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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澳門美食節是澳門一年一度的美食嘉年華，第一屆的澳門美食節

於 2001年舉辦，舉辦至今已有 18屆，美食節的規模不斷擴大，由

以本地為主到國際參與，由純粹美食節到美食嘉年華，彙集了大量

的國內外美食。同時，配合澳門“世界美食之都”，宣傳推廣澳門

特色美食及美食文化。  

本單元從生活中出發，從澳門美食出發，讓學生以「我的小賣

店」為主題，再結合澳門本土文化之一澳門美食節為設計單元。讓

學生創作特色的小賣店，同時也感受澳門一年一度的美食嘉年華本

土文化。把本土藝術文化結合生活，讓學生除了能重新感受新邊的

事物外，也能用學到的視覺元素去表達，希望可以在設計上有新思

維，可以有更多的嘗試，透過創作表達情感。 

在教學中以開放、愉悅、主動的氛圍下進行，以學生自身的生

活經驗為主，探索澳門的特色美食，滿足學生的觸覺需求，讓其想

像力在黏土的捏塑活動中盡情發揮，讓學生感受創作樂趣，將知

識、技能與生活緊緊地扣連在一起，感受藝術與生活息息相關。 

課後把林林總總的小賣店放滿本校的美勞室，仿如澳門美食節移

到本校，同學們亦充當了小老闆推介自己的美食，增加學習的趣味

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8%89%E5%B9%B4%E5%8D%8E/155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9%A3%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9%A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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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授課時間 

（年-月-日） 

節

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

時 

(分

鐘) 

2018年 10月 15日 1 第一課節 造型與繪圖 

第一節: 以澳門美食節

作引入，簡介澳門的特

色美食，讓學生分享自

己喜愛的食物，引導學

生構思一輛小賣車或小

賣店，搜集相關的資

料。 

 

45 

2018年 10月 22日 1 第二課節 製作小賣店 

第二節: 學生收集紙盒

和紙皮，製作小賣車的

結構，篩選有用的廢物

進行創作，學習美化和

裝飾小賣車或小賣店。 

45 

2018年 10月 29日 1 第三課節 
趣味輕黏土

製作 

第三節: 學生嘗試製作

輕黏土食物，學習搓、

捏、按、壓等塑形技

巧，同時使用不同顏色

的輕黏土來混色，從而

加深學生對三原色、黑

白色的調色概念，調配

出不同的顏色。 

45 

2018年 11月 5日 1 第四課節 成果分享 

第四節: 把製作好的輕

黏土和小賣車或小賣店

組合起來，為自己小賣

店設計一個更有創造的

商店名稱，最後學生分

享創作成果，舉行美食

嘉年華展示作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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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澳門是一個結合多元文化的城市，小小的一個地方匯集了來自不同地方的

美食，學生從搜集資料可更深入了解澳門本土特色美食，從中感受到澳門

是一個美食之都。IA-2-4 

 提昇學生的手捏技巧，運用輕黏土創作出澳門的特色美食。IB-2-5 

 培養學生從生活中廢物再用習慣，篩選有用的廢物進行創作，學習美化和

裝飾小賣車或小賣店。IB-2-3 

 能以尊重、寬容的態度評賞同學的創作，能吸取他人之見，反思及評賞自

己的創作。IC-2-4    IC-2-5 

 

二、主要內容 

第一節: 以澳門美食節作引入，簡介澳門的特色美食，讓學生分享自己喜愛的

食物，引導學生構思一輛小賣車或小賣店，搜集相關的資料。 

 

第二節: 學生收集紙盒和紙皮，製作小賣車的結構，篩選有用的廢物進行創

作，學習美化和裝飾小賣車。 

 

第三節: 學生嘗試製作輕黏土食物，學習搓、捏、按、壓等塑形技巧，同時使

用不同顏色的輕黏土來混色，從而加深學生對三原色、黑白色的調色概念，調

配出不同的顏色。 

 

第四節: 把製作好的輕黏土和小賣車組合起來，為自己小賣車設計一個更有創

造的商店名稱，最後學生分享的創造成果，展示作品。 

 

三、設計創意和特點 

設本單元從生活中出發，從澳門美食出發，讓學生以「我的小賣車」為主

題，再結合澳門本土文化之一澳門美食節為設計單元。讓學生創作特色的小賣

車，同時也感受澳門一年一度的美食嘉年華本土文化。 

把本土藝術文化結合生活，讓學生除了能重新感受新邊的事物外，也能用

學到的視覺元素去表達，希望可以在設計上有新思維，可以有更多的嘗試，透

過創作表達情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9%A3%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9%A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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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中以開放、愉悅、主動的氛圍下進行，以學生自身的生活經驗為

主，探索澳門的特色美食，滿足學生的觸覺需求，讓其想像力在黏土的捏塑活

動中盡情發揮，讓學生感受創作樂趣，將知識、技能與生活緊緊地扣連在一

起，感受藝術與生活息息相關。 

 

四、教學重點 

1.學生對立體的概念有所認識，如何把紙盒組合、拼砌，建成自己特色的小賣

店。IB-2-5 

2.學生要懂得改良自己的設計圖，讓紙盒堅固或改變造型來設計不同的小賣

店。IB-2-6 

3.掌握輕黏土製作的基本知識、技能，過程與方法。IB-2-5 

五、教學難點 

1.如何利用紙盒變成立體，深化運用立體建構知識運用。IB-2-5 

2.在設計及安裝需思考位置及堅固性。IB-2-6 

六、教學用具 

學生準備: 紙盒或環境物料、剪刀、膠水和雙面膠紙、輕黏土。 

老師準備:影片、PPT、紙盒、輕黏土。 

 

七、教學時數 

    全個單元以 4 個課節完成，每個課節上課時間為 5鐘，共 1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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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教案 

 

作品名稱 我的小賣店 人數 30人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4節 

實施日期 2018年 10月 15日 

2018年 10月 22日 

2018年 10月 29日 

2018年 11月 5日 

 

每節課時 45分鐘 

科目 視覺藝術 

 

科目每周節數 1節 

教材 自編教材   

 

第一節 造型與繪圖 

一.單元目標 

（A） 感受與認知 

1.感知澳門美食節，從影片及圖片切入課題，能說出參與澳門美食節的感受

和經驗，感受節日活動氣氛。   IA-2-5 

2. 能說出澳門美食節的特色 。IA-2-6 

 

（B） 創作與表現 

1.懂得改良自己的設計圖，讓紙盒堅固或改變造型來的小賣店。IB-2-6 

2.學生搜集澳門美食節相關的資料。IB-2-3 

 

（C）反思與評價  

能以尊重、寬容的態度評賞同學的創作，能吸取他人之見，反思及評賞

自己的創作。IC-2-4    IC-2-5 

 

二.主要內容: 

讓學生發揮自己的創意，設計屬於自己的小賣車或小賣店。在設計小賣

車或小賣店時，讓學生分享自己喜愛的食物和富有澳門特色的食物，引導學

生構思一輛小賣車或小賣店，學生用自己喜愛的食物或特色食物為設計主

題，發揮自己的創意； 從中可以帶動學生的創意能力、動手能力及小組合作

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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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重點和難點 

教學重點：  

1. 設計一輛小賣車或小賣店的設計圖 ，包括商店名稱、圖案、色彩、造型、

物料及可行性等方面。IA2-2 

2．認識澳門美食節的歷史和小賣車或小賣店的造型 。IA2-9 

 

教學難點： 

懂得改良自己的設計圖，讓紙盒堅固或改變造型的小賣店。 IB-2-6 

 

四.教學方法：  

欣賞、講解及小組討論 

五.教學準備： 

學生準備:鉛筆、膠擦、畫紙。   

老師準備:影片、畫紙及圖片 

六．教學時間:45分鐘 

七．實施日期: 2018年 10月 15日 

 

八.教學過程: 

學習目標 學與教過程、資源運用 學習評估 

1感知澳門

美食節，從

影片及圖片

切入課題，

能說出參與

澳門美食節

一、 欣賞激趣、誘發問題 
 

師:老師利用影片來讓學生猜猜是澳門的甚麼活

動。  

     影片出處：  

     

能說出對澳

門美食節的

視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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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和經

驗。 

 

2認識澳門

美食節的歷

史和小賣車

的款式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Dd_ZGcZL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TJE8zpK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HtjWyxBKeM 

 

師: 請學生分享對澳門美食節活動的經驗及認識。  

師: 老師講述澳門美食節活動的歷史 。 

欣賞小賣店設計(線條、圖案、色彩及造型) 

   

 

2.提問:  

你們覺得這些小賣店設計美麗嗎?你們喜歡那些?為

甚麼喜歡它們?  

 

設計小賣車

設計圖案，

包括商店名

稱、圖案、

色彩、造型

等裝飾。 

 

二、 探究設計、感受新知 

 
1.如果你們是設計師，你們的小賣店會有甚麼元

素？會用甚麼主題來設計？  

 

2.你們會用甚麼圖案、色彩等裝飾，商店名稱是甚

麼?。 

 

3.創作實踐：分組討論，設計小賣車。 

老師派發畫紙，請學生跟據自己的想法，在畫紙上

繪畫對出小賣車造型和細節。如色彩象徵、圖案紋

理、物料運用……(說明小賣車設計的方向)  

 

4. 學生發揮創意運用不同花紋、圖案、字體及色

彩來設計小賣車。  

 

5.老師在巡視創作過程，觀察學生在創作時所遇的

問題，一同解決。 

 

1.小賣車能

表達澳門的

特色與文

化。設計的

小賣車能運

用最少一項

藝術元素作

創 

作。 

 

2.注意學生

學習反應並

觀察學習情

形 

 

能以尊重、

寬容的態度

評賞同學的

創作，能吸

取他人之

見，反 

思及評賞自

三、展示學生作品，開展學生自評互評活

動 

學生互相欣賞同學製作的小賣車設計圖及可行

性，培養學生欣賞的能力，同時可以增進學生

1同齊學習， 

學生懂得互

相欣賞同學

之間的作

品，並說出

其想法和含

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Dd_ZGcZL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HtjWyxBK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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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創作。 

 

的自信心。 

 

。 

2欣賞同學作

品。給予獎

聲以作鼓

勵。 

 

培養學生自

理能力。 
四、 收拾整理 
老師可利用上完課程時，指導學生收拾與清潔，養

成良好的清潔習慣，培養學生自理能力。 

 

學生把枱上

及地下垃圾

清理，培養

良好的習

慣。  

 

 

五、總結 
同學的設計都各有特色，你們很棒，下一節課，我們把你們的平面創作製

作成立體，回家後也可再作思考細節，也可以把你們創作與家人分享作。 

 

 

六.延伸活動  
   下一節課單元課題製作小賣店或小賣車， 讓學生搜集資料或作相關準

備。 

 

 

八.試教與評估 
對於本次的創作大部份同學都表示有興趣，因為大家都想嘗試新的創

作，在探索的過程中，學生進行思考，發現問題，並自己想辦法去解決。

在活動中，學生自己去思考，而不是等著老師想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

探索創造是一種學習，我個人認為是一種很有效的學習方法。 

 

本節課的作品設計圖都是以圖片作展示，對部份同學來說比較難看到其

立體效果，而且現在未到動手的時候，實在未能確定有多少人是對製作深入

了解，因此，在下節課是操作課，才能看出成果。 

 

    把美術知識與技巧巧妙地轉化成活動，讓孩子在「創作」、「玩」的

遊戲中完成、表現自我、體驗成功。 

 

 

九、反思與建議 

 
本課題學生容易理解，興趣也較大，但時間方面有點不夠，分享時間不

足，建議可以增加一課節設計草圖時間，使學員更多思考創作，這次體驗及

創作結合本土文化特色，學生在創作中感受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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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評估學生做的設計圖、能標示所需的物料、能搜集及善用廢物、能用

紙製作小賣車都不錯，但造型變化不多，大多以方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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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作小賣店  

一.單元目標 

(A)感受與認知 

1.學習把平面的設計圖製作成立體的模型。IA-2-7 

2. 懂得改良自己的設計圖，讓紙盒堅固或改變造型來的小賣店。IA-2-8 

3.能用廢物再造的概念製作食物車設計，滲透環保意識。IA-2-8 

 

(B)創作與表現 

1.能體現應用不同的工具作黏合及拼貼手法 。IB-2-7 

2.在設計及安裝需思考位置及堅固性。IB-2-6 

 

（C）反思與評價  

 能分析同儕作品成敗的原因，並能清晰、有條理的表達。IC-2-3 

二.主要內容: 

在製作技巧上，深化立體構成的原理。 從中可以帶動學生的創意能力、動手能力

及小組合作探究的團體精神。 

 

三.教學重點和難點 

教學重點：  

1. 能體現應用不同的工具作黏合設計。IB-2-7 

2．如何利用紙盒變成立體， 深化運用立體建構知識運用。IA-2-7 

 

教學難點： 

1.在設計及安裝需思考位置及堅固性。 IB-2-6 

 

四.教學方法  

探索、講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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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準備  

學生按自己的設計圖搜集物資，如紙盒的廢物、瓦楞紙、鉛筆、膠擦、顏色

紙、剪刀、雙面膠紙等 

六.每節課時:45分鐘 

七.實施日期: 2018年 10月 22日 

八.教學過程: 

學習目標 學與教過程、資源運用 學習評估 

分享與思考創作

手法。  

 

一、 欣賞激趣、誘發問題 

 
老師提問: 我們會把小賣車製作出

來，你們用甚麼方法來製作小賣

車？把你們的想法與同分享。  

 

 

能說出不同小賣車

製作方法及造型。 

 

1. 深化運用立體

建構知識運

用。 

2. 在設計及安裝

需思考位置及

堅固性。 

3. 能體現應用不

同的工具作黏

合設計。 

 

二.探索設計、感受新知 

 
學習如何鞏固小賣店的結構、

設計小賣店的造型： 

老師講解如何創造一個立體結構，

首先要準備量度好紙皮作小賣店的

支架，紙皮與紙皮之間要預留位置

作接觸點，接觸點必須要有一定的

闊度，用作交接的支撐點，學習縫

合接駁位，可用雙面膠紙先鞏固造

型，再用 UHU膠水縫合接駁位，使

其小賣店更加牢固, 過程中讓學生

理解小屋的立體結構。 

 

學生根據設計圖，繪畫出小賣

店的初稿，預算小賣店的大小尺

寸，用尺子量度每塊紙皮的尺寸，

嘗試把紙皮組合成為小屋的造型，

多考慮加入更多的支撐點，老師在

旁指導，讓小賣店結構更加鞏固。 

1觀察學生的操作情

況及裝飾方法。 

  

2從探索活動中學生

能使用已有的立體

建構知識  

 

3．學生黏得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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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遇到的問題大多是量度紙皮的

接觸點不夠，預留的接駁位太少

（少於一厘米），紙皮的尺寸不

對，使其結構不穩，需要多加改

良。 

 
 

1.能分析同儕作

品成敗的原因，

並能清晰、有條

理的表達。 

 

2.廢物利用和注

意環保。 

 

三.展示學生作品、開展學生

自評互評活動 
 

請學生分享其製作結果及困難之處 

1.學會尊重、用心

聆聽。 

 

2欣賞同學作品。給

予獎聲以作鼓勵。 

 

 四.收拾及整理 
指導學生收拾與清潔，養成良好的

清潔習慣，培養學生自理能力。 

學生把枱上及地下

垃圾清理，培養良

好的習慣。  

 

 

五、總結 
你們主動研究方法，自己解決問題，效果非常好，大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

學會製作立體造型，在設計及安裝需思考位置及堅固性，你們很棒。 

 

 

六.試教與評估 
在教學中同學你幫我、我助你的氛圍中，舊紙箱、購物袋、包裝

紙、廢桌布、零布料，廢紙片轉眼間變成一間一間的特色的小賣車或小

賣車，老師見到同學學會分享與合作，十分喜悅，本節課達到教學目

標。 

 

學生在立體建構方面做得比預期中好，可能是由於上學年做過大型立體創

作有關，他們對於各種廢棄物的組合、拼砌、大小尺寸，與不同黏合工具的

運用都拿捏得不錯，整堂課表現良好。 
 

 

七.反思與建議 
在教學中讓學生看著設計圖，在老師的講解下，製作成自己喜歡的小賣

車。觀察到還有小部分的學生因紙皮太硬，剪刀的使用上有些困難：剪得不

平整、不光滑，需要老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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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課甚感興趣能把原本平面的設計圖製作成立體的造型，能夠為學生

帶來新鮮感，提高積極性。 

 

在教學中滲透品德思想教學，告訴學生每件作品，往往需要學生經

過多次實踐，反復推敲才能成功，要求學生有不怕困難，迎難而上的精

神和意志力。 

 

這次，同學們做的小賣車很不同，有的是長方形，有的很有創意加上閃

閃亮燈，閃閃發光，也有很多特色的商店特色名稱:如無敵甜味、滋味水果、

MACAU 我愛你……各樣的都有。也有的是奇形怪狀，歪打正著的造型，特顯

同學創意。儘管有的同學做得並不是怎麼特漂亮，有的還沒粘結實。但同學

們都收穫了自己的小成果。當我看著他們在課堂上，拿著自己親手製作的小

賣店的樣子，我也格外地開心、喜悅。 

 

這節課看見學生是不斷進步的，從不懂包裹到包得很好，從搜集了很多

不同形狀的紙盒，從不知道創作可以用科技結合而製作小賣車，從看見學生

高興地、滿足的樣子告訴老師：我的教育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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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趣味輕黏土製作 

一.單元目標 

(A)感受與認知 

1.瞭解輕黏土的特性。IA-2-8 

2.在參與製作超輕黏土的過程中，對視覺藝術產生興趣，感受創造美。IA-2-4 

 

(B)創作與表現 

1.利用輕黏土的顏色混出不同顏色，製作不同的食品，培養學生的動手能力。

IB-2-6 

2.掌握輕黏土製作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過程與方法。IB-2-5 

 

（C）反思與評價  

1.能以尊重、寬容的態度評賞同學的創作，能吸取他人之見，反思及評賞自己

的創作。IC-2-4  IA-2-5 

 

二.主要內容: 

1.能掌握基本塑形的技法及使用工具的技巧。IB-2-5 

2.能珍惜自己的作品進而到欣賞他人作品。透過小組活動與人建立了互動關

係，學習分享、尊重的良好品德。IC-2-4   

 

 

三. 教學重點和難點 

教學重點：瞭解輕黏土材料的特性與食品的製作方法。IB-2-5 

教學難點：造型個性化的表達。IB-2-5 

四.教學方法：講授法、示範操作、小組合作法 

五.教學準備：輕黏土，各種製作工具，環保物料(如瓶蓋，紙皮)。 

六.每節課時: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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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施日期: 2018年 10月 29日 

八.教學過程: 

學習目標 學與教過程、資源運用 學習評估 

瞭解輕黏土的特

性。 
一、 欣賞激趣、誘發問題 

 
1.欣赏不同的輕黏土作品。 

 
  

 

 

提問：同學們知道這是什麼嗎？（美

味的香蕉船、壽司……）這些食物是

用什麼做的？（輕黏土） 

2.介紹輕黏土的特性 

2.1超輕、超柔、超乾淨、不黏手、不

留殘渣。 

2.2作品不需烘烤，自然風乾，乾燥後

不會出現裂紋。 

2.3與其它材質的結合度高，乾燥定型

以後，可用水彩、亞克力顏料等上

色，有很高的包容性。 

製作過程中的注意事項 

注意黏土的保濕，不用的黏土隨時用

保鮮膜包起來，這樣可以保留水分，

黏土就不會乾。 

 

 

1能掌握基本塑形

的技法及使用工

具的技巧。 

 

2利用輕黏土的顏

色混出不同顏

二、 探究設計、感受新知 

 
1.感受輕黏土的特性，學生動手捏，

體會材料的特性。 

2 講述輕黏土混色的方法 讓同學們自

己動手混色，找顏色並且碰觸感受變

能用各種技法，

如手捏法、泥條

法等製作不同的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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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製作不同的

食品，培養學生

的動手能力。 

 

3在參與製作超輕

黏土的過程中，

對視覺藝術產生

興趣，感受創造

美。 

化。 

 

  運用三原色調製不同顏色的輕黏

土。製作有漸變效果的輕黏土。 

 

 
 

 
 

3.介绍各種造型技巧及方法  

圓球狀——用手掌反復揉搓成圓球

狀。揉搓時，應使黏土均勻受力。可

以說，圓球形狀幾乎是所有黏土製品

的起點。 

 
 
水滴狀——先將黏土揉成圓球狀，再

將兩個手掌相合，呈“V”字形，將圓

球夾在手掌之間反復揉搓。由於角度

的不同有時會揉出圓圓的小水滴，有

時會揉出細長的小水滴。 

 
 

梭形——製作出水滴造型後，用同樣

方法調換黏土在手中的受力部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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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用手掌反復揉搓。重複幾次，使兩

端的尖頭趨於一致。 

 
 

正六面體——先將黏土揉成小圓球

狀，再用雙手的食指和大拇指，捏平

圓球的四周，使之呈正方形。同樣方

法，反復捏平正方形的六個面，最後

固定為正六面體形狀。 

 
 

圓筒狀——先將黏土揉成圓球狀，再

將雙手合在一起，夾住圓球反復揉

搓，再用食指和大拇指按平兩端即可 

 
細長條狀——先將黏土揉成圓球狀，

再放在平整桌面上，利用手掌反復揉

搓，使圓球逐漸展開成為條狀。揉搓

時，如果手指用力過度，很可能會使

黏土變得粗細不一、凹凸不平，因此

最好用手掌進行揉搓。 

3.動手製作 

「基本技巧」（如：搓、揉、

壓、.、切……等），經過多次的重複

練習，技巧成熟後即可進行創作的活

動。 

採用小組形式共同製作。 

小組討論訂出主題(如壽司、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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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食……)，大膽發揮想像，設計一個

作品。件數不限。 

 

利用小組教學，除可使教學時間得到

充分的利用外，學習者可經由小組成

員的互動， 與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 

 

4. 老師巡視的過程中，學生在創作時 

做的好的地方與需要改進的地方。  

 

 

能以尊重、寬容

的態度評賞同學

的創作，能吸取

他人之見，反思

及評賞自己的創

作 

三.展示學生作品、開展學生自

評互評活動 

學生互相欣賞同學製作的輕黏土作

品。 

作品的分享：可以培養學生欣賞的能

力，同時可以增進學生的自信心。 

 

 

1學生介紹自己

的作品特色及以

謙卑的態度接受

同學的意見。 

 

2欣賞同學作

品。給予獎聲以

作鼓勵。 

 

 四.收拾及整理 

 
在黏土教學過程中收拾與整理是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老師可利用上完課程

時，指導學生收拾與清潔，養成良好

的清潔習慣，同時可以培養學生生活

的自理的能力。 

 

學生把枱上及地

下垃圾清理，培

養良好的習

慣。  

 

 

五、總結 
學會利用不同技巧和用具創作，造型大小比例、色彩層次及漸變。 

 

 

六．延伸活動 
1回家利用輕黏土創作更多食品，培養學生的觀察力和想像力，下周帶回學校

供同學欣賞。 

 

2自由選擇設計環保服裝，充當老闆或侍應，增添氣氛及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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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試教與評估 

本單元課的內容是層層推進的，每次課題都是乘接下一次內容，每堂課

環環相扣，帶出新的知識，看到學生一點一滴的進步，這是讓我覺得欣喜之

處。無論學生作品最終的呈現好壞與否，學生在創作過程中學會了互相欣賞及立

體造型表現力，鑒賞與分析能力，學習觀察事物的角度及方法，同儕創作中的包

容與尊重，達到教學目的。 

 

但本節課亦有不足處，有少部份學生於輕黏土的乾濕度較難掌控，容易

導致作品的龜裂或手常黏土不方便創作。因此我會因材施教，耐心引導他們

解決疑難問題，避免學生因畏難而產生厭學情緒，及時照顧到學生的個別差

異化。 

 

 

八.反思與建議 
這節課發現學生往往關注作品的「像」與「不像」，而忽略了把新的想

法和思維模式體現在作品的創作中。在往後的教學裡，不僅僅要注重在學生

在造型能力上的培養，更要注重學生創新能力上的培養。 

 

本節課在教學前搜集大量、多元的媒材，及時把握住學生當前興

趣，想方設法地為學生搭建展示的平臺，學生在「玩」中找到感受，在

「體驗」中表現出藝術，在「展示」中體驗到成功，帶領學生走進藝術

中學習。在以後的工作中，我將繼續努力，使視覺藝術教育教學工作做的更

好，設計更生動有趣的課題，讓學生享受藝術創作的樂趣。  

 

 

 

 

 

 

第四節  成果分享  

一.單元目標 

(A)感受與認知 

   認識視覺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I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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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創作與表現 

    發現新的技法表現自己的創作意念。 IIB-2-6 

 

（C）反思與評價  

1.培養學生欣賞的能力，同時可以增進學生的自信心。IC-2-4 

2.學習他人的長處，不斷提高自己，不斷超越自己。IA-2-5 

 

二.主要內容: 

1.培養學生欣賞的能力，同時可以增進學生的自信心。IC-2-4 

2.學習他人的長處，不斷提高自己，不斷超越自己。IC-2-5 

3.認識視覺藝術與生活的關係。IA-2-5 

 

三.教學重點和難點 

教學重點：  

培養學生欣賞的能力，同時可以增進學生的自信心。IC-2-4 

 

教學難點：利用視覺元素評價作品 IC-2-1 

四.教學方法：  

講解、評價、欣賞 

五.教學準備：  

老師準備:輕音樂、學生作品相片、PPT、獎杯 4 個。 

學生準備:事前由數位同學佈置場地，老師協助。 

六.每節課時:45分鐘 

七.實施日期: 2018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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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學過程: 

學習目標 學與教過程、資源運用 學習評估 

學習他人的長

處，不斷提高自

己，不斷超越自

己。 

 

一.導入活動 
播放學生作品相片，激發學生的興趣

和動力。 

學生的投入度。 

 

培養學生欣賞的

能力，同時可以

增進學生的自信

心。 

二.展開活動   背景播放輕音樂 

 

老師提前數天找數位同學把天台的

視覺藝術室佈置一番，仿如澳門美食

節佈置成一條美食街，舉行校內美食

嘉年華活動。 

 

1.分享及互相學習 

每位學生把自己的作品放在視覺

藝術室長枱上作展示，老師先讓同學

們進行討論、分享交流心得，給他們

多點交流的機會，互相學習。 

 

2.我是小老闆 

同學充當小賣店的老闆，推介自己的

食物，感受做小買賣的過程，豐富生

活經驗。 

 

3投票活動 

每人一票選出最具創意獎，最具色彩

獎、最具特色獎、最具合作獎。同學

表現得十分投入和積極，好像一個小

公民參與投票一樣，細心觀察作品，

作出英明決定。 

 

 

5. 頒獎 

同學十分緊張，期待結果。頒發各項

獎項，視覺藝術室傳來陣陣掌聲響片

校園。 

獎項包括:  

1最具創意獎，2最具色彩獎、2最具特

色獎、4最具合作獎。 

 

1鼓勵同學多作出

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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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總結 
學習不僅限於課堂上，走出課室，  

發揮無限的創意，大膽地創作，享

受藝術創作的樂趣。。 

 

 

 

四.試教與評估 

這節課很成功，我把課堂交給學生，學生作主導，老師從旁協助，詢問

同學你們要一個怎樣的美食嘉年華，學生紛紛討論後，要有音樂、要有場地

佈置、要有侍應……之後同學分工合作準備各項工作，我見到同學的投入度

十分高漲，十分興奮。 

 

   而這堂課我還增添4個獎項，包括1最具創意獎，2最具色彩獎、2最具特色

獎、4最具合作獎。這些獎項由學生一人一票選出，十分公平公正，十分有意

義，所以同學上課時表現得更投入、積極，課堂不時傳來歡笑聲，氣氛十分

良好。 

 

在教學中，我會要把學生每一次的「作業」都看做是一張「作

品」，努力用「放大鏡」尋找作品中的可取之處，為孩子搭建一個展示

成果的平臺，讓孩子在藝術的氛圍中形成積極探索的思想，積累多方位

的審美體驗，品嘗成功的喜悅。引用台灣朱銘藝術家的一句說話，「種活藝

術的種子」，視覺藝術老師就是把種子種活在學生的心田裏。 

 

 

五. 反思與建議 
 

學生的作品色彩豐富，具創意，可以明顯地看到學生在學習創作過程中

的喜悅和收穫，今後多充分利用學生的優秀成果，通過展評等方式，加強學

生的自信與成就感。因為成功的歡樂是一種巨大的力量，它可以促進學生好

好學習的願望，這種成功的喜悅和滿足會進一步產生自我激勵的心理狀態，

自信心也會隨之產生。 

 

以下是同學上課後的分享心得: 

 

A同學: 

我覺得這一堂課很特別，將我做好的作品延伸到視藝室的展覽，以前只看到

自己班的同學作品，而這次展覽是整個五年級的作品放在一起，打造成一條

美食街，有如到了澳門的美食節一樣，十分熱鬧，十分難忘。 

 

B同學: 

我喜歡這次課題的上課方式，課題又貼近生活，又有趣，每次下課都很期盼

下一次上課，而且今次還能幫老師佈置場地，把視覺藝術打造成一條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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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好像開生日會一樣，七彩濱紛，我很喜歡。 

 

C同學:  

我榮幸有機會幫老師找音樂佈置場地，上課前，我用期待的心情等待著這一

天的來臨，而且，這一次課堂老師為了增添氣氛和增加我們的學習動機，設

置了一些獎項，這個獎項不是由老師選出來的，而是由班上每一個同學一人

一票選出，是十分公平且有意義的，雖然我今次我沒得獎，但我欣賞了很多

同學的優秀的作品，令我得益不少，我下次一家會做得更好。 

 

D同學: 

當天會場十分熱鬧，我設計了環保服裝充當老闆，這天很開心、難忘，還得

到了當老闆的一些經驗、客人交流的技巧，還學會了推介食物的技巧。 

前一天我還緊張到睡不著，希望快點到明天。 

當老師宣佈我得到最具創意獎時，我的心跳了出來，開心到哭起來，我

從未獲過獎，今次是我人生第一次獲獎，令我更有自信，自豪，我把獎帶回

家給媽媽看，媽媽擁抱我、稱讚我，我高興極了，我很喜歡藝術課，我會更

用心學習，尋求更多知識。 

 

 

 

 

 

 

 

 

 

 

 

 

 

 

 

 

 

 

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本單元透過輕黏土的創作藝術，製作自己的小賣店，學生透過運用不同的

雕塑技巧，鍛鍊學生動手能力，同時可訓練學生專注力和觀察力，在製作過程

中可能會出現困難，同學會與同學交流心得，共同尋找解決方法，並堅持完成

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老師把學生作品打造一條美食街，把澳門美食節移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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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們充當美食店老闆，學生通過觀察自己身邊人和事，讓學生盡情發

揮，當學生觀察得越仔細，那麼作品就會更多樣性，栩栩如生和豐創意的作品

呈現眼前，進而培養創造力，發揮學生無限想像力及觀察力，啟發藝術潛能。 

 

藝術創作除了能在學校進行之外，也能夠在家裡進行，當孩子在家無聊時

也可自己創作，不要沉迷玩電子遊戲，父母也能與孩子一起，也可増進親子關

係。透過本單元小賣店的創作，更可加深對本土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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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1. 玩轉黏土美食派系對 

 
2.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Dd_ZGcZL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TJE8zpK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HtjWyxBKe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Dd_ZGcZL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HtjWyxBK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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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材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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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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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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