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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課教育──「永春服裝秀」
臺北市信義區永春國民小學 黃淑茹校長

您可以想像十二歲的孩子經過老師

七週的帶領，可以在秀場呈現出什麼樣

貌呢？若不是親眼所見，真的難以相信

這是一場令人咋舌的表演，孩子的純真

與創意竟然是如此地耐人尋味、令人印

象深刻！

誠如永春國小美勞科徐老師所言：

國小的美勞教育，大多停留在手繪平面

作品或是勞作美工的階段，然而，藝術

的培養絕對不僅止於此。進入青春期的

孩子們，美感與思考已經有了一定的能

小組現場走秀 小組現場走秀

力，並且渴望自我認同與良好的同儕互

動。永春國小位於五分埔商圈，以服裝

交易聞名，衣飾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對於穿著與搭配，高年級的孩子自

有其個人的一套想法與創見，因此老師

希望能夠設計一套有別於以往的美勞教

學，結合社區文化與日常生活，讓孩子

能夠學以致用。

因此在老師的嘗試設計規劃下，六

年一四個班的孩子，每班學生分組共同

決定一個主題，並以自己家中現有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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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去發想、思考，甚麼服裝可以表現出

這種主題。分組方式採異質分組，每組

男生女生的比例相當；此外，與孩子們

約定，除了服裝的搭配外，身上必須要

有一個配件是自己親手製作的，等全部

服飾搭配與手作項目都完成之後，全學

年一起舉辦服裝走秀，每個學生都是設

計師，也是自己服裝的模特兒。

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們讓孩子動手

作，從畫設計圖開始，規劃服裝的穿搭

之後，設計配飾 - 手環、提包、帽子…等，

並運用各種家中可以取得的材質做出適

合自己服裝的配件；在走秀之前還讓孩

子們分組彼此票選，選出自己心目中覺

得不錯的設計，同時對於同學們的設計

給予真誠的建議。

本單元設計七週 14 堂課，進程如下： 

學生在課堂上手作服裝配飾 學生在課堂上討論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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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已經帶領這個學年有一年多的

時間，在藝術與人文素養部分已在之前

的教學中一一規劃培養，六下透過這個

單元的設計，師生在事前的討論相當熱

烈；為了放手讓學生自己當設計師規劃

自己服裝搭配，藉由這樣的過程，讓孩

子深入地體察自我，培養自信心與團隊

榮譽感。讓美勞課不再只是一張紙，而

是生活的每個片段之連結；更期待藉由

小組彼此反覆的討論發表，相互給與意

見，學會接納他人的想法，從中找出屬

於自己的獨特價值。

走秀之前，師生還必須進行事前場

地的布置、主持人的安排、講稿的撰寫、

音樂的選擇、音控的配合、彩排等等，

在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就是邀請全校老

搭配面具與寶劍

師共同來欣賞了！因限於場地的關係沒

能邀請各班的家長蒞臨觀賞，期盼日後

時機成熟將能成為學生展現學習成效的

亮點活動。

教室課堂的主角是學生，而提供多

元學習課程與教材教法的是老師。翻轉

課堂與學習共同體是近年來扭轉學校教

育的教學模式；以往的教學著重於老師

的“教＂，從未曾去問學生到底學會了

什麼？主角一直都是老師，後現代教育

強調“學教＂翻轉，透過師生的課堂互

動，共創教育經驗，學習的方式改變了，

教學的模式也不同了，這樣的結果師生

在相互的激勵中學習與成長，達到真正

「教學相長」的境界。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從老師的公開授課，到孩子的走秀表演

中，我們看到孩子們的成長歷程，學習

可以是這樣地靈活、學習與自己的生活

如此地契合，經由師生充分地投入與參

與，所學到的知識與技能都能運用到日

常生活之中，這不就是我們教育要做到

的嗎？這也是現今社會上所推動的『創

課教育』；師生在不斷互動的過程中，

讓知識化為具體的操作，生出新的產品，

而這些新產品對於師生各自都充滿價值，

搭配斜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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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秀出

不同的主題

師生即興表演

這樣的活化教學讓我們看到教育的曙光，

相信孩子們今日所學到的一切，都將是

他們日後生命的基石，期待學校的課程

與教學都能是師生共創的教育經驗，成

為老師與學生生命中常常回顧的美好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