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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龍泉

摘要

 落實高申職社區化教育政策的「構建多元、適性、創意思考的教育環境」

 和「營造適性學習社區化」二大理念，創意課程將成為關鍵的推手。本文旨在

 研發高中職社區化方案之「琉璃藝術」和「創意課程」關係，並以wi^esc和

 Bon^^的組織、概念、結構、知覺化及運用等五大技巧來探討教學實施及限制

 因素。此創意課程適合各種層級的教學，例如高申職社區化學校、職業學校及

 社區大學。

 關鍵詞:高中職社區化、琉璃藝術、創意課程。

 AbSt「aCt

Denln^te^y, Creat^ve Course Shou^d prov^de b^g hands to fulnIll the Community h^gh

schoo^ Concepts, Wh^ch inc^ude "build^ng d^verse, adapt^ve and Creaf^ve th^nk^ng Of

educationa^ env^ronment" and "construct^ng a learn^ng Community". The ma^n Purposes

of th^s artic^e is to research On the re^at^onsh^p between g^ass art and Creat^ve Course by

us^ng Of the h^gh Community Schoo^ Project, and to exp^ore teaching pract^ce and Iim^t by

uSing Of the five techn^que of Wilesc and Bond^, i.e. Organ^zing, Concept, Structure,

 Perceptua^ and app^y. It's su^ted 6or Various layer Of teach^ng,^．e. Community h^gh Schoo^,

vocat^on h^gh Schoo^, Co^nmunity un^versity.

Keywords: Community high Schoo^,g^ass 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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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社區化創意課程-@@「琉璃藝不 啊」

亡口

 ，一川了
 、
月

士官且

 高中職社區化用意無非是結合「就學社區」與「社區化」兩種涵意;讓學生就近

 入學，並且學校溶入社區生活圈成為密切的資源共享，促進學校運用社區資源來提升

 教育內容與品質，同時推動學校成為社區的學習資源中心，共同達成社區總體營造的

 理念，更重要的是形成一個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及職業學校的總體就學社區。根據這

 種理念，高中職社區化的推動，除了中期的教育資源調配、課程統整、適性發展、評

 鑑、獎勵補助及資源整合等各項措施外，其後期的強化學校與學校及學校與社區間的

 關係，進行整合型招生、課程及設施共享，創造以學生為本位的課程與環境，讓每位

 學生能夠接受適合的課程，得到適性化學習(李坤崇等人，2002，李坤崇、莊雅慈，

 2003)。因此研發創意性課程是高中職社區化推動方案的關鍵課程規劃之一。

 貳、精密鑄造夕去與均汽璃藝彿于的磅罰係、

 一、精密鑄造法

 一般精密鑄造法可包含山陶瓷殼模鑄造法(^eram^c Shell mo^d ) > (2)陶模鑄造法

 (Ceramic mo^d process) ^ (3)石膏模鑄造法( P^aster mo^d process ) ^其中陶瓷殼模法

 及石膏模鑄造法是利用蠟、保利龍等消失性材料來製作模型，其中採用最廣、最普通

 的是臘模，又稱脫蠟鑄造法( Lost wax process )    (張晉昌，1993)。脫蠟鑄造法是利

 用預先製作完成蠟模，並與蠟質澆道組合成為蠟樹後，將調配完成耐熱石膏漿灌入蠟

 樹四周圍，待其硬化後，利用蒸汽將耐熱石膏模內蠟熔化流出，再將耐熱石膏模放入

 預熱爐進行水份去除與預熱(750°C~l00O°C)，緊接著將預先熔化的金屬熔液或玻璃

 熔液澆鑄進入模穴內，待其凝固後，進行後加工處理(Tsao, Chuang > 2003)。其中

 澆鑄玻璃材料時，必須特別考慮到退火過程，以免熱應力造成玻璃破裂。

 二、琉璃藝術

 玻璃是經由熔融、冷卻、凝固的非結晶無機物，除非特定條件下可形成結晶態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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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具有透明、堅硬、良好的耐蝕、耐熱以及光學性質，能加工成型各種製品或藝術

 品(西北輕工業學院，1991)。早在東周時代已能製造含有氧化鉛和氧化鎮的玻璃飾

 物，與其它國家的古代玻璃有明顯的區別，典型作品是玻璃珠。中國玻璃發現是在煉

 丹過程所形成像是玉，又不是玉的「謬琳」，謬琳本義指美玉，玻璃又稱「謬琳」、「流

 離」、「琉璃」，而謬琳轉音為「流離」、「琉璃」(韓韓，1998)。一般市面容易採買之

 玻璃種類有鈉玻璃、鉛玻璃、磷玻璃、棚玻璃，例如鈉玻璃成份:石英砂

 (^iO^) ?70^75% ^碳酸鈉(Na^C^,)—^4^16%^碳酸鈣(^aCO^)一6^8%石灰石

 (^aM^CO^) ?2^3%。鉛玻璃成份:石英砂(S^O^)少於60%、氧化鉛(PbO) ?24%

 以上、碳酸鉀^K^C^^)—^^12%、氧化鋅(ZnO)一1%、三氧化二棚(B^O^)—T1%?

 當氧化鉛(PbO)含量達到國際標準24%時稱為水晶玻璃(^rysta^)，又稱琉璃，其

 化學性最好，並且與普通玻璃(鈉玻璃)相比，具有比重大、折射率大以及硬度高。

 水晶作品能透射出光線具有五彩六色，又稱光學玻璃( Opt^ca^ g^ass )。玻璃藝術的技

 法可分為1．冷加工(固態)^噴砂、磨刻、腐蝕及高分子彩繪，2．溫加工又稱半凝固

 加工:拉絲。熱塑成型、吹製、低溫彩繪、高溫彩繪及粉末燒結，3．熔化加工:澆鑄、

 脫蠟法(西北輕工業學院，1991)，其中一般玻璃脫蠟法，主要針對形狀複雜藝術、

 高光學性質、高成本的琉璃。玻璃藝術之脫蠟技法可稱為琉璃藝術。琉璃藝術是利用

 消失性材料進行製作模型、組蠟樹、倒入耐熱石膏、待其凝固後，再進行蒸汽脫臘，

 再將適量的琉璃材料直接置放於耐熱石膏模穴之澆口杯內，直接置放於加熱爐內除除

 加熱到^^^。C，讓耐熱石膏進行水氣去除、琉璃軟化與熔陷，待其熔融琉璃液體充滿

 地流入模穴，緊接著進行凝固與退火，待其降溫到室溫時，再進行相關後續加工處理。

發展琉璃課程起因

 製， 作琉璃作品的技術與鑄造科之脫蠟鑄造實習課程具有許多相同之處，因此本科

 於89學年度下學期進行相關課程與教學研討會議後，本科八十九年度前是典型鑄造

 課程，如表工所示(南港高工，2000)分為理論與實習等兩類課程，實習課程包括基

 礎鑄造、脫蠟鑄造、精密鑄造、綜合模型製作及藝品鑄造等實習課程。鑑於社會進步、

 公共藝術推動和「藝術源於生活，也融入生活」觀念溶入職業教育體系(呂燕卿，

 1999)。將90年度鑄造科課程手冊修正成如表2所示(南港高工，2001)推動休閒藝

 術課程包含休閒藝術實習、琉璃鑄造實習、專題製作、陶藝貿習進階1、11及琉璃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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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實習1、11等課程，課程內容涵蓋雕塑、造型和琉璃專業知識，成為本科發展特色

 目標之一。

 	表1、臺北市立南港高工89學年度鑄造科課程手冊		
 抑""	吾卜言丁牙斗目	「"。"'一""	
 	必修(學分數)	必修(學分數)	選修(學分數)

 去弄，、孝言J里士小、。"^	機械力學1、叭4)鑄造學1、11(4)機械製造1、叭4)機件原理1、11(4)機械材料1、11(^)	1-一-一-一	精密鑄造(2)工廠管理(2)電工大意(1)熱處理(1)機械設計大意(2)
 匕	日基礎鑄造實習1、11(8)鑄造實習1、11 ^ I^^(^^)機械製圖與實習(4)精密鑄造實習(6)	綜合模型製作實習1、11(6)脫蠟鑄造實習(4)藝品鑄造實習(4)一"@@‥@@"^"一	基礎造型實習1、11(4)電腦輔助鑄造實習1、11(4)
 	，]、言t        (56)	，乙、言t (I^)	預開學分1^)

 表2、臺北市立南港高工90學年度鑄造科課程手冊

 再	吾卜言丁禾斗目	一‥"‥"才交言丁科目"一""""一一"""	
 	，于必修(典分數)"""""""一	必修(學分數)	選修(學分數)

 專業理七八-	機械力學1、11(4)鑄造學1、叭4)機械製造1、11(4)機件原理1、11(4)機械材料1、11^)	""一"一一	︶4︵I︶ I8  、︵ I﹂I  皆、︶LI侈進修導導: ．選輔輔業學學專升升械業業機專專

 ｜口	基礎鑄造實習1、11(8)機械製圖與實習(4)精密鑄造實習1、^^(6)專題製作實習1、^1(6)材料試驗實習(3)琉璃鑄造實習(3)藝品鑄造實習(3)特殊鑄造實習(^)	木工綜合實習1、叭6)電腦輔助鑄造實習1、叭4)材料科技應用實習(2)	生活科技實習(2)休閒藝術實習(2)電腦繪圖實習1、叭4)陶藝實習進階1、11(8)琉璃製作實習1、11(8)金屬藝品實習1、叭8)
 	，了、言t (56)	，]^^^ ul^^	預開學分數(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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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疹L。琉璃藝術」嗆吋意課程的發展理念

 因應教育部推動高中職社區化的理念，讓教育普及化、多元化、社區化及終身教

 育，並發展適性學習和創意思考的教育環境，促使有限教育資源能發揮其效能(林明

 地，2000)。評估「港松學園」內的其它高中職學校課程，並無相似或相同課程。依

 本科學生的喜愛及多年教學經驗分析，「琉璃藝術」課程對於社區化活伴學生是新穎

 的、有趣的、吸引力以及製作過程申需經常思考與創作。因此，嘗試性地將創意思考

 教學技巧與琉璃藝術課程結合成「琉璃藝術」創意課程，分享、落貿於社區化教學和

 教師研習活動，特別強調創課程具有創意思考、整合、活動化及生活化，讓研習教師

 或學生透過感受、創造設計、體驗、分享與享受新的創意課程。

 一、琉璃與創意課程關係

 創意的根源即是一連串聯想的歷程，以產生新的內容或是新價值的行為或行為的

 產物。根據Gu^fOrd(^^56  > 1977)提到創造力是經由認知(^ogn^t^on )、記憶功能

 (^emory )、擴散性思考( D^vergen^)、聚斂性思考( Converge^]^)、評鑑性思考

 ( Fva^uation )等五大心智活動運作型態，統整聯想力與想像力所構建而成的創意思

 考。C^ark也闡述創造力是強調統合模式(The Intergrat^ve Mode^)，其涵蓋範圍:思考

 (Th^nking)^情感(Feeling)^敏感(^ensing )及直覺(^ntut^ve) 0在1999年Rober&Todd

 提到創意的兩個必要條件是新穎(Nove^)和恰當( Appropr^at^)   (胡文淵，李傳房，

 2003)。從這些學者專家對創意思考的M述，「琉璃藝術」創意課程包括視覺創意與

 觸覺創意兩大領域;視覺創意的根源即視覺藝術或是視覺設計的創造能力，如設計與

 素描。雕塑是融合雕刻和塑造技法，實際上它是空間藝術之觸覺藝術，將其形態的質

 惑、色彩、空間和時間的因素等構建成三度空間造形。另外，近代加入動態、聲音及

 光線的效果，成為新穎的四度空間造形藝術。觸覺創意課程即是藉由各種不同的材

 料，將人的思想、感情、轉移到立體空間(由三度到四度空間)的一種造形藝術，並

 藉由豐碩的量塊結構，通過質感、色彩及動感的顯現，表現作品內涵的力量，使觀賞

 者獲得視覺及觸覺的滿足(林盤聳，1984)。「琉璃藝術」創意課程既是統整視覺型

 創意與觸覺型創意兩大類的創造力。簡單說之，「琉璃藝術」即為玻璃藝術之一，利

 用具有高溫融化的琉璃的特性，透過人為的視覺創意與觸覺創意的思考以及雕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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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並結合琉璃獨特光學性質，經過窯爐燒成而賦予特有價值與美感的行為，如再藉

 由光線或是與其它相關媒材料的配合，琉璃藝術創作呈現自然的生命藝術。本研究認

 為「琉璃藝術」創意課程是整合性的知識寶庫課程，並且可作為思考訓練的方法，先

 藉由「視覺創意的符號化思考歷程」模式中的運作，再整合運用觸覺創意的感受，所

 發展出有系統、效能最佳化作品的創意教學活動。除了美學藝術觀點外，另需要了解

 材料特性、技術及人文學科等領域的基礎，進而強化創意課程的獨創性。

 二、「琉璃藝術」創意課程設計理念

 根據1949年泰勒(^．W．Ty^er)所提課程設計與執行，將面臨問題有四個問題^(1)

 學校能達成何種教育目的? (2)教師教育經驗可提供學生達成這些目的?(3)如何有

 效地組織這些教育經驗?(4)師生與學生是否能達成這些目的?從這些教育目標，透

 過選擇教材、列舉內容、發展教學程序、以及準備測驗和教學評量。讓學生在這過程

 興起另一種變化。

 「琉璃藝術」創意課程的設計理念，必須應符合上述四個層面問題:(^)啟發創

 意思考的能力。(2)研究者經多年創作思考經驗與理念引導學習者。(3)設計出一套完

 整的創意過程，能有效地組織琉璃藝術的經驗。(4)建立一套有效的評量學習效標(李

 大維、王紹明，1989，黃政傑，2000) 0

 三、「琉璃藝術」創意課程教學的內涵

 根據創意教學六種特質的涵義來闡述琉璃藝術創意課程特質(王其敏，1997 ^

2001)

 (1)教學目標:在了解琉璃的關鍵特性之下，創作作品形態空間。

 (2)教學教材:國內並無專門教授琉璃藝術技術等教材。但，新竹玻璃博物館、

 琉園或琉璃工房等機構有出版一些玻璃或琉璃作品集，只提到部份專業知識。

 本科或研習課程之專業知識則採用自編教材及口述傳授方式。對於鑑賞課程，

 則借重外國網站作品或上述機構所出版的書籍，進行鑑賞教學與分析。在不影

 響創作思考情形下，這些作品只提供學生創意思考起源及自由發揮想像、創作

 琉璃作品。

 (^)教學歷程:創意思考過程是建立於靈活、有趣的教學歷程，同時避免單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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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化，以免學生學習過程一致化。

 (4)教學評量:創作琉璃作品因人而異，成果會有所不同感受，以宜彈性的方式

 和欣賞的態度來做評量，避免以規格化或標準化的評鑑。

 (5)教學氣氛:營造以學生為主的創意空間，在和諧、自由、安全的情境，激發

 學生興趣及鼓勵學生表達，並且接納不同創作想法與意見。

 (6)教學方法:創意思考教學是在推動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並配合教學方法，

 讓琉璃藝術有別於其他課程教學。

 四、「琉璃藝術」創意思考的教學技巧

 根據1980年Wiles & Bon^^提出一套影響創造力教學的五大部分策略技巧，分別

 是「組織技巧」、「概念技巧」、「結構技巧」、「知覺化技巧」、「運用技巧」(陳

 慧霞，2003)，其懷邦(^iles &Bond^,1980)創造力教學模式如表3所示。將其策略

 技巧應用於「琉璃藝術」創意課程，其敘述如下:

 (0)組織技巧

 這技巧應用於「琉璃藝術」創意課程，教師必須給予學生多而豐富的雕塑及琉璃

 等作品題材與資訊，讓學生自行組織或建構，將這些信息轉化成可用的資料，並藉由

 學生的思考、統整其構想與特質，引起自我導向問題的思索，減少思考的差距和停滯，

 以利解決草圖設計。另外，在關鍵性問題時教師給於提示，使學生解析資料、解決與

 連結。將所獲得的訊息分析或綜合成可處理的項目或要點，以便用來界定或限制主題

 探討的基本範圍，使琉璃創作主題更清楚。進而推廣延仲現有資料的形式、性質，並

 能將資料的原理、規則、方法更新或推廣到月叮的層面，進而發展出新的用途。此創意

 教學的技巧統整包括; a．組織資料(^「gan^z^ng Bu^^d^ng )，b．建立語彙(^ocabu^ary

 Bu^^d^ng) 'c．自我導向問題(^sk^ng Se^f^d^rect^on Quest^ons ) ^d．關鍵性問題(Ask^ng

 Cr^t^ca^ Quest^ons)   le．界定問題(Defln^ng Prob^ems)   ^乙推廣延伸(Genera^^z^ng

 Beyond t^]e Immed^at^)等六項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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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懷邦(Wi^es及Bond^^^^80) ^^u造力教學模式

 匣三	技巧	內容項目

 l	組織的技巧	1．組織資料( Organizing Data )2．建立語彙( Vocabu^ary BuiId^ng)3咱我導向問題(^sk^ng Se肛d^rect^on Quest^on )4關鍵性問題(^sking Critica^ Question )5．界定問題( Defin^ng Prob^ems )6．推廣延伸( Generaliz^ng Beyond the Immed^adte )
 2	概念的技巧	2，了角卒芽手關聯( UnderStand^ng and ASSOC^at^On )3．組合奧丰丰孚矣巨合(G^．OUp^ng-RegrOUp^ng )4．九多月走^9元念( DeVe^Oping COnCeptS )一二^^^一^^一一一一^一
 3	結構的技巧	lA芋知覺簡化為符號2．意象的運作(Imnagery Man^pu^at^on )。(Compact^ngPerceptionstoSymbo^s)^3．建立模式(Mode^-Build^ng)4．符號式的思考(Symbo^^c Th^n血g)．．，
 卜｜	知覺化的技術	一2■芙盞二止;系吉才蓋(Mapp^ngStrUCtUreS)3族^口磺士的審^羊見(PerCeptUa^SCann^ng)""""一"
 亡二	運用的技巧	1．延緩判斷( Deferred Judgment while Appra^s^ng )2刻意扭曲資料(Purposefu^ D^stortion Of Data)3伯由聯想(^antas^zing from Data Sources )
 (2)概念技巧

 藉由研究琉璃作品之間相互關係，探究這「琉璃藝術」的功能、條件或共有特質

 的關係。並且尋找關聯(Understand^ng and Assoc^at^on)進而了解、重組合再組合

 (Group^ng-Regroup^ng)，將相關的事物聚合，並分類將既存的關係，再連結成新的概

 念或形式，發展新的概念(Deve^op^ng Concepts)並利用語言、文字加以詮釋於創作琉

 璃作品的理念。

 (3)結構技巧

 將創意思考的知覺簡化為符號，並經由意象的運T^(Imagery Man^pu^at^on)，同

 整出個人的創作風格，發展出一套創新的思維，並藉由新的「琉璃藝術」創作，進而

 將新的符號化思考(Symbo^^c Th^nk^ng)傳達新的創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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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知覺化的技巧

 透過教師說明及操作示範，學生可經由詳細地觀察評估各種琉璃製作的裝置與設

 計的形式，並經由創意思考其琉璃與造型的關係，以知覺探討熟悉和不熟悉的事物，

 逐漸地詳綑審視其琉璃特質。

 (5)運用的技巧

 探討各種琉璃創作與製作過程之間題，將視覺創意、觸覺創意、琉璃製作技術及

 後續效果所共同生成之結論性的問題，在延緩判斷情形下，自由聯想統整經驗和思

 考，以不尋常的思考來發展新的琉璃作品。

 五、「琉璃藝術」創作的評量方式

 創意評量方式有許多學者提出，例如Gu^^6Or^所提出擴散思考測驗是採用智力結

 構為基礎、以及結合因素分析法來判斷認知領域的流暢性、變通性、獨創性及精密性

 的創意思考評量法，此評量方式可用於「琉璃藝術」的專業知識部分評量;另外，

 ̂ae托^e等人用二因子論之獨創性(Ofig^na^ity)與可行性(Feas^b^^ity)提供簡單模式

 的創意評估(鄭正清，1992)，獨創性即是能有獨特的見解能力呈現超常表現行為，

 例如:教師給於作品主題後，學生能山繪畫或設計出許多不同主題作品草圖，(2)能

 雕塑出不同型態的作品，(3)能修飾、添加或變形蠟模之二度創作，(4)能置放琉璃塊

 於澆口杯上，可以想像不同顏色琉璃塊所形成琉璃作品情形，(5^後加工處理的霧化、

 亮面處理或這兩項混合式的創作，(6)琉璃作品完成後，與其他美材進行新的創作。

 可行性即是在費用、設備、空間及時間的考量下，完成琉璃作品創作。另外，還要考

 慮到琉璃材料的特性;例如山作品外型是否太多尖角，或是厚度突然變化，將可能

 造成破裂，(2)作品某些部位的厚度太薄，(3)作品大小與加熱曲線不搭配，將造成熱

 裂或填充不完全，(4)琉璃塊置放方式不佳，將造成琉璃作品殘留許多氣泡，或是琉

 璃材料流到耐熱石膏模外部。(5)置放琉璃體積與模穴體積不成比率，將造材料的浪

 費。本「琉璃藝術」創意課程的評量，除了採用二因于論之外，其情意領域部份;教

 師可透過對觀察學生的上課情形，留意學生們是否出現這四種態度的特性;□富好

 ̂^^b (Cur^osity)  ^ (2)喜愛想像(rmag^nat^on)  ^ (3)敢於挑戰(Comp^exity)  ^ (4) ^

 於冒險( R^sk-tak^n^)   (陳龍安，1995)，此創意評量方式是否合於創意的人格、創

 意的歷程、創意的作品及創意的環境等四大層面的要素，讓學生培養藝術知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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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其積極參與創意活動，提昇藝術鑑賞能力，陶冶生活情趣，並以啟發藝術潛能與人

 格健全發展為目的，其創意評量的理念如表4所示。

 表4、創作評量的理念

 唾	名稱一一	一-一-"。'口	內力往1旨

 認知領域	流暢，性(fluency)一"^"	指產生大量構想的能力;流暢夕的思考(想起最夕的……)"""一""""^""""	即在一定時間內所有相關反應的總和，反應次數越多表示流暢力越高。
 	變通性(flex^bil吋)	""。""""。""乙蓄翠的思考(對…^採取不同的途"")刁1。。工	即在一定時間內所有反應聯想種類的總和，反應種類越多其變通力越高。
 	4蜀嗆．^，^生( Or^g^na^^ty )	指能想出與眾不同或很少人能想到的見解能力，呈現超常表．現行為;獨創的思考(以新奇，而獨特的方式思考)^	即在一定時間內獨特想法之總和，分數越高其獨創力越高。
 	精密，r生( e^abor洲on)	'""。""""^^之程度^精密的思考(對^有所增益)	即在一定時間內的反應之基本條件以外，附加其它細緻想法之總和，分數越高表示精進力越高。
 	可行，r生(^eas^b山叮)	指個人創意思考想法能合於實'際關係;合於創意思考(對‥…能合於可行)	即在費用、設備、空間即時間關係，其創意想法可於執行。""一"
 ｜	勇於冒險(R^sk-tak^ng)	指在複雜的事物中採取批評，及辯護自己的想法及觀點;冒險^^ (能夠勇於……)^""""一	即勇於面對失敗、猜測或批評
 	敢於挑戰(^omp^exW)	指積極找尋各種可能，^生;勇於創造新的創意。挑戰^^;   (能面臨，…‥的挑戰)"""一""""一一一一	即能夠自雜亂中理出秩序;願意探究複雜的問題或主意。
 	富女子召上^ti( C^^r^osi叮)	指富有尋根究底的精神，能周旋到底，以求徹底了解;好奇^^i (樂於……追求)	問題;肯深入思索事物的奧妙;能把握特殊的徵象，觀察其結果。即願意接觸曖昧迷離的情境與^
 	喜愛想像(^^naginat^on )	指能將從未發生過的各種事物想像加以具體化;想像^^ (富於……的能力)	依憑直覺的推測，能夠超越咸官及現實的界限，想像加以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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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禿璃姦乙彿于」嗆吋意言果禾呈的實方乞噬士問堤夏分析 吞^u、""

 一、對象相關特叫生分析

 本創意課程針對本科學生、北市高中職學校藝能科教師、成人教育班及港松學園

 學生，其分析如下:

 (a)北市南港高工鑄造科分析:

 具有全國高職鑄造工場場地最大及設備極為完善，有電腦、鑄造、材料試驗、精

 密鑄造、金工、陶藝及琉璃藝術等工場，師資均達碩士級以上，另有多位教授級的老

 師(博士學位)。目前本科男女學生共有三個年級六班214位學生(女生17位)，其

 琉璃藝術配套課程:生活科技(造型)、休閒藝術、藝品鑄造、琉璃鑄造、精密鑄造

 及藝術浮雕軟體(Type3)之電腦輔助製造。另外，每學期舉辦與課程相關之校外教

 學活，如92年度上學期至琉園琉璃博物館(圖1)。因琉璃作品具晶瑩剔透及豐富色

 彩呈現出生命力，施行創意化的琉璃藝術教學接受度很高，在校長、科主任鼎力支持

 此課程，讓琉璃教室的設備達到專業級，進而配合學校舉辦研習活動及相關活動，讓

 圖^b市南港高工鑄造科校外教學一琉園琉璃博物館

 (b)社區化相關課程活動分析

 教師研習活動對象是針對台北市高中職學校之美術、工藝及鑄造科教師(共15

 位教師)，研習時間長達6週2^/^時以上，課程內容從視覺創作之設計圖、回家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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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雕塑造型、原型模的複製、灌注臘模與修整、注入石膏模的製作，以及水晶玻璃透

 彩度的創作，窯燒過程的等待，開石膏模獲得粗胚之琉璃，接著進行後續研磨、拋光、

 發亮或是霧化的創作，給於「琉璃藝術」創意課程研習活動的教師，新穎的教學活動，

 如圖2所示，本次研習活動只針對玻璃藝術技法之脫蠟法、噴砂法及彩繪法。另外，

 承辦「玻璃彩繪」教師研習活動，配合「琉璃藝術」課程(圖3)，課程內容包含噴

 砂法、高低溫彩繪及高分子材料彩繪，研習教師人數達45位，經此研習後，獲得熱

 烈響應。如北市金華國申三年級美術班之「藝術鑑賞」課程，特地安排至本科進行「玻

 璃彩繪」活動(圖4)，並成為夥伴學校。另外，舉辦國申生寒暑假試探性活動之「玻

 璃彩繪」研習營(圖5)，人數達75人。高中職社區化是針對港松學園每週授課2學

 分(圖6)，包含市立西松高中(女生3位，男生2位)、市立南港高申(女生4位)、

 私立育達高商(女生2位)、市立育成高中(女生2位)及本校南港高工(男生2位)

 等五校，因材料經費、職校設備和分組關係，其開課人數15位。教授初級「琉璃藝

 術」創意課程從創作設計草圖到水晶琉璃作品的完成，在自由聯想之創意思考的空

 間，並給於水晶琉璃藝術的美學、材料科學、技術及人文學科的創新思考。成人教育

 班主要針對是南港、汐止地區社區民眾，只要年滿18歲皆可參加，其招收20位學員，

 主要人力素質分析，全部學員學歷除兩位專科外，其它均達大學以上，其中碩士級之

 教師有6人，非相關企業人士(從事行業與工藝美術類無關係者)有10人，相關人

 士有10人，如圖7所示。

 二、「琉璃藝術」創意課程教學分析

 「琉璃藝術」創意課程可分為8大部分;(1)玻璃藝術介紹，內容包含玻璃現況

 與演變、各種技法、琉璃創作之基本原則、以及琉璃藝術作品欣賞，(2)琉璃藝術之

 創意設計理論與特性，(3)立體創作的技法;原型模雕塑與琉璃藝術關係，(4)複製原

 型模及蠟模之修飾與創作關係，(5)琉璃窯燒與透彩度之創作關係，(6)力口工與發亮的

 創意思考。(V)琉璃作品與光線的關係，(8)其它非玻璃藝品之複合美材的創作關係。

 依據學生層次及課程時間多寡，適時地修改創意課程的難易度及適合性，引起學員新

 奇、有用及有價值的擴散思考創意活動。

 關鍵的教學技巧是:(1)規劃創作原圖前之符號化，利用網路搜尋或書本觀賞構

 建自我創意的組織技巧，並藉由教師的主題說明與引導，將內心創作之形態依據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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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獨創性呈現於視覺創意之草圖或是設計圖。例如:本科已實施過幾學年度校外教學

 活動，選擇主題並到相關美術館或其他相關博物館參觀活動。另外，推動假日學生自

 行欣賞住家附近公共藝術造景的欣賞活動，撰寫公共藝術欣賞報告。其他社區化及成

 人教育也採用此種模式，構建創意的思想泉源。(2)利用實物(琉璃或其他作品)的

 欣賞與接觸，給於觸覺創意思考，例如:本科相關雕塑作品或是校外相關美術館或其

 他相關博物館參觀活動，給於學生美學靈感與興趣動力。(3)造型與雕塑的創意性:

 利用視覺創意的設計圖進而雕塑創作，同時在雕塑過程利用各種工具及技巧並自由聯

 想，將其意念形態轉化成空間形態的觸覺創意。(4)創作原形模之意境說明:進行文

 字型態或其他圖文之創意表現。(5)矽膠模與蠟模的複製:藉由原形模的形狀思考、

 分析，獲得最佳化的分模面，此將影響蠟模複製的品質及後續琉璃作品的流暢與質

 感。(6)石膏模穴之原形模與琉璃透彩度的創作;透明申帶不同彩色的水晶玻璃塊，

 在進行窯燒前，依據創意思考置放於石膏模的澆杯內，隨著窯燒加熱後，水晶玻璃的

 軟化及自然流入模穴內成形，置放形態將間接地影響琉璃作品的創作。(7)表面處理:

 經窯燒後琉璃作品進行表面處理創作，如發亮或霧化處理的表現，將影響作品整體視

 覺感受0(8)琉璃作品與其他媒材搭配創作。

 三、「琉璃藝術」創意課程之教學問題分析

 (1)高中職社區化問題:(a)學生來源是非本科、非本校(X業類)，或是普通高

 中，素質難於一致，(b)來自不同學校，因通車造成正常遲到現象，(c)^3合各

 校聯課活動時間(2學分)，(^)受到各校承辦班級競賽活動，造成部分學生無

 法上課或是提早回母校。以上要素難於深入教授玻璃藝術的各項技法，只能教

 授簡單製作琉璃，間接地影響教學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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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水晶琉璃作品成果與鑑賞

 臺北市高中職社區化「琉璃藝術」創意課程教師研習活動:

 (^)分組講授，(b)蠟雕創作與修飾，(c)水晶琉璃作品成果與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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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台北市高中職社區化「玻璃彩繪」創意課程之教師研習活動

 (2)視覺創意思考的延緩:教師在教授過程中，觀察學生在造型設計敏感程度的

 不同，或是內心思考主題難於構圖呈現的障礙，適時給於建議或修正主題，以

 免教學內容太難或太簡單，造成學習的反效果。尤其是對自信心缺乏或是素描

 技巧遲延的學生，給於相關信息或作品的參考或是仿製。

 (3)雕塑的障礙:依據學生對雕塑創作的感受與技能不同，適時給於技術指導或

 是利用實物搭配與複製，以免造成學生自信心的降低。

 (4)琉璃作品窯燒問題:依據學生層次與上課時間多寡，教授不同程度的技能與

 知識，如琉璃成份、琉璃透彩創意及結構、窯燒程序、熱處理方式、表面處理、

 環境等因素，將影響創作及琉璃作品品質。

 (5)琉璃作品的意念說明與鑑賞:進行作品簡述說明時，學生難於對視覺創意、

 立體創意、琉璃透彩度或其他相關媒材的關係，可利用腦力激盪及作品分享，

 伍、結論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與全球化思潮的影響，發展適應學習及創意思考課程是

 高中職社區化推動方案的關鍵課。經過本人多年來反覆地進行教學與實驗發現，「琉

 術」創意教學課程是一套結合創意思考、藝術、方案理論、科學、技術與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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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以互動創新的創意教學形式。教師可透過此課程的內容及有計畫的教學活動，

 激發和助長學生創造行為，形成一種創意思考教學模式，同時讓學生透過思考、探究、

 操作來獲取知識，培養學生流暢、變通、獨創及精密的創造思考能力。此課程可從國

 中試探性教學活動、高職科系的專業課程、高中職社區ft (含普通高中)、藝能科相

 關教師研習活動及專業人士之成人教育班的學員們，依據時間的多寡，設計一套高中

 職到專業人士的「琉璃藝術」創意課程，此創意教學課程具有很高的接受度。另外「琉

 璃藝術」創意課程的教學模式能用Wi^es和Bond^所提出創造思考能力的教學策略規

饑 驟饑
 ""娥"

 圖^^市金華國申美術班「藝術鑑賞」課程之玻璃彩繪活動

 圖5北市國中生92年暑假試探活動之「玻璃彩繪」研習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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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北市高中職社區化港松學園琉璃藝術課程，學生進行切割與研磨情形

 圖7南港高工晚上成人教育班至琉園參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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