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T-01 藝術欣賞與表現的思考連結人際關係與生活態度的價值澄清 
一、 基本資料 

教學設計者：劉宜政  屏東縣餉潭國小總務主任 

單元名稱：非常重要的那個人  

教學對象：六年級 14 人，教學時數 10 節課。 

教學模式：藝術本質+心象表現 

教學資源：雕塑藝術作品的圖片檔  

教學準備： 

(一) 教師：教學簡報、學習單。 

(二) S 學生：個人選擇創作表現形式相關之工具、媒材。 

二、 單元基本精神： 

「當代藝術」因藝術哲學觀念的改變和科技發展的影響，明顯介入生

活和文化相關的各種議題與價值思辨。新課程綱要的藝術教育以學生為主

體，生活經驗為重心，國民教育的藝術學習媒介，應該是透過「當代藝術」

的教育。 

本單元透過欣賞當代藝術雕塑作品，理解當代藝術的核心意義並不在

作品形式，而必須探究藝術現象背後多樣可能的意涵。同時也藉此連結教

學現場常發現的現象：部分學生在學習過程遭遇到困難與挫折時，往往假

借「興趣多元」的名義而輕易放棄，欠缺對目標「堅持」的毅力，這樣的學

習態度將影響以後工作和生活的態度，基於素養教育的概念，透過欣賞藝

術家路易絲．布爾喬亞的《媽媽》，探討藝術家人生態度與老年獲致成就的

因素，希望透過個人經驗的連結與表述，能歸納並讓學生理解：「堅持」的

態度是成功的重要元素。也同時學習藝術家概念轉化的創作思維，採用以

「象徵」為主要思考脈絡的創作形式，表達對社會體系與人際關係的深層

關懷。  

三、 單元教學目標： 

1. 能用精準的文字陳述自己對當代藝術的觀看心得，培養表達溝通能力。 

2. 理解當代藝術創作是以表現想法和意義為主軸，建立當代藝術觀念。 

3. 透過討論與發表，歸納並理解「堅持」是自我實現的正向能量。 

4. 能以自然語言描述自己對《媽媽》作品的看法，培養藝術詮釋的基礎。 

5. 理解藝術家將巨型蜘蛛裝置藝術命名為《母親》的創作思維及脈絡。 

6. 從生活經驗歸納自己認為最重要的人，並詮釋該角色或工作對社會上其  

他人的重要性，建立生活省思與價值澄清。 

7. 自選題材嘗試以象徵手法製作自己「重要的人」，拓展藝術表現經驗。 

四、 教學內容分析：  

（一）題材說明： 



藝術從來沒有一個固定定義和形態，藝術可以是岩洞裡的壁畫，可以

是為宗教服務的雕塑、繪畫和建築，也可以化身為依附君王權貴的繪畫，

也找到了人文自省的地位，經歷後現代思潮洗禮之後的「當代藝術」，在

形式上更加不拘一格，除了傳統的繪畫、雕塑和建築，行為、現成品、裝

置、錄像、攝影、電子科技等統統可以成為當代藝術的表達媒介，好像變

得什麼都可以，人人都是藝術家，但是在各式各樣的媒材和形式背後，蘊

含的是當代藝術要傳達的思想和觀念，而藝術品傳達的思想和觀念的深度，

也成為當代藝術評價的重要基準之一。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洪蘭教授表示，人腦拚電腦，贏在

人文素養。學校教育存在的價值就是培養學生成為一個「人」，國民教育

的藝術教育關注「人」的生活，連結到當下社會各層面的種種議題，此即

當代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固然稱國民教育訴求透過「當代藝術」的教育，

讓學生發現及體認人生的道理，並在生活中實踐。 

本單元視覺藝術欣賞教學，首先要拓展偏鄉學生在藝術感知的視野，

啟動學生的好奇心，透過幾件當代藝術作品圖片欣賞，引導學生討論、思

考與聯想，釐清「當代藝術」的基本概念，並了解當代藝術家選擇媒材和

形式，透過創作表現某些意識和觀念。 

此外，當今科技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許多外在因素誘惑學生，或是

在學習過程受到壓力或挫折，使得學生荒廢或放棄正在學習的事物，如此

現象經常會被成人以「孩子興趣多元」將其合理化，而忽略了在這些荒廢

或放棄的心理狀態和行為，隱含了較深層的影響—孩子會養成逃避現實與

沒有堅持毅力的態度，因此希望透過藝術欣賞課程，引導學生從當代藝術

家路易絲．布爾喬亞生平事蹟，發現其晚年獲得成就的因素，並由學生發

表個人覺得成功的經驗，協助學生理解與歸納出「堅持的態度」是達成人

生自我實現的重要能量之一。同時也透過路易斯母親對她的期許「成為社

會上必要的人」，讓學生思考哪些職業或人物是社會上必要的人，並期許

自己能成為那樣的人。路易絲．布爾喬亞的青銅雕塑作品《媽媽》，其表

現形式以一隻大型蜘蛛呈現，藉此主題引導學生探討藝術家所關注的切入

點，與藝術家情感轉化及詮釋的表現方式，引導學生關心社會人文，自主

選擇表現形式進行創作。 

（二）教材分析 

本單元所使用之教材分別是「當代藝術欣賞教學教材」、「路易絲．

布爾喬亞生平」及「表現媒材」，茲將分項說明如下： 

      □ 當代藝術欣賞教學教材 

   前提概念： 

   1. 藝術品一定是人為的，而且幾乎都不具實用性。 

   2. 藝術不僅有形式表現，更具有傳遞觀念或表達意義的內涵。  



 

 

圖 1：課程架構圖 

 

    提供各歷史階段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家創作、工業用品、商品等等平面作品

與立體創作圖檔，讓學生觀看與思辯，理解藝術的觀念和表現形式。 

 

 

華爾街銅牛 

阿圖羅·迪·莫迪卡(1989) 

青銅/ 340cm×490cm/3,200 公斤 

/美國紐約州紐約市 

資料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

%E5%B0%94%E8%A1%97%E9%93%9C

%E7%89%9B 

 

    華爾街銅牛是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區鮑林格林公園的一座銅質公牛塑像。由

義大利藝術家阿圖羅·迪·莫迪卡創作的街頭游擊藝術，現已成為華爾街頗具人氣

的永久地標。這座巨大的公牛雕像臀部翹起，頭部略低，彷彿正在向前衝，這種



姿勢象徵著牛市的樂觀與景氣。公牛塑像已成為華爾街的地景藝術，是旅遊參觀

的熱門景點，更是華爾街金融區的象徵。 

    公牛銅像外觀，肌肉發達身體傾斜，略低著頭，鼻子閃閃發亮，牛角正在向

前頂，尾巴彎曲像鞭子一樣，公牛好像在生氣很危險，不可預測的力量動感十足。

銅牛雕像的青銅金屬質感凸顯了公牛的力量，象徵著「活力、力量和不確定性」。 

     

  《華爾街公牛》問題設計： 

    提問：你看到了什麼？ 

    提問：對這頭公牛你有什麼感覺？ 

    提問：你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 

    提問：你認為藝術家想透過這件藝術品告訴你什麼事情？ 

 

 

 

貝爾格萊德動物園的《薩米》銅像 

 

資料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

%E7%B1%B3_(%E9%BB%91%E7%8C%

A9%E7%8C%A9) 

 

    薩米是貝爾格勒動物園飼養的一隻雄性黑猩猩，薩米曾經兩次成功逃出動物

園，但兩次都被抓回。薩米的兩次逃跑令貝爾格勒部分市民聯想到自身在東歐劇

變中的處境。貝爾格勒部分市民甚至在薩米第二次逃跑時鼓勵其「不要放棄」，

但牠最終仍被動物園人士帶回，因為薩米逃跑的前車之鑑，貝爾格勒動物園裝修

大門及圍欄以防止其他動物逃跑，在薩米病死四年後，貝爾格勒動物園為牠在入

口立起一座紀念銅像。 

 

  《薩米》銅像問題設計： 

提問：你看到了什麼？給你什麼感覺？ 

提問：貝爾格勒動物園這麼多動物，為什麼只有為薩米豎立銅像？ 

提問：聽完薩米的故事你有什麼想法？ 

提問：在你的經歷中有什麼事情會讓你奮不顧身去完成？ 

    提問：你是否立下某種志願會奮不顧身去達成目標？ 

 

 

 



 

 

《鯨嘆》 

菲律賓綠色和平組織在海灘上放上這樣

一個裝置藝術，提醒大眾海洋環境正被

傷害著。（圖取自「discoverocean」IG） 

資料來源：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

news/2326448 

 

    菲律賓綠色和平組織以 1：1 的比例打造一隻藍鯨，安置於海邊沙灘模擬擱

淺死去的鯨魚，這是件為響應環保關心海洋環境的裝置藝術。這頭「擱淺」的藍

鯨張開大嘴傾瀉出各種人類所製造出來的垃圾，屍身已開始腐敗，畫面駭人，如

此震撼性的畫面安排，目的在提醒人類對於這個星球上生命的危害，也該是人類

做出補救的時刻了。 

  《鯨嘆》問題設計 

提問：你看到了什麼？ 

提問：藝術家為什麼用垃圾當作材料？ 

提問：為什麼不用金屬或其他材料來創作？ 

提問：這件作品漂亮嗎？ 

提問：為了減少垃圾你願意做那些事？ 

 

 

黃色小鴨（Rubber Duck） 

荷蘭概念藝術家：弗洛倫泰因·霍夫曼

多種款式。 

世界最大：26×20×32 公尺 

高雄展品：18×18×25 公尺 

    黃色小鴨（Rubber Duck）是荷蘭概念藝術師弗洛倫泰因·霍夫曼所創作的巨

型黃色小鴨藝術品。霍夫曼根據每座城市的天氣、潮汐及擺放位置等不同條件，

對其作品重新設計尺寸，強調是為在地製造，藝術家希望藉由每個城市參與製作，

讓當地居民能夠更喜好黃色小鴨。 

    霍夫曼(2013)表示他曾經從荷蘭一位畫家的風景畫裡看到一隻鴨子，於是產

生了靈感，另一說是霍夫曼的創作靈感來自於幫孩子收拾玩具，他表示：「相對

於站著看事物，物品比較小，在地上看事物，所有東西都變大了。」 



    大型黃色橡皮鴨在香港展出期間，中國商家陸續推出同類大型充氣橡皮鴨，

被媒體與網友們稱為「山寨黃色小鴨」，致使藝術家霍夫曼與中國山寨版本相關

爭議。霍夫曼曾經說過：「橡皮鴨的設計靈感來自家喻戶曉的浴缸鴨」，而浴缸鴨

最初就是中國的原創，於是這衍生出版權爭議的問題。霍夫曼把浴缸鴨放大，置

放在城市中的廣闊水域裡，這種擴大尺寸的做法，是複製還是創作，是否對原作

者構成侵權？藝術評論人鮑棟認為，霍夫曼創作《橡皮鴨》的藝術手段不新，但

他在擴大原物的過地景藝術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想法，「想法很重要，這是藝術創

作的重要環節。」 

    即便是霍夫曼與原廠商(香港 TOLO TOYS 玩具公司)有簽約的事實，但橡皮

鴨的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的爭議不是本單元的探討範圍，本單元關注的焦點在於

霍夫曼創作之大型黃色橡皮鴨是藝術品，而中國製造的「原版玩具橡皮鴨」不是

藝術品？為什麼？  

備註： 

1. 分正反方採用辯論教學策略。 

辯論命題：大黃鴨是不是一件藝術作品？ 

2. 教師提供三面平板，引導學生用關鍵字搜尋，關於本件作品的相關資

訊，作為辯論的立論基礎。 

 

 

 

《媽媽》 

地點：西班牙古根漢美術館 

藝術家：路易絲．布爾喬亞 

資料來源：

https://www.xuehua.us/a/5ec038a3a9

568b1e4dfb91b2?lang=zh-tw 

    提供學生平板搜尋路易絲．布爾喬亞經歷及巨型蜘蛛雕塑《媽媽》的相關

背景資料，例如：《蜘蛛》(《媽媽》，1996)系列：布爾喬亞採用金屬材質形塑了

龐大而有氣勢的蜘蛛形象以象徵母親，她認為母親「如蜘蛛般聰明、有耐心、

乾淨、有用」。 1990 年代後期，她開始以蜘蛛為作品的中心形象，她曾說蜘蛛

如其母親一樣都是織布工，擁有聰明和保護人的天性。 

 

□ 藝術家路易絲．布爾喬亞生平：  

   1. 出生年和中華民國同年(西元 1911 年) 

   2. 路易絲 21 歲時喪母，悲痛輕生，為父親所救。 

   3. 婚後(27 歲)從法國巴黎移居紐約。 

   4. 路易絲 34 歲時首度個展，38 歲時展出首批雕塑，。 



   5. 四十歲(移居美國 13 年)時獲得美國國籍，與丈夫育有兩個兒子。 

   6. 六十歲以後獲得藝術圈好評。 

   7. 六十二歲喪偶，積極投入女權主義運動，參加過遊行示威 

   8. 七十歲入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七十一歲在紐約現代美術館舉辦了作 

 品回顧展。 

   9. 2010 年 5 月 31 日(100 歲) 心肌梗塞死亡，在生命最後一年，她用藝術 I do 

     來支持 LGBT，繪畫出一根莖上長出兩朵紅花。 

 

路易絲．布爾喬亞在 60歲之後才嶄露頭角，當時連策展人和藝評家都不解

為什麼這位具原創精神的藝術家一直被忽略。因為被男性壟斷的藝術市場

裡，她從不急於為自己定位或是樹立名聲，她一直隨著內心真正的感受創

作，甚至曾經有採訪者透露，她是一位隨時可能拒絕回答、下逐客令的受訪

者。不過她 1982年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的展出發表演說震驚了聽眾和藝術界，

被公認是少見的、能夠將自己作品理念清晰傳達的藝術家。路易絲創作題材

來自童年的回憶，媒材多樣化，織品是她最早接觸、最擅長的材料。布爾喬

亞回憶道：「母親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聰明、耐心、整潔，受到傷害，敏感

如蜘蛛，總是辛勤地在織錦機前勞作。」也曾回憶母親對她說過：「路易絲，

不要害怕人生不成功，也不必擔心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只要讓自己成為必要

的就夠了。」這個「必要」的信念一直陪伴著她。 

 

《媽媽》蜘蛛雕塑問題設計： 

  ※ 引導觀看外在細節： 

  提問：從這幾張圖片中，你看到了什麼？ 

  提問：如果這是你的作品，你會怎麼命名？ 

  ※ 觀者獨斷、引導學生陳述自己的觀點 

  提問：藝術家是人，為什麼把蜘蛛當作媽媽？ 

  ※ 關懷女性主義 

  提問：以前女性婚後要隨丈夫移居他鄉，對於這樣的現象你有什麼看法？  

  ※ 讓學生思考並提出如何讓自己越來越聰明 

  提問：多數人公認布爾喬亞是越老越聰明的藝術家猜猜看可能是什麼原因？ 

  ※ 堅持是達成目標的正向態度 

  提問：布爾喬亞到生命的最後一年都在創作，猜猜看是什麼原因？ 

  ※ 社會關懷與價值澄清 

  提問：她的母親對她說的話「讓自己成為必要」，你認為我們現在社會上有那 

        職業是很重要的工作？ 

  提問：說說看在你日常生活中，曾經有多少人為你服務過？ 

  提問：你知道他們的工作內容嗎？嘗試說說看，能越詳細越好。 



  提問：如果沒有他們，你的生活會有什麼變化？會很不方便嗎？ 

  備註：教師舉例說明。例如：清潔隊員。 

※ 詮釋與轉化、象徵 

  提問：為什麼路易絲不直接幫他媽媽立銅像？ 

  提問：作品形象明明是《蜘蛛》，為什麼布爾喬亞把它叫做《媽媽》 

  提問：是不是路易絲發現蜘蛛有什麼樣的特徵或是有什麼樣的習性和她媽媽 

        很相像？ 

  提問：你希望自己將來成為社會上哪一種「必要」人(職業)？ 

※ 創作聯想 

  提問：布爾喬亞的媽媽是個織布工，也是她心中最重要的人，請問在 

  你生活經驗中，誰(或是哪一種職業)是最重要的人？為什麼？ 

  提問：(承上題)想一想有哪一種生物的特性，和你心目中的重要人物很相 

        像？他們之間有什麼相似的地方？(特徵、習性) 

  提問：現在要求你們做一件藝術品來代表你認為的「非常重要的那個人」但 

        是不可以用「人」的形象，限定只能用動物來表現，想一想什麼樣的 

        動物比較能滿足你的需求。 

  提問：老師剛才舉例的兩個例子不可以作為你們創作的角色。 

  提問：請問你想用什麼方式或媒材來表現你所選定的生物？為什麼你要選用 

        那樣的媒材。 

 

□ 表現媒材：採用可以進行立體造形的各種素材。 

1. 單一媒材創作：油土、紙黏土、樹脂土、超輕土都是課程中常見的媒材，

學生可以自由地選擇浮雕(塑)或圓雕(塑)方式呈現，浮雕方式可以使用底板支

撐，選用圓雕表現，可採用芯棒支撐主結構，再進行細節刻畫。 

2. 複合媒材方式創作：相同於單一媒材可選擇浮雕(塑)或圓雕(塑)方式呈現，

可使用的媒材包含油土、紙黏土、樹脂土、超輕土、金屬、塑膠、自然物、

人造物、廢棄物回收等等，可使用的媒材不勝枚舉，最大的挑戰是不同的是

各種不同媒材之間的組合方式。 

 

（三）引導方式與重點 

本課程分為幾個階段，首先由教師先對「藝術」史觀進行簡單普遍性

說明，說明藝術在各時代的哲學觀，藝術必須是人為的，藝術品的時代意

義。藝術衍化到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藝術品的表現形式相當多元，藝術

家用各種媒材進行創作表現形式，本單元透過欣賞當代藝術「動物雕塑」

圖片，採用「對話、提問、思考、紀錄」的學習歷程，交織出課程樣貌，

讓學生歸納理解能被稱呼為「當代藝術」者，必須是透過某種形式傳達藝

術家的思想和觀念，並且藝術創作必須有完整的論述作為背景。 



在課程教材相片中最後一件呈現路易絲．布爾喬亞以青銅雕塑的大型

藝術創作《蜘蛛》，於此進入課程第二階段。本階段課程樣貌主要以「提

問、對話、接納、記錄」為學習歷程。呈現《蜘蛛》的圖片讓學生仔細觀

察並提問，由學生發表所見圖片細節；並且讓學生想像如果它們創作了這

件《蜘蛛》作品，會怎麼命名，在此階段由教師完全接納學生的認知與發

表概念。隨後教師說明布爾喬亞把作品命名《媽媽》，請學生發揮想像重

新思考藝術家這樣命名的原因，並歸納內容為「媽媽是織布工，也是布爾

喬亞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第三階段提到布爾喬亞生平事蹟，本階段也是透過「呈現事實、提問、

對話」，引導學生對人生議題進行深入思考，找到本單元核心價值，「堅持」

是成功的因素之一。 

第四階段必須再回顧《蜘蛛》這件藝術作品，採用「對話、提問、內

在探索、實作」的教學策略。首先透過對話讓學生描述路易絲．布爾喬亞

詮釋《蜘蛛》這件作品的意含後，教師向學生提問，請學生仔細思考在他

們生活經驗中，個人認為「誰(或是哪一種職業)是最重要的他人」，並嘗試

說明理由，並在自然界中尋找某種生物特徵或習性，與其相關或類似。最

後教師請學生自選媒材，創作出一件藝術品，向心目中的重要他人表達感

謝或致敬。 

課程最後呈現多樣貌的藝術作品展覽，並由學生以文字描述作品想表

達的意義，以及對於課程及創作的感受與體悟，讓創作歷程反映課程核心

精神，昇華為日後面對生活的態度。 

（四）學習表現分析：  

1. 課程第一階段採用「對話、提問、思考、紀錄」的學習歷程 ，為使學

生能釐清當代藝術的定義與概念，在教學簡報中呈現幾件當代藝術的

雕塑作品影像資料，並配合教師設計的提問。提供相對應教學簡報圖

片的學習單，讓學生在發表個人意見後可以記錄個人想法及心得，此

階段之學習單兼具形成性評量功能以及後設釐清概念之觀察工具。 

2. 第二階段課程樣貌以「對話、提問、接納、記錄」呈現，因此在課程

進行中教師提供學習單，讓學生隨時可以記錄他們觀察到的細節、對

這件作品的個人想法。 

3. 第三階段透過探討藝術家的生平事蹟，配合教師的提問，引導孩子對

生命議題的深入思考，這階段可以利用「心智圖」呈現。同時這階段

要緊扣著路易絲的母親對她說過的話：「不要害怕人生不成功，也不必

擔心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只要讓自己成為必要的就夠了。」強調這個

「必要」的信念，引導學生期許自己成為社會上必要的人。 

4. 第四階段回顧《蜘蛛》這件藝術作品，在「對話、提問、內在探索」

的教學過程提供「學習單」做為思考歷程記錄，在進行創作之前，要



求學生完成「工作單」內容，詳述使用媒材、需求工具及材料、創作

步驟、完成時間…等等，提醒學生創作流程，並以此做為評量依據。 

5. 本階段式展演及導覽解說，學生必須彙整在課程中所有學習單及工作

單，最後在書面呈現自己作品想表達的意涵，以及創作心得。 

 

（五）特殊情況預估與因應： 

1. 教學開始利用幾張圖片，讓學生回憶過往的學習經驗，將藝術品被創作

的年代進行排序，主要在導入當代藝術的階段，學生可能已經忘記過去學

習的知識與經驗，教師僅需稍微提點，不須對作品太深入分析。 

2. 當學生觀看某張當代藝術作品相片，提出個人觀點時，教師須讓學生充

分表述，釐清他個人的觀點，並給予每位學生充分的時間記錄在學習單上。 

3. 學生對社會上所謂必要的他人(職業)，或是期許自己成為怎樣的人，將

會提出各種光怪陸離的想法，在科技時代不斷進步的當代社會，對於職業

的需求有無限種可能，在不違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教師盡量不進行價值

判斷。 

4. 學生可能無法找相對應的動物來詮釋社會上「必要」的人(職業)，教師

透過對談，協助學生分析該項職業的各種特徵與特性。或是與學生討論是

否有第二順位的志願。 

5. 進入創作階段階段之前，學生必須完成工作單的擬定，工作單內容須包

含(1) 選擇何種媒材，材料取得方式。(2) 創作形式：浮雕、圓雕。(3) 製

作步驟：遇到瓶頸，教師可技術支援。(4) 作品完成前階段性時間規劃。

(5) 其他。 

6. 創作工作單上面註記之創作材料，應自行準備，但偏鄉地區學生學習資

源有限，必要時教師需要提供部分材料及工具。也可以鼓勵採用在地天然

素材。在教學前可展示幾項與創作主題無關之實際樣品，引起學生對於材

料探索的興趣，例如金屬浮雕、鋁線雕塑造形、鋁箔紙雕塑造形…等等。 

7. 任教學校沒有專屬的美術教室，教室內部空間有限，要妥善規劃材料區、

工具區、工作區有點困難，因此事先和學生詳細討論他們所需要的工具和

材料，確認那些工具材料由學生自行準備，那些由教師提供，這些創作前

置作業是必要的。 

五、 教學流程： 

教學項目 

why~學習目標關

聯的活動程序項

目（自訂） 

教學活動 

what~學生具體活動內容、師生

互動方式等 

教學重點 

how~與教師有效達成目標有重

要關連性的教學關鍵措施 

一、建立觀念： 

當代藝術!是蝦

一、藝術!是蝦米~ 

(一) 藝術時光隧道 

一、 藝術!是蝦米~ 

(一) 藝術時光隧道 



米~ 

 

(第一階段) 

學習歷程： 

「對話、提問、

思考、紀錄」 

 

 

1. 回顧藝術歷史時代發展

概況。 

2. 簡單複習藝術史 

3. 說明所謂的「藝術」必須

是人為的。 

(二) 與當代藝術對話 

 教學簡報依序呈現當代藝術雕

塑圖片依序是： 

《華爾街銅牛》 

《薩米》銅像 

《鯨嘆》 

《大黃鴨》 

《蜘蛛》。 

 

 

※《華爾街銅牛》 

Q1：你看到了什麼？ 

Q2：為什麼這頭銅牛會出現在

街頭？ 

Q3：如果這是一頭活體公牛，

那會有什麼後果？ 

Q4：說出你對這件作品有甚麼

比較特殊的發現和感覺？ 

(教師請學生發揮想像力，提出

自己想問的問題。) 

 

※《薩米》銅像 

Q1：你看到了什麼？ 

Q2：動物園那麼多動物，為什

麼特別要為猩猩樹立雕像？ 

Q3：在你的經歷中有什麼事情

會讓你奮不顧身去完成？ 

Q4：你是否立下某種志願會奮

不顧身去達成目標？ 

 

※《鯨嘆》 

Q1：你看到什麼？ 

Q2：為什麼這件作品會放在海

1. 用幾件藝術品讓學生進

行時代排序。(評量) 

2. 簡單說明藝術品在各時

代承載的哲學觀。 

 

(二) 與當代藝術對話 

1. 提問從圖片看到了什麼？感

覺到什麼？要讓學生充分發表

所見內容。 

2. 不否定學生的觀點。 

3. 給學生充分時間寫下自己的

觀點與心得。 

4. 材料的差異性所要傳達的意

義有很大的不同。  

 

※《華爾街銅牛》 

為什麼使用青銅材質？ 

引導學生理解華爾街，及其在金

融界所扮演的角色及力量。 

除教師提問的問題外，在課堂中

也開放讓學生觀察圖片後，提出

問題讓大家思考與回應。 

補充：公牛周邊事件。 

 

 

 

※《薩米》銅像使用什麼材質？ 

為什麼用這種材質？ 

引導學生理解為理想永不放棄

的精神，值得永久保存與學習 

 

 

 

 

 

※《鯨嘆》使用什麼材料 

為什麼要使用這些材料 

引導學生思考這些短期或一次



灘上？ 

Q3：你認為這件作品是在那裡

製作的？ 

Q4：這件作品採用什麼材料製

作？藝術家如何取得？ 

Q5：為什麼藝術家選用這樣的

材料？  

 

※《大黃鴨》 

Q1：你看到了什麼？ 

Q2：如果把你害怕的動物或昆

蟲，變得這麼大，請說出你的

感覺？ 

Q3：為什麼這隻大黃鴨是藝術

品，而小隻的黃鴨玩具不是藝

術品？ 

 

本階段結語 

1. 藝術不一定是美的。 

2. 當代藝術品所呈現的形式背

後，都必須承載藝術家所要

表達的意義。 

性使用後即丟棄的垃圾，從何處

而來。 

引導學生思考垃圾分類回收程

序，並養成垃圾減量的態度及習

慣。 

 

 

 

※《大黃鴨》 

採用辯論方式進行教學 

正方：大黃鴨是藝術品？ 

反方：大黃鴨是不藝術品？ 

 

 

 

 

 

教學簡報最後一件作品《蜘蛛》

深入探討藝術家生平，並充分理

解藝術家將蜘蛛造形的裝置藝

術命名為「媽媽」的原因。(切入

第二階段) 

二、觀察 

 

(第二階段) 

學習歷程：「提

問、對話、接納、

記錄」 

 

 

二、 那不是蜘蛛 

(一) 你看到了什麼？ 

1. 鼓勵學生觀察細節。 

2. 用完整的語句描述細節

及個人的發現。 

3. 想像自己站在蜘蛛腳底

下，說出自己的感覺？ 

4. 想像自己身處這件藝術

品附近的高處觀察，你又

會有怎樣的想法。 

(二) 如果這件藝術品是你的創

作，你想表達什麼？你會怎

樣命名？ 

二、那不是蜘蛛 

盡量放大圖片，能夠讓學生看到

細節。(圖片近景、遠鏡、局部放

大) 

教師提問後，鼓勵學生多描述觀

察到的細節及自己的想法，每人

不限發言一次，並記錄於學習單

中。 

 

 

(一) 教師把學生命名及其理由記

錄在隨堂筆記。 

三、賞析 

 

(第二階段) 

三、藝術賞析 

(一) 藝術品正名：《媽媽》 

    教師直接切入主題，簡介藝

三、藝術賞析 

(一) 讓學生從觀察到的細節去

找出初步的關聯。 



學習歷程： 

「對話、提問、

接納、記錄」 

 

(第三階段) 

「呈現事實、提

問、對話」 

術家路易絲的生平，及其家庭背

景，並說明藝術家將這件作品命

名為《媽媽》。 

Q1：你們剛才在觀察蜘蛛雕塑圖

片中，發現那些細節？ 

Q2：藝術家是人，為什麼要把一

隻蜘蛛當作媽媽？ 

 

(二) 藝術家的搖籃 

Q3：以前女性結婚後都要隨丈

夫移居他鄉，對於這樣的現象

你有什麼看法？ 

 

Q4：多數人公認布爾喬亞是越老

越聰明的藝術家，猜猜看可能是

什麼原因？ 

 

Q5：布爾喬亞到生命的最後一年

都在創作，猜猜看是什麼原因？ 

 

備註： 

學習單列出問題及關鍵字。 

 

 

(三) 聽媽媽的話          

Q6：你知道現在社會上有那些

職業是很重要的工作嗎？你希

望自己將來成為社會上哪種

「必要」人(職業)？ 

 

 

 

Q7：從現在開始，你可以怎樣做

才能完成自己的目標？ 

學生在學習單上寫下未來的志

願，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必要」

他人(職業)。 

並請學生說明他選擇的職業，在

引導學生觀察蜘蛛腹腔裡面有

數顆蛋，是雌性蜘蛛的特徵。 

蜘蛛比例？細長的腳？金屬扭

曲狀態，像什麼？ 

 

提問後先讓學生充分回答，教室 

再進行歸納。 

 

(二) 藝術家的搖籃 

※ 路易絲生平摘要(對話) 

   1.婚後從法國移居紐約。 

   2.六十歲後獲得好評。 

   3.過世前仍持續創作。 

   4.具原創精神的藝術家。 

   5.聰明能清晰傳達創作理 

    念的藝術家。 

   6.創作題材來自童年回憶 

   7.媒材多樣化，織品是她最 

    早接觸、最擅長的材料。 

   8.母親：「讓自己成為必要   

    的人。」 

※ 學生使用平板查詢資料、討 

   論及說出想法。 

 

(三) 聽媽媽的話 

背景插曲：布爾喬亞的母親對她

說：「讓自己成為必要的人」，這

是媽媽對她對的鼓勵和期許，最

後布爾喬亞選擇在自己喜歡的

藝術發展，「堅持」到老年都還在

創作，被譽為當代著名的藝術家

之一。 

 

學生對於職業類別的經驗不足，

教師可提供方向，讓學生藉由平

板上網查詢。 



社會上是很重要角色的理由。 

四、創作 

(第四階段) 

「對話、提問、

內在探索、實

作」 

四、創作前準備 

(一) 回顧與發想 

    藝術家母親對她說：「讓自

己成為必要的人」。學生也在學

習單上寫出自己想成為哪一類

必要的人(職業)。 

 

 提問：先想看看你最想做的工 

 作需要什麼樣的技能？或使用 

 什麼工具？具備什麼特徵？請 

 把想得到的都寫出來。 

 備註： 

  

(二) 工作單編寫步驟 

  1. 確認個人創作主題。 

  2. 決定創作使用之媒材。 

  3. 設計作品圖像。 

  4. 思考製作歷程，並將創作 

  流程編序及時間規劃。 

  5. 階段性未完成之作品放置  

  及管理維護。 

(三) 檢視工作單可行性 

    學生編寫工作單過程，教 

    師擔任諮詢人員角色，協 

    助學生完成可操作之工 

    作單。 

(四)準備材料 

依據學生工作單撰寫內容，

統計材料需求項目：  

 1. 學生準備：現成物蒐集 

   自製雕塑工具、… 

   ( 依實際狀況而定 ) 

 2. 教師協助提供材料：  

底板、芯棒材料、紙黏土、輕

土、白膠、熱熔膠、鋁箔紙、

鋁線、底座用木板… 

( 依實際狀況而定 ) 

四、創作前準備 

(一) 回顧與發想： 

   1. 接續上一階段學習單，學 

   生選定的創作主題(職業)。 

   2. 透過對話教師協助學生尋 

   找具有該項職業特徵的相對   

   應動物。   

   教師先和學生討論職業的特 

   性、使用工具與技能、工作環 

   境…等等，刺激學生思考並回 

   答，盡可能讓學生發現哪一 

   種生物比較符合該職業的特   

   性，借用其形象進行創作。 

(二) 工作單編寫   

   教師提供編寫學習單的思考

過程的標題。 

 

 

 

 

 

(三)教師協助檢視工作單編寫之  

   完整度及可行性。 

    

 

 

(四)師生討論創作材料蒐集之任 

   務分配：由於學校地處偏鄉， 

   學生採購物品不易，教師協 

   助準備部分材料，表現個人 

   特色之裝飾性材料由學生自 

   行收集。 



五、創作 

(第四階段) 

「對話、提問、

內在探索、實

作」 

五、實作課室現場 

(一) 教室分區 

1. 工具區：立體造形用 

教室有 6 組工具台，共用四

層塑膠抽取式置物盒，每桌

一組工具台，放置常用工具

及材料。 

2. 材料區： 

(1) 立體造形用共用材料、

補充耗材、自然物、人

造物…等等放置於鄰近

立體造形工作區。 

(2) 學生自行蒐集的現成物

或自然物，放置於個人

工具箱內備用。 

3. 創作區： 

教室六張大桌，有兩張放置

材料。學生 14 人，平均每桌

3-4 人。 

(二) 實作歷程 

1. 依據工作單操作流程開始

進行創作。 

2. 立體造形要求結構穩定。 

3. 每節課結束前，依據工作單

檢視進度，並協助整理工作

區域及工具台車。 

五、實作課室現場 

(一) 教室動線規劃 

 1. 學校美術教室六張大桌，僅

前後二扇門，前門靠近水源，後

門外有空地可使用。 

 2. 空間規劃參酌選用創作媒材

人數差異進行調整。 

 3. 妥善分區規劃動線避免相互 

干擾。 

 

 

 

 

 

 

 

 

 

 

(二)實作歷程 

1. 創作過程遇瓶頸可向老師  

技術諮詢。 

2. 必要時可變更設計，但須註

記在工作單中，以利檢核。 

3. 工作區域及工具台清潔維

護環境復原等工作，事先分

配負責人員。 

六、分享 六、分享 

 1. 完成的作品後，選取校園戶 

 外空間，以說故事劇場方式，進 

 行分享與解說。 

 2. 個人作品能與環境互動，或 

 是和同儕作品互動交流。 

六、分享 

1. 解說創作理念及創作歷程

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式。 

2. 若時間有限可分組進行，在

小組之間相互分享。 

 

教學評量 一、主體評量：  

(一) 情意 

(二) 聯想力 

(三) 自主性表現 

二、客觀評量： 依據客觀的藝術表現標準，評量全班的學生作品，



將表現等級訂為 A-E 五級， 其代表意義如下：A 表示「優秀」；B 

表 示「良好」；C 表示「基礎」；D 表示 「不足」；E 表示「落後」。

作為教師課程實施的評鑑及修正課程的指標。  

 

附件一：教學評量 

一、主體評量 

基本資料 評分標準 

項

目 
內容 評量標準 

A 

優

秀 

B 

良

好 

C 

基

礎 

D 

不

足 

E 

落

後 

情

意 

發表 

與 

討論 

認真欣賞當代藝術品，積極參與討論      

學習單完成度 

1.以文字寫出欣賞當代藝術作品的心得 

2.亦可透過平板電腦用語音辨識軟體輸入 

     

聯

想

力 

歸納 

與聯想 

1.能定位個人觀念中社會最重要的他人      

2.能以社會重要他人的特徵進行聯想，找到

可象徵的動物進行創作詮釋。 

     

自

主

性

表

現 

自信程度 
1、能清晰表達自己作品      

2、能欣賞同儕作品，並傳達自己想法      

原創性 

表現 

1、能創出符合重要他人特點的動物雕塑      

2、因應題材的想像內容或獨特景物表現及 

材料特殊處理等 

     

工作態度 

1、能謹慎完成自己的雕塑作品      

2、能以精準的語言傳達創作理念      

3、能主動清理個人工作環境      

二、客觀評量 

依據客觀的藝術表現標準，評量全班的學生作品，將表現等級訂為 A-E 五

級，其代表意義如下，A：「優秀」、B：「良好」、C ：「基礎」、D：「不足」；E：

「落後」。作為教師課程實施的評鑑及修正課程的指標。 

 內容 評量標準 

A 

優

秀 

B 

良

好 

C 

基

礎 

D 

不

足 

E 

落

後 

表

現 

題材意義 1.題材與媒材的表現關聯性      

2.題材能表現相對應的特徵。      

審

美 

結構 1.作品結構具整體性      

形式 2.創作品具象徵性且有意義連結所欲詮釋的

人物 

     

教 創造力 1.創作品具有原創性及自發性      



育

性 

2.具獨特的形式、內容及細節      

工作態度 1.專注有耐心地完成作品      

2.嚴謹的工作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