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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課程教案與經費建議表 

課程名稱 
土生土長的生命、神奇與美

麗—陶 
團隊名稱 大也土作工作室 

課程時間 

4~7單元 / 每單元 2節課，共計

8~14節課 

(學校可依預算與需求選擇單元上)

授課教師

助教 

教師：陳水南/協同特殊專家

(如土壤田野調查家等)與助教

實施年級 小學中高年級、國中、高中 課程地點
合作學校/部分課程校區內空

曠地區或校外 

課程設計動機 

及理念 

土—豐厚大地，長養萬物，是生命的根，也是文化傳承的種子、花朵與果
實；陶就是人與土連結的花果。人從土中找到煉金的方法，透過擇土、練
土與燒製蛻變成陶，無論是生活器皿、建築、紡織、心靈與祭祀、音樂、
藝術創作，甚至到現代科技的電子，醫藥、航天、化學以及光學等等上都
會應用到陶；人因為土而安居與創造，而土也因為人而豐富美麗。 
然而現代人從小就離土愈來愈遠，杯碗陶磚是從賣場貨架或網站點擊而
來，失去了與土的連結，沒了對土的感謝，少了來自土的滋養與創造的生
命力。 
因此，本體驗課程希望以陶為媒介，拉起學生們與土、文化、藝術和創造
力的連結，透過從認識自己土生土長家園的土，到土蛻變到生活陶與藝術
的體驗活動中，深化與自己生長的土地的情感，看到自己文化傳承的脈
絡，體驗到土蛻變為陶的神奇與美麗，感知陶在生活中處處展現的創意與
藝術。 
 
本體驗課程的特色在於不同於一般以學習陶藝技巧為主的陶藝課；而是希
望透過與土地有很深連結的陶藝家陳水南老師，以「陶藝為媒介」，以
「土地與文化為體」，「美學為相」，「陶作為用」來： 
1. 帶著學生走入大地，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家園土地上實地把雙手伸入土
裡，感受土的質地、土的豐厚⋯透過挖土、練土、捏陶、採集天然素材
裝飾陶器，認識民族圖騰文化，並依古法在野外採集燃料去挖坑燒陶，
部落耆老帶領大家為燒陶祈福等體驗過程，認識並與自己土生土長家園
的自然、風土與文化傳承產生情感連結；透過揉土捏土的生活陶與藝術
創作中，連結到生命與文化的根，獲得成長與創造的養分； 

2. 同時體驗實用的生活陶和藝術陶的創作，體驗到土蛻變為陶的神奇與美
麗，啟發學生們陶藝創作的興趣； 

3. 最後透過體驗成果的展現，激勵學生對陶藝創作的進一步參與和興趣。 
 
就像陶從野土兌變而來一樣，在體驗中也逐步讓學生從土中獲得成長與創
造的養分，認識文化的傳承，並在陶藝、創作與文化等各方面種下繼續生
長的種子。 

議題融入 原住民族教育、戶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簡介 

以「陶藝為媒介」，以「土地與文化為體」，「美學為相」，「陶作為用」

來引領學生從發現與觀察生活周遭無所不在的陶作與土、與生活的關係開

始，然後帶著學生走進大地去認識與觸摸自己家園的土，感受土的質地、土

的豐厚…這是長養萬物的土，我們的根與文化也是從土開始一代一代傳承下

來。循著取之自然的傳統與先人的足跡，大家同心協力動手採土、捶土、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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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把土放在手心捏塑、用心拍打為一只大碗，然後一樣從土地取來茅草、

穀糠、木材，在耆老的祈福聲中讓大地用火與熱把脆弱的土器燒煉為堅硬的

陶器…在一步一步體驗從野土蛻變為陶的神奇過程中，建立與土地的情感，

連結到生命與文化的根，認識文化傳承的脈絡，並發掘陶在生活中處處展現

的創意與藝術。從而啟發其對陶藝、創作與文化進一步探索的興趣。 

本體驗課程總共是七單元 14 節課，但可因應校方教學上的需要與預算選擇

與調整上課單元，如： 

 完整課程，包含採土、練土、做陶、電窯燒、傳統野地坑燒體驗 /共計 7 
單元 14 節課 

 做陶、電窯燒、傳統野地坑燒體驗 /共計 4 單元 8 節課 

 採土、練土、做陶、傳統野地坑燒體驗/共計 4 單元 8 節課 

 做陶、電窯燒體驗 /共計 4 單元 8 節 

教學目標 

 藝術涵養、美感素養與創新藝術： 

-  透過發現與觀察生活周遭的陶作與陶藝品，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陶

藝與生活的關聯，豐富美感經驗。 

-  透過認識與欣賞生活周遭的「土」製品，了解「土」在生活中的多種價

值、豐富與創造性。 

-  透過介紹陶器與陶藝發展的過程與觀賞陶作，涵養學生美感與欣賞力。 

-  透過陶藝捏塑與自由創作紋飾過程，涵養學生藝術創造力，並培養立體

空間觀念。 

 傳承文化與多元文化： 

-  透過瞭解與實地接觸、體驗在地風土、認識民族圖騰與傳統製陶方式，

認知文化傳承並建立自我文化認同。 

- 透過認識與瞭解不同風土造就不同地方的土壤而感受多元文化的存在。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 透過有趣、生活化與實際體驗的課程活動啟發持續探索生活美感、藝術

創造與文化傳承的興趣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 透過取之於採土、採集自然製陶工具、野地坑燒等取之於自然的實際體

驗，感受傳統取之於自然的生活與創作方式，感受自然給予人類之豐

厚，與感恩、關懷生態永續發展。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透過分組協力進行採土、練土、拍打成陶碗與蒐集材料坑燒等工藝實踐

過程，培養與他人協力共創的能力和精神。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透過問答與啟發式課程互動方式，以及探索蒐集創作工具，培養分析、

思考、與解決問題能力。 

 實用知識與技能： 

-  陶器與陶藝的基本知識、發展、製成與應用。 

-  透過陶藝捏塑的實作體驗，學會基本的手捏陶、拍打成形、陶板成形與

紋飾雕塑等技法。 

- 透過挖土、練土、捏陶到坑燒的實作體驗，學會簡易的製陶方法。 

藝文領域 

主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樂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讀 

次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樂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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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背景 有無陶藝創作經驗皆可 

課程需求 

及注意事項 

- 本計畫以校內體驗為主，校外體驗活動為輔。 
- 由教學者提供挖土、練土、捏陶與燒製所需相關材料、工具與設備，講解
教材等；部分材料由教學者帶領學生體驗就地取得。 

- 需請校方提供適宜觀看投影教材與捏陶之教室與桌椅、採土、練土與坑燒
空地、與黑板或白板、投影設備、擴音器等。 

課程大綱 

單元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土生土長的
生命、神奇
與美麗—認
識陶 

 發現及認識陶在生活中的廣泛
應用與豐富 

 認識陶文化源起 
 從陶建立與土的連結 
 了解從土變身為陶的過程 

 帶領學生從生活周邊的陶器開始
認識陶無所不在的應用與豐富 

 體驗除生活器皿以外的各種陶
器，如陶笛、陶鼓、陶瓦、陶藝
術等等 

 在地傳統的製陶文化 
 從土到陶的蛻變與製作過程 

2 
 

土變陶第一
步--田野採土
趣 
 

 認識家園的風土，建立與家
園、土地和文化的情感連結 

 認識及體驗從土變身為陶的神
奇過程 

 認識及體驗古早製陶的過程 
 認識、體驗及豐富不同土壤的
質感體驗，與多元環境 

 培養與體驗協力合作的態度與
精神 

 透過在自然環境中尋找土與挖土
地點認識與連結家鄉自然風土 

 親身體驗先人為了製陶辛苦採土
的過程 

 培養與體驗協力合作的態度與精
神 

 體驗與思索不同土的質地與多元
環境造就的不同土壤 

3 
 
土變陶第二
步--徒手練土
樂 

 認識及體驗從土變身為陶的神
奇過程 

 認識及體驗古早製陶的過程 
 再次加強與土和陶的情感與連
結 

 能使用基本陶土手捏技法進行
捏塑成形 

 培養與體驗協力合作的態度與
精神 

 親身體驗先人為了製陶辛苦練土
的過程 

 感受土在練中的變化 
 基本手捏陶技法 
 感受土在手中的質感、溫度與慢
慢捏塑成陶器的過程，再次加強
與土和陶的請感與連結 

 培養與體驗協力合作的態度與精
神 

4 
 

土變陶第三
步(一)--古早
拍拍陶與來
自田野的紋
飾 

 

 認識與體驗古早拍打成型工具
與方法 

 瞭解運用紋飾來豐富陶器美感 
 認識古早陶器上的紋飾 
 認識傳統取之自然的生活與創
作方法 

 能使用各種天然素材與陶藝工
具創作陶藝紋飾 

 會進一步探索如何運用周遭各
種素材創作 

 從集體創作中培養協力的能力

 講解示範傳統拍打成形的捏陶塑
型的工具與方法 

 親身體驗學習傳統拍打成形的捏
陶塑型技法 

 培養體驗協力合作的態度與精神
 陶器裝飾與古早陶器的紋飾介紹
 認識民族圖騰 
 體驗古人運用來自田野的素材豐
富陶器紋飾的方法 

 啟發與讓學生探索如何運用周邊
的素材創作更豐富的陶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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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精神 

5 
 

土變陶第三
步(二)-- 來自
田野的紋飾
自由創作 

 會從周遭發掘創作素材 
 能融會貫通所學的陶藝紋飾、
工具技法與美感等自由創作 

 能運用基本陶板成形技法作陶
器 

 運用課堂所學之技法、紋飾、圖
騰與藝術美感等實際體驗自由創
作陶藝紋飾 

 基本陶板成形方法 
 讓學生創作自己裝飾的陶器 

6 
 

土變陶第四
步--野地挖坑
來燒陶 

 體驗學習古早坑燒製陶方法與
過程 

 建立與自然風土和文化傳承的
連結 

 坑燒方式講解 
 影響坑燒成敗的因素 
 體驗在田野蒐集坑燒陶材料 
 體驗古早坑燒製陶方法與過程 
 體驗由耆老為燒陶祈福的文化傳
統 

 體驗之感想與心得分享 

7 
 

土變陶驚奇
比一比(坑燒
出坑與電燒
作品比較分
享) 

 瞭解不同燒製原理與條件能創
造的藝術效果與差異 

 透過坑燒與電燒作品的比較與
欣賞建立藝術美感 

 透過作品分享培養學生的創作
思考與表達力 

 坑燒與電窯燒的差異與燒製效果
比較 

 體驗自己做坑燒陶之坑燒作品出
窯之感想與心得分享 

 分享坑燒、電窯燒作品成果與創
作理念

各單元教學內容 

第一單元：土生土長的生命、神奇與美麗—認識陶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時間 備註

生活經驗分
享： 
發現與觀察生
活周遭的陶器 

從生活周遭的
陶器開始認識
陶。 

- 學校老師在前幾周與前一
天提醒學生觀察生活周遭有
甚麼陶器，陶器的用途，以
及這些陶器有什麼不同；並
且帶一個家裡的陶器來課堂
上分享 
- 學生展示帶來的陶器，分
享用途、來源或故事等，講
師引導作互動問答 
- 老師引導出下面講述的課
程主題 

學生： 
帶來的陶器 
 
學校： 
書 用黑板或白
板與筆 30  

課程講述與不
同的陶用品體
驗： 
無所不在的陶 

- 瞭解與體驗
生活中無所不
在的「陶」：

從生活、音
樂、建築、藝
術到電子、醫
學、航太、等
現代科技的應
用。 
- 並引發學生

- 讓學生集思廣益想一想與
討論除了同學們帶來的陶作
之外，陶還有哪些的運用？
- 老師配合學生集思廣益的
陶應用，補充、講解與展示
各種應用的陶品實物或照片
-讓同學實際體驗其他較少接
觸到的陶用品：如陶笛、陶
鼓…等等 

講師： 
課程簡報 
各種用途的陶
器，如陶笛、陶
磚、陶藝品、礙
子等等 
 
學校： 
投影機、投影幕 
簡易麥克風與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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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現與觀
察「陶」的興
趣。 

音器 

課程講述：神
奇的魔術—從
土兌變到陶的
神奇過程  

- 認識陶器從
鬆軟的土到變
成堅實的陶的
過程 
 

- 講師搭配簡報進行講述與
引導式互動問答 
- 學生自由提問 
- 從製陶流程引導出接下來
六周有趣的體驗活動 

講師： 
課程簡報 
 
學校： 
投影機、投影幕 
簡易麥克風與擴
音器 

40  

第二單元：土變陶第一步—田野採土趣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 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 備註

校外體驗：透
過挖土地點認
識家園環境 

- 透過挖土的
地點的觀察與
認識更加了解
家園的自然環
境 

- 講師事先場勘學校附近適
宜的挖土地點 
- 課程當天學校帶領學生在
挖土地點集合 
- 講師帶領學生實地走踏挖
土的地區與觀察環境，引導
學生認識鄉土環境與風土 

 30  

校外體驗： 
一起來挖土 

- 認識挖土工
具與使用方式 
- 帶領學生實
際體驗工具的
操作與挖土 
- 採集不同土
壤樣本以做比
較 

- 講師講述及示範，讓學生
認識挖土工具與使用方法 
- 講師與助教協助學生實際
體驗挖土 
- 除黏土外，也帶領學生挖
掘採集不同的土以做比較 
- 教導與帶領學生蒐集與標
記土樣本 

講師： 
挖土工具、標
籤、筆 

30  

室內體驗與課
堂講述：土壤
比一比(1)土的
性質為什麼不
一樣？ 

- 體驗各種土
壤質地的不同 
- 認識不同質
地的土壤及其
特性與用途 
 
 

- 把學生挖的各種土帶回教
室 
- 講師帶領學生近距離觀察
及觸摸不同的土壤 
- 講師讓學生說出所觀察與
感覺到的土壤的不同 
- 講師搭配投影片或圖卡解
說不同質地的土壤及其特性
與用途 

講師： 
- 課程簡報或
圖卡 
 
學校： 
- 投影機、投
影幕 

15  

室內體驗與課
堂講述：土壤
比一比(2)土的
顏色為什麼不
一樣？  

- 體驗各地土
壤的不同 
- 認識形成各
地土壤不同之
原因 
- 從各地土壤
之不同而體會

- 把學生挖的當地土和講師
準備的其他地方的土樣本放
在一起 
- 講師帶領學生近距離觀察
及觸摸不同的土壤 
- 講師讓學生說出所觀察與
感覺到的土壤的不同 

講師： 
- 不同的土樣
本 
- 課程簡報或
圖卡 
 
學校： 

15  



6  

環境的多元性 -講師搭配投影片解說不同顏
色的土壤及其成因 
- 講師從各地土的不同引導
學生對多元環境的體會。。

- 投影機、投
影幕 

第三單元：土變陶第二步—徒手練土樂 

課程複習： 
土的大變身 

複習土變成陶
土的流程 

- 講師引導式互動問答：下
一步是甚麼？為什麼要練
土？練土的作用？透過問答
方式先讓學生複習一次第一
單元所教從土變身為陶的過
程，以及練土的作用。 

 
 

10  

課堂體驗：古
早人力練土法
(一)—打碎與
去雜質 

- 將第二單元
學生自行挖到
的土打碎與去
除雜質 
- 瞭解及體驗
練土的過程與
原理 

- 講師講述方法及其作用，
助教示範動作 
- 講師及助教引導及協助學
生分組完成打碎與去雜質動
作 
- 講師準備好已事先曬乾的
土(因輾細土前需曬乾)  
- 講師及助教引導及協助學
生把曬乾的土輾細過篩 

講師： 
- 挖好的當地
土(需事先曬
乾) 
- 練土器具 
 
學校： 
適宜練土之空
地 

20  

課堂體驗：古
早人力練土法
(二)-- 捶土與
揉土 

- 將以上已去
雜質、曬乾及
輾細的土加水
搥打及揉捏使
土質變黏 
- 瞭解及體驗
捶土與捏土的
過程與原理 

- 講師講述方法及作用並示
範動作 
- 講師及助教引導及協助學
生分組完成動作 

 20  

課堂體驗： 
讓手熟悉與感
受自己一步步
採土、練土的
陶土，與古早
手捏成形法 

 體驗及熟悉
陶土在手中
的質地與感
覺，與陶土
建立情感 

 體驗一丸土
在手中慢慢
捏成陶器ˋ
的過程與感
受 

 體驗初步手
捏成形法 

 給每個學生一丸學生自己
練好的當地土 

 讓學生把土在手中慢慢揉
捏，慢慢體驗及熟悉陶土
在手中的質地與感覺，與
陶土建立情感 

 讓學生隨著講師的講解與
示範動作慢慢將手中的一
玩土捏塑成一個小碗或小
杯等陶器 

講師： 
練好的當地土
土 

40  

第四單元：土變陶第三步(一)—古早拍拍陶與來自田野的紋飾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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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體驗： 
傳統拍打成形
做陶方法 

- 認識及體驗
古早傳統的拍
打成形的做陶
工具與方法 

- 講師事先做好大陶碗粗胚 
- 講師用大陶碗粗胚講述及
示範古早的拍打成形的做陶
工具與方法 
- 講師與助教協助學生分組
協力將粗胚用傳統拍打成形
方式拍打出大陶碗 
- 課後將學生完成的作品用
電窯燒製成成品 

講師： 
大陶碗粗胚、
拍板、圓石和
其他陶藝工具 

40  

課堂講述： 
給陶器加上的
紋飾 

- 認識讓陶器
更豐富的方法 
- 認識古早陶
器上的基本飾
紋飾 
- 認識傳統文
化的圖騰 

- 講師介紹古早陶器上的各
種紋飾 
- 講師介紹傳統的民族紋飾
與圖騰 

講師： 
簡報或圖卡 
 
學校： 
投影機、投影
幕 

15  

課堂體驗： 
來自田野的陶
藝紋飾方法 

- 啟發學生如
何運用周邊素
材創作各種陶
藝紋飾 
- 學習及體驗
古早用取自田
野的素材豐富
陶器上紋飾的
方法 

- 讓學生發想與回答上述古
早陶器上的裝飾花紋是怎麼
做出來的？ 
- 講師一邊示範一邊帶領學
生用各種天然素材在陶板上
做出古早陶器上的各種裝飾
花紋，助教旁協助。 

講師： 
陶土與陶板、
天然陶藝刻印
素材：蘆葦
桿、麻繩、貝
殼等 

30  

課外體驗： 
生活田野中採
集做陶紋飾小
工具 

- 啟發與讓學
生探索如何運
用周邊的素材
創作更豐富的
陶藝 

- 給學生下一堂課的家庭作
業：採集、撿拾或蒐集周遭
可以用來製作陶藝紋飾的植
物或各種東西，下堂課帶來
實作與示範。

 5  

第五單元：土變陶第三步(二)—來自田野的紋飾自由創作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課堂體驗：  
田野中採集做
陶小工具 

- 啟發學生如
何運用周邊素
材作各種陶藝
紋飾-  

- 老師前一天提醒學生將上
一堂課的家庭作業帶來：採
集、撿拾或蒐集周遭可以用
來製作陶藝紋飾的植物或各
種東西 
- 學生一一帶著自己蒐集的
東西為大家示範如何製作紋
飾及其效果

講師： 
陶土與陶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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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體驗： 
來自田野的陶
藝裝飾技法與
--自由創作 

- 整合上單元
學習的陶藝紋
飾技法，學習
及體驗自由創
作陶藝紋飾 
 

- 給每位同學一片陶板 
- 講師展示樣品並說明創作
主題：在陶板上創作自己想
要的紋飾，然後做成自己的
陶杯。 
- 講師再次展示上單元介紹
的陶器紋飾與民族圖騰，並
複習各種刻印工具的運用 
- 讓學生運用各種工具在陶
板上作紋飾創作，講師與助
教在一旁指導協助學生完成
作品 

講師： 
- 圖卡—各種
陶藝紋飾與民
族圖騰 
- 陶土與陶
板，天然陶藝
刻印素材：蘆
葦桿、麻繩、
貝殼與各種陶
藝工具。 
- 製作好的陶
板成形陶杯樣 

40  

課堂體驗： 
基礎陶板成形
技法 
 

- 學習及體驗
基本的陶板成
形法 
- 自己用陶板
成形法做出陶
杯 

- 講師一步一步示範及引導
學生以上述自由創作紋飾的
陶版，運用陶板成形法做出
杯子 
- 講師與助教在一旁指導協
助學生完成作品 

品 30  

第六單元：土變陶第四步—野地挖坑來燒陶(古早坑燒體驗)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課堂體驗前複
習： 
各種燒陶方式 

- 複習各種燒
陶方式與演進 
 

- 講師以問答及圖卡複習各
種燒陶方式與演進 

講師： 
圖卡--種燒陶
方式與演進 
 

5  

課堂體驗前講
解： 
古早坑燒方式 

- 認識古早坑
燒方式 
- 瞭解影響坑
燒的因素 

- 講師以圖卡介紹坑燒的結
構與燒製方式 
- 講師以圖卡解說影響坑燒
的因素與坑燒時注意事項 
 

講師： 
圖卡--坑燒結
構 /影響坑燒
成敗的因素 

15  

課堂體驗： 
古早的坑燒方
式—蒐集、準
備材料 

認識及體驗採
集準備坑燒需
要的材料 

- 講師助教帶領學生撿拾、
搬運與處理坑燒材料，實際
體驗 
 

講師： 
- 坑燒需要的
材料與燃料等 
- 鏟子、鋸子
等工具 
- 學生之前做
的待燒作品 
 
學校： 
校園內適宜坑
燒的地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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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體驗： 
古早的坑燒方
式—野地挖坑
自己坑燒 

實際體驗古早
坑燒窯製作及
坑燒的方式 

- 講師助教一邊再次講解一
邊帶領學生實際體驗： 
* 依古法將燃燒材料與之前
單元所做的作品堆疊做坑燒
* 依傳統請部落耆老為燒陶
祈福 
* 點火進行坑燒 
* 後續坑燒進程與注意事項
說明 

講師： 
- 坑燒需要的
材料與燃料等
- 學生之前做
的待燒作品 
- 祈福用品 
 
學校： 
校園內適宜坑
燒的地點 

50  

第七單元：土變陶驚奇比一比(坑燒出坑與電燒作品比較分享) 

體驗內容 具體目標 流程與互動說明 使用教具設備 所需時間 備註

坑燒作品出坑
前複習：坑燒
方式與影響坑
燒成敗的因素 
 

複習坑燒方式
與影響坑燒成
敗的因素 

- 帶領學生到坑燒處準備作
品出坑 
- 講師複習之前上課內容： 
*讓學生練習看圖卡說明坑燒
陶流程 
*影響坑燒成敗的因素 
 

講師： 
圖卡--坑燒結
構/影響坑燒
成敗的因素 
 

10  

課堂體驗： 
古早的坑燒方
式—挖掘作品
出坑 

實際體驗古早
坑燒之作品出
坑 

-講師及助教帶領學生體驗從
坑燒中挖出作品 
- 學生分享挖出作品的感想
與心得 
- 講師對學生分享給予回饋 

 30  

電燒作品分享
前課堂講述： 
坑燒與電燒的
比較 

瞭解坑燒與電
燒的不同與對
作品燒製效果
的影響 

- 講師以圖卡講解電窯燒與
坑燒的不同，以及對燒製效
果的影響 
- 講師展示本次課程電燒與
坑燒出來的作品輔助上述講
解 

講師： 
- 圖卡--坑燒
與電燒比較 
- 本次課程電
燒與坑燒出來
的比較作品 
 

15  

課堂體驗成果
分享： 
我自己做的陶
作等 

- 分享自己的
作品與與創作
想法、課程心
得 

- 課前將之前單元學生做的
陶作用電窯燒製成成品 
- 讓學生一一拿到自己的陶
作並向大家展示分享作品與
創作想法 
- 講師給予回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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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方案與經費建議表： 

 

以下提供四種體驗方案與經費建議供校方參考。 

但本體驗課程教案可依學校需求與預算調整單元數、課程內容與預算 

 
 參考之體驗方案一：完整課程，包含採土、練土、做陶、電窯燒、傳統野地坑燒體驗  
                     /共計 7 單元 14 節課 
 

  單價 數量 單位 小計 編列說明 

陶土材料費 1,000 6 包 6,000 以 20 個學生計 

陶器電窯燒費 11,000 1 次 11,000 以 20 個學生計 

坑燒費 12,000 1 次 12,000 
包含坑燒柴火準備、場地準備與專業人員控窯費 
(不含坑燒場地費，暫訂可在校園內適合空地坑燒)

採土練土相關費用 0 1 次 0 
暫訂在校園內適合地方體驗採土與練土 (如需至校

外體驗，另行討論) 

講師費 2,000 14 時 28,000 主講 1 人 x 每周 1 單元 2 節課 x 7 單元 = 14 

助教費 1,000 26 時 26,000 助教 2 人 x 每周 1 單元 2 節課 x 7 單元 = 28 

場勘與課前協調 5,000 1 式 5,000 採土、練土與坑燒須課前場刊環境與適宜場地 

合計    88,000  

備註：申請學校若為非位於花蓮市、吉安鄉、新城鄉、壽豐鄉，交通費另計。 

 
 
 參考之體驗方案二：包含做陶、採土、練土、傳統野地坑燒體驗 / 共計 4 單元 8 節課 
 

  單價 數量 單位 小計 編列說明 

陶土材料費 1,000 4 包 4,000 以 20 個學生計 

坑燒費 12,000 1 次 12,000 
包含坑燒柴火準備、場地準備與專業人員控窯費 
(不含坑燒場地費，暫訂可在校園內適合空地坑燒)

採土練土相關費用 0 1 次 0 
暫訂在校園內適合地方體驗採土與練土 (如需至校

外體驗，另行討論) 

講師費 2,000 8 時 16,000 主講 1 人 x 每周 1 單元 2 節課 x 4 單元 = 8 

助教費 1,000 16 時 16,000 助教 2 人 x 每周 1 單元 2 節課 x 4 單元 = 16 

場勘與課前協調 5,000 1 式 5,000 採土、練土與坑燒須課前場刊環境與適宜場地 

合計    53,000  

備註：申請學校若為非位於花蓮市、吉安鄉、新城鄉、壽豐鄉，交通費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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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之體驗方案三：包含做陶技巧、電窯燒體驗/共計 4單元 8節課 

 

  單價 數量 單位 小計 編列說明 

陶土材料費 1,000 6 包 6,000 以 20 個學生計 

陶器電窯燒費 11,000 1 次 11,000 
包含坑燒柴火準備、場地準備與專業人員控窯費 
(不含坑燒場地費，暫訂可在校園內適合空地坑燒)

講師費 2,000 8 時 16,000 主講 1 人 x 每周 1 單元 2 節課 x 4 單元 = 8 

助教費 1,000 16 時 16,000 助教 2 人 x 每周 1 單元 2 節課 x 4 單元 = 16 

場勘與課前協調 5,000 1 式 5,000 採土、練土與坑燒須課前場刊環境與適宜場地 

合計    54,000  

備註：申請學校若為非位於花蓮市、吉安鄉、新城鄉、壽豐鄉，交通費另計。 

      

 
 參考之體驗方案四：包含做陶、電窯燒與傳統野地坑燒體驗 /共計 4 單元 8 節課 
 

  單價 數量 單位 小計 編列說明 

陶土材料費 1,000 6 包 6,000 以 20 個學生計 

採土練土相關費用 0 1 次 0 
暫訂在校園內適合地方體驗採土與練土 (如需至校

外體驗，另行討論) 

陶器電窯燒費 11,000 1 次 11,000 以 20 個學生計 

坑燒費 12,000 1 次 12,000 
包含坑燒柴火準備、場地準備與專業人員控窯費 
(不含坑燒場地費，暫訂可在校園內適合空地坑燒)

講師費 2,000 8 時 16,000 主講 1 人 x 每周 1 單元 2 節課 x 7 單元 = 14 

助教費 1,000 16 時 16,000 助教 2 人 x 每周 1 單元 2 節課 x 7 單元 = 28 

場勘與課前協調 5,000 1 式 5,000 採土、練土與坑燒須課前場刊環境與適宜場地 

合計    66,000  

備註：申請學校若為非位於花蓮市、吉安鄉、新城鄉、壽豐鄉，交通費另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