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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創作乃透過「校園寫生｣融入藝術與人文教學活動發展，探討水彩與校園環

境創作表現，此創作著重於引發學生創作的興趣並透過水彩的技法與視覺的觀

察，以不同的寫實畫風來詮釋校園情境的描繪並提高學生取景及構圖能力，藉由

此教學來指導學生認識水彩藝術的相關知識。 

  本創作以校園為主題，經由文獻探討及課程設計實施，使學生在未來的創作尚

能更確認的了解水彩的技法及應用，期望藉由此課程的教學應用有助於理解環境

融入藝術與人文領域對於學生的創作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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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一）19世紀，水彩畫藝術在英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水彩畫似乎特別適

宜於描繪英國的自然環境、生活趣味和民族特色，水彩畫在英國得到

了飛速的發展，如今，隨著時光的荏苒，現代藝術觀念形態的轉向，

寫生的繪畫技巧更是重要。 

               本創作將針對校園寫生藝術之表現技法將不同主題的圖像及情境創作

出獨特風格的作品並且使學生在未來的創作尚能更確認的了解視覺效

果與畫面意境上的技法掌握，期望藉由此課程的教學應用有助於理解

資訊融入藝術與人文領域對於學生的創作表現之影響。 

二、製作目的 

（一）本次創作研究以寫生為主要訴求，結合繪畫方式及水彩媒材創作為創

意加值之各項可能性為探討，相關創作目的如下: 

1.透過風景寫生的練習，鍛鍊學生對大自然風光敏銳的觀察力與表現 

力。 

2.運用水彩畫技法強調肌理與媒材的展現，提高取景與構圖的能力。 

3.理解景色會因條件不同而產生色調關係，期盼透過此創作有助於提

高水彩語言表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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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架構

緒論 

研究動機與目的 

水彩基礎理論 

造形表現與材料 創作的形態 色彩形狀與畫面 

文獻探討 

水彩的起源 技法與媒材 寫生定義 

主題創作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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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預期成效 

（一）將水彩基本知識透過理論講授予實作練習，讓學生從理論上提升

對水彩畫的理解，藉由此研究將提升藝術教育的創作及表現成果。 

（二）從水彩各要素的表現，透過寫生掌握環境的主題性與臨摹培養學

生扎實的寫生能力。 

（三）期盼學生藉由課程的訓練，能培養出設計觀與完整的創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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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理論探討 

  一、水彩畫的起源 

       水彩畫源於十七世紀的歐洲，是具有悠久歷史的繪畫藝術之

一。相較於油畫、版畫等，水彩畫在創作時所用的時間較短、所

需的空間較小、材料也較為簡單與輕便，此為其深受歡迎之所在。 

水彩畫以水為媒介，藉由重疊、渲染、平塗、縫合等技法交錯的

使用，呈現自然、平實、理性、自由、浪漫等迷人的多樣面貌，

發展至今，已是國內當前繪畫人口最多的藝術創作方式。 

        二、寫生的定義 

       寫生，是直接面對對象進行描繪的一種繪畫方法，基本有「風

景寫生」、「靜物寫生」和「人像寫生」等多種根據描繪對象不同的

分類。一般寫生不作為成品繪畫，只是為作品搜集素材，但逐漸發

展也有的畫家直接用寫生的方法創作，尤其是印象派的畫家，經常

利用風景寫生，直接描繪瞬間即逝的光影變化，所以有時也被稱為

「外光派畫家」。      

    三、水彩創作技法與媒材 

  水彩畫因水的含量而使其筆法千變萬化，不同的筆刷運用與水

量多寡都會形成意想不到的效果；因此，在創作上又分為(1)筆法與

線條(2)乾、濕畫法(3)水與色的控制(4)水和各種媒材的運用(5)紙

張與基底(6)丙烯岩彩和水彩顏料等創作元素。 

       四、繪畫創作的形態 

    時至今日，多元化的繪畫形態已經取代了傳統意義上的單一的

寫實繪畫形態的主導地位，所以素描的內容不僅涉及寫實繪畫形態

的知識材料和表現形式，還應包括其他繪畫形態的內容近代的彩繪

藝術，更延伸出油畫，水彩畫，壓克力畫等各種不同原料，以及自

由想像空間圖案來創作藝術作品，彩繪藝術不單是藝術裝飾用，更

是富有趣味性的休閒活動，因此，畫的技法不同因此名稱用語也有

所差異 ,繪畫創作的形態大概可分為以下幾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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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創作形態 

抽象形態 
抽象形態式通過對自然物象一定程度的誇張與變形，比起具象

形態繪畫語言具更多的不確定與多義性。 

具象形態 
表現的自然物採取自然主義的態度，以自然形態的再現作為畫

面的造形符號，強調客觀物體特徵的具象性表達。 

意象形態 

意象就是人內心世界中的內在圖象，經過語言或文字、甚至於

各種藝術的表現象徵精神、兼具理性的塑造與想像描繪於外的

表現形態。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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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專題製作 

表 2.水彩技法製作過程 

實景圖(1) 
 

繪圖製作過程 繪圖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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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字筆描繪 簽字筆製作過程 

簽字筆製作過程 技法製作過程 

技法製作過程 技法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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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製作過程 技法製作過程 

天空製作過程 樹幹製作過程 

樹葉製作過程 山坡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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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製作過程 草地製作過程 

實景圖(2) 

草圖製作過程 水彩渲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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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第 1次製作過程 樹木第 1次製作過程 

建築物第 2次製作過程 樹木第 2次製作過程 

建築物第 3次製作過程 樹木第 3次製作過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11

肆、製作成果 

表 3.作品賞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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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建議與結論 

       在風景寫生中，是一個獨特的課題，透過自然界的各種景物所描繪

自然風光的風景畫，可以明確認識到視平線在畫面中的地位與作用，了

解形體與色彩與空間距離關係所產生的變化規律，並可提高學生對自然

美景的審美和感受力，增進多方面的知識和修養，從而掌握風景畫的方

法和表現技巧。 

     對於自然景色與環境關係，會明顯感受到景物受光會因反射光與氣候

的不同需在色調上做變化，因此，掌握環境的變化與辨別更成為此課題

重要的一環。 



 13

參考文獻 

專書 

1.李焜培(1993) ，水彩畫法 1‧2‧3(九版三刷) ，雄獅圖書，台北市。 

2.馬白水(1963) ，水彩畫法圖解，新中出版社，台北市。 

3.黃進龍 (1992) ，水彩技法解析，藝風堂，台北。 

4.呂燕卿（1999），談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的統整性課程設計之觀念，教師天地，

100，  40-51。 

5.蕭瓊瑞（1999），《水彩畫研究報告專輯》，台灣省立美術館，台中。 

6.劉其偉（2000），《現代繪畫基本理論》，雄獅出版社，台北。 


	專題研究製作報告書_101_2.pdf
	中文摘要
	目錄建穎
	表 目 錄ART
	健穎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