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 0 3 年度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成果彙編 

一、計畫類別：子計畫四(PLC) 

二、計畫名稱：精進工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PLC) 

三、活動名稱：與世界接軌~臺灣的花藝發展與技能基礎養成 

四、講題內容大綱【附檔一】  

五、主辦單位/科別：
園藝科

 

六、活動日期：103 年 11 月 12 日    七、活動地點：
展演廳

 

七、參加人數：師
１2

人 / 生
240

人 

八、活動心得回饋： 

    1.周老師是著名的花藝老師也是國際花藝比賽的評審，對於台灣花藝國手的培訓以及選拔著

力甚深。演講先以非洲小孩成年禮的身體彩繪開始，讓我們了解美與創意是人類與生俱來

的能力，不同種族、地區、文化或宗教的表現方法與用色或許不同，但對於美的追求卻是

普世公認的。 

       周老師亦介紹花藝種類以及變化，台灣從早期的喪葬用花、敬神花瓶以及新娘花束等逐漸

轉變為追求觀賞及美感的日式的流派插花以及西洋花藝，時至今日已轉變為融合時尚以及

裝置的花藝。現代花藝雖從西洋傳入，但近幾年的國際花藝大賽幾乎都是亞洲參賽者奪牌，

其中台灣從四年前加入比賽，歷經銅牌(40屆)、銀牌(41屆)以及金牌(42屆)，憑藉著努

力讓世界逐漸看見台灣。 

       最後，周老師也說明國家級選手的培育過程以及就柳國手的示範作品進行評析，在評析的

過程，也請學生上台來一同互動對作品的感覺。周老師的演講幽默風趣、深入淺出，其深

厚的專業經驗，使聽講者感到如沐春風，期盼未來能多多邀請周老師來為我們分享花藝與

生活。  
    2.國手柳皓雲為老師們及同學們帶來五款花藝設計作品，包括桌花設計、手綁花束、架構花

束、新娘捧花及花項鍊。示範的過程中並由陳錦文老師(國手訓練教練團)負責講解各項作

品的評分重點及應注意事項，讓同學能在短時間內了解花藝職類的競賽要點。 

第二階段由國際裁判周英戀老師演說，周老師藉由許多實際案例介紹花藝及技能競賽的內

涵和精神，並說明選手應具備的條件及特質。周老師並講了許多勉勵同學們的話，期許松

農園藝科的同學們能更喜歡自己所學，並且發光發熱。 

經過今天的演說之後，更加確認"讓學生更進步是老師們存在的價值" 

 

 

九、活動記錄：【附件二】 

 

 

 



 

【附件二】 

   1112周英戀老師演講及柳皓雲國手示範花藝作品 

  

圖 1. 校長親臨致詞 圖 2. 柳國手示範切花作品，陳老師 

     (古文旻媽媽)熱心講解技巧 

  

圖 3. 學生上台擔任模特兒示範花項鍊 

     穿戴方式 

圖 4. 國手與學生講解材料與運用方式 

  

圖 5. 周老師與同學分享作品的技法與 

     評分要訣 

圖 6. 周老師開心的聽學生分享對於作 

     品的感動 

  

圖 7. 周老師高興的聽取同學心得 圖 8 周老師與同學分享作品特色與製 



     作要點 

 

 

圖 9. 主任與教師們專心聽講 圖 10.主任致感謝詞 

 

 

圖 11. 主任頒發感謝狀予周老師 

     及柳皓雲國手 

圖 12. 周老師與教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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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觀念的形成與應用 

松山工農 園藝科 講座 

文‧圖：周英戀  

時間：2014 年 11 月 12 日 下午 1:20 ~4:20 

 

    創意從「心」開始。創意來自生活, 源於文化，真正的創意過程是去嘗試做

做看。當「心」理開始有一絲絲的「創」「意」時，隨即想著要「創新」一點點，

那如何創新呢？創新是創意，是發明，也是作品，也是藝術創作。「創意觀念」

即是讓學習者透過對創意感受的認知意識，再現於學習者的「心理感通」之印象，

然後形成創意的觀念。 

壹、如何產生創意？ 

    儘管創意難以言說，它卻有一些基本的邏輯和氛圍，那就是要有一種創作者

的心靈，這種心靈藉由想像、豁達、自由、才性、思慮…等所組成，當然還必須

具備執著的意志力與淵博的學識作為基本基礎。 

 

    創意思考的方式，可以朝著「動機思考」的模式進行，從「心」裡引發創意，

以「美學價值」的需求為出發點，接著是「實用功能」的需求，再則「風格獨特」

感覺層次的提升，最後是「文化價值的意涵」，這樣富有創意的過程才能呈現出

全新的創意作品。如此思考模式也可以循環進行，換言之，動機思考模式也可以

「天馬行空」之後再組合。 

一、創意動機思考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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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想像力的訓練！ 

   從「零」開始思考：全新的自己從思考的這一刻開始，如何讓自己與眾不同，

隨時隨地，隨心所欲，虛擬一個想像的對象，去除原來的思考框架，盡情的天馬

行空一番。訓練想像力，即是尋求創意的源頭，超越模仿、顛覆現實，富有想像

力的人具備：經驗的開放、評估內在化、精於運用構想、願意嘗試冒險、能從事

複雜性的事物，容忍曖昧、積極的自我想像、工作時能全神貫注。 

三、正向預期想像--心想事成 

    意念可以創造一切，包括物質、事件…在全然的喜樂、愛、自由、幸福中去

感覺「已經滿足」的能量，當你感覺很好，就會吸引更多的感覺前來；當你開始

感激，就會有更多的感激事件接踵而來…，這種身歷其境、全像真實般的想像力，

其實就是「心想事成」的重要關鍵。 

 

    想像有多大，願力就有多寬。以意念創造真實，意念就像充滿魔法的巫師，

如果說「魔法」是巫師的力量，那麼，有了想像與意念，就沒有什麼不能被創造

了。讓我們與萬事萬物的能量合一，把「意念」與「想像」強化為創意的元素，

讓自己喜悅的身歷其境，就是心想事成，夢想成真的關鍵。 總之，富有創意的

人，具備有：自由感、獨立性、幽默感、堅毅力與勇氣等五項特質。 

四、「六 W」的創意思考 

何謂「六 W」之自我提問法，即是：1.Who，為誰；2.Why 為何；3.What，

做什麼；4.How，如何完成；5.When，何時；6.Where，地點。六 W 是最原始、

最可靠而且最能刺激想像力的方法，掌握依序的思考邏輯，即可把想像變成創意，

再把創意變成創作成品，把創意放進思考的範疇裡，進而達到妝點慶典設計的裝

飾領域。   

「六 W」之自我提問思考如下： 

1. Who 為某個人或某件事情思考？ 

2. Why 為何要思考這件事情？ 

3. What 思考些什麼事情，需要有些不同之處嗎？ 

4. How 如何達成思考的事情或事件？ 

5. When 何時達成思考的點子或創意的事件。 

6. Where 完成的作品要擺置在什麼場合？  

五、 內創品與外創品 

    所謂「內創品」，即指一件作品在醞釀的「創意」過程中，必先培養想像力，

捕捉靈感，將心中產生了美的感受，到意象形成的階段，一般的美學家稱為「內

創品」的完成。任何一位創作工作者，在進行創作時，必須藉著熟練的技巧與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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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媒介物，將心中的意象具體的表現出來，這種由「創意」醞釀過渡到「創作」

的製作階段，也就是由「內創品」到「外創品」創作期間仔細推敲的繁複過程，

使心中美的意向有所呈現。 

六、創作的過程包括： 

    一件具備文化意涵、美學價值、實用功能、獨特風格的創意作品，其「創作

的過程」，包括觀察、蒐集、想像、體驗、選擇、組合、表現…等過程。」 

 

1. 觀察：在創作表現上，觀察是一件必要的手段，經由感官認知判斷，可以使

我們認識事物的外觀、色彩、質感…等特殊之處。 

2. 蒐集：蒐集各種不同的題材，累積創意能量。 

3. 想像：把觀察到、體驗到的影像加以想像、擴散，例如看到一朵花的形象，

讓形象知覺存在心中形成一個影子，加以思考進而創作。 

4. 體驗：體驗人生的過往經驗，自我和他者的感覺絕對是不一樣的，而情緒也

會隨著情境而有所不同。 

5. 選擇：當我們把觀察到、蒐集來的、透過想像之後，也體驗出事物的優略所

在，之後，必須要做一個選擇，保留自己設計領域想要的資料。 

6. 組合：選擇出適合使用的題材、材料加以適當的安排(Arrangement)就是創作

過程中必要的排列組合。 

7. 表現：表現就是作品經過「創意」階段(觀察、蒐集、想像、體驗、選擇)之

後，進入到組合過程，最後作品的呈現，也就是「外創品」的階段。 

 

貳、創意能量的累積 

創意不只來自體驗，獨立思考也很重要，偶而讓自己思緒掏空發呆使腦子淨

空沉澱，或者讓自己到陌生、全新的地方旅行，偶而迷失一下，再重新找回自己，

幸運時也常會出現意外的創意。這是一個資訊科技數位的年代，數位革命給人類

帶來生活的衝擊，也帶來空前未有的方便，天涯若比鄰於是展開。善加利用攜帶

型的科技數位產品，可以輕鬆的掌握與保存時空進步的脈絡。創意能量累積的來

源可從多面向吸取，包括： 

 
一、 傳統文化的傳承 

    傳統是生活的一部份，在文化自信充沛的國家，傳統是當代的一部份。傳統

文化，不管是民間故事、文學經典或書法美學、工藝美術…等，對人們而言，都

是一種懷舊與悸動。常民生活處處充滿著傳統文化的影子，傳統吉祥圖案、戲曲、

音樂、古文物藝術…等，其追求真、善、美等內涵寓意之表徵，自古以來為人類

所共同願望。傳承傳統文化之美，是累積創意能量的「創意火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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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受創意再教育再學習 

    學習強調自我主動出擊，停止學習就會倒退到原點，通識教育再學習涵蓋更

寬廣的領域，創意通識課程將是重要的再教育再學習的課程之一。創意再教育再

學習可分為三個面向：以耶誕節櫥窗設計為例子作為說明。 

 

1. 思考教學(teaching for creativity) 

    創意是一種目的，一種思考過程，為培養創造思考能力，如何

以連想、邏輯思維或批判等…等方向做為思考。耶誕節的象徵物件

有聖誕樹、禮物、聖誕老公公、雪人、雪花…等作為設計元素的聯

想與思考方向。在媒材主題確定之後，如何表達技巧的鋪陳？就是

技巧創新的方法。 

2. 創新教學(teaching with creativity) 

    創意是一種邁向技巧創新的方法。透過創新的思維為增進知識

記憶、理解、應用，以及技能的正確與熟練的教學。例如圖說，透

過創新的技巧做排列組合，完成的作品以生活實用、或明顯表現主

題為「創意」核心。 

3. 創思教學(teaching of creativity) 

    創意達到訴求的成果。創思的重點偏向於生活實用美學，十足

創意就是要有全新的思考方向。創意思維的模式，包含造型的來源

構思，色彩的使用超越常態的規範。如果我們能把再教育的過程當

作是尋求一種「創意」核心，那麼創作的過程與作品即可表達出具

有美學與藝術的功能，這也是一種可以觸動心靈、啟發想像力並且

表達內心豐富的感受。這幾幅耶誕節的櫥窗設計隨即印證了透過了

全新的思考方向，達到營造不同的耶誕氣氛。圖 1-4。 

 

 

 

 

 

 

 

 

 

 

 

 

 

 

1：聖誕老人與禮物 2：科技概念的聖誕樹 3：雪花(使用剪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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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備移動適應力 

    移動，讓創意學習加分，移動，不但增強專業能力，也增廣所見所聞進而『集

思廣益』，建立珍貴的「創意資料庫」。移動，讓人學會「換位思考」。處在全球

化的浪潮裡，適應並接受移動的情境，就表示能以開放的心態，主動融入他者，

認同多元文化，具備情緒穩定以及保有彈性思考空間；更重的是具有移動能力的

競爭，「移動力」就是競爭力。移動，讓「創意能量」持續加持。 

四、 掌握數位電子優勢 

    掌握數位電子優勢，使用的工具可略分為影像與聲音，影像包括數位相機與

數位錄影機等；聲音包括錄音機與錄音筆等；筆記型電腦、多功能手機、PDA

等以及網際網路資源分享…等。 

 

叁、美學的意涵 

    「美學」是指對於「美的本體」、『創作品』「審美經驗」三者之間探究的學

問。「美」包括一切事物之美，以及「美」本身的存在；「創作品」是經由人工有

意識製造出來，並陳設於能表現功能性的作品；「審美經驗」是一種感覺經驗，

美是觸動生命裡的一種情懷，是心理激動的元素，是一種感覺，在現實生活的理

性世界裡，也許是讀一首詩、觀賞一幅畫，都可能帶來內心激動，也可能熱淚盈

眶，因為那樣的悸動，觸動了心理底層的情懷。美感的愉悅是人類所擁有的獨特

專屬，也是最不具目的性的精神體驗之營造。 

 

4：耶誕節商店陳列方式 



6 
 

一、 美學美感來自以下所描述的各種經驗 

1. 模仿，模仿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模仿」是創意的來源之一，人對於從

模仿得來的改變又加上自己創意的作品，總是感到特別的喜悅，因為信手

拈來經過巧思捏塑，隨即超越原有的模仿形象。例如看到蜘蛛結網，模仿

應用於編織設計。 

2. 遊戲，遊戲是一種本能要求快樂的媒介，例如兒童的塗鴉，亦似繪畫的起

源；堆積木、玩黏土，類似建築的雛形。遊戲衝動的旺盛，使人類文化進

步，遊戲衝動的力量產生了創作的藝術行為，例如運動遊戲成就舞蹈；情

緒化遊戲相當於戲劇。 

3. 唱歌，人類有一種自我表現的本能，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加以具體化並

表現出來，於是就有喜怒哀樂之不同情緒表現。例如以聲音唱出豐收的喜

悅；以身體顫動的舞步表達對上蒼祈福的信念…，這些表現未必是符合美

感的要件，但是卻充滿了強烈的「美學」基因因子。 

4. 裝飾，裝飾是人類生活上的本能，裝飾，一為實用，一為審美。古今中外

人以「悅己者容」，我們看到人類把各種裝飾品裝飾在身上，有些黥面彩繪

(台灣原住民即是)這些直接或間接裝是身體的行為，無非希冀藉著美化自己，

或博取他人的讚美。 

5. 宗教信仰，藝術創作源於宗教信仰，人類於蠻荒時期對於大自然具有神奇

力量，堅信不疑，又往往過度驚嚇之餘，遂轉相信「神靈」的存在。先民

們由於恐懼而寄望於神靈的相助，因此產生的神靈信仰，人們相信信仰可

以控制這種自然的力量之神，透過舉行祭典、祈禱庇祐，把願望表現出來，

於是乎就有舞蹈和戲劇的發明，音樂、詩歌也就跟著產生出來。  

二、 美學的蘊涵與價值 

「美學」是指對於「美的本體」、『創作品』「審美經驗」三者之間探究的學

問。「美」包括一切事物之美，以及「美」本身的存在；「創作品」是經由人工有

意識製造出來，並陳設於能表現功能性的作品；「審美經驗」是一種感覺經驗，

美是觸動生命裡的一種情懷，是心理激動的元素，是一種感覺，在現實生活的理

性世界裡，也許是讀一首詩、觀賞一幅畫，都可能帶來內心激動，也可能熱淚盈

眶，因為那樣的悸動，觸動了心理底層的情懷。美感的愉悅是人類所擁有的獨特

專屬，也是最不具目的性的精神體驗之營造。 

 

肆、慶典美學應用 

    慶典是一個民族、一個社區、一個家庭為了一個特別的節日或節慶共亨的饗

宴，由此體驗共同的生活價值，並賦予正面的意義。如果慶典是大餐，創意就像

甜點，而美學就是那擺置甜點的餐盤。從巔覆中尋找創意，在創意中加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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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活動因創意的融入，而有別於平常的生活場合。以「美學」創意美化作表現，

在創意慶典設計功能上，中加入現代摩登的「流行美學語彙」，再從中分析、找

尋具備藝術與人文內涵的創意設計元素，將慶典活動的內容轉化與時代的生活現

象結合，即可表達慶典創意的意涵。 

一、 東方慶典禮俗：以臺灣為例子，慶典禮俗以常民生活中的歲時禮俗和生命

禮俗為主要敘述。歲時禮俗分布於一年四季的二十四節氣，屬於整個族群，

人人共同遵守；生命禮俗為分佈於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中的種種儀禮，屬於

個人或家庭，涉及範圍為一個家族或親友。 

二、 西方慶典禮俗：西方慶典因著不同區域、民族、文化而有不同的慶典活動，

例如，西洋情人節、復活節、耶誕節、誇年活動等，都是屬於西方國家傳

統的民俗慶典節日。台灣多元文化的融合，這些慶典也融入臺灣人的生活

層面裡。 

    慶典的活動相當多元，舉凡畢業典禮、職務高升、社區營造成果發表、家族

成員獲得榮譽成就等，都屬於其他慶典活動的範疇。創意慶典設計在功能上，對

人們的行為具有潛移默化的力量，活動設計中加入現代摩登的流行語彙，或者外

來移民的文化本質，再從中分析、找尋具備藝術與人文內涵的創意設計元素，將

慶典活動的內容轉化與時代的生活現象結合，即可表達創意的意涵。 

 

    以下以現代婚禮作為例子，在規劃婚禮慶典時必須要注意的相關內容，如何

以創意的概念呈現美學的氛圍，例舉會場引導、花藝設計、禮品設計等作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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