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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矢木武先生也開始讓老學生在自己的自畫像上面「動手腳」。他運用

電腦影像合成的技術，讓老人家可以自由選擇把個人的自畫像和各種背景做結

合，例如：很想再去一次北海道的伯伯就把自己的照片背景設為北海道富良野的

花海；老婆婆喜歡蒙娜麗莎的微笑，乾脆把自己變成影中人。這樣的創意教學除

了讓老學生找到發揮創意的舞台，進而建立更強的自信心，同時也延續了上面所

提有關「透過藝術創作達到社會化」之目標。因為老人家對於許多事情或許不是

那麼善於表達、與人分享，但是在這個由藝術創作所建構的安全環境之下，老學

生不但可以找到抒發心情的管道，甚至也覓得志同道合的朋友。 

  

  

圖 6-3 電腦影像合成技術讓老人家可以馳騁想像力並滿足宿願 

 

綜合上述，我認為矢木武先生的實務經驗對於今日台灣社會現況最大的啟

發，就在於「藝術創作對於老年人的具體效益」。日本已進入高齡化社會，台灣

也將面臨同樣的人口結構，日本對於老人照護的經驗頗值得我們借鏡。 

2.2.2.2.        心心心心智障礙學生智障礙學生智障礙學生智障礙學生    

 關於心智障礙學生如何透過藝術創作來展現其不為人知的天分，服務於愛知

縣立三好養護學校的加藤真也老師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 

 加藤老師所帶領的這群學生以及其藝術創作不但令我驚豔，而且非常讓我感

動。大尺寸的格局是其藝術創作的共通點，而所有的作品也幾乎都是團隊合作的

成品，很少有個人單獨的創作；當作品被創作出來以後，加藤老師也會盡量幫學

生找到舞台來展示其作品，提供全校師生、家長、社區人士欣賞。舉例而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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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迎接運動會，全體心智障礙學生一起創作了總共十五個字的大型胚布（約 150

㎝ × 150㎝），這些胚布在運動會之前被懸掛在校園圍牆作為活動的宣傳海報，

在活動當天的開幕典禮則是被當作活動器材，在節目表演時這十五個字的大型胚

布一字排開在操場上，帶動了整個開幕活動的高潮。 

利用網版在白色 T恤上加上自己喜歡的文字或圖案，加藤老師的學生再次享

受了集體創作的愉悅體驗。在「三好巨人迷路」這一系列的全開大型海報創作中，

加藤老師的學生更展現了驚人的創作力量與團隊默契。十二名學生創作了十二張

全開的迷宮大海報，有星際爭霸、地下蟻窩、工廠、花園、森林等不同的主題，

最難能可貴的是當這十二張迷宮圖放在一起成為一個 3 張 × 4 張的超大型迷宮

時，前一張的終點竟然變成下一張的起點，使得這一系列的作品在該校獲得熱烈

的迴響，而學生的自信心也隨著提升。 

 

3.3.3.3.肢體障礙學生肢體障礙學生肢體障礙學生肢體障礙學生    

筑波大學附屬桐 が丘養護學校（日本唯一的國立肢體障礙養護學校）的前

芝武史老師針對肢體障礙學生進行雕塑課程，這些學生的臨床診斷包括：腦性麻

痺、頭部外傷後遺症、脊髓損傷、脊髓病變等。因為上述之臨床診斷，這群學生

可能遭遇的肢體障礙包括：上肢障礙、下肢障礙（軀幹姿勢保持困難）、語言障

礙（構音障礙）、視覺障礙…等。雖然每個學生的障礙類別與等級不同，使得教

師所設計的教材教法必須根據不同學生的情況適度修正，但至少我們可以從前芝

武史老師的教學實踐當中歸納出來下列通則。 

首先，從認知的層面來看，舉凡造型、表現、創造、構想、計畫等部分的認

知都是前芝老師希望學生可以擁有的；其次，就情意的部分而言，包含了對於藝

術創作的理解、愛好、尊重，以及藝術創作所帶來的樂趣和美的感動。最後，藉

由這樣的藝術創作，學生在技能部分應該要有更強的質感、量感、空間感，對於

造型活動的思考力、觀察力、構成力、感受性也應該可以向上提升。 

 為了讓這群肢體障礙學生達到獨立進行雕塑創作的終極目標，前芝老師採用

循序漸進的策略，先讓學生玩砂遊戲、土遊戲、黏土遊戲，等到學生已經完全體

驗並能充分是項媒材的特性之後，緊接者再把技術層級拉抬到圓柱、圓椎、圓台、

球體的雕塑創作，光是這一個部分的晉級就花了將近一個學期的時間，但是認真

努力換來的代價也是格外甘甜的。雖然大部分學生在創作圓柱、圓椎、圓台、球

體的時候都會遇到瓶頸，但至少當他們逐漸克服困難、成功完成作品時，臉上的

喜悅與油然而生的自信是不斷湧現的。對於一般人而言，圓柱、圓椎、圓台、球

體的創作也許不難，但是對於這群肢體障礙學生來講，能夠完成是項任務，對他

們而言卻可以帶來流暢體驗（flow experience），整個雕塑課程對於這群孩子而言，

無異於是一種另類的冒險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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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也可以想像，當這群學生在最後的階段以黏土為媒材進行雕塑創

作時，「自己的手」成為一個最常見的主題，因為「自己的手」在整個創作過程

中扮演了中介平台的角色，「我」是透過「我自己的手」來把我內心世界的感覺

和知覺具體化，進而達到創作的高峰經驗。此時，他們對於自己的身體已經有了

更深入且更全面的認識；對於自己的身體在某些部分的缺陷，他們也更能以自我

閱納的態度來面對。 

 

三三三三、、、、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1.1.1.砂遊治療砂遊治療砂遊治療砂遊治療    

砂遊治療目前在日本非常盛行，可說是日本目前心理治療的當紅炸子雞，這

是一種非言語的、但卻非常有創造性的一種治療方式，其主要的假設是：每一個

病人，都有一個自我療育的機制在其心靈深處指引他掙開束縛、重獲新生。我在

日本看到的操作方式主要包括下列三種。 

對於內向害羞、沉默寡言、拙於社會互動、人際關係不佳的小孩而言，砂遊

治療師主要採用校園砂坑作為媒介。一個常見的模式是：一開始先讓個案在砂坑

中遊玩，以此作為熱身活動；緊接著治療師引導學生使用各種道具（玩具機械怪

手、鏟子、水桶、水管）來創造一個夢幻遊園地，他可以是一座水庫、一個山洞，

甚至還有一條條蜿蜒於山間、有許多隧道的山路。 

相較於上述個案的過於文靜，針對上課愛說話、無法專心、太過於好動的孩

子，治療師使用兩個一乾一濕的砂盤，並擺放許多代表世界所有事物的小東西。

此時治療師必須提醒個案砂子不是用來互相攻擊的工具，而是要讓他發揮創意的

好幫手。在這個小小的世界裡，個案可以自由地創造各種立體造型，不用擔心這

樣做對不對、分數會不會很低之類的問題。治療師的功能則是從旁輔助，觀察並

記錄個案的行為模式，藉以瞭解個案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除了必要的談話之

外，治療師並不會有太多的介入或解釋。 

最後，就如同其他治療師也會適時採納其他療法，砂遊治療師除了提供個案

砂遊戲之外，通常也會提供個案其他種類的藝術治療（例如畫畫、泥巴雕塑立體

造型等），如此不但豐富了砂遊治療的內涵，也充分體現了砂遊治療允許各種可

能性與創意的核心價值。 

 

2.2.2.2.虛擬動畫虛擬動畫虛擬動畫虛擬動畫（（（（3D3D3D3D 繪圖繪圖繪圖繪圖））））    

三重大學教育學部的上山浩教授以 3D虛擬動畫之應用為其研究旨趣，他所

發表的研究因為接受了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C，課題番號

16530581），因而成為整場研討會最為熱門的一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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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上山浩教授以 3D虛擬動畫為其研究主題 

 

上山浩教授把 3D虛擬動畫當作是輔助教具，其功用有二：讓學生的創作有

一個發表的平台（也就是說老師會把學生的作品集合起來做成動畫）、藉由動畫

的趣味性引起學生動機。 

 

 

  

  

圖 6-5 學生的作品被上山浩老師串連成 3D虛擬動畫 

 

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上山浩教授進行這整 

個教學方案的哲學基礎，因為學生在進行 3D虛擬動畫的製作時，可能會遭遇許

多困難，例如：在技術上學生可能不熟悉電腦繪圖軟體的操作、在情感上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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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故事內容的時候也可能會找不到創作的靈感。 

  

圖 6-6 3D虛擬動畫也可以成為引起動機的良方 

 

3.3.3.3.六面立方體的展開六面立方體的展開六面立方體的展開六面立方體的展開    

 大阪教育大學大學院的佐佐木六老師把藝術課程和數學課程作了結合，對於

遭逢學習障礙的學生而言，他們可能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挫敗而對學習喪失信心或

興趣，透過實體教材來介紹抽象的空間概念，不但可以幫助學習速度較慢的學生

「從做中學」，也可以讓他們在樂趣化的教學活動中重拾他們對於學習的熱情與

興趣。 

    

                   

圖 6-7 佐佐木六老師示範大型六面立方體的組裝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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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佐佐木六老師講解小型六面立方體的運用 

 

                       

圖 6-9 佐佐木六老師講解六面立方體的展開 

 

   

圖 6-10 小型六面立方體可以由學生進行分組操作 

 

4.4.4.4.大會主辦單位之聯絡人與其聯絡方式大會主辦單位之聯絡人與其聯絡方式大會主辦單位之聯絡人與其聯絡方式大會主辦單位之聯絡人與其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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