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人文與藝術創作 

開課單位：藝術與設計學系 

開課年級/學期：二/下	 	學分數：2	 	上課時數：2	

授課教師：梁莉苓	

	

 

課程目標	

	

	 	 	 	回應當代藝術之趨勢，關注學生能擁有「人文素養」，以「自我」至「他

者」為出發的創作思考規劃教學，引導學生思考創作對象除自我，且能展現人

類的利他與自省能力，將關心延伸至關乎他者的公共議題層面。課程且將當下

後疫情時代命題導入，思考貫穿「自我」與「他者」的藝術發展面向。此外，

引領學生認識在地人文藝術資源，參訪位處新竹之李澤藩美術館與新竹鐵道藝

術村。	

	

課程進度	

	

週次	 課程內容	 備	註	

1	 課程介紹	
	

·選小老師	

2	 論藝術與時代	
	
	

	 	 	 	·導入後疫情時代藝術

發展命題	

·報告分組	
3	

4	 由「自我」出發的創作(一)：狹義自畫像	 	

5	

6	 由「自我」出發的創作(二)：廣義自畫像	
	

	

7	

8	 在地人文藝術參訪：	
新竹鐵道藝術村、李澤藩美術館	

	

	

9	 後疫情時代的藝術發展探索	
	 	 	 	 	 	 	 	 	 	 	 	 	 	

·分組報告	

10	

11	 	期末創作計畫討論	 	

12	 由「他者」出發的創作(一)：社會、性別	
	
	

	

13	

14	

15	 由「他者」出發的創作(二)：環境、社區	

	



16	

17	 期末創作發表與報告	 	

18	

以上進度會依課程推進狀況調整	

 

教學方式	

一、理論講述與討論。二、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三、行動實作與報告。四、

校外參訪(5)%	

 

		評量方式	

一、作業評量(80)%	

1.「後疫情時代的藝術發展探索」分組報告。	

2.	期末個人創作：從關於COVID-19疫情的自我經驗與公共報導，及相關藝術的瞭解

研究過程中發想創作計畫，內容可是自畫像或針對疫情之社會觀察，創作類型不

拘，需說明作品與個人經驗、調查研究內容之關聯性。	

二、上課參與(20)%	 	

三、達（含）5次未到課，學期成績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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