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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陳怡靜 

教師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石頭畫 

施作課堂 視覺藝術 施作總節數 8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3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學生透過安妮新聞報紙討論個性角色的顏色與質感呈現，引發學生對顏色搭配質感的好

奇。學生透過石頭紙特性的探索，發現能製造紋理的生活物品，並運用遊戲的方式發展

不同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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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目標 

1.能透過生活物品探索沾水性顏料後留下的紋路質感。 

2.透過遊戲發現石頭紙的創作特性。 

3.運用五種不同媒材進行石頭紙的創作，發現紋路能相對應不同角色的質感。 

4.能分析與表達石頭畫作品質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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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導發現安妮新聞報紙中腳色的顏色與質感呈現之樣態。 

2.探索石頭紙: 

  學生運用水彩和生活物品於石頭畫上進行各種質感探索，並討論質感給人的感受、方法

運用的分析。 

3.創作石頭畫: 

  (1)和同學合作在作品中留下漸層色後，互相拍打留下質感，再進行畫面角色的聯想，並

進行組內分享。 

  (2)作品進行規劃與構圖:背景、中景、前景與角色的安排。 

  (3)個人創作:運用各種物品應用在各角色的身體質感。 

4.作品討論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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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透過遊戲互動讓孩子發現水彩運用在石

頭紙上的效果很不錯，能成功引起學習

動機，除了五種石頭紙創作方式的討

論，在後段創作教師提供海綿、排筆、

牙刷、牙籤讓孩子嘗試效果可以增添質感表現。 

(2) 孩子的第二張創作，可以讓孩子從背景到前景的創作方式，

可以幫助孩子增添畫面空間感。另外畫面角色由個人發想到

小組分享討論，可以幫助孩子從抽象畫面聯想具體角色與場

景。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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