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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學生作品走入社區，復古花磚再現風華—「大直花磚與大直社區的呢

喃」作品完成暨感謝儀式】 

【臺北報導】本市國教輔導團於本(111)年度辦理「臺北啟動跨世代-共融共學生

活藝術新紀元」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主軸強調美感教育與生活藝術的結合，

並希望透過青銀共學的方式，強化跨世代的互動。其中方案之一的「在地設計、

數位美學」，由本市大直高中辦理，本次係結合社區文化創作的新作品—大直花

磚與大直社區的呢喃。學生透過觀察學校與社區生態環境，將社區與學校風土人

情繪製於木質花磚板材，轉印成真正的花磚，再與早期傳統紅磚結合，砌成一道

古樸雅緻的牆面，成為大直社區的美麗風景。 

作品來自大直高中高二學生的美術課程作業。該校美術科蔡如盈老師表示，

當初課程的發想，是以創作學校文創商品為目標，偶然間看見生物科老師進行

「探究與實作課程」時，以「科學繪圖」方式紀錄學校植物的樣態，引發出靈感，

便跨域結合「生物實察」於課程中。為使實察之寫生稿具有設計感，運用幾何構

圖、二方連續、四方連續等藝術技法，將成品予以美化，這便是花磚拼圖的雛形。 

其實，花磚並非臺灣特有的文物，在引進臺灣後，結合中華文化的意象（例

如：蝙蝠代表福氣、葡萄代表多子多孫……等），鑲嵌在紅磚後，便成為臺灣的

「古早花磚」。因此，課程中也解說花磚的歷史，以及在臺灣變化的脈絡，使學

生更加深刻地認識在地文化，同時也體會當時工匠藝師的創作心情。學生在創作

的過程中，不僅必須觀察週遭環境的生物樣貌，同時也能了解臺灣建築藝術發展

過程中的一段光輝歲月。參與課程的詹同學表示，「這堂課程很新穎，在設計的



過程中，讓我對傳統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真的收穫滿滿」；李同學則說，「每

一塊花磚的背後都有美好的寓意和祝福，希望藉由學校與社區的連結，將這些祝

福與期許帶入大直社區」。 

大直高中特別舉辦了一場感謝儀式，除了將此次學生創作正式呈現在社區

民眾面前，同時感謝居中協助的大直里里長蔡俊賢先生及提供牆面的屋主賴豐

雄、賴黎素正伉儷，讓原本斑駁的牆面，藉由學生的巧思，呈現出不一樣的典雅

風采。 

此次課堂上的創作成果，在臺北市教育局的專案計畫中，以復古藝術的方式

呈現在社區，讓作品與社區產生互動與對話，更為社區公共空間增添色彩，希望

藉此能激盪出更多火花，進一步深化學校與社區的聯結，讓日後學生的作品更具

有豐厚的文化底蘊與在地人情味，服膺本計畫積極推動共融共學之理念，激發出

更多有故事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