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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國小傳統藝術課程觀

壹、百年老校風華現傳統藝術在板橋

板橋國小自102年起積極投入藝術教育的推

展，將藝術與人文領域與學校本位課程──「文

化板橋」結合，大力推展傳統藝術「剪紙」與

「藏書票」課程，恰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規劃

的「新北5藝思」中的傳統藝術契合。

經過多年推行，在校內專業的藝術人文教師

的帶領下，學生的成果無論在質與量均有顯著的

提升，屢屢在剪紙與藏書票比賽中獲得優異的成

績。因此104年與105年板橋國小均獲得新北市藝

術教育貢獻獎的肯定，榮獲為藝術教育推動績優

學校。

貳、板橋國小的傳統藝術課程

一、剪紙課程

本校剪紙課程是從林本源園邸的漏窗藝

術之美延伸而成。一到六年級循序漸進，教

導學生各種摺法、剪法與圖例，運用剪紙的

技法，設計構圖、製作作品，讓學生享受手

做之樂並結合創意巧思，設計成獨具個人風

格的剪紙作品。

課程中亦搭配節慶，並讓學生動動腦，

親手製作新年佈置家中的飾品，也從活動中

讓學生獲得參與感和成就感。同時，剪紙活

動所需之工具與材料，簡單容易取得，製作

原理易學易懂，作品不僅美觀實用，且還富

紀念的意義，更能讓學生領略中國文化藝術

之美。

二、藏書票課程

藏書票可以說一種小型的版畫，過去西

方貴族會在書籍上印上這類的印記，以確保

書籍的安全。而其所運用的雕刻技法，正與

校園內的枋橋建學碑相呼應，因此一直為本

校重點推動的課程。

從一年級利用珍珠板以鉛筆刮印，到六

年級以雕刻刀雕印橡膠版，以螺旋式的課程

規劃，讓孩子於小學六年接觸到不同種類的

藏書票。透過課程不止讓學生瞭解雕刻藝術

之美，也體略古人珍惜圖書之感。

參、板橋國小傳統藝術課程觀

綜觀板橋國小藝術教育的課程觀，大致可分

為幾部分：同時學習原則、做中學理論以及課程

組織規準，以下就這三種課程觀與本校傳統藝術

的課程做簡要的介紹。

一、同時學習原則

克伯屈（W. H Kilpatrick）的同時學

習原則區分課程目標為主學習、副學習、附

學習三者。主學習為學習時所欲直接達成的

目的；副學習係指相關知識或技能的學習而

言；附學習則指有關的理想和態度的學習

（黃政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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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剪紙課程設計架構圖

圖2　藏書票課程架構圖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 教育現場

77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新北市教育　中華民國105年12月/第二十一期

板橋國小的剪紙課程，主學習的部分則

是指剪紙的技能、襯色的運用等，副學習則

是與窗花的歷史和吉祥圖的意義有關，附學

習則就進而領略古蹟與文化藝術之美；藏書

票課程主學習是以藏書票的製作為架構，副

學習是認識藏書票的歷史，附學習則從雕刻

藝術之美，進而體會古人對圖書珍惜之心。

二、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蘇永明（2015）認為杜威的做中學適用

在各種藝能科的學習，因為藝能科基本上都

需要讓學生從實作中學習。板橋國小傳統藝

術課程就是讓學生在參與活動中學習，學生

藉由親自的體驗與參與達到經驗的改造，進

而達到藝術啟迪之情意與藝術創作學習的目

標。

像是板小的剪紙課程結合學校本位課程

「文化板橋」，透過對林家花園之認識如認

識窗花的歷史，延伸至做中學的剪紙活動，

再從行動中學習剪紙，又從剪紙的活動中體

會窗花的美感。符合透過參與活動讓學生學

習的精神。

而藏書票課程則透過校內枋橋建學碑的

雕刻技法，作為教學的引起動機，再由認識

建學碑的雕刻技法到運用於藏書票的設計，

讓學生在做中學的過程瞭解雕刻藝術之美

外，也能體會古人珍惜圖書之感。

三、課程組織規準

泰勒的課程組織規準包含了順序性、繼

續性、統整性三項。順序性係指「每一繼續

的經驗雖建立在前一經驗之上，但應對同一

題材做更廣、更深的處理；繼續性，則指課

程中包含的因素在不同學習階段予以重複；

統整性指課程因素的橫的聯繫或水平的組織

（黃政傑，2008）。

板小的剪紙課程每個年級都有不同的學

習內容，到了中高年段，更開始運用所學進

行運用與設計，符合順序性中，對同一題材

做更廣、更深的處理。同時剪紙的元素在不

同學習階段予以重複，例如對摺剪運用於低

年級；基本型應用於高年級課程。除了藝術

人文課程外，亦結合社會課程走訪林家花

園，及資訊課程查詢林本源資料及簡報製作

等，進行課程橫向的聯繫。

此外藏書票課程每個年級從雕刻板的使

用、刮印刻印方式等教學內容逐年加深加

廣，具備順序性；鉛筆刮印與雕刻刀刻印則

貫穿各年段，符合繼續性的概念；統整性則

以枋橋建學碑為主軸，結合藝術與人文的藏

書票製作與國語課程中的書法課程，進行橫

向聯繫。

肆、小結

透過課程觀的檢視，更能了解課程設計上的

優缺點。但除了規劃外，更應落實在教學中，唯

有透過教師的教學反思與學生的學習回饋，方能

持續修正與精進，讓課程的架構與規劃趨近於完

善。

板橋國小這些年來在傳統藝術的課程上秉持

著堅持，將傳統藝術扎根於孩子的日常生活，逐

漸的也有了初步成果。看到板小的孩子透過課堂

的教學，認識傳統藝術，也找到屬於自己舞台，

在各項競賽中持續發光發熱，即使畢業了也繼續

參與傳統藝術創作，這就是對教師最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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