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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看世界：畢卡索之眼 

一、教案 

不同角度看世界：畢卡索之眼 

教學領域 藝術與人文領域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對象 國小五、六年級 教學節數 12 節 

分段 

能力指標 

藝術與人

文領域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

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並

養成習慣。 

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

域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說；岩石圈、水圈、

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及彼此如何交互影響。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綜合領域 

2-3-2 觀察野外生活中自然現象的變化。 

4-3-2 探討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來的危險，討論如何保

護或改善環境。 

時

間

分

配 

 

節次 教學重點 

一~三 一、傳統派 VS.立體派 

四~五 二、形的解放 

六~八 三、創意仿作 

九~十二 四、21 世紀的格爾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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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傳統派 VS 立體派 

單元目標 
能從實際的人物寫生創作中，體會傳統單一與立體派多重視點的

創作過程。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能快速的畫

出同學的畫

像 

 

 

 

 

 

 

 

 

 

.能認識「立

體派」、並

說出「單一

視點」和「移

動視點」人

物畫像表現

方式的異同 

 

 

 

 

 

 

 

 

1.將 4 開紙張，以橫式裁成長條狀的兩張

紙(約 54cm*19.5cm)。學生每人取一張，

並從中對折。 

 

2.學生兩人一組，互為模特兒。一人先擺

姿勢(著重在臉部表情及上半身姿勢、且

不限制是否為正面的姿態)，另一人在其

中一半的紙張上，以鉛筆速寫，盡可能

詳細畫下同學的半身像。 

 

3.10~15 分鐘，畫者與被畫者的角色交換。 

 

4.請同學在畫作的下方寫下主題--「XXX

的畫像」，並簽上自己的名字。此為第

一階段的畫像，稱之為「傳統派」。 

 

5.說明「單一視點」的意義，並揭示另一

種繪製人物的方式--「多重視點」的表

現。 

 

6.以自製的「愛作怪的畢卡索爺爺」影片

介紹「立體派」與「移動視點」（多重

視點）的表現方式，並欣賞畢卡索的作

品： 

  

 

 

 

 

 

 

 

 

 

 

 

 

 

 

 

 

 

 

 

 

「愛作怪的

畢卡索爺爺」

影片 

 

 

 

 

創作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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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出畢卡

索「多重視

點」人物的

表現方法 

 

 

.能從兩個以

上的不同角

度，畫出人

物各個部分 

 

 

 

 

 

 

.能以立體派

的技法，完

成不一樣的

同學畫像 

 

 

.能以適當的

色彩為立體

派技法的作

品上色、並

 
 

  

  

7.分析畢卡索的人像表現方式：例如，臉

形以正面臉、側面臉、正面與側面結

合、…；眼睛以不同角度的方式呈

現、…；手部也用 360 度的觀察畫下，

呈現拉長、變形…等。 

 

8.教師發下另一張 16 開的圖紙，學生依剛

剛的描繪對象，以「相同姿勢」、「與

剛剛不同的兩個角度」繪製對象不同的

臉形、五官、上半身與手部…等。請學

生將繪製的人物細節分開繪製、不需組

合成一個完整的人物畫像。一人完成

後，畫者與被畫者的角色交換，全班班

完成第二階段的「人物不同角度分解圖」

畫像。 

 

9.學生在橫式長條紙的另一側，參考第二

階段的「人物不同角度分解圖」畫像，

以直接畫、或剪貼第二階段作品，以立

體派「移動視點」、「變形」、「重組」

的方式，畫出不一樣的同學畫像。 

 

10.學生在「多視點的人物畫像」上，依「人

物的姿態」、「組合的表現」，為自己

的作品上色，並適當的命名：「（什麼

情緒）的 XXX」。完成第三階段的人物

 

 

 

 

 

 

 

 

 

 

 

發表 

 

 

 

 

 

創作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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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畫面的

內容，適當

命名 

.能欣賞同學

作品，並說

出自己的想

法 

畫像。稱之為「立體派」。 

 

 

11.將全班作品展示在黑板，共同欣賞。接

著分析討論作品的創意、與作品中色彩

與命名的適當性。 

 

 

發表 

【單元二】形的解放 

單元目標 
以拆解、簡化、重組的手法，打破對象的既有形式，重新創造對

象的各種造型可能。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 能了解畢

卡索如何簡

化動物的形

體 

 

 

 

 

 

 

 

 

 

 

.能以動物解

放的形體，

重新排列組

合創作 

1. 欣賞自製的多媒體教材「畢卡索和他的

牛朋友」，了解畢卡索如何拆解動物的

形體，達到「簡化」的效果。 

 

 

 

 

 

 

 

2.以一種動物為主題，利用網際網路搜尋

該動物各種角度的圖片，掌握動物的特

徵，以簡化的方式繪製下來。 

 

3.將動物簡化的形體，拆解、架構、組合，

適當的安排畫面，呈現該動物群聚的效

果。 

 

「畢卡索和

他的牛朋友」

簡報教材 

發表 

 

 

 

 

 

 

 

 

 

 

 

 

 

創作 

【單元三】創意仿作 

單元目標 
能比較並欣賞畢卡索仿其他藝術家的作品。接著就畢卡索的作

品，任選「創作媒材」與「形式」，完成自己風格的「仿作」。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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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較畢卡

索仿作與原

作之間的異

同 

 

 

 

 

 

 

 

 

 

 

 

 

 

 

 

 

 

 

 

 

 

 

 

 

 

 

 

 

 

 

 

 

 

 

1.討論兩幅畢卡索仿其他畫家的作品「馬

奈-『草地上的野餐』」、「委拉斯貴茲-『宮

女』」，教師揭示原藝術家的作品，兩者互

相比較。 

 

2.教師提出畢卡索對前兩件作品的其他仿

作，欣賞畢卡索源源不絕的創意，並分析

畢卡索在每次仿作中所使用的風格與特殊

的表現方式。 

 ←委拉斯貴茲 /『侍女』 

↓ 畢卡索仿作  

1957 
 

1957 

 
1957 

 
1957 

 
1958 

←馬奈 /『草地上的野餐』 

 

↓ 畢卡索仿作 

 
1960 

 
1960 

畢卡索畫作

與馬奈、委拉

斯貴茲的作

品圖片 

討論 

發表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C4os7EFaPkBZfM&tbnid=AndlBk0JoNeLrM:&ved=0CAgQjRwwADgQ&url=http://quoteunquotenz.blogspot.com/2009/11/witi-ihimaera-and-plagiarism.html&ei=LDSTUZXSEMfOkwXxiYGgBA&psig=AFQjCNEpnptzlrdo8CX-TEzEHB4yVnnnPQ&ust=1368688044303828
http://search.it.online.fr/covers/wp-content/picasso-the-maids-of-honour-las-meninas-after-velazquez.jpg
http://search.it.online.fr/covers/wp-content/meninaspicaso.jp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fejwtZ3boqezIM&tbnid=iMg8985OVqgt2M:&ved=0CAUQjRw&url=http://blog.xuite.net/tuyu/MIYU/21587344-Episode+1%EF%BC%9A%E5%A5%A7%E9%81%8B%E5%85%AC%E5%9C%92%EF%BD%9E%E7%95%A2%E5%8D%A1%E7%B4%A2%E7%BE%8E%E8%A1%93%E9%A4%A8&ei=wTGTUa2uEIiRkwXpw4GoBQ&psig=AFQjCNEywt4y3LK_cq6yI4c7lGeDj--UEw&ust=1368687399670284
http://2.bp.blogspot.com/_aGWD1bagCJ0/R1LqxEnZY0I/AAAAAAAACnQ/8fN-MFdiM4Y/s1600-R/luncheon-on-grass-picasso-after-mane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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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行畢卡

索作品的創

意仿作 

 

 

 

 

 

.能寫出並發

表自己的創

作想法 

 
1960 

 
1961 

 

3.學生尋找自己有興趣仿作的畢卡索畫

作，以不同的風格重新詮釋該件作品 (可

以以「自己習慣的繪畫風格」、或是「其他

藝術家的風格」、抑或是「畢卡索其他時期

的風格」)。不限制學生一定使用平面創作

的方式，也可以考慮使用「立體造型」、或

「其他藝術創作的形式(例如舞蹈、電腦繪

圖等)」呈現。 

 

4.作品完成後，寫下自己的靈感來源、與

創意仿作所呈現的效果，並與同學分享。 

 

 

 

 

 

 

 

創作 

 

 

 

 

 

 

 

 

文字

記錄 

發表 

【單元四】21 世紀的格爾尼卡 

單元目標 
深入賞析「格爾尼卡」，以其精神省思曾發生或將來可能發生的

災難因果，並能以藝術創作表現。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評量

方式 

. 能欣賞認

識畢卡索的

「格爾尼

卡」 

 

.能說出「格

爾尼卡」的

意義、與表

現的精神 

 

.能關注並討

論目前自然

環境等重要

議題，並以

此議題可能

1.欣賞畢卡索的「格爾尼卡」。這件大型

的創作，是在表現當時的社會事件，控

訴著當時西班牙在內戰期間，小城被轟

炸的苦痛情懷。 

 

2.學生了解「格爾尼卡」的創作背景及內

容後，討論「格爾尼卡」的意義、與表

現的精神。 

 

 

3.從這件作品引導學生關注目前世界上重

要的自然環境議題或是已發生的天災人

禍事件…等（包括地球暖化、地震海嘯

等事件），選擇一個已發生的事件、或

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為主題，學生進行

畢卡索的畫

作「格爾尼

卡」 

討論 

分析 

 

 

 

發表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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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天災

人禍事件，

做為集體創

作的主題 

 

 

 

 

 

 

 

 

 

 

 

 

 

 

 

 

 

 

 

 

 

 

 

 

 

 

 

 

 

 

 

 

 

 

.能進行自我

省思 

 

 

設計稿的繪製。 

 

4.將全班的設計稿展示於黑板上，每個人

根據自己的作品，提出自己的創作想

法。在共同討論與欣賞後，全班選出三

組作品。(每一組不一定只有一張設計稿) 

 

5.全班分為三組。進行大型作品的集體創

作(創作媒材：塑膠瓦楞板、壓克力顏料) 

 

 

 
↑集體創作的過程 

 
↑與作品合影 

6. 完成作品後，學生進行自我省思。 

(1)說明自己參與的集體創作作品，表

現怎樣的格爾尼卡精神？ 

(2)說明自己從認識「格爾尼卡」、繪

製設計稿…等一連串的過程中，自己

學到了什麼？ 

 

 

 

 

 

 

 

 

 

 

 

 

 

 

 

 

 

 

 

 

 

 

 

 

 

 

 

 

 

 

 

 

 

 

 

 

 

 

學習

單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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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討論並共同撰寫「創作理念」。 

 

8.將集體創作完成的作品，佈展於校園圍

牆外。透過作品創作理念說明，與社區

民眾交流與互動。 

 

 

二、學習成果 

（一）傳統派 VS. 立體派 

 

第一階段「傳統派」 

：單一視點 

第二階段 

：人物不同角度分解圖 

第一階段「立體派」 

：移動視點 

   

陳柏宇的畫像 

陳瑩蓁畫 

陳柏宇臉部分解圖 

陳瑩蓁畫 

想歪主意的陳柏宇 

陳瑩蓁畫 

   
吳匯愉的畫像 

劉巧玲畫 

吳匯愉的臉部分析 

劉巧玲畫 

微笑的吳匯愉 

劉巧玲畫 

   
李唯寧的畫像 

廖晉德畫 

李唯寧臉部分解圖 

廖晉德畫 

害怕的李唯寧畫像 

廖晉德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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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的解放 

 

  

↑林瑀芯 / 象的奇異世界            ↑ 張芫綺 / 斑馬 
 

  
    ↑ 游凱鈞_猴子          ↑ 王曼妮 / 啃食野獸的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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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意仿作 

  
李嘉嘉仿作 

我的畫中加入了我最喜歡的喬巴和懶懶熊，畫中還隱藏了

「PICASSO」七個字母。上方的女生就好像我，很愛聽音樂。

因為我是動漫迷，我也很喜歡畢卡索。我跟畢卡索的原作

相同的地方是，都是剪貼的、圖中很明顯也有三個字母；

不同的是，我的背景是藍、紫色，右下角多了一張數學符

號。 

畢卡索 

【有藤椅的靜物】

1912 

  
趙可晨仿作 

我的創意是將男生畫成我最喜歡的初音，並且把其他人物

塗上暖色系。初音是冷色系，突顯初音。整張畫則用畢卡

索一生都沒使用的漫畫畫法，使我的繪畫風格重現《賣藝

者之家》。 

畢卡索 

【賣藝者之家】

1905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painter-wt/picasso/picasso-1912x.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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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沛恩仿作 

我想用雕塑的方式呈現，可是怕牠會太容易損毀，所以我

用「半立體」的方式呈現。我會用這種方式，是因為我想

讓它更生動。我也跟畢卡索一樣，用立體派的手法來創作，

只是我是用立體的。 

畢卡索 

【叼著小鳥的貓】

1939 

 

 
游凱鈞仿作 

我把畢卡索的畫變正常了，哈哈。 

畢卡索 

【韓國大屠殺】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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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瑀芯仿作 

我使用了色鉛筆與水彩製作這幅畫，用古典的手法呈現。

我喜歡古典畫風，而畢卡索用立體派的變形技法，這是我

跟他不同的地方。 

畢卡索 

【賈桂琳‧洛克畫

像】1954 

 

 

（四）21 世紀的格爾尼卡 
 

★ 學生對「格爾尼卡精神」的擴散性思考： 

 

「格爾尼卡」代表戰爭、悲劇、災難、無辜、可悲、哀號、傷心、吶喊.

流血、不公平、殘忍、可憐、不忍、可惡、恐怖、暴力、死亡、無家可歸、

黑暗、憤怒、逃亡、生氣、殘暴、絕望、悲慘、無奈、厭惡、轟炸…… 

 

★ 學習成果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docid=3AjmTFIgRR8seM&tbnid=WMwqsTo7P8R2gM:&ved=0CAcQjRw&url=http://www.vive-la-vie.com.tw/index.php?f=12&id=2&ei=CQAUVNOKCNKF8gXfp4CgBQ&psig=AFQjCNEe5E8Mw1yemCPKw-nxee3p5RsDgQ&ust=141068324096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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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全球暖化 

原始設計 陳薏如、張沛恩 作者 
五年一班 陳薏如、朱方奇、吳承恩、

李欣潔、江子新、巫享融、張沛恩 

作品說明 

  北極本來有許多浮冰，北極熊也有很多隻，大家的生活也都

過得很好，但是，人們卻沒發現北極熊的末日即將要來了。 

  人們因為浪費了太多電，而導致全球暖化，氣溫上升，北極

的冰開始融化，浮冰越來越少，北極熊在海裡游泳的次數也越

來越多，一年就死了好幾隻，讓北極熊面臨了死亡的命運。 

  大家應該要在日常生活中節能減碳，例如隨手關燈，才能讓

北極熊活下來。 
 

 

作品名稱 恐怖大海嘯 

原始設計 
廖晉德、

黃嵩文 
作者 

五年四班 廖晉德、黃煜穎、黃嵩文、李柏

辰、張廷緒、林竺葳、陳瑩蓁、羅紹方 

作品說明 

  這幅畫在畫海嘯發生時，當時可怕的情形。在一瞬間，巨

大的海浪襲捲過來，大家非常害怕。大樓倒塌、人們驚聲尖

叫著、動物也不知所措，然後海水淹沒了一切，無人生還。 

  海嘯這麼恐怖，所以我們要做好防範，減少海嘯對我們的

傷害，這樣就不會再發生這樣恐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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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沉默的世界 

原始設計 
吳翊愷、

林書丞 
作者 

五年三班 余冠毅、陳永霖、曾恩琳、謝雅

竹、林書丞、林巧茵、吳翊愷、范瑋傑 

作品說明 

  2023 年，因地球暖化，所以海平面上升，一零一大樓、自

由女神、埃及金字塔，全部淹沒了，地球一片混亂。 

  這一片混亂，根據科學家的說法，是因為天災和人禍造成

的。所以，我們不要一直砍伐森林的樹木，要多種樹，才能

保有美麗的地球。 
 

 

 

★ 校園圍牆展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