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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 稱 (請 填寫

完整校名) 
彰化縣立鹿江國際中小學 

學校地 址 (請 填寫

郵遞區號) 
50570彰化縣鹿港鎮自由路300號 

課程執行類別 

創意課程/設計教育課程一學期6-18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國民中學 

預期進班年級 八年級 
班級數 

學生數 
80 

教師姓名 鄭淑璟 

教師資格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 

□ 其他：                    

最高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學年資 9年 

1.美感課程經驗 

□ 曾申請105至107學年度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1)      (2)      (3) 

■曾申請 108 至 110 學年度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1) 比例  (2)構成 (3) 質感 (4) 構造 

□ 未申請上開美感課程計畫，但曾申請其他美感課程計畫，如： 

                                           

□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2.相關社群經驗 

□   輔 導 團，您的身份為：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    校內教師社群 

■ 校外教師社群，如：彰化縣美感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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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8 

班級數：3班            學生數：80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全新課程設計說明： 

■本人過去沒有施作的課程設計。 

■本人了解其他教師沒有相同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讓學生實際去體會自身與自然環境的交互關係，將學生從虛擬拉回至現實，喚醒心中對環境的

關懷。 

課程內容結合自然領域-生物課程、理化課程進行跨領域相關教學，加上本校為實驗教育無設

置家政課，也於此課程中融入家政內容。 

課程名稱：鹿像藍海 

課程類別： 

創意課程/設計教育課程一學期6-18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國民中學__16_小時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色彩 質感■比例■構成 構造 結構  無涉構面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
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普通高中     年級 
技術高中     年級 
綜合高中     年級 

■國民中學   8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110 美感課程及在地探索課程 

* 先備能力：敏銳的觀察力，畫面空間安排能力、對新事物之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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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運用數位影音、實物及參訪在地染坊解說藍染的生長環境、染布業的發展、縫紮綁法的介

紹，並採問答討論的互動方式，增進學生對台灣早期的染坊、縫紮技法的認識，喚起學生對

藝術文化有感知，增進學生對地方異聞的興趣，並藉由「體驗」和「感受」實作，讓學生發

揮創意，感受文化與藝術之美。 

1、 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從現代建築中的窗戶思考窗的功能及意義，帶領學生深入古蹟大宅內，實際觀察鹿港

巷弄間民宅之窗型，試圖讓學生自己發現花窗的功能與美感，而後進行分析其結構變

化及構成形式，如：運用鏡射、重複、縮放、旋轉等手法創造出不同花樣…等 

 美感技術 

學習到文字構成的平衡及虛實關係並凸顯焦點格線的分割邏輯四個要素，進而 靈活

運用組合完成具美感的作品。 

運用色彩學理論基礎，分析植物色彩搭配所帶來的感受 

 美感概念 

「單位形」的概念與基本的複製形態做介紹。 

透過藍染文化的介紹，強化藝術與生活的關聯，深刻體會到色彩的美感意識。 

 其他美感目標 

結合國際教育-日本學校交流活動議題（海洋教育）進行文化交流與介紹 

2、 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9/26~9/30 

單元目標 認知藍染文化 

操作簡述 

藍染是植物染的一種，但有別於一般植物染的熱染方
式，藍染則是採用冷染。但因近代以來科技進步，染
布多被人工合成染料取代，藍染產業便逐漸沒落。藉
此討論藍染興衰議題及如何去進行文化保存及推廣。 

2 10/3~10/7 

單元目標 認識藍草認識 

操作簡述 

認識（一）爵床科植物馬藍（二）豆科植物木藍

（三）蓼科植物蓼藍（四）十字花科植物菘藍，其各

項藍草特色及歷史。 

3 10/11~10/1 單元目標 建缸步驟及體驗（半日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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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簡述 

 

4 
10/17~10/2

1 
單元目標 

胚布染青：利用濃度不同的染液將白布反覆浸染，呈

現可深可淺的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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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白布先泡水後擠乾→浸入染缸後再拿出接空氣中氧化

→重複以上步驟數十次，直至染液被纖維充分吸附，

達到想要的色階。從中紀錄色階變化及劑量。 

 

 

5 10/24~10/2 單元目標 技法介紹體驗（結合在地樑露工坊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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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縫紮藍染(絞擷) 

將布用針線或縫或綁紮呈現所需之紋路。 

■染色步驟： 

縫紮或絞擷防染→入染缸重複浸染→拆除綁線→完

成。 

 

6 10/31~11/4 

單元目標 
窗花其背後象徵意義，認識窗的不同形式與樣態，探

討其中虛實關係。  

操作簡述 
觀察鹿港巷弄窗圖像意涵及認識花窗結構虛實的美

感，探索鐵窗花文字所涉及 到的抽象意義概念。  

7 11/7~11/11 

單元目標 文字構成的形式及結構理解 

操作簡述 

探究文字構成美感要素，單就對稱、格線的分割構成

美感， 講解二方連續圖案及四方連續，並請學生分

組討論思考不同文字案例之構成形式。利用姓名解

構、翻轉、重置創造出新漢字風格，繪製窗花的視覺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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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14~11/1

8 

單元目標 版夾藍染(夾擷)體驗 

操作簡述 

透過版夾版夾藍染將其窗花圖示之造型，藉由綑綁染

製實現。 

藍染(夾擷) 

將白布反覆對摺，夾於兩片形狀(或圖案)相同的木板

後 浸染，而成的造型或圖案對稱。 

■染色步驟： 

反覆摺布→綁夾具防染→重複浸染→拆除夾具→完

成。 

 

9 11/21~11/2 單元目標 型糊藍染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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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型糊藍染(灰擷) 

以簍空圖案型版，將黃豆糊或糯米糊刮上防染，又稱

藍印花。 

■染熱步驟： 

設計並雕刻型版→調製糊料→將型版覆於布上在簍空

部分刮上糊料防染→反覆浸染吊染去除糊料→完成。 

 

10 11/28~12/2 

單元目標 技法差異比較 

操作簡述 

將自己的作品透過夾板及型糊方式，呈現出不同效果

間的比較及分享 

11 12/5~12/9 

單元目標 連續文字窗化設計進行圖像轉化 

操作簡述 
 

 
將原先設計好四方連續文字圖像，進行轉化，假設生
活其圖像將放置於家中牆面或當作軀殼空間之布簾，
其圖像可以加入哪些描繪，賦予其融入空間的意象。 

12 12/12~12/1 單元目標 透過習得之技法，結合新技法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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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簡述 

將上一課程之圖像描繪至布料上，並結合版夾或縫紉

方式，讓作品呈現出多元創作方式，增添其趣味性 

 

補充：畫蠟防染(蠟擷) 

以蜂蠟、木蠟、石蠟加熱作為防染液，用筆或其他工

具在布上描繪防染。 

■染色步驟： 

上蠟防染→版夾或縫紉→反覆浸染吊染→熱水除蠟→

完成。 

13 
12/19~12/2

3 

單元目標 了解如何營造場域氛圍並解說作品 

操作簡述 
透過國際交流課程與日本學校，進行台灣藍染文化及

在地文化（窗花、濱海）意象之介紹。 

3、 預期成果： 

校園自然環境生態豐富多元，物產極具多樣性特色，並以在地人文、環境教育為背 景，融入

美感教育理念，希冀經由不同型態的教育資源與方案，培養本校師生多元的 觀點與寬廣的視

野。  

4、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大地之華: 臺灣天然染色事典 上 (增修版) 

作者：  

陳景林/ 馬毓秀 ;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編印  

出版社：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出版日期：  

2022/03/01 

 

圖片來源：卓也染坊  

5、 教學資源： 

PPT 自編教材、繪圖用具、藍染材料包。  

 

 

  

https://www.eslite.com/search?author=WyLpmbPmma_mnpcvIOmmrOavk-engDsg6Ie65Lit5biC57qW57at5bel6Jed5Y2a54mp6aSoLyDnt6jljbAiXQ
https://www.eslite.com/search?manufacturer=WyLoh7rkuK3luILnupbntq3lt6Xol53ljZrnianppKgi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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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課程有因時間上的調配，先將走讀窗花圖形紀錄移動至課程最前端，結合鹿港在地活動認識到

鹿港八郊，進而在布料販售之郊行聆聽郊行興史，而後再導入藍染課程體驗。 

二、6-1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走讀鹿港老街，觀察窗花及鐵窗的圖像，以速寫的方式描繪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是否能夠能夠做到眼到、耳到、手到。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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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走讀所帶回的圖像，研究其圖像的形式，如對稱、隔線分割… 等。 

2. 運用其方式進行姓名文字設計，透過四方連續設計新的文字圖像 

3. 藉由刀具裁切進行文字虛實結構，作為後續課程之版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在文字的設計及空間佈局，該如何調配虛實結構比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請各小組至染液桶中提取染液 

小組成員將去將好的布料剪成小塊，而後泡入乾淨的水中浸濕擰乾 

拿取計時器，每３０秒一個間距，製作藍色布料之色票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時間差所染出的色票，再運用這些色票排列出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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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把需要染色之布料扭作條狀，也可以從中央點開始扭成包子狀。 

用橡筋隨意地綁緊在布料上。 

把要紮染的布料放入水中浸泡約 15 分鐘，拿起來扭乾水分。 

接著將紮好的布料放入染缸中進行染色。 

而後沖水至無染料的顏色流出即可攤開晾乾。 

C 課程關鍵思考： 

白色布料如何去想像出紮染及畫布上所紮染之空間佈局。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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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利用多邊形木板或竹片、竹夾、竹棍將折疊後的織物夾住 

用繩捆緊形成防染，夾板之間的 

織物產生硬直的“冰紋” 效果， 

接著將紮好的布料放入染缸中進行染色。 

而後沖水至無染料的顏色流出即可攤開晾乾。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木板或竹片、竹夾、竹棍夾出畫面，如何上藍色及白色區域在畫面上和諧低呈現，並且必須

思考到冰紋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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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手工調製糊料 

將版型覆於布料上並在簍空處刮上糊料防染 

反覆浸染去除糊料後完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型版的虛實佈局以及筆畫的連結會影響到型染上糊的難易度。 

括糊時力道是否會影響到上糊塊面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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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藍染的顯色效果佳，亦可觀察藍染的氧化還原過程，但製作藍靛的過程繁瑣耗時，只能稍作

介紹，無法讓學生從採收藍草、石灰氧化、沉澱過濾完整體驗，頗為可惜。 

2. 應用於課程時，需透過型糊隔絕染液，調製型糊（糯米糊）的過程中，會有時間及取量差

異，有些組別製作的糊無法使用，近而找其他組別合作。 

3. 型糊課程中，做過一番實驗用，最後再做一次使用市售漿糊還進行實作。 

4. 夾染布料浸泡在染液中時，需大力提醒學生在此時與紮染不同，在布料堆疊的縫隙中也可以

考慮是否可以讓染液稍稍滲入，會產生多重冰紋效果，其布料畫面將極其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