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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美勞教材與教學  

 

鄉土教材在美勞課程中的地位  
黃壬來  

 
 

一、鄉土教學的涵義  

“鄉土 ”一詞，合“ 鄉” 與“土 ”而成。常見用法有三：一為本地，指居

住地、出生或世居地區，如鄉土情懷、鄉土意識、鄉土地理、鄉土文物等；一指

地方風土物產，如鄉土風味、鄉土特產等；一指鄉村樸實生活風味，如鄉土文學、

鄉土藝術等。  

人類生活環境可分為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與規範環境三種。自然環境是由陽

光、空氣、水、土、風、溫度等物理因子所構成的自然世界；社會環境即人造環

境，包括社會結構、制度、政治、經濟等生活現象，涵蘊人類歷史及現狀的物質

與精神各層面的生活狀況。規範環境也就是價值觀環境，為人類在群體生活中所

持有和所形成的態度、氣質和價值觀等。 (毛連塭， 1990) 

但是，鄉土一詞的概念是相對的，隨著個體的成長與經驗的擴展，以及使用

場合的不同，其範圍也相對的擴展。陳朝平  ( 1994a )曾界定鄉土的區域範圍如下： 

小社區──村里、鄉鎮。是與縣市相對的鄉土概念。  

大社區──屏東縣、高屏地區。是與南部地區和省相對的鄉土概念。  

小區域──南部。與台灣相對的鄉土概念。  

大區域──台灣。  

依 此 界 說 ， 鄉 土 教 學 有 廣 狹 兩 義 。 狹 義 的 鄉 土 教 學 ， 範 圍 自 村 里 至

縣 市 或 鄰 近 的 地 區 。 廣 義 的 鄉 土 教 學 ， 範 圍 自 較 大 區 域 至 全 台 灣 。  

但 是 ， 若 以 教 學 內 容 看 ， 廣 義 的 鄉 土 教 學 ， 內 容 包 括 本 地 自 然 環 境 、

社 會 環 境 及 一 切 生 活 狀 況 。 狹 義 的 鄉 土 教 學 ， 則 以 本 地 “具 有 特 色 ” 的

自 然 景 觀 、 物 產 、 文 化 及 生 活 習 俗 範 圍 。 前 者 為 社 會 科 課 程 內 容 ， 後 者

為 其 他 相 關 科 目 的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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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土教學的價值  

 
從個體發展來看，教育是兒童成長與社會化的歷程。從社會目標來看，是培

養健全人民的歷程。兒童教育，由家庭、鄰里、學校、社區環境的認識開始，逐

漸擴展到縣市、省區與全台灣，終及於世界。鄉土教學不僅奠定知識學習的基礎，

也培養適應環境的能力，以 及關心社區事務和愛護社區的情懷，進而關心及愛護

國家民族，並推及於人類。因此，鄉土教學是指導兒童“立足鄉土，胸懷國家，

放眼天下”的基礎教育。  

從學習程序言，由易而難，由近而遠，由具體而抽象，是教材選擇與組織的

基本原則。鄉土教學以社區環境及生活為內容，最接近兒童生活，故具體而易於

學習。再從學習方法看，鄉土教材與生活結合或接近生活經驗，可經由直接參與

和具體操作教學活動來學習，因此可打破書本中心的記誦教學，使教學生動活

潑，學習富有興趣。鄉土教學不僅是指導認識鄉土的教育活動，也是和兒童生活

相結合的且生動活潑的教育方法。  

台灣小學鄉土教學的實施，已有五十年之久。教育部於一九四一年公佈《省

市搜集及編輯地方教材辦法》；明定小學應根據部頒《 小學常識科課程標準大綱》

所規定鄉土自然環境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警衛各項，分別編輯。其選材

標準有：足以代表本鄉土之特質，與社會有重大關係，與生活有密切關係，以及

有關管教養衛之部份等五項。  

鄉土教學的實施，與本省的教育改革有密切的關係。教育部於一九五二年所

推動的“生活中心教育 ”實驗，以及一九五三年開始實施的“ 社會中心教育”實

驗，都以結合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為目標，鄉土教學為內容。  

鄉土教學的重心也因時代需要而異。在教育未普及，社會經濟落伍，學校與

社會脫節的時期，以利用社區資源，改進學校教育 ;加強生產勞動教育，改善社區

生活，使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在過於重視書本教育，忽視實際生活經驗與生動

活潑的教學時期，則著重在直接經驗的教材與“ 做中學” 的教學方法。而在教育

普及、資訊發達、工商興盛、經濟繁榮、文化交流頻繁的現代社會裡，則當著重

認識社區，關心社區事務，培養鄉土情懷。由愛護鄉土、進而愛國家民族，更進

而愛世界、關心人類福祉的胸懷為重點。  

新課程標準在三年級到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乙科，每周一節，以期



 3

在小學階段落實 “立足台灣”之理念，繼而“ 胸懷大陸”、“ 放眼天下”。其主

要目的在於提供學習方言及鄉土文化的機會，利於課程生活化和本土化之落實。 

要而言之，鄉土教學是“ 指導學生認識其生長地區的自然環境、歷史發展、

文化特徵、社會經濟的教學活動” 。 (毛連塭， 1 9 9 0： 11)不但是兒童知識學習的

基礎，也是社會化發展的基礎。由於鄉土教學與兒童生活打成一片，從生活中取

材，在生活中學習，故利於改進教學方法，提高學習效果。此外，更可補充台灣

統一教材的不足，適應地區性的差異與時代性的需要。  

由於鄉土教材和兒童生活密切結合，便於 實施直觀教學或直接參與的活動教

學，故能提供直接、靈活而實用的知識與技能。並且由於了解社區生活，接受社

區生活規範與價值觀念，因而關心社區事務，涵育鄉土情懷，孕育民族意識與國

家觀念。 

 

 

 

鄉土美勞教材的內容與價值  
 

一、美勞新課程標準教材綱要中的鄉土教材  

 

鄉土教材與小學美勞課程的關係非常密切。歷次課程標準的教材綱要中都含

有“本地的”、 “社區的 ”、“ 學校鄰近的”、“家庭、校園及公共場所”、以

及“各種鄉土材料”等教材。尤其是家事、農事和工藝等教材，幾乎都是鄉土教

材。不過這些鄉土教材的教學，著重在美的欣賞與表現，以及勞動生產教育的目

的，較少注意“鄉土文化”和“鄉土情懷”等人文教育的目的。 

新美勞課程標準，不但強調以生活為範疇和運用各種自然、人工或生活周遭

容易取得的媒材，更明舉鄉土、民俗、 文化特性、文化特質等教材。茲節錄有關

項目於下：  

（一） 表現領域的教材： 

1.心象表現範疇：日常生活中各種自然、人工媒材（一至二年級）。  

2 .心象表現媒材：自然物如山、川、樹、石、木、竹、土、沙、黏土、花、

草（一年級），生活周遭容易取得，或有鄉土文化特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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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一至六年級），各種自然、人工媒材，生活周遭容

易取得，或有鄉土文化特性之媒材（二至六年級）。  

3 .機能表現範疇：製作日常生活中各種物品（一、二年級），製作足以提昇

生活情趣的物品（三、四年級），製作讓生活更豐富的物

品、美化生活環境之造形與設計（五年級），增加生活情

趣或豐富生活內涵的物品（六年級）。  

4 .機能表現媒材：生活周遭容易取得，或有鄉土文化特性之媒材（一至六年

級）。  

 

（二） 審美領域的教材： 

1 .審美認知：日常生活中色彩、線條、形狀、材質 (一年級 )，日常生活中色

彩、線條、形狀、材質變化及其特性 (二年級 )，本地民俗色彩

之特色 (三年級 )，本地民俗色彩與造形特色 (四年級 )，色彩、

造形的結構、材質之特性與文化特質，本地與外地不同的地方

特色與美感表現特徵 (五年級 )，色彩、造形的結構、材質之特

性、與時間及空間之關係，美感感受與文化特質 (六年級 )。  

2 .欣賞與鑑賞：日常生活中各種人造物、自然物之美 (一年級 )，日常生活中

各種人造物、自然物之美 (二年級 )，生活環境中人造物、自

然物之美 (鄉土、民俗等景觀、文物、藝術品 )，文化古蹟 (鄉

土、民俗、廟宇 "、教堂等 )形式之美 (三年級 )，生活環境中

人造物、自然物或藝術品 (鄉土，民俗器具、文物、藝術品 )

形、色、結構材質之美及其文化特質 (四年級 )，生活環境中

人造物、自然物或藝術品 (古今中外或鄉土、民俗等之器具、

文物、藝術品 )之風格及其文化特質之差異 (五年級 )，生活環

境中人造物、自然物或藝術品 (古今中外或鄉土、民俗等之

器具、文物、藝術品 )之風格特徵及其文化特質 (六年級 )。  

 

（三） 生活實踐領域的教材：  

選用日用品，欣賞包裝、擺設的美感 (四年級 )，居家或學習環境佈置、

環境保護 (五年級 )，愛護自然景觀、自然環境，自製器物，美化生活 (六年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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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摘要顯示，小學美勞科新課程，不但加強藝術欣賞教學的審美教

學，增加生活應用的教材，而且非常重視“有鄉土文化特性”的教材，以及

“體認文化特質”的活動。其要點如下：  

1 .鄉土美勞教學，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基礎，生活環境中的自然物、人造

物與藝術品的美感與造形要素等的感受與認知為內容，使用具有鄉土文化特

性的媒材，從事表現、審美及生活應用的活動為方法，而以認識鄉土文化特

質、充實與美化生活為鵠的。  

2 .表現教材中的“心象表現”，著重在造形要素與媒材性質的體驗，以

創造性能力的發展為目標。因此，除了媒材利用外，範疇中較少列舉有關鄉

土教材。但是，兒童創作活動大多從生活經驗中取材，實際上也離不開鄉土

題材。“機能設計”則因具有實用性，所以與鄉土生活關係相當密切。  

3 .審美教材強調美感要素與文化的關係，並以鄉土、民俗等的景觀、文

物及藝術品為內容。因為不論是增養生活情趣或藝術鑑賞的審美活動，都要

有觀賞對象。小學社區的藝術文化資源雖有限，但唯有從當地社區取材，才

能有效教學。  

4 .生活實踐方面，一、二、三年級著重在自己的愛好以及生活與學習環

境的美化，與鄉土教材較少關聯。四年級起開始應用美勞知能於社區生活及

自然環境有關事項。  

由此可見，鄉土教材為小學美勞新課程的核心之一。  

 

二、美勞科鄉土教材的分類  

 

“鄉土”的特色在於展現地方風情、風味或風格。因此，美勞科鄉土教材 ，

乃從社區環境與生活中取材，能展現當地社會藝術生活及藝術文化特色，並能增

進兒童視覺欣賞與創作能力的發展，幫助兒童了解藝術及認識社區藝術文化的教

材。故凡本社區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規範環境中，可供美勞教學資源的事物

皆屬美勞科鄉土教材。  

黃壬來曾將鄉土美勞創作分為三類： 1 .採取鄉土文化、鄉土物材或鄉土景

觀，從事鄉土文化傳承及創新或鄉土景觀之表現； 2 .利用鄉土文化、鄉土物材或

鄉土景觀，從事其他創意表現； 3 .應用非鄉土文化或非鄉土物材的其他資源，從



 6

事與鄉土有關之創作。（黃壬來， 1994c： 6 - 8）  

美勞表現活動，需要題材和媒材，即內容和材料。審美活動需有審美對象，

包括自然物、人造物、藝術品等。生活實踐為藝術表現與審美知能的應用，可說

是在生活情境中的“有目的的藝術表現與欣賞活動”。因此鄉土美勞教材似可大

別為媒材和題材二大類。茲分別說明其內容及其在美勞教學上的價值於后。  

 

（一）鄉土美勞的媒材：  

藝術媒材即藝術創作所需物質材料，如顏料、紙張、黏土、木材等。利用本

地生產的材料，仿作地方性工藝品為較普遍的美勞鄉土教材概念。因為大多數具

鄉土風味的工藝品，都是利用當地的材料，例如：竹山的竹蓆、竹器，大甲的草

蓆、草帽，山地的石雕、木刻、月桃莖編織物等。土產材料，不但經濟實用，而

且能表現鄉土特色。  

鄉土美勞的媒材有自然物、土產作物、社區人工材料。但因地區不同，可得

媒材亦異。例如，山地多土、石、花、草、竹、木；鄉村多黏土、砂、石，以及

農作物的根、莖、花、葉、果，竹、木等；海邊多砂石、貝殼、 石等；都市

則多工業產品材料等。  

 

(二 )鄉土美勞的題材：  

鄉土美勞題材可分為：風土民情類、生活應用類、傳統民俗類、及當代藝術

類。（陳朝平， 1994b）  

l . 風土民情類：即適合兒童程度而能代表社區生活的題材。內容包括特殊

自然景觀、名勝、公園、 遊樂場所、重要建築、市場、田園、工廠、交

通等。這類教材用以指導想像畫、觀察畫、模型製作、砂盤設計、砂雕

等創作表現。著重在利用當地生活題材與土產材料，讓兒童體驗各種媒

材的造形樂趣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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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風土民情題材 (一 )           圖 10-2 風土民情題材 (二 )：山地  

 

2 . 生活應用類：即利用社區資源以增進兒童美化生活環境之能力的題材。

包括校園美化設計、社區環境改善設計、造景、立體模型設計與製作等。

本類教學，屬於“機能表現”與“生活實踐”的教學活動，為美化環境

設計、植物栽培、雕塑、立體構成、繪製設計圖、模型製作等技能，以

及形式法則的綜合應用。  

      

圖 10-3 生活應用題材 (一 )           圖 10-4 生活應用題材 (二 ) 

 

3 . 傳統民俗類：即幫助兒童認識社區傳統藝術生活的題材。這類教材以民

俗藝術為主。居民宗族、祖籍、宗教的不同，如山胞、客家、閩南，佛

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而有較大的差異，與地區關係較

小。寺廟、教堂建築、裝飾及體器、古蹟、舊建築物，以及傳統農、工

具、家具等為本類教材的主要內容。  

這一類教材均屬造形物或藝術品，做為觀察與欣賞對象，以發展視

覺品質的知覺能力，幫助了解藝術的表現意義及其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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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引發想像與指導表現技法的參考，更能發展鄉土風格的作品。在藝

術資源缺乏的鄉村地區，上述社區資源場所便具民俗文物館的功能。  

 

             

圖 10-5 傳統民俗題材 (一 )        圖 10-6 傳統民俗題材 (二 ) 

 

4 . 當代藝術類：即幫助兒童認識藝術對社區生活之貢獻的題材。這類教材

以當前社區的純藝術及應用藝術為主。社區的當代藝術家及其作品，社

區人士收藏的藝術品，公共場所的雕像、壁畫、具特色的建築、牌樓、

紀念碑、遊憩場所、商店、百貨公司的櫥窗、招牌、商品陳列及包裝、

燈光設備等，皆可做訪問、欣賞、討論、示範、設計製作等教學的對象

或內容。  

本類教材為認識藝術與藝術文化的基礎，包含美學、藝術史、藝術

批評、及藝術創作等簡易知識的認知學習。  

    

圖 10-7 當代藝術題材 (一 )          圖 10-8 當代藝術題材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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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美勞教學的實施  
 

一、鄉土美勞教學的重點  

 

教學是教育的具體方法。有良好的教材而無適當的教學方法，則學習缺乏效

果。雖然鄉土美勞教學，有幫助兒童認識社區環境與生活的功效，但其主要目標

仍在發展兒童的造形表現與審美能力，亦即視覺藝術創作與欣賞能力。捨此目標，

則為社會科教學，而非美勞教學，媒材是表現的物質，需與題材結合，沒有單獨

教學的必要。茲分述各類鄉土美勞題材的內容、材料、教學活動及重點於下： 

 

（一）風土民情類：  

1 .內容舉例：特殊自然景觀、名勝、公園、遊樂場所、重要建築、市場、田

園、工場、交通。  

2.材料：自然物、土產作物、社區人工材料。  

(1)山地：土、石、花、草、竹、木。  

(2)鄉村：黏土、砂石，農作物的根、莖、花、葉、果。  

(3)海邊：砂石、貝殼。  

(4)都市：工業產品材料。  

代 替 材 料 ： 水 彩 、 水 墨 ， 以 及 舊 報 紙 、 包 裝 紙 等 廢 物 材 料 。  

3.教學活動：想像畫、觀察畫、模型製作、砂盤設計、砂雕。  

4 .教學重點：本類教材，著重在利用當地生活題材與土產材料，讓兒童體驗

各種媒材的造形樂趣與效果。以 “心象表現”創作活動為主。

低年級仍重在率直表現自我，中年級加強媒材性質的了解與運

用，高年級則輔以鄉土特殊景觀與生活習俗的觀察與表現，以

及自然美與生活環境中視覺品質的關心，為欣賞教學的重點。  

 

（二）生活應用類：  

l .內容舉例：校園美化設計、社區環境改善設計、造景、立體模型設計與製

作。  

2.材料：土、石、花、草、竹、木、盆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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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材料：土、石、竹、木等，可用舊報紙、包裝紙、紙盒等廢物材料替

代，而造景、模型、立體建構等的基座和骨架等，則可用桌椅、

水桶等小家具或器物替代。  

3.教學活動：繪製設計圖、製作模型、佈置造景。  

4 .教學重點：本類教學，屬於“機能表現”與 “生活實踐”的教學活動。包

含美化環境設計、植物栽培、雕塑、立體構成等活動的綜合。

需於平時指導兒童觀察家庭。學校和社區的花草樹木，收集奇

木異石，留意各家庭、農園、花園所栽培的花木盆景，並學習

栽培。然後將成果集合起來，分組命題，研討計劃，繪製圖樣，

利用土石、木架、箱桶、桌椅等器物，構作地形，佈置成景。

或用土石紙材等塑造地形，插上樹枝花草，仿作當地景觀模

型。在活動過程中隨時觀察所用自然物及器物的形態、顏色、

構成等美感要素和有關知識。本活動為經濟而實用的生活藝術

教材，任何社區的學校，不論年級的高低，都可以實施教學。  

 

（三）傳統民俗類：  

1 .內容舉例：寺廟、教堂建築、裝飾及禮器、古蹟、舊建築物，以及傳統農、

工具、家具等。  

2.材料：繪畫材料、黏土、陶土、石、竹、木等。  

代替材料：舊報紙、包裝紙、紙盒等廢物材料，或紙黏土、麵團 (紙黏土、

麵團等高價材料，可用瓶、罐、紙盒、紙團等廢物材料等為心

材，以節省材料。 ) 

3.教學活動：欣賞討論、仿作、改作、想像創作 (如神仙，神話故事 ) 

4 .教學重點：著重內容象徵意義、形式、結構、材料、色彩、時代背景的了

解。屬於民俗藝術的審美學習，以欣賞和討論活動為主，觀察

繪畫或仿作模型為輔。在表現活動方面，低、中年級宜借欣賞

對象引發想像，從事自由表現。高年級可運用想像，以繪畫、

雕塑等表現古代當地居民生活情形，或從事超現實題材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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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代藝術類：  

1 .內容舉例：社區的當代及過去藝術家、民俗藝師及其作品，例如：雕像、

壁畫，具特色的建築，牌樓、紀念碑、遊憩場所，商店、百貨

公司的櫥窗、招牌、商品陳列及包裝、燈光設備等。  

2.教學活動：訪問、欣賞、討論、示範、設計製作等。  

3 .教學重點：著重藝術素材、形式、技法等在各種場所或行業上的應用，視

覺符號的表現意義。藝術品的創作過程，媒材與藝術表現的關

係。藝術家的貢獻及其藝術風格等。本類教材為認識藝術與藝

術文化的基礎，包含美學、藝術史。藝術評批評，以及藝術創

作知識等簡易知識的認知學習。不但幫助兒童認識社區藝術及

社區人士對藝術的貢獻，也幫助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係。教學

活動以實地參觀，現場觀賞討論，請有關人士講解。訪問或邀

請社區裡的藝術家、工藝師或其他生活藝術從業人員來校示

範，現身說法。  

 

二、鄉土美勞教學舉例  

兒童美勞表現活動，不論是心象表現或機能表現，都重視自發、自主的創作

為主，避免因襲與干涉。但是兒童須有豐富的審美生活知能與運用媒材的經驗，

否則將因遭遇困難太多而喪失發表的勇氣。連欣 ( Lans ing， 1970? )曾提出運用直

接經驗 (如看、聽、摸、嗅等 )配合語言刺激，利用藝術媒材創作形象與符號，以

及使用視聽媒體等三種具體方法，來激發兒童概念與感情，幫助充實審美生活經

驗。顯然，鄉土美勞教材兼具這三種功能。  

美勞創作教學，除了激發兒童的表現動 機，幫助由生活經驗中獲得表現題

材，或啟發想像思考，以發展新經驗外，尚須指導創作過程和作品構成有關知識

與技能。諸如各種繪畫、雕塑、設計、版畫、工藝，乃至生活藝術的製作程序，

工具的使用和材料的處理，以及均衡、統一、變化等的美感形式。在這方面的教

學，不論採用鄉土教材與否，其內容與方法，並無二致，而且都要和欣賞教學密

切配合。  

欣賞教學的目的與功效，不僅在於指導兒童賞析一件作品或視覺物，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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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欣賞能力。美勞欣賞能力，似視覺的辨識能力為基礎。視覺形象識別能力

的正確性，隨成長而成熟。但是視覺要素的品質與形象符號的傳達意義之學習，

則有賴教師的幫助。因此，欣賞教學除設法使兒童專心觀看。體會視覺物所給與

的感覺之外，尚需指導使用語言 (或文字 )表達對藝術品的感覺與了解。亦即運用

藝術批評的方法，指導欣賞，雖然藝術批評家所用批評模式不一。大體上都要經

過觀察描述、分析、解釋和判斷等過程。（參閱張全成， 1 9 9 1）換言之直接觀察

與語言交互為美勞欣賞教學所不可缺約兩大活動。  

實施鄉土美勞欣賞教學，不論是自然景物、民俗文物或生活器物，均當作藝

術品，探求其構成要素。形式與結構，了解其與生活的關係，體會其感覺性質，

以發展知覺的識別能力，奠定藝術欣賞的基礎。在民俗藝術品、古蹟及地方社區

當代藝術的欣賞教學方面，則宜結合美感的體會與歷史發展的教學，亦即兼顧審

美領域的認知發展以及審能美力與態度的培養。否則美勞教學將成為社會或自然

教學的輔助方法，而不是美勞教學。茲略舉數例如後：  

 

 

(一) “石的利用” 

1 .材料的認識：本省為一海島，有些地方，如恆春半島和澎湖群島，原為海底，

因地殼摺曲作用而浮出海面。因此海岸甚至山上多石。石也就是珊瑚礁，為

沉積岩，是由珊瑚的殘骸及其他沉積物堆積而成。其外表粗糙，形狀不規則，

質地鬆脆，容易風化。石上當長耐旱植物，人們常用來做盆栽的配景。以往

當地居民常用來砌牆築屋。  

2.教學活動及指導要點：  

( 1 )觀賞：帶兒童觀賞海岸 (如貓鼻頭等地方 )奇偉憐崎的礁石，古屋粗糙斑剝

的牆壁或圍牆，以及上面依稀可辨的貝般和珊瑚痕跡，觸摸其感

覺，體會實物與視覺材質感的關係，以及古屋的蒼老與樸素之美。 

( 2 )討論：石的形狀、顏色、材質感、用途，與當地居民生活的關係，以及

美勞創作上的應用。  

( 3 )造形體驗：用單色或多色畫出石的形質。用黏土捏出形狀以表現粗糙感，

或壓印陰模，或用水墨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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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創作：寫生，利用黏土捏出的形狀做立體造形，用水墨拓印的固樣畫成

一幅畫，或用佬估石建山造景，設計庭院或盆栽。  

(5)觀賞比較：尋球類似表現的藝術品、自然物或人造物，比較其感覺。  

 

(二) 校園美化設計 

1 .題材的性質：校園為兒童生活主要場所之一，適當的佈置能產生境教的作

用。校園美化，不但有潛在課程的效果，而且可作審美實踐和美化生活的題

材。凡是植樹、種車，栽花，乃至盆栽的培養都可作為美勞教學活動。不過，

由於校園佈置需整體規劃，不宜也不能時常改變，所以大環境的美化教學，

僅可作觀賞、討論及構想新佈置。但如有空地，例如花圃，可讓兒童規劃佈

置。沒有空地的學校。則可用花盆，依季節變化 栽培花木，用來指導造景，

美化學校、家庭或社區環境。或者利用紙材、黏土、紙黏土、樹枝、竹筷等

材料，設計製作改善環境設計圃、立體模型、練習建構與造景等。  

2.教學活動及指導要點 : 

(1)觀賞：參觀校內或社區具特色的庭院佈置，討論佈置要點與形式。  

( 2 )設計：選擇校園一角，作美化佈置的場所。讓兒童分組扮演設計公司，

應徵學校環境美化工程設計。中年級用想像畫，高年級指導簡易

平面圖。  

( 3 )設計圖的欣賞檢討：設計的理念，如地面的規劃和校舍及附近景觀的配

合、樹木花草的選擇、顏色的配置，以及設計圖的

繪製等。  

(4)製作：  

1材料：土、石、花。草、竹、木、茶杯、空罐、玩具花盆、舊報紙、

包裝紙、紙盒等廢物材料。  

2方式：製作模型或利用沙盤佈置造景。  

( 5 )欣賞：觀賞作品的整體表現；討論設計的理念是否適當的表達出來，材

料的運用是否適宜，各部分的結構或形武否完整，形狀、顏色是

否互相配合得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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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舞龍 

1 .題材的認識：龍是中國民俗藝術裡最普遍的超現寅題材。古書上關於龍的記

載和民間故事中關於龍的種類和傳說很多、其中最為民間所熟悉的是《西遊

記》裡的東海龍王。唐僧的白馬，是條犯罪的小龍變來的。因為龍的變化莫

測，是想像表現的好題材。  

最早的龍的造形：出現在周代的銅器上，叫作 “夔 ”，是一種仁慈的

動物。漢高祖開始，龍的圖案成為帝王的標誌，象徵神聖與尊貴。因此，帝

王的子孫稱為 “龍種”，領袖人物為“ 龍頭”，才俊人士為“ 人中之龍 ” ，

高大的馬為“ 龍駒”，中國人為“龍的傳人” 等，都說明能與中國人的密切

關係。  

民俗藝術裡的龍，最常見的是廟的龍柱和壁畫。傳統龍柱通檔為石雕，

近來也有用水泥塑造，而且有 “洗石子” ，甚至彩色的龍柱 (例如，屏東縣

長治鄉德興村玄天宮的龍柱 )，不但在材質與技法上有所不同，也反映建材、

人工和審美觀的時代因素。舞龍是常見民俗活動之一。端午節的龍舟競賽，

也因政府的提倡而逐漸普遍，更因電視的轉播而與兒童生活相結合。這些都

是傳統民俗及藝術文化的好題材。  

2.教學活動及指導要點：  

(1)觀賞：帶兒童到社區廟宇參觀欣賞。  

( 2 )討論：討論龍的象徵意義，龍柱在廟宇建築上的宗教及藝術的目的，以

及龍的造形等。  

( 3 )造形體驗：觸摸並用鉛筆或蠟筆磨拓，以體驗石材或水泥材質感 ;從各角

度描繪龍柱的簡圖，以了解其蟠繞姿態與形式，仔細觀察各部

分的造形，如：駱駝或鱷魚的頭、鹿角、蝦鬚、兔眼、牛耳、

蛇身、魚鱗、蛙腹、鷹爪、虎掌等。  

( 4 )創作：可作想像畫，如騰雲駕霧 、呼風喚雨的龍，甚至乘龍遊太空等幻

想畫，利用黏土、紙黏土、麵團、舊報紙塑造，或用石膏、土塊

雕刻龍柱或舞龍等立體造形。  

( 5 )作品欣賞：包括造形的模仿或創新、姿態的生動或呆板、材料處理的精

細或粗糙所產生的感覺及其與造形的配合、色彩的運用、支

架的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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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區的招牌和廣告 

1 .題材的認識：招牌和廣告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 視覺傳達設計”。商業越

發達的社區，招牌和廣告越多。其功用在於招攬顧客，故為最通俗的商用藝

術。大多以文字為題材；有些以簡單圖案或標誌，表示營業內容。社區招牌

和廣告的觀賞，一面使兒童了解視覺藝術的社會功能，一面幫助學習利用文

字及簡易圖案，做為視覺傳達的符號。  

2.教學活動及指導要點  

(1)觀賞：帶兒童到社區街上參觀欣賞。  

( 2 )討論：招牌和廣告的功用，從招牌和廣告猜想營業項目，哪些招牌和廣

告最能引起顧客的注意，哪些招牌和廣告最有創意 ;  哪些招牌和

廣告雖不美觀但能引起顧客的注意，哪些招牌和廣告既能目起顧

客的注意而且美觀，哪些招牌和廣告雖美觀實用但妨礙市容，哪

些招牌和廣告應加改善和如何改善等。  

(3)造形體驗：  

1文字的造形練習，自由改變文字形狀並加裝飾，簡易圖案字的寫法，

在指定圖形內設計圖案字，利用同一文字變化造形等。  

2簡易標誌的設計：利用自然物的形狀簡化成固形，繪製公司或產品的

標誌。  

(4)設計創作：  

1假設自己開店或受委託設計製作招牌或廣告，自行命題或由教師命題

設計一塊招牌或一則廣告；或分組扮演設計公司設計員，受委託替一

家百貨公司設計各部門的標誌或標示牌。  

2繪製彩色招牌、廣告、標誌或標示牌。  

( 5 )作品欣賞：招牌、廣告、標誌或標示牌名稱及其營業內容是否相符合文

字或圖案造形是否美觀，色彩是否清新而吸引人；形式結構

是否恰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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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鄉土美勞教學的基本原則  

 

利用鄉土教材的美勞教學，兼具認 識鄉土民俗與藝術文化，以及發展美勞創

作及欣賞能力的功效。但是，先決條件是要讓兒童直接接觸、親身體驗，才能充

分發揮鄉土美勞教學的功效。要而言之，鄉土美勞教學的基本原則如下：  

(一 ) 著重實地的觀察與親身體驗。把兒童帶出教室，面對教材並浸潤於情

境中。  

(二 ) 表現、審美與生活應用應密切聯繫。以欣賞活動引發學習興趣，認識

媒材特性、表現過程與技法，以及對生活環境事物的美感觀照態度。以表現活動

提高素材與形式的美感知覺與認知，以及生活應用的能力。從生活應用感受審美

與表現學習的樂趣與價值，回饋與增強學習效果。  

(三 ) 表現活動，著重利用各種藝術媒材表現鄉土生活及傳統藝術題材，不

限於利用土產材料。以各種藝術媒材表現鄉土生活及傳統藝術題材，更能啟發創

作能力。  

(四 ) 審美活動兼重美感體驗、審美知能、藝術文化的認知，以及接納各種

藝術風格的開放心胸之培養。尤其有關習俗和宗教題材，不但要發揮審美教育效

果，更要作為了解不同文化，增進人際和諧的世界觀教育的基礎。  

(五 ) 生活實踐的教學，重點不僅在於美勞知能的應用，更要培養對生活環

境的審美觀照與批判態度，以發揮改善生活品質，提昇精神生活境界的效能，達

成“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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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9 屏東縣羌園國小社區                圖 10-10 屏東潮州國小磚刻  

媒材及廢棄物的利用                   版畫：划龍船  
 
 

     

    圖 10-11 高雄縣忠孝國小            圖 10-12 高雄縣鳳西國小  

陶藝：社區舊建築           剪紙：龍山寺映象  
 
 

          

       圖 10-13 屏東縣青山國小         圖 10-14 屏東縣中正國小  

     社區手工藝：月桃篇              紙黏土浮雕：天妃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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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5 屏東縣金竹國小  

                         社區藝文展覽會場造景  

 

 

 

    

圖 10-16 屏東縣南華國小             圖 10-17 屏東師院附小   班級壁畫  

社區廢棄物材利用：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