在職進修網站。此

攜手合作計畫，所整合的大學資源，不僅納入兼顧理論與實務的學者，更吸收全國

 - 12 -



 

九年一貫課程的豐沛實務資源。因此，是本計畫執行中重要的外部資源與支援。 

3.內外部資源整合之原則 

（1）合作參與原則 

本校、國立新竹師院以及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與育賢國中已有多次合作經驗，透

過此結構性、組織性、系統性的攜手合作，更能促進長期性專業發展伙伴關係。 

（2）可行原則 

本計畫除透過外部資源整合之外亦強調學校內部教師人力資源的整合，以整體

教師為工作團隊，期能以更嚴謹、完善規劃，提高計畫可行性。 

（3）行動原則 

本計畫以課程與教學為主要導向，主要由本校藝術教師團隊負責課程整體規

劃，而規劃結果將實際於本校各年段實施、驗證與修改。本計畫乃發展性的計畫，

擬經由持續不斷修正，使計畫更可行、結果更具分享的價值。 

（4）經濟原則 

為節省經費，本計畫各項經費將遵節流開支原則，善用現有資源與各項人力，

期能以最少經費發揮最大效果。 

 

（六）工作分配表 

編 

號 
項 目 內 容 負 責 人 員 備 註 

1. 活動總策劃 思玎校長   

2. 活動聯繫及規劃總執行 又方主任   

3. 週邊環境整理 松柏主任  

4. 停車規劃、指標 銘仁組長  

5. 設備請修、檢查 瑞誠組長  

6. 場地布條割字、茶水 宜靜組長  

7. 藝術小尖兵培訓、管理、成果 蓓蓓組長  

8. 義工培訓、導覽規劃 千宜組長  

9. 班級參觀導覽教學規劃及安排 宜靜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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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展場規劃與情境佈置 

又方主任 

義工、藝術小

尖兵 

 

總策劃 序宜組長  

11. 

課程規劃及

教學活動設

計 

執行 各學年老師  

12. 體驗教材研發（低、中、高年級）
藝術與人文團

隊及輔導團  

13. 體驗、迎賓活動規劃設計 
藝術與人文領

域團隊  

14. 網頁設計 
金山組長 

研習登錄、簽到  

研習手冊印製  

研習器材準備  

攝影、錄影  

研習成果製作  
15. 

教師研習活

動 

網頁建置、連

結、電子資料彙

整 

 

藝術與人文領域輔導

團協助辦理 

長官名牌及座位

規劃 

總務處   

義工媽媽接待 輔導室   

歡迎貴賓儀式 學務處、教務

處 

 

活動攝影、錄影 金山組長   

16. 開幕記者會 

藝術小尖兵導覽 宜靜組長   

17. 學生參觀活動攝影、錄影 合慶組長   

18. 結案報告書（成冊整理） 序宜主任  

19 作品造冊、交接 又方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