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省思：〈清明上河圖〉的古今對話與集體創作 

 

一、課程設計的回顧 

在設計本次課程時，我希望學生不只是「看見」一幅古畫，而是能「走進」畫中，

了解其中的生活情境與社會文化，進一步透過討論與創作，產生古今連結與個人

理解。因此，我以《清明上河圖》為起點，採用觀察－討論－創作的架構，並規

劃以小組方式集體完成一幅「現代版清明上河圖」。 

整體流程順暢，學生在討論與創作中展現高度參與，證明學生對圖像的理解力與

生活觀察能力其實非常強，只要引導得當，便能激發豐富的表達與創意。 

 

二、學生學習反應與表現 

學生對《清明上河圖》產生濃厚興趣，從觀看影片或細部圖片時的驚嘆聲、主動

提問與仔細觀察中可見一斑。在小組討論中，他們能快速將古代生活對應到現代

情境，舉例如：橋變成高架捷運、市集變成夜市或商場、小販變成外送員等。 

在創作階段，學生展現了良好的合作能力與創造力，各組的畫面風格各異，但都

能清楚表達主題與故事。更可貴的是，他們在最後拼接作品時產生了團體成就感，

彼此欣賞與互相讚美，顯示這樣的集體創作有助於建立班級的凝聚力。 

 

三、教學策略與不足之處 

成功之處在於讓學生從具體的圖像中學習，再透過分組創作深化理解，這種以「視

覺導向及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特別適合中高年級的學生。 

不過，也發現幾點可改進之處： 

1.時間掌握：部分小組在構圖與著色上花費過多時間，導致分享階段略顯倉促。

未來可將創作時間延伸至兩節課，或預先規劃時間分配。 

2.歷史背景補充不足：在簡介《清明上河圖》的歷史脈絡時略為簡化，導致部分

學生不太清楚北宋的社會情境。下次可加入一點小故事或簡易年代表來強化理

解。 

3.畫面整合與風格一致性：雖然尊重各組風格，但在整體拼接時略顯雜亂，未來

可引導學生事先協調構圖與轉場設計，提升整體視覺流暢度。 

 

四、未來課程發展方向 

本課程具高度延伸性，未來可朝以下幾個方向發展： 

1.跨領域整合：結合社會課（古今生活）、語文課（場景描述或導覽撰寫）、資訊

課（數位拼貼或動畫製作）等。 

2.學生導覽導讀：完成畫卷後由學生設計說明牌或錄音導覽，讓他們成為作品的

「說書人」。 

 



3.在地版本創作：鼓勵學生以「我的家鄉」或「學校日常」為主題，創作在地版

《清明上河圖》，加深文化認同與生活感知。 

 

結語: 

《清明上河圖》不僅是一幅古代畫作，更是一座穿越時空的橋樑。透過這次課程，

我看到學生對歷史的好奇、對藝術的熱情，以及對生活的深刻觀察。只要給予適

當的引導與空間，孩子們能創造出令人驚豔的作品與對話，這是教學最美的收

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