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起來尋美：雕塑記憶—談朱銘的三軍系列(陸軍) 

朱銘美術館教育推廣部 1 

藝起來尋美—金美國小 

課程名稱 雕塑記憶—談朱銘的三軍系列(陸軍) 

參與人數 金美國小五年級(30人) 

活動時間 180mins 

活動地點 ㄇ字型陸軍、兒藝中心 2樓 

教學目標 

1. 透過戲劇為教學媒介，引發學生對於雕塑作品做更深入的思考。 

2. 理解朱銘老師的生命經驗對創作的影響。 

3. 學生可以藉由創作表達自己的想法。 

人員分配 肢體口語老師—謝華容 

器材準備 教學用麥克風、空白 A4紙、色筆、鋁線、錫箔紙、紙黏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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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活動 

(一) 請學校老師於上課前將組別分好。 

(二) 進入美術館前需量額溫，進入室內展館須戴

上口罩。 

二、引發動機 

(一) 教師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今天要與你們一起在美術館共

度時光的鈴鐺老師，我想問問大家，在這裡

你看見了什麼？ 

(二) 對軍人的印象： 

    是不是看到很多軍人？你們對軍人的印象是

什麼？從這些字卡中選出你覺得適合軍人的

形容詞，字卡上沒有的也可以，試著說說看。 

(三) 找找園區軍人作品： 

            我發現大家對軍人的印象都比較偏剛強，那

我們在這附近找找軍人，看看你們剛剛對軍

人的印象，與在園區看的軍人作品有沒有不

同，有相同的嗎？有不同的嗎？不一樣的地

方在哪裡？ 

(四) 最有印象的軍人雕塑： 

請大家選擇一件你印象最深刻的軍人雕塑，

並且記得這個雕塑的表情和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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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用麥克風 

 

 

 

 

 

 

 

 

 

形容詞字卡 

英勇的、勇敢的、強

壯的、安全的、威武

的、堅強的、有責

任、有擔當、陽剛、

奉獻、正直、堅毅的

等等字卡給學生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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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s 

 

 

 

 

 

二、發展活動： 

(一) 分享印象深刻的軍人雕塑： 

請大家說說看一開始對軍人的印象，和園區

軍人的雕塑有哪裡不同？大家觀察到的不同

之處在哪裡？ 

(二) 分組進行排練： 

        請學生六個人一組，用肢體模仿剛剛觀察到

的軍人雕塑表情和姿態，並運用戲劇手法「思

緒追蹤」來幫雕塑品創作一段台詞。(ex：創

作台詞要以告訴觀看者這個軍人雕塑發生了

什麼事？他的心情是什麼？) 

ㄇ字型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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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表演「四格漫畫」： 

每一組從裡面挑選出的軍人雕塑姿態和表情

來發想，想一想這個軍人之前遇到了那些

事？第一格和第二格畫面要做出『發生什麼

事』，第三格畫面要做出『所選軍人雕塑的姿

態』，第四格畫面要做出『這個軍人後來怎麼

了？』 

(四) 從學生演出帶入朱銘老師的創作原因： 

「人間系列─三軍」中的抗戰英雄，這系列

人物的創作構思，是朱銘小時候對當時播遷

來台的國軍印象轉化而成。背著大刀的部隊

可是真的存在過的，在抗戰初期時，裝備不

足的國軍即以此對抗擁有現代化武器的日

軍。 

(五) 創作知識背景(補充資料)      

朱銘先生把美術館當作是一個超大舞台，讓 

       三軍在這個舞台上接力演出。想一想，朱銘 

先生為什麼要做人間系列－三軍的作品呢？

花了四年的時間，作品數量還多達三百多

件，為什麼要做這麼多？做這麼多要付出的

什麼也多？不能少做一點兒嗎？ 

    「雕刻、裝置、行動藝術」   

        向英雄致敬，實現的藝術表現。 

     雕刻： 

雕刻要從作品中去尋找答案，數量做得夠多

才能從中發現問題，另一方面三軍的數量要

夠多才能顯現其氣勢與軍隊的樣貌。所以每 

一尊阿兵哥都是可以獨立觀看的作品，都是

可以獨立配音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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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軍隊的佈署 

行動藝術：邀請當時的三軍統帥，進行一場

盛大的閱兵大典。 

朱銘表示：「我幾乎每天都要完成一件作品。

不管在時間、體力、或經費方面，三軍作品

對我個人來說是個很大的考驗。我常在想，

錯過此時，未來我可能就無法完成了，所以

我將〈人間系列─三軍〉作品稱說是自己空

前絕後的『大系』與『大戲』。」 

 

三、綜合活動 

(一) 請學生想想，最近或是生命之中，是目前為

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ex：我國小

三年級的時候在路上撿到一個錢包送去警察

局，失主很感謝我。 

(二) 一人一張紙，一組有一疊色紙，請學生試著

將事件裡，重要的畫面描述或是以剪貼的方

式呈現，人物表情可以用筆勾勒出來(當時的

自己是什麼心情？或做著什麼動作或姿

勢？) 

(三) 畫好後先收好留在教室，預告畫畫的目的與

下午的創作課有關。 

午餐時間 

90mins 四、創作活動 

(一) 創作說明： 

早上畫事件與人物的圖中，擇其一個人物來

進行延伸；將這個人的身型、肢態創作出來。

但要怎麼創作呢？ 

(二) 介紹創作材料： 

這裡準備了鋁線、紙粘土和紙板。讓我們用

鋁線彎折出人物的骨架，先用錫箔紙附在骨

架上幾層加強厚度，再用紙粘土增添身軀與

四肢，再立在板子上。 

(三) 創作教學： 

一人會拿到十字型的鋁線(已事先備好)，需

要加強的地方再增加鋁線纏繞；錫箔紙附在

骨架上兩三層加強厚度；之後用紙粘土賦予

人形骨架肌肉，再以鑽洞方式立在紙板上。 

(四) 至戶外擺放： 

請學生想想，自己的作品要擺放在園區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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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符合創作人物的姿態或情境，並說說為

什麼。 

(五) 分享與結語 

學生分享完後，再引導至朱銘老師對作品放

置的想法，生活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即

使再微小，都有可能成為創作的靈感泉源，

不要輕忽這份直覺，也希望大家覺得用肢體

展現沒有那麼困難。 

ㄇ字型陸軍

至拉鍊石頭

附近區域 

20mins 收拾場地並準備搭車   

雨天備案 

◎早上 

(一)教師自我介紹。 

(二)教師詢問學生知不知道什麼是軍人？老師將學生 

     的回應記錄在白板上。 

(三)教師拿出三軍的圖片，讓學生指出陸海空三軍。 

(四)教師請學生想一想對軍人的印象，請在便條紙上 

    寫下一個形容詞來形容軍人。老師將學生的便條 

     紙貼在白板上 

(五)教師請學生從老師準備的形容詞字卡中，選出對 

    軍人印象的形容詞。 

(六)教師整理學生的字卡。針對學生選出字卡內容的 

     有特殊性的，訪問學生的想法和為何要選擇這字 

     卡的原因。 

(七)教師帶學生到戶外參觀大刀部隊的雕像，找一找 

    那些雕像跟他們選出的形容詞字卡形容的軍人形 

    象是不同的。 

(八)將學生分小組，請他們在參觀時選擇一個印象深 

     刻的雕像，用身體模仿其動作，等等回教室要展 

     現。 

(九)帶學生到戶外參觀 

(十)回到教室內休息 

(十一)教師示範透過肢體呈現雕像，並想像如果雕像 

      會說一句話，雕像會想說什麼? 

(十二)教師邀請各組呈現。 

(十三)教師說明大刀部隊的由來，以及朱銘老師創作 

      大刀部隊雕像的原因。並說明為何這次要讓學 

      生認識這一系列作品。 

◎中午吃飯 

◎下午 

(一) 請學生想想，最近或是生命之中，是目前為止印 

     象最深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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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邀請有意願上台的同學，用身體呈現。 

(三)教師說明如何利用美術材料，將大家印象最深刻 

    的人物，創作出來。 

(四)個人開始進行創作。 

(五)個人創作品分享。 

(六)教師統整今日的課程重點： 

1.朱銘老師創作大刀部隊是從生活經驗得來的靈感。 

  下午創作的活動，也是讓大家從生命經驗中找尋素 

   材來進行創作。 

2.這堂課程的方案名稱是：藝起來尋美，那美在哪裡？ 

  美就在我們生活經驗和記憶裡。 

(七)學生分享今日課程感受。 

(八)請學校老師分享今日課程感受。 

(九)請學生收拾場地。 

(十)帶學生搭車回學校。 

教具製作說明 鋁線人形：鋁線取適當長度(約 30公分)兩條，交叉成十字型後扭轉固定即可。 

附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