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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單元名稱

「布」可思藝
生活中離不開各種布料，抹布是清潔
的好幫手，用髒了就被丟棄!是什麼樣
的藝術家拿它來創作? 用抹布創作可
以傳達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展開「布」可思藝之旅吧!

準備材料

⮚作品彩色輸出每生一人三張、
學習單一張

學習目標

⮚透過觀看、討論對作品的感受、發現媒材技
法的多樣性，並勇於表達獨創性的觀點與發
現。

⮚觀察及思考作品材質技法、創作風格，討論
性別角色破除性別既定印象的可能性，並且
連結生活經驗探索質感與媒材可變化性。

等級一：對刺繡、纖維作品抱持關心態度。

等級二：感受刺繡、纖維的質感與形式特徵。

等級三：連結個人經驗說出纖維刺繡創作傳達的概念質感體驗。

等級四：理解刺繡纖維媒材創作技法、風格並且提出個人觀點進行評論。

評量規準

提問一、你看到了什麼？
什麼地方讓你感到好奇

提問二:
這作品讓你感受到什麼?
這作品讓你聯想到什麼?

提問三:你覺得這是藝術作品嗎?為什麼?



婦人之見: DODO和她的抹布行事曆

巫雲鳳以家事好幫手「抹布」創作，他是「藝術家」也是媳婦、老婆、媽媽，在家
事、雜事、工作間只能拼湊零碎的時間組合運用，用細膩的女紅手工以圖像來創作，
呈現婦女為家庭、工作奔波的生活體驗。

想像一下時間被
各種瑣事分割的
媽媽想要創作，
時間和空間如何

被擠壓?
婦人之見?是
甚麼意思?

再想想你覺得這些
作品有甚麼意義?

我在順線

我正在刺繡

我們的
職業是
「繡娘」

我的職業是「纖維藝術家」

為什麼繡娘和纖維藝
術家的工作相似，稱

呼不一樣?

在你生活中有甚麼工
作是限制只有男生或
女生才能做的嗎?

為什麼以前會有既定印
象讓工作內容男女有別?

材料技法風格

想一想



◆ 透過觀看、討論對作品的感受、並勇於表達獨創性的觀點與發現。

◆ 透過觀察連結生活經驗、感受發現媒材技法的多樣性與可替代性。

◆ 透過討論圖像發現家中成員角色特質，並且認同每個角色。

◆ 觀察及思考作品材質技法、創作風格，討論性別角色破除性別既定印

象的可能性。

學習目標

材
料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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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性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版印象。

性E3了解家庭、學校、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限制



教師教學省思與發現

學生回饋

• 透過作品與創作媒材對話式鑑賞帶入性別議題思考，孩子是自然 而
然認同與同理家庭角色，發現人、我差異，而非說教單方面灌輸觀念。

• 提出疑問「這是藝術作品嗎？」多數學生對藝術的解釋都是經過思考
與個人學習經驗連結有理有據，感受到課堂上孩子的思考是不斷流動、
連結與觸發。

• 透過作品鋪陳引導討論，學生都能很快發現身邊的纖維媒材創作物件，
更指出生活中相關傳統織繡藝術作品(如大甲媽遶境香客令旗、神衣
等)，對於創作方式主動聯想到針的功能等同畫筆，線的功能等同顏
料，對話式鑑賞課更能培養孩子「觀看」與「思考」。

• 要試著用不同角度看事情、看東西、發現涵意，學習變得很快樂。

• 取笑他人身體並沒有很酷，反而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現。

• 看到別人作品時不要去批評，因為你可能沒有理解他要表達的。

• 上完這堂課我發現原來我生活中就有藝術，只是沒好好去發現。

• 原來藝術是可以讓人深度去感受的風景及情緒，可以慢慢觀察引發自
己的想像力，不是畫得像真的一樣就厲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