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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小 

授課教師 顏詩純.許櫻瀞 

教師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閱讀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85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墨默作夢 

施作課堂 

（eg.國文） 

視覺藝術. 

閱讀 
施作總節數 6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六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夢，究竟是黑白的還是彩色的?夢，是記憶的反饋，還是未來的預言?《愛麗

絲夢遊仙境》可以說是夢境的經典代表文學作品，而在視覺藝術中，也不乏以夢

為主的創作者，例如:夏卡爾、達利、坦寧…等等。 

      本課程以安妮新聞第十期中〈作夢〉為主軸，跨藝術與閱讀進行《墨默作夢》

課程。「墨」意指本次藝術創作媒材以水墨為表現方式，這是孩子們第一次嘗試使

用水墨畫法，從工具的擺放、拿筆、到整理情緒後的運筆，藉由探索水與墨之間

的變化，最後透過水墨表現夢境。「默」，是靜默，不論閱讀、畫水墨和作夢都需

要片刻的獨處，回到自己心裡的寧靜，並聚焦在當下的感受，才能觸碰到過程中

的核心境界，這部分是這個年紀的孩子較難領會的，但透過多元的課程內容，反

覆的練習和放大感受，試圖提醒孩子們時時觀照自己和環境之間的變化和連結，

然後才能好好生活，好好「作夢」。 

        課程的開始，讓孩子們和水墨有初步的接觸，透過充分探索與實驗，感受水

墨媒材的不同與特色；接著使用〈妙語說書人〉的牌卡，幫助孩子們聚焦在夢境

的主題，找到創作的主軸；過程中加入閱讀安妮新聞的〈夢境〉，從不同領域、不

同創作人的角度看待作夢這件事；最後，進行「說夢話」分享活動，欣賞同學之

間各種實虛參半、天方夜譚的夢境故事或感受。 

 二、課程目標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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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閱讀和欣賞報紙的編排方式。 

   2.能比較一般新聞報紙與經過設計的安妮新聞之間的差異。 

   3.能透過文本閱讀，找到主題，並共同合作完成主題故事。 

  [視覺藝術] 

   1.能嘗試使用軟筆，並感受硬筆與軟筆使用時的差異，進而享受創作過程。 

   2.能靜下心，感受自己的心情變化與線條之間的關係。 

   3.能欣賞墨色的變化，並連結自己當下的感受，延續創作。 

   4.能在過程中培養嚴謹的態度，了解筆墨的文化。 

   5.能分享自己的作品，亦能欣賞每個人不同的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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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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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學習單元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流程 時間 備註 

視覺藝術課: 

一、[入鋒]:水墨初體驗 

1.介紹水墨的用具，及其擺放方式。 

2.根據老師的指令，使用黑色簽字筆畫出老師的指令，

例如:一個比指甲大的點、一條曲線…，同時把注意力

放在簽字筆(硬筆)接觸到紙張的感覺，並觀察簽字筆

墨水在紙張上的變化。 

3.同第 2 點的指令，將黑色簽字筆改成毛筆(軟筆)，專

注力放在毛筆接觸到紙張的感覺，以及觀察墨水在紙

張上的變化。 

4.記錄自己比較硬筆和軟筆畫畫的結果。 

5.水墨用具的收拾技巧。 

80 分鐘 

教師準備水墨

用具:墨汁、 

全開墊布、 

筆洗、毛筆、

吸水布、毛邊

紙、宣紙。 

以及黑色簽字

筆。 

二、[中鋒]:水墨墨色探索 

1.教師說明 :用毛筆沾墨汁還可以創造不同墨色的層

次，指導如何利用水墨的用具畫出不同的墨色。 

2.保留學生有充分自由練習、探索的時間。 

3.分組歸納整理出墨色變化的方法。 

4.老師進行結論:墨色會因為筆沾墨汁與水的比例不同

而產生變化，同時，也會因為筆停留在紙張上的時間

而有不同。而最原本的水墨畫，就只靠著墨色的深淺

來創造世界的層次。 

40 分鐘 

教師準備水墨

用具:墨汁、 

全開墊布、 

筆洗、毛筆、

吸水布、毛邊

紙、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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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折鋒]:以夢境為題，進行水墨創作 

1.引導學生從心而畫，先調整呼吸，專注在自己當下的

感受。 

2.播放李欣芸《故事島》專輯(約 2 分鐘)，孩子們在音

樂中繪製一條屬於自己的線，這條線可以急速，亦可

以緩慢，慢到幾乎要停下來也可以，唯一不能的就是

讓筆和紙分開。(此限制也限縮了孩子們在音樂中沾墨

的動作) 

3.從這一條無機的線條中出發，想像它可能是夢境的哪

一個部分，繼續進行創作。 

(閱讀課中透過安妮新聞提供關於「夢」的不同領域分

析、介紹) 

4.老師提供《妙語說書人》牌卡，孩子們從中選擇一張

最符合自己夢境的牌卡，融合夢境、水墨畫與牌卡進

行創作。 

80 分鐘 

李欣芸的音樂

專輯、《妙語

說書人》牌

卡。 

四、[回鋒]:分享回饋 

1.孩子們在記錄本上書寫這堂課的 4F 思考記錄。 

2.和同組同學進行分享回饋。 

40 分鐘 
視覺藝術記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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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半世紀以來的藝術發展是極為西化的狀態，西方的視覺和觀念強勢進入了

我們的生活和視覺藝術中，對具有東方歷史記憶的水墨、書法、篆刻產生劇烈的

衝擊，而在教學現場，不論是書法或是水墨，也幾乎消聲匿跡。無師資可以進行

長遠的教學，加上用具材料的準備不易，孩子們連體驗嘗試的機會都沒有了。如

果教學只是停留在容易與方便，會不會更多的故事無法傳承。 

2.孩子們的生活步調太快速，各式各樣的活動或等著他們去完成的工作太多，

導致他們的常處於渾渾噩噩的方式在過生活，無法關注自己的內在情緒，轉而向

兩極化發洩，一種是外顯式的莫名抱怨與不滿，一種是封閉式的放棄感覺與無感。

如果教學能夠帶領孩子們回到自己的內在，會不會他們的生活能更有感受力和感

動? 

3.因為孩子們接觸過毛筆的僅個位數，所以就從水墨的基本用具準備與擺放

開始，這些被規定的位置原來有其原因，就從孩子的親身體驗中去理解，這同時

也是學習態度的展現。 

4.雖然對於水墨有著陌生感，但是可以從孩子們的眼神和動作中感受到好奇，

只是雖然他們有學習的動力，還是擺脫不掉長久以來的束縛，探索的初期極為小

心和壓抑，透過教學策略上的小方法，和同儕之間的共同活動，才漸漸放下心裡

的包袱。 

5.水墨的不容易控制，加上孩子們習慣的具象表現方式，讓他們再度覺得無

所適從，所以在探索水墨後，加入了說書人桌遊牌卡與其他水墨藝術家的介紹，

打破固化的想法，找回屬於自己的想像力與感受力。有了牌卡和其他藝術家的作

品賞析，漂流的孩子們好像找到浮板，開始能聚焦在自己的感覺和夢境中。 

6.創作視覺的作品外，閱讀課也由閱讀老師針對安妮新聞報紙中相關的報導

引領孩子對於夢有不同的認識，除此之外，孩子還分組合作編導編演了關於夢的

小短片。 

7.視覺藝術上的教學過程不長，只能稱得上是「體驗水墨」，所幸的是一開始

孩子對於水墨的好奇在經過探索與創作後，除了保有創作熱情外，又多添了下筆

的勇氣與作夢的想像。 

8.孩子們的夢境小動畫，雖然篇幅不長，演技也普通，但孩子能展現這個世

代的想法和天馬行空的想像，例如:有孩子拍出了《夢中夢》的劇情，也讓教學多

了很多驚奇和回饋。 



1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每次創作結束後，我們都會透 

                                                                                 過  4F 書寫記錄進行課程的反 

                                                                                 思。 

                                                                                 所謂的 4F記錄包含 Fact 事實、 

    Feeling 感受、Find 發現、Future 

   未來，以活動主題進行這四個面 

   向的聚焦和擴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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