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人文藝術課程計畫
B-2 遊藝於木



具體目標-說明

• 大溪為北台灣早期發展的重要商港與木器重鎮，因鄰近復興山區木材產
地，木藝發展已久，在木藝產業上具有一貫化的資源，包含製材廠、加
工廠、木藝店、國寶級木藝匠師以及近年積極推動木藝復興的「木藝生
態博物館」，擁有木藝教學的多元資源。身為大溪學子，若能了解大溪
相關文史特色，學習上會更具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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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標-說明

• 「嵌、刻、繪、烙」為東方傳統木器裝飾的四種技藝。

• 近年來台灣興起木烙藝術的風潮，在台中、北投、嘉義等地皆有相關課程開設，
大溪為木藝文化重鎮，應更有發展此項課程的潛力與資源。透過木烙藝術課程，
讓學生了解烙畫之美並實際進行烙畫創作，進而認識大溪木藝與其他文化產業，
讓在地認同與木藝之美於學生心中萌芽發展。

• 本學期因美術教室整修，因此改採以大溪木器裝飾常用的「雕刻」技法為主要
實作課程，透過製作木刻御守讓學生了解木藝創作的多元面向與美感。



具體目標-目標

• 了解大溪在地文史、藝文發展與特色，並激發學生對在地文
化的認同與關懷。

• 認識大溪木藝，包含發展歷史、加工技藝、美感與特色等。

• 認識「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與「社區整體營造」概念 ，
並能認同自身生活場域，提升生活場域美感與文化價值。

• 認識木烙藝術(木刻)與相關媒材，並實際創作木藝作品。

• 能將烙畫藝術運用於生活器具中，落實藝術生活化、生活藝
術化。



所屬社群 「大溪在地文化」社群

• 美術科：陳家偉老師、郭盈真老師

• 音樂科：洪碩亨老師

• 生活科技科：林建華老師

實施對象

• 高二美術課學生，約420人



教師社群運作細節

• 課程主要由美術科教師規劃執行，不定期參訪大溪木藝生
態博物館及參加各項展覽與導覽活動，將校外資源配合自
身研究彙整為可實際於課堂講授之課程。

• 美術科教師參加校外木工進修課程，並規劃調整成可於課
堂執行之木藝相關創作。

• 辦理「木之旅」教師研習，透過實地參訪大溪木材行與木
器店，了解大溪木材從原木、加工、製成成品的流程，激
盪各科將木材融入課程教學之可能性。

• 與生活科技科技與音樂教師討論將「雷射雕刻機」用於木
藝創作或木製樂器的可能性，並規劃未來三科課程關聯與
銜接的模式。



▲校內美術教師利用課餘參加各項木雕、木烙、拓印等進修課程。

▲定期參與木博館各項展覽，
更新課程內容。

▲辦理木之旅教師研習，參
訪添富製材廠、協大木器、
下街四十番地。



工作內容簡述

美術科:「烙藝於木」

• 大溪文史與藝文: 介紹大溪發展簡史、藝文資產，如老街牌樓、本地藝術家、
建築特色等。

• 大溪木藝與木藝生態博物館: 介紹大溪重要文化資產「木藝」，及近年致力
於復興大溪木藝的「木藝生態博物館」。

• 木藝實作: 透過木材相關藝術創作，讓學生體驗木藝技術及木藝之美，並延
伸至其他類型創作。

音樂科:「聽見木頭的聲音」(尚未執行，預計5月底至期末進行課程)

• 體驗不同木頭材質對樂器產生之音色影響。

• 讓學生操作時下流行的「木箱鼓」，並配合不同材質物品創作敲擊樂表演。



實施內容

• 介紹大溪文史軼事、藝文資產、木藝產業等鄉土知識

• 認識「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與社區總體營造

• 配合當期展覽活動介紹，鼓勵參與木藝生態博物館活動

• 日式御守介紹與木刻御守創作

• 木刻媒材、工具介紹與操作

• 木刻御守實作:陽刻、陰刻、浮雕

• 烙畫創作:烙畫徽章創作



https://www.google.com.tw/maps/@24.8852622,121.2873773,3a,66.8y,110.64h,88.71t/data=!3m4!1e1!3m2!1sUMmJ-j6Cr_WXcgtv5jWSBg!2e0


實施內容

• 介紹大溪文史軼事、藝文表現、木藝產業等鄉土知識

• 認識「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與社區總體營造

• 配合當期展覽活動介紹，鼓勵參與木藝生態博物館活動

• 日式御守介紹與木刻御守創作

• 木刻媒材、工具介紹與操作

• 木刻實作:運用陽刻、陰刻、浮雕等技法，創作木刻御守

• 烙畫創作:烙畫徽章創作



影音/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雕刻時光 2015版.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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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內容

• 介紹大溪文史軼事、藝文表現、木藝產業等鄉土知識

• 認識「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與社區總體營造

• 配合當期展覽活動介紹，鼓勵參與木藝生態博物館活動

• 日式御守介紹與木刻御守創作

• 木刻媒材、工具介紹與操作

• 木刻實作:運用陽刻、陰刻、浮雕等技法，創作木刻御守

• 烙畫創作:烙畫徽章創作



▲介紹日式御守特色與美感表現 ▲本次實作木刻御守、媒材與工具 ▲雕刻工具及安全注意事項



實施內容

• 介紹大溪文史軼事、藝文表現、木藝產業等鄉土知識

• 認識「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與社區總體營造

• 鼓勵參與木藝生態博物館活動

• 日式御守介紹與木刻御守創作

• 木刻媒材、工具介紹與操作

• 木刻實作:運用陽刻、陰刻、浮雕等技法，創作木刻御守

• 烙畫創作:烙畫徽章創作



▲陰刻、陽刻、層次等技法介紹 ▲實際構圖與刻製情形 ▲烙畫徽章工具及成品範例



預期效益

• 參與課程學生能夠透過「遊藝於木」課程，學習木頭於生
活及美學的應用，並配合課程產出二件木藝相關創作與一
件木箱鼓敲擊表演，進而運用至日常生活中，落實藝術生
活化、生活藝術化。

• 學生透過此課程認識大溪在地木藝文化特色與提升鄉土情
懷，從賞析與實作中體會木材溫潤的質感與深具生命力的
美感。

• 並了解大溪本地的校外學習資源，例如木藝產業、文創商
店、木藝生態博物館…等，主動拓展多元學習，進而延伸
至其他文創產業及對自身生活場域的認同與關懷，達到終
生學習的目的。



自我檢核與評估機制

• 部分學生因課程而主動利用假日參觀木博館並與教師分享，可見此課
程能帶給學生更多動機去了解大溪在地文化，且大溪木博館特別注重
教育推廣而經常推出各種活動與導覽，便於學生主動運用校外資源增
加學習深度。

• 本學期改以大溪木藝特色「木刻」作為實作課程，但過程中發現本校
學生手作能力不足，遇到不熟悉的媒材形式時，創作表現不如預期，
反而對木藝創作產生距離感。相對來說，「木烙」雖也是不常見的木
藝創作，但其技法邏輯接近一般手繪，學生容易上手且成品皆有一定
美感表現，會較有成就感而對木藝產生興趣。

• 因此未來實作還是回歸以「烙畫」為主，但木刻技法為傳統大溪木器
裝飾的重要特色，若捨去也甚可惜，因此修正為由教師提供較適合本
校學生創作的圖稿，供學生作簡單木刻體驗即可。





自我檢核與評估機制

S 優勢 W 劣勢

1、大溪木藝文化蘊含深厚，學生有
更多機會接觸木藝相關產業。

2、發展木藝課程對於學校與在地文
化連結有一定幫助，可使學生在
獲得不同於他校的特色學習。

1、大多學生並非在地人，且因課業繁重
假日亦較無時間至大溪參訪，造成課
程理解上的問題。

2、學生手作能力不足，面對木刻等需要
手作及空間理解力之創作時，稍顯吃
力。

O 機會 T 威脅

1、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對於教育推
廣方面極為重視，有較多相關教
育資源可供利用。

2、木藝創作部分因大溪有許多木器
業者可合作，不論在材料及技法
上皆能提供相當建議。

1、高中學成美術課程節數較少，木藝創
作需較長時間教學，會壓縮其他藝術
形式的學習時數。

2、鄰近他校發展木工專科，在設備器具
上更為完整，且學習資源更為豐富，
若將木藝作為學校發展特色，競爭力
較為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