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藝術領域第七冊(六上)第三單元插畫與繪本 

單元名稱 第三單元插畫與繪本 總節數 共 8節，320分鐘 

班級 六年仁班 節數 四、繪本之窗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Ⅲ-2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

探索創作歷程。 

1-Ⅲ-3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

創作主題。 

1-Ⅲ-6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

想和實作。 

2-Ⅲ-2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

與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2-Ⅲ-5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

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3-Ⅲ-5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

題，表現人文關懷。 

領域核

心素養 

藝-E-A1參與藝術活動，探

索生活美感。 

藝-E-A2認識設計思考，理

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1理解藝術符號，以

表達情意觀點。 

藝-E-C1識別藝術活動中的

社會議題。 

學習

內容 

視E-Ⅲ-1視覺元素、色彩與構成要素

的辨識與溝通。 

視E-Ⅲ-2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

類型。 

視E-Ⅲ-3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A-Ⅲ-1藝術語彙、形式原理與視覺

美感。 

視A-Ⅲ-2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

文化的特質。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插畫普遍應用在具有文字意義的藝術創作中，為具有解說文章或與文字結合的

圖像創作方式，其讓文字內容視覺化，使意義更為清晰。插畫運用美的原理形

式、媒材與風格，表現出趣味、藝術、教育等特性。插畫其兼顧大眾傳播功

能，大量出現在報章雜誌、圖畫書籍、資訊網絡等平臺上。十九世紀印刷術的

發展促使繪本的大量印製，其兼具藝術與敘事的表現，促使繪本成為最受歡迎

的兒童讀物。 

本單元透過認識、評析插畫與繪本圖像的使用媒材、技法、色彩，構圖，引導

學生規畫具有敘事目的的插畫與繪本製作流程，並自選媒材完成一本自製繪

本。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環 E2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人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1.插畫。 

2.繪本(圖畫書)。 

3.圖文敘事。 

4.型染版。 

5.圖章。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國語文、社會、綜合活動 

摘要 繪本(圖畫書) 、圖文敘事 

學習目標 

表現：能習得繪製繪本的流程。 

鑑賞：認識插畫的圖像特色。 

實踐：學習並實踐繪本的製作。 

教材來源 康軒版國小藝術第七冊 

教學設備/資

源 
電子教科書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學評量/備註 

1.插畫家之眼 

【任務一】插畫家之眼 

一、引起動機 

㈠教師引導學生觀看課本圖像並提問：「插畫在閱讀故

事上提供什麼幫助？」 

㈡教師說明：「不同的插畫家會有自己擅長使用的媒材

和技法，例如：林小杯使用的是鉛筆速寫的方式，周見

信用鉛筆素描，帶有寫實風格。」 

㈢教師提問：「課本三張插圖都是狗，線條、色彩和造

型上看起來有什麼差別呢？」 

㈣教師再提問：「造成角色造型的差異可能有哪些原

因？」 

㈤教師說明：「插畫家會因為個人想法和故事需要，而

設計出不同的角色造型。」 

二、發展活動 

㈠教師說明：「插畫風格是由插畫家因個人喜好與專

長，會選擇不同的媒材、技法、色彩等手法繪製插圖，

呈現出各自不同的插畫風格。」 

㈡教師引導：「觀察張又然〈藍色小洋裝〉及鄒駿昇

〈浪漫台三線〉，就色彩、空間和給你的感受，以文字

寫下來。」學生可以分小組自行觀察討論，並將觀察結

果書寫下來，教師巡視行間。 

㈢完成討論後，各小組推派發表討論結果。舉例如下： 

 
(項目可以自己添加觀察內容) 

㈣教師提問：「你比較喜歡哪張插畫的風格？為什

麼？」請學生自由發表。 

三、總結活動 

40” 一、口語評量：能以口語描

述、分析、聯想繪本風格的

差異。 

二、實作評量：能與小組共

同討論並進行報告。 



 

 

●教師總結：「這兩張圖只是這兩位插畫家所設計的其

中一張作品，不同的插畫家都各自運用媒材與技法，發

展出自己的插畫風格與特色。插畫家會運用各種造型元

素，例如：色彩、空間組合構圖，形成不同的畫面，讓

讀者在閱讀故事時，更能進入故事情境。」 

2.記錄我的靈感 

【任務二】記錄我的靈感 

一、引起動機 

㈠教師提問：「插畫家的靈感從哪裡來呢？」請學生自

由發表。 

㈡教師說明：「觀察生活中事物，可以累積許多創作的

資料與靈感。」 

㈢教師提問：「你對生活中的哪些事物感興趣？記錄生

活事物有哪些方法？」 

二、發展活動 

㈠教師說明：「快速把人物肢體動作畫下來，是畫家常

常使用的記錄方式。」教師請同學兩人或三人為一組，

互為模特兒，進行人物速寫活動。 

㈡教師提醒人物速寫的原則：「計時三分鐘即換人、不

使用橡皮擦、由模特兒決定動作等等。」 

㈢學生進行速寫活動，教師提醒：「速寫時，要肯定自

信的畫，線條可以來回重疊沒關係。注意整體的肢體關

係，不用拘泥於小細節上。」 

㈣教師說明：「以漸短的時間進行人物速寫，例如：一

分鐘、30秒、10秒。」請學生分組操作。 

三、總結活動 

㈠請學生展示速寫本，互相觀摩。 

㈡教師總結：「速寫只是記錄生活事物的方式之一，相

比於拍照，畫面更為精簡，也更有個人風格。除了畫人

物，也可以記錄身邊的動植物、風景或物品。藉由平常

的練習累積，更能掌握物體的主要特徵。」 

㈢教師說明：「除了速寫外，也可以用拍照和剪貼的方

式記錄，將不同主題分類，作為靈感資料庫。」 

40” 一、口語評量：能以口語描

述、分析、聯想要構圖的場

景。 

二、實作評量 

㈠能進行人物速寫活動。 

㈡能製作速寫本。 

3.圖與文字的聯想 

【任務三】圖與文字的聯想 

一、引起動機 

㈠教師提問：「欣賞畫作時，你從畫面的哪些線索來判

斷它要傳遞的訊息？」 

㈡教師可提供關鍵字，例如：奇幻、滑稽、恐怖、童話

等等，讓學生聚焦思考。 

㈢學生發想後，讓學生自由口頭發表。 

二、發展活動 

40” 一、口語評量：能以口語描

述、分析、聯想圖與文字的

搭配。 

二、實作評量 

㈠能依據聯想寫下短文紀

錄。 

㈡能依據聯想的故事繪製作

品。 



 

 

㈠看圖編故事 

1.教師引導學生就林之助的作品觀察發想：「畫裡的兩

個人是誰？他們可能是什麼關係？要去哪裡？發生了什

麼事？可能有哪些對話？」 

2.請學生將聯想的過程寫成短文記錄下來。完成後可以

請學生念出自己的短文。範例：「有一天，媽媽帶著小

妹去菜市場買菜。小妹看到市場裡的玩具攤，用力拉著

媽媽的手哭喊：『媽媽∼∼』，媽媽冷冷的唱：『娃娃

哭了叫媽媽∼樹上小鳥笑哈哈∼』」 

3.請學生發表，教師適時給予口頭指導。 

㈡望文生圖 

1.教師請學生默讀課本 P59中的新詩，並想像詩中的情

境。 

2.請學生以彩繪用具將想像的畫面畫下來，教師巡視行

間。 

3.學生完成作品後展示，互相觀摩。 

三、總結活動 

㈠教師提問：「為什麼同一首詩，每個人會有不同的想

像畫面呢？」請學生自由發表。 

㈡教師總結：「我們可以透過圖來想像圖中的故事，也

可以藉由文字聯想出畫面。當圖和文字組合在一起，傳

遞出來的訊息會更清楚明暸。」 

㈢教師提問：「每個人對同樣的文字所聯想出的畫面會

一樣嗎？」 

4.繪本之窗 

【任務四】繪本之窗 

一、引起動機 

㈠教師請學生展示繪本，並互相觀摩。 

㈡教師提醒學生除了看繪本的故事內容，也要注意觀察

繪本的外觀形式。 

二、發展活動 

㈠教師提問：「繪本有哪些故事內容？」請學生討論並

發表。 

㈡教師提問：「繪本的內容和形式有哪些特點呢？」請

學生討論並發表。 

㈢教師提問：「比較繪本與一般故事書，可發現有哪些

差異呢？」教師將學生提出的繪本觀點以「內容」和

「形式」兩類書寫在黑板上，統整學生提出的繪本特

點。 

㈣教師說明：「繪本可以針對不同年齡、目的，創作出

各種主題。」再針對外觀說明：「傳統的繪本就是一本

書的樣子，書的結構包含：封面、書名頁、內頁、版權

40” 一、口語評量：能以口語描

述、分析繪本的行成。 

二、實作評量：能與組員共

同討論，並進行報告。 



 

 

頁、封底和書背(書脊)。」 

㈤教師提問：「你還看過哪些外觀形式特別的繪本

呢？」教師引導學生看課本中的電子書、摺頁書、立體

書。 

㈥教師提問：「為什麼這些書要特別設計成這種不常見

的形式？」學生討論後，教師補充說明：「因為科技的

發展，現在也有很多電子書。電子書還可以加入聲光效

果。」 

㈦請學生分組討論，列出不同形式的繪本有哪些特點？

閱讀感受為何？並整理後報告。範例如下： 

 
三、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不同的繪本雖然同樣以圖畫和文字來說

故事，但內容和形式卻很多元，在閱讀時，也會產生不

同的心理感受與感官刺激。」 

5.圖解繪本製作 

【任務五】圖解繪本製作 

一、引起動機 

㈠ 教師引導學生觀看課本中的繪本製作流程，並提

問：「製作一本繪本就是編一本書，我們需要先準備、

決定什麼？」學生討論並發表。 

㈡ 教師說明：「課本中呈現的是製作繪本的基本流

程，從構思故事大綱、決定繪本形式、角色與場景的設

計、分鏡表繪製、繪製插圖，最後裝訂成冊。」 

二、發展活動 

㈠教師提問：「創作一本繪本會有哪些步驟？每個步驟

有哪些要考慮的事項？」 

1.構思故事大綱。 

2.配合自己想要的主題來決定繪本的形式。 

3.設計角色與場景。 

4.構思故事情節，畫出分鏡草圖。 

5.依據分鏡表，繪製插圖。 

㈡教師說明：「繪本插圖除了手繪，也可以拼貼或電

繪。」 

㈢教師鼓勵學生針對步驟內容提問：「對於這些步驟有

什麼疑問嗎？」學生可能的提問(若無則由教師自己提

40” ●口語評量：能以口語描

述、分析、聯想屬於自己的

繪本。 



 

 

出)：「一定要有字嗎？要規畫幾頁？什麼是分鏡草

圖？背景可以留白嗎？」 

㈣教師可針對問題回應或補充： 

1.不一定要有字，也有都只用圖來說故事的無字繪本。

因為沒有文字，所以給讀者更大的想像空間。 

2.繪本的頁數無硬性規定，通常是以 32頁來做規畫，

這個長度很適合說一則不長 

也不短的故事，但也有繪本規畫 16頁或 40頁的。 

3.草圖將於下一任務介紹，就像畫漫畫，需要把每個畫

面先用簡單草稿畫出來。 

4.可以清楚強調故事的時空，如果留白，則會給讀者想

像空間；可以依照故事內容和插畫風格，來決定是否留

白。 

5.教師說明：「分鏡表是拍攝電視、電影或動畫的草

圖，為了方便修改，多以鉛筆繪製。繪本藉由分鏡表的

設計，可以預想故事的鋪陳、畫面構圖和預留文字的位

置。」分鏡表格式範例： 

 
㈤教師再提問：「如果想要製作電子書，需要哪些規

畫？」學生回應：「要用電腦軟體處理、需要配音、可

以加動畫效果等等。」 

三、總結活動 

㈠教師總結：「繪本的製作步驟可以依照個人故事需求

做調整，故事長度、角色、場景規畫、形式和媒材技

法，都需要預先考量。」 

㈡預告下次任務：「下一個任務我們將進行繪本的製

作。」 

6.創作我的繪本 

【任務六】創作我的繪本 

120” 一、實作評量：用不同形式

完成繪本創作。 



 

 

一、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繪本主題並提問：「想一想，你想

要說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是自己的生活觀察、社會環境

議題，還是自己創造的奇幻故事？」 

二、發展活動 

㈠繪本規畫 

1.請學生進行故事大綱的編寫，並提醒須包含角色、時

間、地點、事件等要素。 

2.指導學生將繪本形式規格確定下來。例如：紙本、32

頁、16開、直式、全彩。 

3.請學生就故事大綱將主要角色草圖畫下來，可以融入

SDGs相關議題。 

例如： 

小女孩意外撿到一隻手電筒，按下按鈕後，才發現原來

是縮小燈⋯⋯ 

被縮到好小的小女孩面對什麼都大大的世界很害怕，這

時遇到一隻獨角仙(小女孩跟獨角仙差不多大隻)，相處

後變成好朋友，獨角仙帶著小女孩探索森林，看到好大

的寶特瓶、塑膠袋⋯⋯，都是人們遺留下來的垃圾，不禁

想著：人們對大自然造成多大的破壞呀！ 

4.教師補充說明：以上內容符合 SDG15「陸域生命」，

希望學生理解丟棄塑膠製品會危害自然環境及生物生

存。 

5.請學生將事件發生的場景草圖畫下來，教師提示繪圖

時，可參考自己之前製作的靈感紀錄本。 

6.教師提問：「故事想好了之後，如果有限定頁數，要

怎麼分配畫面到頁面裡呢？」學生回應：「先畫草圖、

試畫、用鉛筆畫可以修改。」 

7.教師詢問：「要使用哪種媒材和技法來表現你的故

事？」 

8.教師說明繪本分鏡表可以單頁或跨頁為設計單位：

「紙本的繪本在翻頁時，呈現兩頁合在一起的完整頁

面，兩頁合在一起的頁面稱為跨頁。因此插畫家在構思

畫面時，可以單頁或跨頁為設計單位。」教師補充跨頁

中的書溝：「書本結構會在跨頁中間形成書溝，所以構

圖時要注意書溝的存在，重要的事物要避開書溝。或者

也可以利用書溝當作兩邊無形的界線。」 

9.學生進行分鏡表設計，教師巡視行間適時給予調整建

議。 

㈡型染版製作 

1.教師說明：「繪本裡的插圖可以使用各種媒材製作，

例如：色鉛筆、蠟筆、水彩、剪貼、電腦繪圖。版印技

法則可以讓一個圖案反覆出現。例如：固定出現的角

二、同儕互評：互相評選完

成的作品。 



 

 

色、背景大量出現的花鳥魚蟲。」 

2.教師指導學生觀看課本中的型染版製作流程與型染版

小知識，並說明型染版的製作方式與特性是透過孔洞進

行印刷的版種。 

3.教師進行製版與印刷示範，可使學生更清楚整個流程

與印刷原理，減少製版時的錯誤。 

⑴材料與工具：印刷紙、透明片、水性顏料、美工刀、

油性簽字筆、平頭刷筆、紙膠帶、海綿、切割墊。 

⑵畫稿：拿出油性簽字筆，在透明片上畫出要割下的形

狀輪廓。 

⑶製版：將透明片放在切割墊上，以美工刀沿著畫好的

輪廓線仔細切割。 

⑷印刷：將割好的型版放在印刷紙上，並以紙膠帶固定

邊緣，避免移位。 

⑸取海棉沾顏料，在鏤空處拍刷上色。 

⑹翻開型版檢視拍刷情況，若不足可以再拍刷上色，直

到完成，取下晾乾。 

㈢橡皮章製作 

1.教師先行製作陰刻與陽刻橡皮章，讓學生蓋印並觀察

兩者的差別。教師提問：「這兩種橡皮章印出來的圖案

有什麼差別？」學生回應：「一個線條是實心的，一個

是空白的；有顏色的地方一個是線條，一個是面積。」 

2.教師說明：「我們通常將印章線條為實線的稱為『陽

刻』，線條留白的則稱為『陰刻』，這兩種方式各有特

色，製作難度也稍有不同。橡皮章運用的是凸版的技

法，跟姓名印章一樣，除了會有鏡向的表現，還有陰刻

和陽刻的差別。」 

3.教師以陽刻方式示範製作步驟： 

⑴材料與工具：圖畫紙、上色顏料、橡皮擦、調色盤、

雕刻刀、鉛筆、水彩筆、切割墊。 

⑵畫稿：先在圖畫紙上畫出想要的圖案，再用橡皮擦蓋

住圖案，就能讓圖案印在橡皮擦上。 

⑶切割：沿著圖案切割，把空白的地方往外切割並移

除。 

⑷上色：依照自己的配色為圖章配上顏色。 

㈣統整裝訂 

1.教師指導學生將完成的型染版或印章應用在創作上，

也可將圖掃瞄成圖檔，在繪圖軟體中加入文字，或者直

接將文字列印出來後，貼在圖稿上。 

2.繪製封面，包含：書名、作者名。 

3.將圖稿裝訂成冊。 

三、總結活動 

㈠學生完成作品，布置展出並互相觀摩。 



 

 

㈡教師總結：「繪本除了說故事，還能欣賞一幅一幅的

插圖之美，同時讓你更深入故事情境之中。」 

教學提醒 

1.課本提供的圖片無法代表所有的插畫風格，教師可請學生帶(或去圖書館借閱)有

插圖的書本，進行插畫風格的分類，以觀察更多元的插畫表現。 

2.進行速寫活動時，學生容易因為動作無法持續固定而移動，需提醒學生容許輕微

移動與誤差，不用過度苛求完全不動。 

3.速寫時間長度可由教師統一決定並計時，可以減少學生因部分未完成而任意延長

時間造成的紛爭。 

4.由擔任模特兒的學生自己決定動作時，請擔任繪者的同學不用指導模特兒肢體表

現。教師可以提供情境給模特兒參考，例如：看書、刷牙、掃地、伸懶腰等等。 

5.看圖說故事的目的在讓學生自由聯想，敘事可以天馬行空，沒有正確與否的問

題。但若有偏離善良行事，教師仍需適時予以指導。 

6.看新詩畫圖活動，教師亦可以讓學生自己家裡有或從圖書館借閱自己偏好的新

詩，進行聯想創作。 

7.繪本的外在形式表現，繪本的樣式如能盡量多元，以實物展示，讓學生能實際觸

碰翻閱為佳。 

8.校內若有閱讀推動教師，或與圖書館合作展示多元繪本形式，可與閱讀課一起配

合，讓學生觀摩不同的繪本形式。 

9.繪本頁數的規畫在印刷實務上是以一張全開紙裁切出的最佳利用張數。例如：以

16開而言，一張全開紙可以裁成16張，因此兩張全開紙可以裁32張。唯本單元重點

在學生能體驗繪本的創作歷程，頁數及尺寸可視授課時間與教師課堂需求調整，除

非有出版需求，否則不用受印刷實務限制。 

10.電子書的製作可以使用簡報軟體處理，或與資訊教師協同教學進行製作。 

11.一般出版的繪本有常用的尺寸，但仍鼓勵學生在形式上進行創造實驗與發想，不

用限定只能用何種規格進行規畫。 

12.型染版草圖繪製需提醒學生以面積(塊面)進行設計，以免切割時，無法形成完整

圖像。 

13.橡皮章圖稿設計如果以線條為主，可以指導學生將線條加粗，降低切割難度。 

14.課本中的型染版與橡皮章活動規畫，目的在融合版畫技法進行複合媒材創作，增

加創作媒材的豐富性。教師可參考繪本作家李歐．李奧尼(LeoLionni,1910∼1999)

的繪本《小黑魚》。教師亦可視課堂需求、教師專長擇一製作，或自行調整為其他

複合媒材的創作。例如：彩墨、拼貼加水彩。 

15.繪本內的內頁處理，繪本封面與字體設計則稍微提醒即可，讓學生自由發揮。六

年級下學期有海報與字體相關課程，會更深入探索單張圖像的構圖與字體風格設

計。 

網站資源 

插畫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F%92%E7%95%AB 

 

繪本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9%AA%E6%9C%AC 

 

何華仁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D%95%E8%8F%AF%E4%BB%81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F%92%E7%95%AB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9%AA%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D%95%E8%8F%AF%E4%BB%81


 

 

 

林小杯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E%97%E5%B0%8F%E6%9D%AF 

 

周見信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1%A8%E8%A6%8B%E4%BF%A1 

 

鄒駿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92%E9%A7%BF%E6%98%87 

 

林之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4%B9%8B%E5%8A%A9 

 

林煥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5%A5%E5%BD%B0 

 

印章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D%B0%E7%AB%A0 

關鍵字 
插畫、、繪本(圖畫書) 、圖文敘事、型染版、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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