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話題 >>>

54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新北市教育　中華民國106年3月/第二十二期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在國小高關懷課程實踐創客精神
結合木工、美術、音樂的木箱鼓課程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教師　李宗諭

壹、課程緣起

各國中小實施多年的高關懷課程，其特色大

都以多元、彈性、適性、分組的課程設計，讓學

生提高學習興趣及自信，增加到校的動機，增

進對學校的參與及依附，減少中輟發生。因此高

關懷課程進行通常並非一般的讀寫算，較常以

運動課程或實作課程來實施。根據自由電子報

106/01/04的報導，新北市自民國九十三年開辦

高關懷課程，每年均編列二、三千萬經費，經費

及班次均為全台之冠，可見本市對中輟生議題的

重視。

創客則是近幾年的重要議題，創客教育從做

中學、從經驗中學習，並培養學生的良好性格。

創客課程有一助益，就是使學生有機會試探不

限定於基本學科的潛能，進而做為生涯探索之參

考。國小學生的生涯輔導重點，在於培養正確的

價值觀及良好人格，因此高關懷課程也多設計多

元有趣的實作課程，讓學生有不同的學習經驗，

找到興趣，進而達到輔導的效果。

參閱相關論述，筆者思考創客教育的精神頗

能實踐高關懷課程的目的，說明如下：

一、自信及潛能

透過創客課程，學生實際去經驗完成作

品的整個過程，透過動手操作、作品完成及

任務達成的過程中獲得自信心、實踐力，以

及負責任的態度（張玉山，2016）。在國小

現場，當導師希望學生接受高關懷課程時，

常期待學生能從不同於一般的課程中發現出

自己的潛力，獲得成就感，並體驗到成功的

學習經驗。由此，創客課程對學生性格的培

養符合受輔學生的轉介需求。

二、解決問題與責任感

高關懷課程目的之一，在於加強學生學

習與生活適應能力。而適應不良的學生，其

挫折容忍度往往也較低，遇到困難時較會退

縮、放棄或發怒，也被認為較缺乏責任感。

挫折容忍度又與解決問題的效能感與能力有

相當的關聯。創客課程的特色，學生從做中

學、探索式體驗、知識管理與知識遷移等，

能培養對於問題情境的思考與解決，進而解

決生活情境的問題（吳偉全，2016）另外在

創客課程中，學生必須負責自己作品的設計

到產出、品管與修正，分組同學的互助合

作，並且維持課室環境的安全與清潔等，亦

有助於增進其責任感。

三、課程具吸引力

創客教育的課程設計對學生而言大多是

有趣的，因為不同於一般課本的東西，或是

能使課本知識真正被創作出實現，具新鮮感

及趣味性。而高關懷課程也多是設計的具有

吸引力，為了使學生留在課程中，進而留在

學校中避免中輟，有趣好玩是課程的重點之

一。此外，目前在國小階段的創客課程多以

社團課方式進行，高關懷課程也是抽離班級

的小班教學，類似社團性質，有不同於普通

多人教室的樂趣。

筆者曾設計並帶領幾次的高關懷課程，

深感以創客精神融入高關懷課程，對於學習

適應不良、自信心低落、挫折容忍度低的學

生有相當助益。本文為木箱鼓創客主題於高

關懷課程實施之實際經驗分享。

貳、木箱鼓課程實例

一、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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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鼓（Cajon），是一種方便攜帶且

製作成本低廉的節奏樂器，其外型大小、彩

繪、聲響效果等，都可由製造者創造出自己

的風格。DIY中可經驗到包含木工、美術、

音樂等相關知識，故適合設計為創客課程的

主題。且考量高關懷課程學生的特性，從木

箱鼓手作過程的肢體技能、木工裁切拼裝的

精準、嘗試錯誤、合作、彩繪及打擊創作

等，期能使學生從課程中經驗到挑戰與成

就、專注、耐性、創意及互助精神。

學生來源為五、六年級導師轉介適合的

受輔學生，經費來源是新北市高關懷課程計

畫，師資由相關專長教師協同。課程設定為

10次課程，前6次為木工課，第7、8次為彩

繪課，9、10次為節奏課程。

二、木工課階段

木箱鼓DIY的最大部份就是木工課，學

習使用木工材料及工具，經驗完成一項木工

作品的各種流程，對學生而言很新鮮，但也

極富挑戰性。

 (一)製圖與紀錄

在課程一開始就發給學生每人一本

空白筆記本，要求他們紀錄每次上課的

重點，以及學習木工的製圖。小學生木

工製圖的重點在於清楚表達即可，如裁

切木板的尺寸、數量及簡易的完成圖。

在過程中可發現學生們大都有效完成，

而透視圖的畫法則較有挑戰性。

(二)裁切與打磨

裁切的重點在於耐心及細心。高關

懷學生們大都好動活潑，肢體出力的活

動不是問題，但因裁切木材必須先在木

板上精確的劃線，然後專心的使用鋸

子，稍有不注意就會切歪，一點點偏差

都可能造成無法修復的結果，對於專注

力有很高的要求。而切割好的木板要經

過修邊、打磨，看著學生認真的磨著自

己的木材，能感受到他們的專注投入。

(三)拼裝

 這個階段是木工階段中最困難的

部份。學生必須學會用夾具及木工膠接

合木板，必須要考量各板材間的接合角

度、時間、力道大小等。且拼裝的品質

依賴前面裁切得好不好，有不少學生試

了又試，失敗又重來，或且回頭去修之

前切不好的板材。挫折容忍度的挑戰此

時最會被看見，也是教師需要輔導的機

會點。

(四)調整聲音

木箱鼓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個人

能做出屬於自己不一樣的聲音。木箱鼓

聲音特色來自於木箱內加裝小鼓響線、

吉他弦、金屬小物等，能做出不同的聲

音，而這些東西與打擊面板的接觸方式

也會改變聲響效果。學生們必須思考、

多多嘗試、不停拆裝，最後創造出自己

喜歡的鼓聲。

三、彩繪課階段

專屬自己的木箱鼓，上面就要有專屬自

己的圖騰，在木箱鼓本體做好後，由美術專

長教師協同帶領學生完成木箱鼓彩繪。

(一)設計圖騰

學生先在筆記本上設計好自己的圖

騰，靈感來源及設計參考必須自己利用

網路找尋，甚至有的學生使用電腦繪

圖。令人眼睛一亮的是，學生所設計的

圖騰多是具搖滾精神的圖案，在木箱鼓

上面非常有力量，可見學生在設計時亦

考量設計與作品的關係。在過程中，與

學生討論設計的理念為何時，發現大多

指向一個重點：展現出自己想要的。這

裡能感受到創客精神中自主性的展現，

也是受輔學生一次表達自己的機會。

(二)著色彩繪

將設計的圖騰畫在木箱鼓上面，又

再一次的挑戰學生的細心專注。由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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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廣告顏料，畫在木材上是不易修

改的，學生除了要學會彩繪工具的使

用，還要認真的執行，才能真正將設計

在紙上的構想完成於作品。這個階段是

本課程中學生最專心的時刻，最後大家

也很滿意自己的創作，感到相當有成就

感。

四、節奏創作

鼓做好後，接下來就是音樂教師帶領學

習打擊及創作節奏。打鼓又是一種肢體配合

的活動，又能增進專注及情感表達，頗適合

本次課程的學生。

(一)基本練習

從基本的打擊手法開始，慢慢的練

習各種基本節奏，一步步培養學生對打

鼓技巧的掌握。熟悉後開始合奏練習，

這時學生必須認真傾聽他人，又要打好

自己剛學會的技巧，對於學生是不容易

的，也是克服困難及團隊合作的經驗。

(二)節奏表達

藉由打擊節奏的創作，使學生能發

揮創意，從節奏中表達出個人的情感。

進行的方式為一部份學生打頑固節奏，

由一人打出自己的創作，輪流進行。除

了打擊節奏時的專注、情感投入外，也

讓學生在合作中展現創意，體會音樂的

美好，表達出自己內在感覺的律動。

肆、課程反思

以木箱鼓課程在國小高關懷課程中實踐創客

精神，筆者有下列幾點反思：

一、課程難度

創客精神的核心之一是克服困難，即找

出方法解決遇到的問題。但若是製作中的某

一步驟的難度太高呢？例如本次課程中將木

板拼裝成木箱的步驟，似乎對於小學生難度

過高，更何況是挫折容忍度較低的受輔學

生。此時，教師不吝從旁協助，展現對孩子

挫折的包容與支持，並促進學生身為創客身

分的自我認同，提高對於完成作品不願放棄

的動機。

二、多元學習潛能

本課程結合木工、圖騰彩繪及節奏打

擊，其中木工須應用數學中尺規作圖技巧，

圖騰設計須配合電腦應用能力，而節奏打擊

則是視覺、聽覺與肢體技能的綜合運用。學

生們一方面嘗試了不同知識的學習，另一方

面也統整應用這些不同知識，且在製作過程

中與人合作交流，經驗到多元學習潛能的發

展。另外在過程中能發現受輔學生的基礎學

科能力不足的地方，例如尺規測量與作圖的

技巧不足，亦剛好能在實際應用中補救教

學。

三、成就感

做出一個成品的成就感，是創作者最快

樂的時候，也是持續精進的動力。當看到學

生們在完成一個階段，或作品完成時的滿足

表情，著實令人感動。創客課程使他們一步

步的完成自己的目標，每一小步有小滿足，

每一大步有大滿足。筆者想起一位輔導界的

前輩曾說：「不是失敗為成功之母，而是成

功為成功之母」，或許參與高關懷課程的學

生需要更多的成功經驗，有促提升其自我價

值。

四、人際能力

創客課程中有一項特色，就是團隊合

作、互相分享，達到與人共好的境界。本課

程中有相當多的時刻必須互相支援，例如圓

錐刀切割或打鼓合奏等，因此學生能從中經

驗到與人合作。又受輔學生中有的人對於與

人際議題相當敏感，可能動不動就把氣出在

別人身上，此時便是很好的機會教育及良好

人際關係的再經驗。實際觀察發現，學生對

於合作完成作品的配合度是相當高的，但對

於如何用語言清楚溝通訊息的能力需要再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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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秩序規範

上課中因興奮而失去秩序是國小學生常

發生的情況，更何況是活潑好動且參加有趣

好玩創客高關懷課程的學生們。維持秩序是

一開始免不了的重點工作，因為安全是最基

本的要求，鋸子、五金工具、木板等，隨時

都可能造成危險。又教室環境的整理收拾，

亦是創客課程中所強調的負責任及公民素

養。此外，良好的秩度要求也能使學生感受

到團體規範，在心理層面提供安全感，增進

團體凝聚力。因此筆者認為，考量安全及團

體動力因素，高關懷課程的實施以小團體方

式進行的確較恰當，特別是融合創課教育

時。

六、未發表的遺憾

通常創客教育課程的最後，與其他人分

享成品是重要的一環，因此會舉辦公開的發

表會，而這也是創客課程中所重視的公民行

動。但本次由於考量高關懷課程成員的特殊

性，加上沒有充分的時間練習，因此很可惜

的沒有發表的機會，期待以後有機會能完

成，讓學生站上更大的舞台。

伍、結語

創客課程的實施，教師需對學生的自主性、

學習進展有更多的彈性，給予學生適度的挑戰，

有耐心的指導。對於參與高關懷課程的學生，因

課程更重視學生的輔導甚於課程的完成，教師需

有更多的包容與鼓勵，也使學生感受到更正向的

依附經驗。本文希望藉由分享實際課程的經驗，

嘗試連結高關懷課程及創客課程，期待未來創客

教育精神與高關懷課程輔導有更多的激盪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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