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三）教案或教學模組 

     【幸福家庭‧文創工藝─新住民古坑班】教學教案 

壹、緣起 

雲林縣有不少新住民家庭，然而古坑鄉新光村的情況與其他鄉鎮相仿，新移

民的社會資源可以直接注入社區中，並且不僅是生活技藝的學習，而是有更多的

機會與外人溝通、分享與傾訴內心事，故希望透過更多機會的交流與互動，讓新

住民能夠接觸到社會相關資源、資訊與人與人互動的溫暖。 

運用簡單的工具與創意設計，讓木工藝能結合環保與創意巧思，也讓新住民

家庭能利用家裡廢棄的或周遭環境俯拾即是的材料，自行製作具實用性，又能彰

顯地方特色的產品，希望透過此計劃，引導新住民家庭發展及社區未來的新興產

業。 

貳、課程主題 

創意木工班 

參、教學目標 

一、學習運用在地素材，設計新光特色畫框、相框。 

二、透過木工工作坊來鼓勵親子共學，讓平日忙於工作的社區婦女能夠與子女互

相分享學習，創作出具個人特色的木工藝產品。 

三、透過木工工作坊的學習，來拉近新住民彼此間的交流與互動。 

四、製作手工餐具，將木藝帶進新住民的生活之中。 

五、新光國小可利用新住民製作的相框與畫框，結合小朋友的畫作或活動照片，

妝點小學走廊及空間。 

六、本課程學員能力指標： 

(一)認知 

 1.木藝做聘並非每一件都需要大費周章，簡單的設計也能完成自己的創意小木

作。 

  2.了解木工施作的危險性及安全防護。 

  3.認識生活周遭可以取用的木料與特性。 

(二)情意 

1.能體會木藝的生活美學，進而轉化生活中各種美的事物。 

2.能關心周遭生活環境與自身健康，養成愛物惜福的生活態度。 

(三)技能 

 1.學習木工藝的施作技巧與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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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與對象 

一、新光社區與古坑鄉社區新住民及其子女（約 20人）。 

 

伍、課程時間 

一、木餐具工作坊所需時間：3小時。 

二、創意木作設計學習時間：6小時。 

 

陸、課程前置作業 

一、主要材料與設備： 

 1.器材設備：鋸台、線鋸機、帶狀砂輪機、氣動刀、手工鋸、空壓機、壓枝剪(花

剪)、護目鏡 

 2.材料：橄欖油、白膠、砂紙、柳丁木(直徑約 3~5公分，長 30公分)、美國檜

木、現成相框、松木層板、樹木細枝(直徑約 05~1公分，一綑)、掛勾。 

二、 所需場地(空間)： 

廚房餐廳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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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重點 

一、流程規劃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教學時間 教學策略 

認識材料、說明

步驟 

 

1.讓學員認識周邊木材。 

2.讓學員分享自己生活週遭可成為木藝

製材的樹種。 

3.教師說明本次木餐具及化、相框的施

作步驟。 

60分鐘 希冀透過課程講解，

能讓學員將自家周遭

許多廢去的素材，以

創意及美學轉化為生

活中實用的小木作，

亦能以簡單的處理手

法，輕鬆妝點校園及

居家環境。 

安全守則 1. 教師講解使用各類機具設備需注意

的安全守則。 

2.教師示範操作機具使用。 

3.學員練習機械操作。 

4.教師修正學員操作問題，並說明其他

衍生的危險操作。 

60分鐘 

實務操作 1.木餐具設計。 

2.木餐具施作。 

3.裁切柳丁木。 

4.點切樹木細枝。 

5.依各人創意編排畫框與相框。 

180分鐘 透過課堂上的參與實

作，學會操作各項工

具，並從中了解各種

木料的特性與操作技

巧。 

打磨上漆 1.以砂紙由粗到細打作品。 

2.將作品上一層保護漆。 

180分鐘 透過打磨來培養學員

對待作品的耐心，一

次次的打磨，才能成

就出光滑細緻的成

品。 

發表與裝置 1.學員發表這次木作成品。 

2.教師協助學員將成果裝置在新光國小

校園。 

60分鐘 引導學員透過作品分

享，來思考未來如何

把小木藝帶入社區，

發展成為創意產業的

可能。 

 



 

 

115 

 

二、教學內容(含人力與工具設備需求) 

第一天(學習時間：180 分鐘) 

操作時間 學習主題 進行方式 人力需求與工具設備 

20分 報到 1.學員簽到 

2.填寫個人資料 

3.領取課程資料 

人力/1人(架設設備、報名

處) 

工具設備/長桌、簽到簿、文

具、鋸台、線鋸機、帶狀砂

輪機、氣動刀、空壓機。 

材料需求/美國檜木材、砂

紙、橄欖油。 

20分 施作解說 1.講師自我介紹 

2.示範教學。 

 

20分 解說設備與

器具 

1.認識所需設備、器具與用途。 

2.安全守則說明。 

3.器械示範操作。 

4.學員練習並修正錯誤施作。 

30分 實務操作一 1.取一木料畫，並依個人喜好設計餐具。 

2.以線鋸機鋸切大致形狀。 

※注意事項如下─  

(1)不要鋸得太靠近線。 

(2)使用線鋸機須將木料壓緊於鋸檯面，以

免彈跳。 

(3)轉彎處須減慢鋸切速度。 

30分 實務操作二 3.利用帶狀砂輪機來修整木餐具的雛形。 

※注意事項如下─  

(1)注意安全，手不可碰觸到砂紙。 

(2)操作過程須帶護目鏡 

60分 實務操作三 4.以氣動刀挖除湯池面。 

5.手動砂紙打磨木餐具。 

6.打磨完成後塗上橄欖油作為保護。 

※注意事項如下─ 

(1)氣動刀操作較危險，建議由教師進行操

作。 

(2)砂紙打磨須從較低的砂紙番號開始

磨，惟將上一番號的磨痕皆磨除，才可

打磨下一番號(#120、#240、#320、#600) 

(3)每次使用木餐具後，需洗淨置於陰涼處

陰乾，不可放在陽光下曝曬或烘碗機內

烘乾。 
(4)固定約一個月即再塗一次橄欖油作為保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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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學習時間：180 分鐘) 

操作時間 學習主題 進行方式 人力需求與工具設備 

20分 報到 1.學員簽到 

2.領取課程材料 

人力/1人(架設設備、報名

處) 

工具設備/長桌、簽到簿、文

具、鋸台、手鋸 

材料需求/柳丁木、松木層

板、砂紙、白膠、掛勾。 

20分 施作解說 1.示範教學。 

 

20分 解說設備與

器具 

1.認識所需設備、器具與用途。 

2.安全守則說明。 

3.器械示範操作。 

4.學員練習並修正錯誤施作。 

40分 實務操作一 1.以鋸台鋸切柳丁木，每片厚度約 0.5公

分。 

2.學員可自行攜帶不同樹種木料，完成個人

特色畫框。 

※注意事項：操作鋸台需全神貫注，並避免

鋸切過短或過於彎曲的樹枝。 

60分 實務操作二 3.一一將每片木片仔細打磨。 

4.將切片後的柳丁木片，依個人喜好編排於

松木層板上。 

6.用白膠黏著。 

※注意事項：編排之木片應盡量在外框上，

以免貼上畫作後看不見木片。 

20分 掛置作品 1.協助學員將作品掛置於校園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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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學習時間：180 分鐘) 

操作時間 學習主題 進行方式 人力需求與工具設備 

20分 報到 1.學員簽到 

2.領取課程材料 
人力/1 人(引導、紀錄、支

援) 

器材設備/長桌、簽到簿、相

框、手鋸、花剪 

材料需求/樹木細枝、白膠、

掛勾、砂紙 

 

20分 施作解說 1.示範教學。 

 

20分 解說設備與

器具 

1.認識所需設備、器具與用途。 

2.安全守則說明。 

3.器械示範操作。 

4.學員練習並修正錯誤施作。 

60分 實務操作一 1. 以花剪將樹木細枝剪成一段一段，長度

約 0.5公分，每塊修剪長度需統一。 

2. 以砂紙將修剪面磨平。 

※注意事項如下─ 

(1)樹枝避免修剪過長，以免不易黏著。 

(2)小心已黏上的樹枝，待乾燥前屋碰撞。 

60分 實務操作二 1. 以白膠將修剪後的樹枝，依個人喜好，

編排黏著於相框上。 

 

20分 掛置作品 1.協助學員將作品掛置於校園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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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說明與圖示 

時間 學習主題 

180分 木料及機械操作解說 

(一) 進行認識木料、器械操作教學與說明。 

1. 透過教師說明，認識自身周遭可以使用的木料。 

 

2.機械使用教學 

 

由老師講授如何操作機械，並說明安全守則。 

  
 

3.學員自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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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學習主題 

180分 畫框製作 

1.木片鋸切操作 

  

 

2.將木片一一打磨 

  

 

3.逐一編排木片位置，並預留黏貼畫作的空間 

  



 

 

120 

 

 

 

 

 

 

 

 

 

 

 

 

 

 

 

 

 

 

 

 

時間 學習主題 

180分 創意相框製作 

1.剪切樹木細枝 

  
2.一一編排細枝，並以白膠進行黏著 

  
3.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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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教學評量 

    學員參與度、作品產出、互動討論與分享 

玖、教學省思 

一、本課程教學對象為新住民，因此教學的過程中需特別注意教學用語需淺顯易懂，最重要的是輔以

實作示範，讓他們能夠實際參與增加印象。 

二、本次課程著重在實作教學，過程中也會與新住民媽媽們做互動，瞭解到不同生活習慣與木猜具的

使用型態會有所不同，也形成了教學相長難得的經驗。 

三、.參與對象為新住民婦女，會帶著孩童一同參加課程，現場需留意孩童安全，  有部份需家事忙

完才有空過來，因此無法準時上下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