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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班圖文策展淺見 
● 駱育萱 

 

 

本人於 108-2 學期的中文閱讀與表達課中，運用高教補助材料費，水彩、色鉛筆

、畫紙等等，完成下學期中和期末的兩次文字加圖像的展覽。 

期中成果展為情畫綿綿，是以情詩創作+曼陀羅圖著色方式為主軸。期末展是以父

母生命樹展，以訪問父母生命中重要的五個人為文本，考慮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展出父

母生命故事的文字稿，所以改以畫出生命樹的方式來展出。透過期末的課程問卷，得

知這兩次策展分數高過課程平均值 4.25/4.15，得知兩項圖文展對於同學來說成效是比

較好的。 

以策展的方式進行，可以三班同學互相觀摩彼此的作品，讓同學既可以發表，作

品發表的話，可以引發同學的創作動機，觀摩別人作品時，也可以更加精進自己的表

達。其實策展發想並非在學期一開始就構想好的，而是期中展不錯，期末也就改變方

式以成果展來評量。一開始想到三班聯展，直覺麻煩，但想到之前情詩創作，已經運

用跨班互評正向回饋，同學還蠻有反應的。加上這次三個班級都有 TA可以協助辦理，

所以還是花時間精力辦理。 

先說明執行方法，情畫綿綿，每位同學要繳交一張曼陀羅著色畫，一首手寫情詩

。接下來以組的方式全組張貼在兩張海報上，因為要互評，便於近距離觀看，所以也

不宜貼太高。期中互評之前，得請 TA 們合作張貼在 N 棟 2 樓的走廊，這些都要麻煩

TA。互評時，因為每位同學除了自己班級作品外，還得看到另外兩班的作品，考慮到

                                                
 駱育萱，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鐸聲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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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要連結同學期中評分，不能只做貼點點和便利貼的方式，故以學習單的書寫為

佳。然又得對照同學要評論的作品，若沒有圖像記錄又不方便，所以展覽當天是要求

同學利用手機拍下你最喜歡的三張曼陀羅和三首情詩，再依學習單的格式，回家完成

後，上傳 FLIP數位學習網作業區，之後老師再評分。 

 

我最喜歡的他班作品三張圖 

   

我最喜歡的他班作品三首情詩 

   

請寫下 100 字有關這次作品展的心得。 

透過這次情詩寫作與欣賞的活動，我看見了許多對於情歌創作上不同的創作方式，從交往時的

浪漫到分手時的痛苦悲傷，每一首情詩都各有特色，例如左邊的歌就述說著分手前所有內心的

糾結，到最後只能故作堅強的分開。我喜歡這次的活動，透過展覽的方式選出自己喜歡作品並

給予好評，如果對方看見自己的作品獲得肯定，內心一定無比的喜悅。 

 

這次的圖文展對同學來說是很新鮮的，也因為要展出，所以同學在創作時就會比

較有學習動機。如黃浚淇同學的心得：「經過這次的情歌寫作，就讓我足足先想了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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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就為了提前寫出最棒的作品，在得知會被別班回饋時，很緊張，但萬萬沒想到

，對方給我的回饋是我完全沒想到的境界，我覺得這種感覺很棒，像是被別人理解一

般，我覺得很棒！在畫圖的部份，我也沉浸下來，好好畫出屬於自己特色的圖。」 

跨班互評一定也有趣的現象，就如詹惟舜同學的看見：「在這次情話綿綿作品展中

，一開始的情歌剪貼的部份讓我了解到真的不能選歌詞太長的詞句，不然就會和我一

樣，想要的詞句都在後面...變成老師覺得太冗長便被 cut 掉了…至於創作的部分我覺得

還是要有那轉瞬即逝的靈感，像我的話，就是在跑步後就突然來了個想法，把之前未

曾想到的拼湊在一起，便組成了這首情歌。最後再看展覽的時候我發現，大家看的都

不是情歌，也不是畫，而是在看名字...通常看起來像女生的就會有基本票，fb 及 ig 上

查到很正的，上面貼紙貼得密密麻麻，看得我是又無奈又好笑。」 

  

  

有了期中還不錯的經驗，於是進一步思考如何將期末報告也變成期末展。原期末

本來是個人報告父母生命故事 1000 字，如果直接展出，一方面同學根本不可能在這短

短兩節課的時間去看別人父母的生命故事，再加上生命故事的書寫也有些隱私，不利

於展出。所以改變方式，以訪問父母生命中重要五個人的生命故事 1000 字，來進行再

創作，先畫出父母的生命樹，並於下方貼出此次同學訪問的心得 100 字。同學們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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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母生命樹都蠻成創意的，不過真正吸引我的是同學們在創作時的神情，雖然不是

全部同學都很認為，但百分之八十的同學都可以投入。 

期末時，一樣是運用展覽的方式，全組作品都貼在一張大海報上，將你手上的三

個點點貼在喜歡的作品上，並拍下你給點點的圖像，說明原因，並且要和自己的作品

合影，一樣要上傳學習單以為評分。 

 

這次活動，本來以為同學評分不高，沒想到，還比期中展的分數還要更好些。經

過兩次策展經驗，提供一點淺見，以供在教學路的同仁參考。 

一、這些活動展出，得在有人協助下完成，TA 這時就是很好的戰力伙伴；過程中

又是製作，又是張貼，發點點，拍照做記錄，等等事項，雖然都是小小的行政事務，

但教師是很難一個人完成的。 

二、相關的美術用具，讓同學自行準備也是有些困難的。我思忖著如果這些都變

成回家作業，然後我只要求，展覽前一天全組直接交海報來張貼，可能會很容易出現

有人缺交，有人不來等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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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排自己所教的班級聯合展比較有機動性，之前因應教育部計畫辧理聯合成

果展，一定會有成效，但更加勞師動眾。 

四、教學是動靜交錯的，依照我幾年下來的經驗，教學活動和教師個人能量狀態

十分有關連。像 109-1 因為通識高教課程補助經費通過的很少，我也安安靜靜地沒有

舉辧太多的課堂活動，有意思的是期末同學交書面報告時，我也覺得完成度蠻好的，

不過教學反應回饋的成績倒是低了。關於語文教學，我還在體會「變幻無常」的本質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