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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08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學校藝術深耕教學計畫 

藝教故事 

學校名稱 嘉義縣義竹鄉義竹國民小學 

方案名稱 木工·陶藝·好生活 part2 

藝術家或專業

藝文團隊 
邱雅琳(陶藝)、陳聖輝(木工) 

協同教學團隊

教師姓名 

翁雅欣、許元懋、吳英鈴、王秀琪、吳寂慈、莊素真、施雅

文、蘇佩君 

藝教故事 

「科技卓越、人文感恩」是本校願景，培養出具備「熱

誠、關懷、健康、審美、勤學、創新」特質的孩子是我們最

終的期待；其中，美學涵養不重藝術家的養成，而是人文素

養的提昇，在生活與心靈中找到平和的協調。 

    多年來，本校著力於從空間美學營造孩子優質的學習環

境，管樂隊及旗彩隊持續性的耕耘，更提供孩子展現表演藝

術學習成果的最佳舞台；但長期以來缺乏具備相關專長的教

師引導，孩子的藝術學習總是落在粗淺、片段的層面。無法

帶給孩子專業豐富的知識是我們的疑慮，讓孩子盡情的展現

天賦是我們亟待努力的方向，慶幸的是校內教師及行政團隊

凝聚共識、有志一同，自 101 年度起透過此專案計畫的推動，

全校師生在版畫教學知能上有顯著提升，且落實在美術課程

中； 106 年我們重新檢視在藝文教學上的需求，將重心鎖定

在陶藝上，利用過去五年的運作模式，培養校內協同教師在

陶藝課程上的教學專業性，以彌補偏鄉學生無法接觸相關課

程的遺憾；至於 107 年的規劃，則是延續 106 年陶藝雕塑推

動的成效，同時增加木工創作的課程，逐步建構起學校創客

課程的藍圖，獲得親師生的極大迴響；108 年則將陶藝與木

工實施課程加以調整，將陶藝定位在以中年級學生為主要學

習對象，需要較多跨域知能的木工則調整於高年級實施。 

    蒞校協助的陶藝與木工兩位藝術家均有在校教學的經

驗，而且配合此專案實施，行政端亦規劃教師精進社群與工

作坊，藝術家不僅帶著學生也帶著老師進行教學。考慮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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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生極少有經驗接觸陶藝雕塑與木工的學習，藝術家和協

同老師先建立放手讓孩子去發想、嘗試、實作及體驗的共識，

從構思到作品完成，運用相關技巧融入創作與手感，使學生

可以開心的創作，手腦並用地讓畫面實現，還能融會貫通體

驗生活美學，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及效果，確實是學生在

藝術領域的全新體驗。協同老師也能跟著一起動手創作，更

能了解教學的實務面以及學生可能遭遇的問題。 

    以陶藝為例，學生藉由觀摩陶土專業教師的示範，學習

手捏土條、堆疊、接合部件、以及上化妝土等技巧，過程必

須專注，並掌握對陶土的搓揉力道，才能完成一件好的作品。    

上陶藝課對孩子們來說是充滿樂趣的，因為陶土是不定型

的，不管孩子怎麼捏、怎麼揉都會成為一件很有特色的作品，

當孩子的想像力越豐富，作品就越有趣，所以陶藝課不但能

激發孩子的創意，也能培養他們的自信，是一門很有意義的

課程。至於木工，這一堂課沒有課本，但孩子們卻上得比任

何課都認真！常常看到他們即使汗流浹背，即使手掌泛紅破

皮，依舊專注的一刀一刀刻畫專屬自己的木盤子，形成一幅

幅動人的畫面！而木造鉛筆盒的課程結合了數學領域的量測

和自然與生活科技磁力的知識，需要精準的計算和裁切，才

能順利組合成一個完美的木盒，並且使用烙筆把自己喜歡的

圖案烙畫在筆盒上，透過深淺不一的層次展現出一種樸實的

藝術之美，讓參與的師生獲益匪淺。 

    本次課程在行政單位、協同教師一起努力和專業藝術家

的指導下順利的完成，也讓師生了解到有專業的工具和細心

的學習態度是成長精進不可或缺的要素。教育是一把火，燃

起孩子心中的熱情。希冀透過藝術教育的引導，以藝術美學，

攜手共築一個教育的願景，將孩子內心情感創發出來，一起

和孩子感受美麗世界，當孩子的織夢人。 

總頁數請勿超過兩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