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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計構想 

課程緣起與幼兒興趣 

   瓢蟲班的主題課程是讓幼兒提出並選擇有興趣的題目進行研究，但主題課程要以

孩子環境/經驗/興趣出發，使探究能更有脈絡性與深入性。在諸多幼兒提出的議題

中，「畫畫」以多數決（並非傳統式ㄧ人一票，而是議題喜歡就可以投票）20票當選

(全班24人)這學期的主題活動。 

課程趨勢與政策 

    紐約羅德島設計學院前院長前田約翰在STEAM教育中主張「藝術是創新的關鍵」

(Maeda,2011;2013)；教育部更以訴求「臺灣.好美—美感從幼起、美力終身學習」的

理念推行《美感教育中長程計劃》（教育部，2013）；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美感領

域則更進一步以學習面向和能力，交織出領域內涵作為教學指引方向。綜上，可見

「美感素養和藝術涵養」擁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幼兒經驗、能力和特質 

   透過觀察幼兒參與活動、作品、選擇學習區的狀態，老師認為幼兒畫畫技巧不純

熟、沒有太多經驗，且多數幼兒受疫情影響未上過學，對於事物似乎總期待老師帶著

他們一起做或告訴他們怎麼做，其覺知與辨識、想像與創造能力和自信心也相較低

弱；但在主題選擇時，卻顯現出想要探究畫畫的期待之心。爰在幼兒興趣、需求與政

策的評估下，繪畫確實適合作為主題教學的議題。 

課程架構與教學策略思考 

   我們要怎麼設計課程，讓幼兒參與和建構的能力，著重在互動經驗(與水墨、自己

和他人)中的詮釋與感受，使幼兒能覺察與表達，並從自己、他人和媒材的回應中去發

現互動行為的意義，以期使幼兒在課程中建構屬於自己的美感知能、想像創作、回應

賞析，進而培養自我概念呢?  

    若細細分析幼兒想要探究的畫畫發想內容，發現其涉及多種素材(粉蠟筆、鉛筆、

水彩和水墨)，每種素材又各具其創作特性。教師若希望提供引導使幼兒能依素材特性

進行創作，教師就需具備Shulman（1986,1987）所提出的學科教學知識（PCK）。有鑑

於此，老師閱讀坊間水墨教學、美感教育學術研討會、課綱美感等相關書籍並融合自

身教學知識和經驗，整理出以下美感實踐重點:(一)幼兒從玩索和表現中感受情感愉

悅；(二)系統性探索視覺藝術的元素(線條、形狀、色彩、質地、空間及設計)引發幼

兒知覺意識；(三)重複作品的創作助益幼兒練習運用元素、特性以及發現(與對象)關

係；(四)分享與正向回應培養幼兒美感賞析與自我概念；(五)美感特質隨著幼兒經驗

開展而不斷生成與變化。 

    再者，水墨畫是東方哲學思想的體現，與西方水彩有不同藝術哲學之觀點，故自

成審美之體系。水墨畫係由水和墨調配成不同深淺的墨色於宣紙上所畫出，正所謂

「墨即是色」，即指墨的濃淡變化就是色的層次變化。但其筆法、墨色調和運用等技

巧，與水彩多有相似，幼兒應在短時間就能上手。老師相信不論工筆或是寫意的畫

風，都有幼兒可賦予新意義與新面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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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課程脈絡因篇幅限制，僅以水墨組呈現規劃:(一)了解視覺藝術素材和

工具的基本使用方式➔(二)依視覺藝術的元素(點/圓、線、面)作為架構，樂趣為氛

圍，讓幼兒分別在元素中玩索/探索素材的特性(筆法、墨色)、素材間(筆x墨、墨x 

紙、筆x紙)的關係、個體行為和素材間的關係➔(三)幼兒依興趣選擇欲深入探究的素

材(礙於篇幅，僅呈現水墨課程)➔(四)五官探索引發愉悅感覺的對象➔(五)水墨(視覺

藝術元素)來表徵美感對象的形式與內容之特徵透過對自我/同儕作品內容的正向回

應與賦予意義，提升自我價值➔(六)讓幼兒闡述其與對象的美感關係以及情感的意義

➔(七)營造美感情境，邀請家長和班群共感美感經驗，進一步意義化幼兒的學習。 

二、概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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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文案 

活動名稱(一) 玩索水墨視覺元素與特性 

活動概念 怎麼使用水墨媒材呢? 教學對象 中大混齡 

學習指標 

身-1-2 模仿各種用具的操作 

美-中大-1-2-1探索生活環境中事物的色彩形體質地的美，感受其中的差異 

美-中大-2-1-1玩索各種藝術媒介，發揮想像並享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社-中大-1-1-2探索自己的興趣與長處 

活動目標 

1.模仿水墨素材和工具的操作方式。 

2.探索水墨墨色、線條、形狀、質地與空間的美，感受其中差異。 

3.玩索水墨藝術元素，發揮想像並享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4.探索自己對於水墨的興趣與長處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三周(13.5 時/9 天) 

引導重點及活動歷程 

    幼兒在畫畫主題提出四種欲探究的畫畫媒材-水彩、素描、粉蠟筆、水墨-，但許多幼兒並沒

有玩索的經驗；因此老師規劃三周營造共同經驗，讓幼兒從四種媒材中自由選擇，嘗試點、線、

面表現元素，並感受線條、顏色、形狀和質地的美與其間交織的變化；再讓幼兒選擇欲深入研究

的視覺藝術，使幼兒更專注於體驗與媒材的互動關係。 

【怎麼使用水墨?】 梓:我有畫過水墨畫，就是毛筆沾墨汁畫。這個就是墨汁，這個是毛筆…。老

師延續小梓的介紹，讓孩子摸一摸宣紙，進而辨識宣紙的正（滑）反（粗糙）面，示範基礎調墨

的方式-濃墨(墨汁)、中墨(濃墨 5滴+30滴水)和淡墨(中墨 5滴+30滴水)、讓幼兒觀察三種墨畫

出的墨色、拿筆手勢、蘸墨方法以及使用後清洗與晾乾毛筆的方式。 

【第一周玩索元素與特性-試試看畫出各種不同樣子的水墨圓】 

    師:你們能用水墨畫出不一樣的點或圓嗎? 哇!這些圓好小好密，你怎麼畫的? 老師一邊觀察

幼兒畫點/圓，一邊讚嘆一邊口語描述幼兒所畫出來的圓的特徵，讓幼兒也同時分享自己所使用的

技巧外，更透過畫出濃淡深淺不一的圓形，體驗濕筆和乾筆的變化，以及毛筆柔軟的特性。星：

覺得有點好玩，畫的時候觸感很好；畫圓的時候，感覺筆軟軟的。婕：毛散開的時候，還有毛筆

乾的時候會畫出一條一條的。雨:越乾越難畫，顏色會變得不太深。一直蘸墨，圓形全部變黑色，

墨很難乾，太多墨，紙就會破掉。程：筆拿斜斜的畫，點會比較大； 

直直的拿筆畫，點就會很小。 

    
【第二周玩索元素與特性-試試看畫出各種不同樣子的水墨線條】 

    在探索線條前，老師先和幼兒一起發想線條的種類與變化，再讓幼兒多方嘗試呈現線條與畫

面構成:長短、粗細、疏密、同/不同墨色交疊、筆鋒角度、下壓的力道、轉折圓滑的掌握、畫筆

的線條方向觀察質地等。程:用一點點濕的筆畫，到後面會越畫越乾，畫出來的線會變得一條一條



4 

 

細細的。雲:粗粗的線要用力一點才畫的出

來。夫：快要沒水的時候往下壓，就可以畫

出乾筆。乾筆一筆可以畫出很多條，濕筆一

筆畫一條。西:乾筆的線，像斷掉一樣連不

起來。 

【第三周玩索元素與特性-試試看畫出各種不同樣子的水墨面 

    師:我們來畫幾條線，將宣紙分出格子，設計讓每 

一格都有不同的塗滿方式。大面積的揮毫似乎更能滿足 

幼兒塗鴉的恣意快感，老師也順勢讓幼兒留意墨汁多寡 

在紙上的渲染效果、以及力道與筆觸面積大小的關係， 

最後透過分享讓幼兒想像每一個水墨格子中可能是甚麼 

場景，以鋪陳後續課程的走向。夫:濃墨跟中墨疊在一起會超黑。薇：墨汁塗上宣紙的時候，墨汁

會散開，沾多散越多，沾少會散少一點。 

【說說自己想探究的畫畫方式? 為什麼?】 

    師:說說自己想探究的畫畫媒材?為什麼?幼兒經歷三周的玩索經驗， 

累積許多對色彩深淺、色調、線條變化等美感元素的感受，老師也協助 

幼兒統計並記錄選擇媒材的次數，最後提供「深入研究意願單」讓幼 

兒覺察自己的喜好並思考選擇的原因。 

學習評量 

1.能做出鋪報紙、調墨、蘸墨、運筆、洗筆和清潔收拾等動作。 

2.能說出水墨墨色、線條、形狀、質地與空間所給予的感受或想法。 

3.樂意嘗試畫出多種自創的水墨藝術元素(點/圓、線、面)與向度。 

4.能選出自己喜歡的視覺藝術媒材，並說出其原因。 

教學省思 

◆ 水墨學科教學知識端賴教師知識概念化與自我省思，才能期待幼兒賦予水墨新面貌 

    水墨畫是東方藝術代表，但在西風東漸下，現多以水彩取替水墨；此次因為幼兒對於水墨畫

的興趣，讓老師驚覺自己在布置學習環境時，隱約透露出的意識形態。希望透過水墨課程實踐，

配合幼兒發展特性與教學省思，將水墨課程推向新的里程碑並激發幼兒水墨創作與審美趣味! 

◆ 有系統讓幼兒與媒材互動，較能察覺其箇中的微妙之處 

    教師藝術涵養雖未及水墨大師，但備課後發現當今水墨畫美學觀與媒材概念已擴展水墨畫的

表現。爰融合課綱總綱精神，避免以示範方式指導幼兒練習技巧，而是有系統的以體驗水墨媒材

元素為主軸，過程讓幼兒自然覺察水墨媒材特性，讓幼兒在創意發想中整理並覺知其箇中的微妙

感受；使後續創作過程也易留意創作細節，依據各類藝術元素做討論，讓探究更加深入和細緻。 
 

活動名稱(二) 水墨畫出阿曼尼粗勒草的美麗 

活動概念 怎麼畫水墨才好看呢? 教學對象 大班 

學習指標 

認-大-1-2-1觀察動植物的生長變化 

認-大-1-1-1覺知物體的形狀會因觀察角度的不同而不同 

美-大-2-2-1運用各種視覺藝術素材與工具的特性，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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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大-2-2-2運用線條、形狀或色彩，進行創作 

活動目標 
1.觀察阿曼尼粗勒草的特徵並留意畫面因視角而有所不同。 

2.運用水墨媒材之藝術元素、素材與工具的特性，進行阿曼尼粗勒草的創作。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五周(22.5 時/15 天) 

引導重點及活動歷程 

組內討論-【我們要用水墨畫什麼呢？】【怎麼運用元素和特性呈現阿曼尼粗勒草的樣子?】 

    透過水墨畫的作品，幼兒們發現水墨畫有畫得很清楚詳細，但也有畫得很

模糊；老師也跟幼兒們補充說明這是「工筆」和「寫意」畫家的特色，而且各

自給予欣賞者不同的美的感覺，所以每個人都可以自己選擇想要表現的形式。 

    水墨組經過討論決定以教室中最美麗的阿曼尼粗勒草作為臨摹的對象。幼

兒觀察、觸摸和聞嗅阿曼尼粗勒草，師:用我們玩過的那些點線面的發現想一

想，要怎麼用水墨表現阿曼尼粗勒草? 小韓馬上連結墨色的經驗: (綠色)如果要

用濃的墨，就要用一樣的墨，(紅色)邊邊就要用不一樣。小雨也決定自己綠色的

部分要用中墨、紅色用濃墨、葉脈線條用淡墨。玩索水墨的經驗開始連結到葉子

形狀、數量、莖、花盆、顏色和形體等特徵。幼兒們也進入水墨畫創作的世界。 

組內➔跨組➔組內【怎麼畫出花盆和泥土的形狀?】【怎麼運用彈墨的技巧?】 

    每一次創作，老師都會讓幼兒分享自己創作的構想和過程中的發現，鼓勵幼兒原創性的表

現。同時，相互欣賞所畫的作品有助於建構幼兒的美感知識、以及表達與回應方式，讓幼兒能在

共享觀點的時刻，以欣賞畫作為基礎，擴展自己的美感視野；因此，我們一起欣賞各組畫的畫

作，並讓各組的幼兒給予回饋或提出想法，作為各組延續探究的焦點。 

    欣賞畫作時，他組幼兒對於泥土不見了、六角花盆變成四角花盆而提出建議。有了交流，水

墨組開始將焦點放在六角花盆和泥土的呈現。老師也請幼兒大膽、放心地用不同的方式畫花盆和

泥土，畫出自己最滿意的角度。畫面上雖然會有許多紛亂雜沓的花盆，但老師認為嘗試的過程更

重要，因為嘗試才有機會跳脫框架，也才能因而試著運用濃淡乾溼焦、點線面的筆法或遷移之前

玩索的經驗(彈墨的力道和技巧)，表現阿曼尼粗勒草的花盆。薇：(花盆斑點)拿筆敲敲敲很難，

用一根手指頭會敲不出來，用三根手指頭又會敲得到處都是。韓：毛筆先蘸墨，刮掉一些墨，靠

近（紙）一點，手指頭一根手指頭敲敲敲，它就不會噴到外面去。成：(畫泥土)用點的就不會敲

得到處都是；筆拿斜斜的畫，點會比較大；直直的拿筆畫，點就會很小。雨:用淡墨畫(花盆)，濃

墨敲(斑點)，才看的到(斑點)；泥土可以用乾筆畫。 

   
【如何調整才能畫出葉子的位置?】 

    當我們大家把所有的水墨畫作一起張貼在白板上的時候，師：為什麼我們的阿曼尼粗勒草作

品看起來都不一樣呢？雲：我畫的是從上面往下面看，所以看起來就不一樣。於是，我們一起從

小雲的角度欣賞粗勒草，並從該角度對照他畫的畫作，雨：可是為什麼你的葉子會長得不一樣？

這樣的發現也讓孩子們重新檢視自己的畫作和呈現的視角，甚至於調整葉子在不同視角下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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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狀、還有那些被遮住看不見的地方就不能再畫出來的想法也在這個時候萌芽，激發幼兒再次

以創思聚焦於相對位置和視覺角度的呈現。小雨更在收拾時突然說：我下次要用乾筆畫(花盆)，

這樣水比較少，才不會蓋住(葉子)顏色。看來，幼兒一邊畫圖一邊也在思考著如 

何運用濃淡乾溼焦、點線面的筆法，讓自己越畫越能展現自己的詮釋和對水墨媒 

材的領悟。 

     

  

 

學習評量 

1.能畫出從自身角度所看見的阿曼尼粗勒草的特徵(如:線條、顏色、形狀/形體、葉子空間方位、 

  花盆形狀顏色、泥土樣貌等)並能解釋畫面與他人相異的原因。 

2.運用濃淡深淺乾溼焦、暈染、敲灑或自創技巧等水墨特性進行阿曼尼粗勒草的創作。 

3.依個人獨特風格或喜好(寫實或寫意)，運用線條、形狀或墨色呈現阿曼尼粗勒草。 

教學省思 

◆ 玩索水墨媒材元素和特性導向創作的橋樑 

幼兒一開始恣意畫著葉子數量和位置，雖然所有構造都不缺，但空間方位和姿態都有很大出

入，也並非有意識想要畫出寫意的超然感。但因幼兒對於水墨媒材元素和特性都有一定的了

解，在這概念中就看見舊經驗順暢連接新經驗，幼兒的水墨創作也出現改變與收穫。  
◆ 美感經歷的表述 支持 幼兒創作的構念 

令人驚豔的是，水墨組幼兒時時表述美感歷程的體會，所以當其他組別的幼兒給予不適宜創

作脈絡的建議時，水墨組幼兒能立即給予經驗反饋，不會因建議而隨意失去立場。-<EX:回饋

聚焦在玩索元素(點/圓)時所發現的技法「敲撒法」> 小寧:花盆建議的畫法就是，濃墨塗上

去再用淡墨敲敲敲。(水墨組)雨果:不對，會看不清楚，要淡墨塗上去再用濃墨敲。 
◆ 藝術賞析應觸及多元的表現與詮釋 
    水墨有千年以上的積累，其審美美學並不僅限於寫不寫實，這也提醒教師-畫的像不像也許 

    不是唯一重點，而是作畫者透過視覺藝術創作而展現出的情意與藝術構思，和其所代表的美 

    感經驗的主體性。就如同素養中「表達溝通」與「想像創造」對於圖像表徵的多元觀點。 
 

活動名稱(三) 從回應與賞析看見自己獨一無二的美麗 

活動概念 怎麼畫水墨才好看呢? 教學對象 中大混齡 

學習指標 

社-3-1 喜歡自己，肯定自己 / 社-大-2-2-1 聆聽他人並正向回應 

美-中大-3-1-1樂於接觸視覺藝術、音樂或戲劇創作表現，回應個人感受 

美-大-3-2-1欣賞視覺藝術創作，依個人偏好說明作品的內容與特色 

活動目標 

1.喜歡自己在水墨創作的表現    

2.聆聽他人的表達內容並正向回應 

3.樂於接觸和欣賞水墨創作，並依個人偏好說明內容、特色及回應感受。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一周(4.5 時/3 天) 

引導重點及活動歷程 

組內【欣賞自己及同儕的表現】 

    老師稍微暫停畫畫，讓幼兒沉澱這段時間的創作心路歷程。老師請幼兒在小組內先選出自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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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的(自己的)水墨畫作，說出自己喜歡的原因；再進而讓組內同儕自由給予畫作的正向肯定- 

說說喜歡哪一幅畫、喜歡哪個部份以及喜歡的原因-。薇:我畫出來的畫是畫我看到的，不是想畫

哪裡就畫哪裡，我覺得我有好好觀察。雨：我喜歡小雲昨天的作品，小雲昨天畫的是盆栽在旁

邊，阿勃勒的葉子突出來；跟真的盆栽的樣子很像。雲：我也覺得我現在畫的比較好，我是先看

完全部的植物，再畫上面的葉子。 

跨組【欣賞自己及同儕的表現】 

    有了小組內的相互賞析，接下來就要讓有著不同視覺藝術眼

光和經驗的幼兒相互給予不同角度的回饋。所以先請幼兒整理

(1)這幾周的嘗試、(2)調整了什麼? 改變了什麼? (3)發現了什

麼? (4)覺得自己在什麼部分進步了?先透過台下小組分享

(1)(2)(3)(4)→台上跨組分享(1)(2)(3)(4) →分享結束後，個

人進行圖像記錄。在這個從組內到跨組分享的過程中，幼兒的美

感歷程能夠慢慢被自己所覺知、掌握、控制、支配、監督與評鑑，以達到更高層次的後設認知；

更重要的是，讓幼兒將目光放在自己的探究經驗，正向肯定自己的嘗試與努力，進而培養成就感

與自信心。程:第一次覺得太難，因為沒有熟練這樣的畫法；如果都沒有練，現在也不會畫成這

樣，我覺得我現在畫的比較好。韓：一開始畫亂七八糟，現在葉子和花盆都看得清楚。老師也將

幼兒的畫作依創作時間展示，讓幼兒可以在翻閱時清楚看見自己和他人的創作歷程。 

 

        

學習評量 

★能欣賞及回應自己及他人的表現，並能指出喜好的部分、特別之處及細節。 

教學省思 

◆ 後設層次的表述促進幼兒自我認同感的建立 

後設認知可以讓幼兒意識到自己在學習過程中做了哪些嘗試、遇到甚麼現象、調整的原因與

覺知到的內容。上述也間接影響到幼兒對於自我認同感，自我認同感的建立需要(1)給予幼兒

機會後設認知自己的學習歷程(2)挑戰的難度要能在付出努力後達致成功經驗。細論如下:讓

幼兒回顧歷程有助於看見自己的成長，看見自己從懵懂到信手捻來，甚至能夠侃侃而談領悟

的美感意涵。將焦點放在關注自己對於媒材元素、特性和筆法的掌握有助於幼兒自信心與受

挫力的建立，並體會跟著老師持續研究，不放棄探索就能嘗到甜美果實。換言之，挑戰不能

太難也不能太簡單才能達到鷹架學習的效果，而成功經驗更是老師必須在其間默默支援/支持

的重要條件；唯有幼兒連結付出與成功經驗之間的關係才能逐漸建立自我認同感，而自我概

念也才能在這個歷程中孕育為正向自我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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