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1 至 112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 

 
 
 
 
 
 

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小 

執行教師： 蘇兆翎 教師 

 

 

 



2 

 

目錄 
 

一、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1. 基本資料 
2. 課程概要與目標 

 
二、 執行內容 

1. 課程紀錄 

2. 教學觀察與反思 

3.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三、 同意書 

1、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2、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 

 

 

 

 

 

 

 

 

 

 

 

 

 



3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小 

授課教師 蘇兆翎 

教師主授科目 美術 

班級數 7 班 

學生總數 181 名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我的神獸 

施作課堂 

（如：國文） 
藝術 施作總節數 10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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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一開始引起動機，運用安妮新聞夏日特刊中的「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以及「台島

神獸誌」篇章，讓孩子認識台灣妖怪及神獸的起源，接著跨領域結合三下時自然的「動物」

單元當中認識的許多動物特徵，引導學生發現各種神獸具有哪些動物的特徵，最後自我探

索，思考若能夠創造一隻神獸，會希望他能有什麼特徵及能力？背後又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學生繪製出設計圖及故事後，再指導其以紙黏土基本技法，完成心中所想的立體神獸，

並指導其以壓克力顏料上色。 

學生完成作品後，欣賞同學作品，並書寫自己的作品說明及錄製講解影片，最後將在學

校藝表會中展覽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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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孩子能閱讀安妮新聞，並能表達對「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以及「台島神獸誌」篇章當中
作品及故事的興趣，發表自己的看法並接納他人的看法。 

2.孩子能感受作品帶給自身的想法，並就作品的內容連結個人經驗創作。  

3.能描述動物、神獸的特徵，從故事中理解神獸被創造出來的原因，並從自我探索中，想像
出自己的神獸作品要傳達的主題及故事。  

4.能在教師指導以及重複練習後，熟悉紙黏土基本技法，理解作品要站立的骨架安排，並將
平面草稿轉化成立體形式，完成作品。 

5.能運用壓克力顏料，調出自己所想要的顏色並細心的將作品上色完成。 

6.能考慮到神獸作品本身及底座的組合，完整呈現神獸所棲息的環境。 

7.能於創作後發表及書寫對於自己作品的說明。 

8.能接納並欣賞他人作品。 

9.能於課堂結束時負責任將材料及環境收拾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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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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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1.閱讀安妮新聞夏日特刊—「台灣妖怪的魔幻世界」以及「台島神獸誌」篇章，並發表自
身生活經驗中對神獸及妖怪的看法與觀察。  

2.介紹各類動物的特徵，並將自己所看見的神獸特徵寫在素描本上，並發表看法。  

3.孩子自我探索若神獸存在，希望他守護什麼？有什麼特徵？棲息在哪裡？有什麼樣的故
事？並創作去神獸的草稿 

4.教師揭示紙黏土的特性、提示支撐立體角色的做法，並讓孩子從身體、四肢、頭部等細
節開始製作，最後加上棲地及五官的細節，並提醒時時 360 度去觀察作品。 

5.教師提示壓克力顏料的調色方式及上色方法，並引導學生細心完成。 

6.學生發表對作品的說明、欣賞及聆聽同學的想法，書寫作品說明。 

7.細心收拾課堂材料、用具，並將桌面回覆整潔。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透過本次單元，孩子透過閱讀安妮新聞了解台灣神獸的故事後，發現神獸的背後都有關

於人的故事，並能以此認識台灣在地的文化與歷史故事，進而去思考關於自己的故事。 

2.因為三下自然課時認識了動物特徵及棲地，所以孩子看到神獸時會去猜測他們的棲地以

及結合了哪些動物的特徵，進階去猜測神獸的能力，以及為何人們會想像出這些神獸。 

3.孩子繪製神獸時，教師引導他們去思考神獸要保護的是什麼？希望神獸擁有什麼能力？

得到的回答都和孩子生活經驗有很大的相關，例如家裡有養貓咪傾向結合貓的特徵，並希

望神獸能夠保護動物、自然，還有許多孩子結合翅膀，原因是希望神獸能帶著自己飛翔。 

4.神獸主題是虛幻的生物，讓孩子解放於「像與不像」的問題之中，所以即使不相似於任

何動物，處於黨群時期的孩子也不會因此失去對美術的信心與創作動力。 

5.部分對平面繪畫並非那麼有成就感的孩子，在黏土單元產生很強烈的表現及豐富的創作

能量，他們享受於把平常二次元喜歡的生物製作成 3Ｄ的成就感，很盡力的完成作品。 

6.紙黏土的教學重點在於讓孩子了解基本技法，例如紙黏土如何黏接？用什麼黏？如果想

要支撐要怎麼辦？如何讓紙黏土塑造的外型滑順？等等，讓孩子熟悉基本技法，能免於孩

子因不熟悉黏土特性而做不出腦海中的想像而失去信心。教師多協助於孩子結構上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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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以及提供支撐上的指導，但對於神獸的外型、比例、色彩，則不多加干涉，讓孩子自

由發揮屬於他們這個年齡的想像力，而大約 90%的孩子都對自己要做的作品很有想法。 

7.有幾位上課表現較為文靜的孩子，做出來的作品十分強烈、張狂、詭異，是窺見他們內

心性格的一次有趣經驗。 

8.孩子們著色時常使用小筆畫大面積，大筆畫小面積，或一筆打天下，老師可提供必要的

提醒與指導讓孩子去練習對於不同想呈現的樣貌去變換畫筆表現。 

9.壓克力顏料在孩子上色至第 4節課後，有明顯感受到他們對於調色更為熟練也更大膽嘗

試堆疊、漸層等方式去達到孩子們想要的畫面。	

10.大約 75%的孩子對自己的神獸作品感到很滿意及成就感。25％的孩子據觀察，有部分

對自己想呈現的神獸沒有想法，另一部分則是他們的草稿對於他們現階段小肌肉的塑造能

力來說太困難，以至於做出來跟自己想像的不一樣而較沒那麼滿意。75%滿意的孩子當

中，有多位想呈現的更完整的孩子，主動提出希望在課餘時間也能夠來美術教室繼續投入

製作，可發現他們對於作品的喜歡、堅持及豐沛的創作想法。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神獸作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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