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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板橋國中 

授課教師 李雁堯 

教師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6 班 

學生總數 14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剪出童話國度，繪出夢境之彩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3 期，第 6 頁 文章標題 童話、傳說與他們的產地 

課程融入 

議題 

□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   □ 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 人權教育   □ 環境教育   □ 海洋教育   □ 科技教育  

□ 能源教育   □ 家庭教育   □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 法治教育 

□ 資訊教育   □ 安全教育   □ 防災教育   □ 戶外教育   □ 國際教育 

□ 無特定議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如：國文） 

視覺藝

術 
施作總節數 7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國民中學  9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剪紙藝術又稱為母親的藝術，是自古老年代母親為家人心懷祝福所使用的藝術表現方

法，富有溫暖質樸的特性。更因材料容易取得，風格多變，是老幼皆宜的一種藝術表現方

式，適合用來呈現童趣、傳說等帶有民族想像色彩的題材。 

   本課程會認識到剪紙藝術在藝術家楊士毅、馬諦斯、Agneta Flock 生命歷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亦能體驗摺剪、中式插剪、自由造型剪等技法，並透過閱讀安妮新聞中「童話·傳說與

他們的產地」篇章進行創作靈感發想，醞釀出自己的童話創作畫面。 

    綜觀整體課程，具有多元文化與風格的藝術分享及練習，題材選擇也相當自由，是一堂

鼓勵學生放手創作並兼具樂趣的一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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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能認識生活中的民俗藝術，欣賞民俗藝術之美。 

(2) 能理解民俗藝術之功能與價值，並探訪生活中的民俗藝術。 

(3) 能了解民俗藝術之不同風貌與造型意涵。 

(4) 能欣賞民俗文化融入藝術與設計創作之多元表現。 

(5) 能應用傳統文化特色融入當代生活設計。 

(6) 能接觸不同文類題材表現方式，擴充閱讀範圍及策略。 

(7) 能夠思考和比較不同報刊的面貌。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欣賞現代剪紙藝術家-楊士毅的創作心路歷

程，體會母親的藝術-剪紙蘊含的美好心意。 

嘗試傳統中式剪紙-插剪技巧。 

練習多角摺剪及屏風摺剪技法。 安妮新聞閱讀時間-童話·傳說與他們的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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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安妮新聞 學生學習單 發現安妮新聞 學生學習單 

向馬諦斯致敬-了解馬諦斯生命故事，體驗自

由剪紙的魅力。 

向馬諦斯致敬-繽紛的馬諦斯風格配色，運用

馬諦斯作品中麥穗、龜背芋、無花果圖騰，製

作富有生命循環、圓滿意涵之新年花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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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瑞典剪紙大師 Agneta Flock 的創作來看

童話剪紙創作之取材與構圖方式。 

童話剪紙創作-引導學生進行設計圖稿、固定

圖稿、剪紙技法。 

童話剪紙創作學生作品 

童話剪紙創作學生作品互相觀摩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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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1)配合康軒藝術課本三上第 3 課生活傳藝，看母親的藝術-剪紙其在東方社會的文化意義，

題材及用途(涵蓋婚喪喜慶、神鬼傳說和想像、吉祥寓意、生活工藝及現代文創商品)，並嘗

試東方傳統插剪技巧及摺剪(多角摺、屏風摺)。(2 節)。 

(2)向馬諦斯致敬-欣賞畢卡索及馬諦斯剪紙手稿，並透過馬諦斯的生命故事與實作，延伸探

討為什麼剪紙能帶給創作者及觀者溫暖與療癒的作用?並體驗非對稱剪紙，以馬諦斯作品中

麥穗、龜背芋、無花果等剪紙圖像，編織新年花環明信片賀卡。 (1 節) 

(3)欣賞安妮新聞的獨特之處，從排版、插圖、題材挑選自己感到驚奇有趣的篇章分享，全

班一起閱讀[童話·傳說與他們的產地]，找尋童話產地，討論童話所帶來的寓意及趣味(1

節)。 

(4)欣賞瑞典剪紙大師 Agneta Flock 剪紙作品與題材表現手法，尋找生命經驗中印象深刻的

童話故事，剪出童趣國度(3 節)。 

3. 教學觀察與反思（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1.課程時數略為不足-九年級運作常會因段考、複習考中斷學習，學生使用剪刀的技巧先備能

力比預估中薄弱，因此在練習插剪、摺剪的部分時數不夠充分，影響其後創作時設計圖稿的

思維運作，可再增列協助學生將構想草圖轉化為剪紙稿件，及套色教學，使作品更加完整。 

2.對於童話的發想及素材蒐集，教學手法可切得更細，給學生更多時間互相分享故事的趣

味。大部分的同學在翻閱安妮新聞都是心情愉悅，有的讚嘆其插圖、有的喜歡內容，然而現

在的孩子大多是 3C 動漫(視覺為主)陪伴長大，因此要分享小時候喜歡的童話故事，多思緒困

頓，需要較多時間醞釀，建議可在閱讀安妮新聞的部分增加一個以臺灣為產地的傳說故事，

讓學生討論、查找足以代表臺灣之童話/神話故事，列出該故事創作元素，強化創作與自身文

化的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