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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和平國小 

授課教師 湯智達 

教師主授科目 藝術 

班級數 2 

學生總數 33 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創作屬於自己的妖怪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夏季特刊 期， 

第 10-12 頁 
文章標題 臺灣妖怪的魔幻世界 

施作課堂 
（如：國文） 藝術 施作總節數 8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五、六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這堂課程的靈感源自於妖怪的神秘世界，旨在將妖怪的起源與類別融入學生的日常生活經

驗中。透過引導學生思考「如果我的生活中出現妖怪，那是從何而來呢？」以及「妖怪的起

源可以區分成哪些類別呢？」的問題，我們將逐步帶領學生進入一場充滿創造力與想像力的

冒險之旅。 

課程一開始，我們將通過閱讀文本激發學生對妖怪的獨特想像。這將成為他們創作妖怪的基

礎，並引導他們探究妖怪的起源。接著，我們將學生引導至創意的深層，協助他們轉化想像

中的妖怪作為這次創作的主題。整個過程包含角色設計、草稿製作、聆聽同學的分享，最終

進入正式創作階段。 

這門課程的目標是激發學生的創造潛能，透過妖怪創作，讓他們不僅能夠發揮想像力，還

能夠從中反映出自己獨特的生活樣貌。期待學生能在這個充滿奇幻與創意的學習環境中，培

養綜合思考、創意表達和分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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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 培養學生透過閱讀文本，啟發並發展對妖怪外貌的想像力，強化大腦畫面聯想的能

力。 

2. 引導學生從文本中主動發現並整理妖怪產生的原因，培養他們的分析思考和歸納整理

能力。 

3. 透過將生活經驗和情緒感受融入創作元素，激發學生表現自我並培養創意思維，使其

能夠自主創作獨特的妖怪作品。 

4. 引導學生學習使用適當的工具，包括角色設計和草稿製作等步驟，以確保他們能夠有

效且有品質地完成妖怪創作作品。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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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作品仍在繪製中，預計還有一堂課才完成。 

2. 課堂流程說明 

01 節 聊聊背景經驗，閱讀紙本文章 

在這個階段，我們將開始探索妖怪的奇幻世界。首先，我們會分享彼此曾聽過的妖怪故事

或經驗，然後進入閱讀紙本文章的階段。教師將示範畫面的大小，引導學生從無圖片的文

字中聯想妖怪的長相。接著，進行一個有趣的遊戲，每位學生將剛剛畫的妖怪圖卡放在頭

上，禁止開口說話，透過各種方法尋找相同的妖怪。最後，揭示報紙內容，讓學生進一步

豐富對妖怪的理解。 

02-04 節 討論妖怪產生原因，書寫基本資訊 

在這個階段，我們將深入討論妖怪的產生原因、口頭禪以及出沒時間等基本資訊。學生將

有機會書寫他們自己對妖怪產生原因的想法，並分享在討論中得出的共同觀點。透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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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學生將隨機交換自己的妖怪設計，由其他同學繪製。這個過程不僅促進了合作與分

享，也能讓學生在比較中發現創作的動機。 

05-08 節 繪製妖怪大遊行 

在這個階段，我們將透過具體的藝術創作，將所有設計好的妖怪繪製在牛皮紙上，完成一

場壯觀的妖怪大遊行。學生將按照設計稿的順序，使用鉛筆、毛筆線條，最終以淡彩上

色，色鉛筆加強細節，呈現出獨特的妖怪形象。這個過程不僅培養了學生的藝術技能，還

強化了他們對妖怪創作的全面理解。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問題：如何從學生生活經驗中萃取出創作元素是最困難的步驟，我舉了相當多的例子供孩

子聯想，但成效不彰。 

解決：後來從另外一個班級的實驗中，我嘗試引導孩子進行更細緻的分類，包括自然現

象、個人特殊事件、宗教習俗、歷史小物，這樣的分類方式讓學生更容易找到創作妖怪的

靈感來源。 

思考：然而，對於國小生而言，我認為鷹架應該再更細緻一點，上述的分類仍太廣泛。我

建議先從具體事件著手，例如考試壓力、小寵物過世、書包物件遺失、童年玩具、從校園

中隨意撿拾的落葉、石頭，這樣學生就更容易從生活中找到豐富的創作元素。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