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鹿草鄉後塘國小 

「蓪」古博今話燈花課程教案設計       

主題名稱 「蓪」古博今話燈花 

教學節數    15節 學生人數      24 人 

適用年級 □幼兒園及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國高中組  

連結學習領

域 

主要領域：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次要領域：語文領域(國語文)、自然領域 

設計理念 

(一) 蓪草燈花曾是臺灣外銷主力，早期嘉義縣配天宮的燈花一直以蓪草為

材料製作，藝術價值極高。然而 80年代以後，蓪草之藝術應用逐漸被低廉

的塑膠和保麗龍取代，因而快速衰微沒落，只剩少數蓪草文化保存者仍在努

力，一般民眾甚至連「蓪草」都未曾聽聞。 

(二) 本校距離梅嶺美術館約 11公里，近二年來推動食農教育有成，本課程

將延續食農教育愛鄉護土之探索精神，引導學生種植蓪草、進行植物觀察製

作繪本、蓪草燈花手工藝等課程，通古博今推廣傳統技藝並進行文化創新。 

   課程架構 

一、學習階段與對象：國小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二、教學節數：15節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節數 

「蓪」天本領 蓪草及其應用介紹 1節 

各顯神「蓪」 整地與蓪草種植 2節 

博「蓪」經籍 蓪草花民間傳說 1節 

觸類旁「蓪」 蓪草花故事繪本製作 4節 

融會貫「蓪」 梅嶺美術館與配天宮參訪、蓪草花藝

術創作 

7節 

合計 15節 
 

學習主題與 

核心素養 

設計理念與內涵分析： 

順

序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設計理念與內涵

分析  

1 「蓪」天本

領：蓪草及其

應用介紹 

語文領域-國語文 

說明文本：學習內容 

Bc -Ⅲ-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

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境等 

語文領域-國語文 

精神文化：學習內容 

◎Cc-Ⅲ-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

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一、介紹蓪草及

其燈花製作應用 

二、評量方式：

聆聽、學習單 

2 各顯神 自然科學領域(草案) 一、 整地與蓪草



「蓪」：整地

與蓪草種植 

課題 3：自然界的永續發展-學習內

容 

INf -Ⅲ-4 人類日常生活中所依賴的

經濟動植物及栽培養殖的方法 

種植 

二、 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

實作 

3 博「蓪」經

籍：蓪草燈花

民間傳說 

 

語文領域-國語文 

閱讀：學習表現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

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5-Ⅲ-12 運用圖書館 (室)、科技與

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解讀判斷、提

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力。 

評量方式：實作 

4 觸類旁

「蓪」：蒐集

蓪草燈花相關

故事傳說、 

進行蓪草花故

事繪本製作 

語文領域-國語文 

寫作：學習表現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清

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6-Ⅲ-4 創作童詩及故事。 

評量方式：繪本

製作(實作) 

5 融會貫

「蓪」：梅嶺

美術館與配天

宮參訪、蓪草

花藝術創作 

 

語文領域-國語文 

聆聽：學習表現 

1-Ⅲ-1 能夠聆聽他人的發言，並簡

要記錄 

藝術領域(草案)-視覺藝術-學習表現 

視 3-Ⅲ-1 能觀察、參與和記錄學

校、社區的藝文活動，體會藝術與

生活的關係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

現類型 

藝術領域(草案)-視覺藝術-學習內容 

視 1-Ⅲ-2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

表現創作主題 

評量方式：聆聽

導覽、參訪態

度、學習單學習

態度、實作 

 

教學目標 

(一)  認識蓪草生長的條件，並據以種植照顧。 

(二)  知道蓪草花藝術應用並學習蓪草燈花相關藝術創作。 

(三)  尋找蓪草花相關民間傳說進行繪本創作。 

(四)  在地推廣蓪草花傳統藝術傳承。 

(五)  熟悉並應用梅嶺美術館相關資源進行教學。 

教學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評量方式 



第一節

「蓪」天

本領：蓪

草及其應

用介紹 

  

【引起動機】 

老師出謎題：「花非花，紙非紙，草非草。看似保麗

龍，卻對環境不會造成任何傷害，遇水就軟化彎曲，

能化身變成紙張、多種花卉。」請小朋友猜一種植

物。 

 5 分鐘 討論 

【發展活動】 

（一）老師於各組發放「蓪草髓心」、「蓪草紙」及

「蓪草花」進行觀察與比較 

（二）老師依學習單問題提問以下問題讓小朋友組內

討論： 

1. 三者摸起來的觸感有何差別？ 

2. 請組員嘗試用不同方法或工具，將「髓心」分別製

作成「平滑紙張」及「凹凸定型的花瓣」 

（三）各組展示成果，並發表製作方式及過程中觀察

到蓪草有何特性能助於製作以上物品。 

 30 分鐘 討論、學習

單、蓪草作

品實作 

【統整與總結】 

老師總結：（一）說明髓心遇水即軟化、乾後即定型的

特性（二）隨著塑膠產業發展，蓪草工藝逐漸在現代

社會中沒落且瀕臨失傳危機。 

----------本節結束--------- 

 5 分鐘 聆聽  

第二、三

節各顯神

「蓪」：

整地與蓪

草種植 

  

【引起動機】 

小朋友已經認識蓪草在藝術作品上的神奇應用，這麼

神奇的植物到底長什麼樣子呢？老師蒐集五種植物圖

片（含草本木本喬木灌木等），讓小朋友依蓪草桿的外

型特性，推測哪一張照片最可能是蓪草植株。 

 5 分鐘 聆聽、討論 

【發展活動】 

（一）揭曉蓪草照片，請小朋友觀察該張照片，依據

照片中的背景線索討論蓪草適合生長的環境，並思考

校園中哪個角落適合種植蓪草，將討論結果紀錄在學

習單上。 

（二）進行小組報告與提問，給小組重新討論的時

間，可參考別組答案，調整修正本組的答案，決定小

組種植地點。 

（三）教師說明種植蓪草的步驟，分配種植工具 

 70 分鐘 學習單、種

植實作 



（四）小組帶開前往該組種植地點，進行鬆土與種植

工作，並進行澆水。 

【統整與總結】 

（一）完成後小組回到教室，分配小組每日照顧工作

人員 

（二）所有小組均完成後，教師說明未來將依植株存

活率、植株高度二項度，進行小組競賽，請小組用心

照顧小蓪草，希望蓪草能在學校生長繁衍。 

----------本節結束--------- 

 5 分鐘   

第四節博

「蓪」經

籍： 

蓪草花民

間傳說 

  

【引起動機】  *本節在電腦教室進行 

教師提問：猜猜看蓪草工藝已歷時多少年？ 

（答：蓪草紙花工藝從秦始皇命令三妃九嬪插五色蓪

草蘇朵子開始，至今已超過 2200年） 

 5 分鐘 討論 

【發展活動】 

（一）教師簡介：蓪草相關知識 

1.文化：遇水則發的吉祥寓意，可製紙花、草畫、草

紙。 

2.醫療：一種中藥材，有通乳、利尿之效。 

3.歷史：臺灣曾有「八戶人家就有一戶作蓪草」的外

銷盛況，古時新竹南門又稱為「蓪草窩」。 

（二）任務說明：請小朋友以組為單位，查詢更多蓪

草各領域的相關知識，紀錄在學習單上，作為下節課

製作繪本的內容劇情參考 

（三）小組查詢時間 

（四）小組發表查詢結果 

 30 分鐘 學習單 

【統整與總結】 

老師總結：民俗技藝跟生活相關，當技藝不再是生活

的一部分時，便難逃消失的危機。透過本節活動更瞭

解蓪草後，我們接下來便可深入思考，身為一個國小

生能如何為民俗技藝的傳承盡份心力。 

----------本節結束--------- 

 5 分鐘   



第五~八

節觸類旁

「蓪」： 

蓪草花故

事繪本製

作 

  

【引起動機】 

老師說：從前從前，有一對住在諸羅的老夫婦，他們

是一對很......，請問小朋友，他們是怎麼樣的一對

夫妻？他們幾歲？住在甚麼樣的房子？他們很想要生

一個小孩，試過了什麼方法？蓪草花怎麼幫助他們？

最後他們實踐願望了嗎？ 

10 分鐘 聆聽、 

討論 

【發展活動】 

（一）進行故事接力，點一位小朋友發表二句，依序

由每位小朋友發表二句 

（二）大約五位小朋友發表完後，請各組運用剛剛示

範的故事接力方式，完成約 400字的小組蓪草傳說故

事。 

（三）發給每組 8張粉彩紙，合力將小組傳說故事製

作成故事繪本。  

 130分鐘 學習單 

【統整與總結】 

用蓪草紙製作成邀請函，發給全校師長，邀請全校師

生參加他們的繪本新書發表會。 

----------本節結束--------- 

 20分鐘   

第九~十

五節融

會貫

「蓪」：

梅嶺美

術館與

配天宮

參訪、

蓪草花

藝術創

作 

【引起動機】 

今天我們要實際參觀蓪草燈花，同時進行繪本新書發

表會，請每位小朋友想一個問題，紀錄在學習單上，

可以在配天宮與梅嶺美術館導覽老師介紹時，跟他們

請教。 

去程車程 30

分鐘 

學習單 

【發展活動】 

（一）車程中再次提問複習關於蓪草植物、藝術應用

等背景知識。 

（二）參觀朴子配天宮及梅嶺美術館，聽取導覽解

說，完成學習單。 

（三）於梅嶺美術館進行繪本新書發表會，由小組成

員輪流朗讀繪本給全校師生聆聽。 

（四）禮聘蓪草研究單位老師進行蓪草燈花製作課

程，讓小朋友感受蓪草燈花藝術之美。 

 

（二）120分鐘 

（三）60分鐘 

（四）180分鐘 

學習單、導

覽聆聽、繪

本發表口與

評量、蓪草

燈花實作 



【統整與總結】 

蓪草藝術目前主要在新竹地區有研究薪傳進行，其他

地區已經漸漸沒落失傳。同學們未來要繼續用心照料

校園中的小蓪草，讓蓪草藝術在嘉義繼續延續發光。 

----------本節結束--------- 

回程車程 30

分鐘 

 

教學心得與省思 

（含設計歷程與教學實踐反思、未來教學的修正建議等） 

一、蓪草燈花製作技術已日漸式微，一般民眾泰半不知我國蓪草燈花在外銷市場曾經盛極

一時。本課程架構龐大領域多元，於課程設計時，商請藝術與人文、國語、自然、資訊等

校內教師加入進行協同教學，同時引入梅嶺美術館、蓪草相關研究單位等外部資源加入，

是一個肩負藝術薪傳重責大任的課程。每位參與教師對這個課程都抱著很大的期待。 

二、為了讓本課程可以繼續深化，因此安排蓪草種植課程，期待蓪草能夠在本校校園中成

功繁衍，方便學校安排課程時就地取材，成為本校未來的特色課程，並使蓪草燈花藝術得

以推廣延續。 

三、生活中其實有很多藝術達人生活在我們周邊，稍加用心便可以發現並延續各種技藝的

傳承，未來也希望引導學生關注生活周邊的老師傅，學習他們的技藝，讓在地手工藝術得

以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