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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摸 用眼看 創作變得不一樣

雀仔姨姨塗鴉啟創意

編者按

創意教育

教育專版逢周五刊出，歡迎師生家長和校方來稿，分

享校園點滴，包括畫作及相片。來稿請提供聯絡資料，可

電郵至：tkpschools@gmail.com，或郵遞至：香港仔田灣海

傍道七號興偉中心二十九樓 「大公報教育版」。

廖潔連在大學任教時，從大學
生身上觀察到香港社會鮮有訓練孩
子創作的基本觀察力， 「雖然懂得
觀察四周，好像是一件最正常不過
的事，但香港社會文化並不重視。
我們從來不會訓練他們觀察這個世
界！」她在1993年開辦被稱為 「雀
仔樹」的 「塗鴉創意間」，而她亦
因此被稱為 「雀仔姨姨」，透過引
導小朋友觀察的創意教學課程，
鼓勵孩子發揮創意。

讓孩子感受 再化為創作
廖潔連認為，小朋友的創作力

是 「與生俱來」，最重要是放手讓
小朋友去感受。她舉例，小孩子對
會發聲的樂器非常着迷，在她的創
意課堂上，有大大小小弦線樂器靜
待孩子認識、探索，孩子用身體去
比擬大小，抱一下肥肥高高的大提
琴，量一下誰的手臂比小結他長，
就像一起來與樂器交個朋友，聽聽
動人的音樂，揮一揮畫筆，點一點
色彩，畫出聽得到的樂器大畫。

在雀仔姨姨的課堂上，創作不
限形式，學習亦不止於室內，透過
各式體驗，進行以生活為基礎的美
術創意課程， 「例如從觀察馬的圖
片到平面繪畫，再創作立體的馬玩
具，把想像具體以有趣的物料化成
創作，又例如羊年新年課程，與孩
子一起認識山羊。一觸一摸，一聽
一嗅，真實的體驗給予孩子豐富獨
特的感覺，創作經驗變得不一樣。」

非傳統臨摹 更重視啟發
雀仔樹塗鴉創意間的一個常設

課程，主題是 「玩具好朋友」。小

朋友每堂都會認識和玩具相關的東
西，最終創作成一個和玩具相關的
作品，例如小朋友把自己扮成一個
波，好像在做瑜伽似的。

小朋友亦會玩一些和身體有關
的遊戲，透過遊戲讓孩子好好觀察
自己，畫一張自己身體的圖畫，關
於自己身體如何變成一件好大的玩
具的圖畫。

雀仔樹和一般坊間畫室分別在
於特別重視啟發，並非傳統的臨摹
形式， 「坊間很多畫班都是放一件
實物或一張圖片，進行臨摹、示範
，但我們在課程裏面，和小朋友重
新定義什麼是玩具，擴闊他們對玩
具的看法。」

獲得快樂自信 善於表達
傳統學習都愛模仿，但美術創

作是否同樣適合？廖潔連認為，家
長不應對小朋友過於保護，嘗試放
手，讓小朋友體驗生活。

「曾經聽過有小朋友玩踏水氹
，即時被家長責罵阻止，有否想過
這些都是對小孩子的一種體驗？其
實家長可以在旁為小朋友抹身，看
顧小朋友便成。」

雀仔姨姨說，就像塗鴉，在課
堂上會給小朋友一支大畫筆，讓他
們自由運用顏料繪畫，有時慢慢滴
下，有時大筆一揮，都必須利用眼
睛細心觀察、用大腦過濾訊息及控
制好小手肌肉，從中培養創意，亦
由 「塗鴉」發展到 「創意」的學習
與創作過程中，獲得刺激和快樂，
成為好奇、自信、具獨特個性、充
滿想像力、善於表達和富生活態度
的孩子。

廖潔連簡介
獲美國紐約大學頒授碩士

學位，並先後於美國和香港出
任藝術總監及設計師，其後於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擔任副
教授至2012年退休，歷年來獲
頒發的設計獎項逾四十個。她
重視啟發孩子創意發展，於
1993年成立 「塗鴉創意間」 ，
透過創意教學課程，啟發孩子
在知識、情意、美感、技巧和
身體感官的全方位發展。

【大公報訊】雀仔姨姨廖潔連近年積極推
動幼兒美術教育，為了讓更多家長和成年人進
一步了解孩子的創作世界，她正籌劃於本月廿
八至七月一日在中環元創坊舉辦名為《躍動心
弦的故事》的活動，透過由兩至十三歲的小朋
友帶領，讓成年人從展覽中聆聽小朋友的心聲。

小朋友化身導賞員
廖潔連說，《躍動心弦的故事》包括《 「

玩具好朋友」童創玩具展》及《 「你我心弦」
親子故事與創作活動》兩部分，前者展出逾百

位參與塗鴉創意間的小朋友以玩具為題的創作
故事。她說，現在的社會物質豐盈，玩具的選
擇眾多，但對於小朋友來說，到底什麼是玩耍
？展品旁邊有小朋友的創作記錄和導師的引導
內容，藉以了解小朋友在創作及思維方面的變
化，如何從玩耍中認識自己，從而了解他們身
處的外在環境和世界。

廖潔連又提到，當中的展品擺設都和小朋
友身高相若，成年人需要俯身觀賞小朋友的畫
作，從小朋友的角度看世界。此外，部分參與
創作的小朋友更化身為導賞員，親自為參觀人

士介紹作品創作背後的含意，她期望參與的家
長可以謙遜的態度聆聽小朋友的心聲，好陪伴
他們一起思考和成長。

體驗親子閱讀樂趣
《 「你我心弦」親子故事與創作活動》則

邀請多位來自大中華地區的知名插畫家、創作
人、故事推廣人、兒童教育學者及創意教育團
體等，透過親子閱讀、繪本推介、故事分享及
繪本教養分享等形式，讓成年人及小朋友一起
用心體會繪本故事的訊息、趣味和意義。

●透過塗鴉培育小手肌肉控
制能力、眼睛觀察力和腦
袋接收訊息能力。

●創意是與生俱來，家長需
要放手，不用特意阻止，
讓孩子從跌撞中學會觀
察。

●不要怕讓孩子 「污糟」 ，
有時踏水氹也能勾起小朋
友的好奇心，家長從旁照
料便可。

●放下大人的價值，從小朋
友的角度出發。

是創作，還是玩耍？

從玩耍中引發好奇心，勇敢地探索，獲得真實
體驗，創作與玩耍結合，相輔相成。

如何全情投入創作？

訓練孩子的身心協調，啟發肢體與思想互動。

能力需要栽培嗎？

真實而萬變的學習環境，助啟動和發現孩子潛

能，鼓勵孩子觀察、想像和創作。

繪畫需要發問嗎？

繪畫是一個結合技巧和思考的身心訓練。發問
可以訓練語言表達能力，讓孩子學習發問方式
、思維邏輯和圖像表達。

戶外寫生對創作重要嗎？

觀察真實的事與物、空間和環境，才有刻骨銘
心的印象和情感。同時訓練孩子對光線和抽象
氣氛的捕捉，由 「看」 提升到 「觀」 。

解難的得着是什麼？
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有不同層次的難關，等待
孩子用智慧、思考、技巧、直覺和經驗，將難
題解決，獲得創作的成就感。

動手製作的好處？

親手製造作品，建立個人獨特的創作技巧，在
過程中得到喜悅、自信和滿足，就是孩子創作
的動力。

近年教育界開始重視藝術教育，希
望藉此培養學生的創意、想像力及表達
能力，亦可作為一個媒介，讓學生學習
傳統學科的內容，例如今年社會提倡的
STEM教育，亦開始加入藝術創作元素
，發展成為STEAM教育，當中的 「A
」便是指Art藝術，藉以培養學生的創
造力，令學生進行創科實驗時更為得心
應手。

藝術教育內容廣泛，其中包括舞蹈
、戲劇、音樂、視覺藝術、文學、電影

、動畫、攝影及數碼媒體等。
和普通的傳統學習模式不同，藝術

教育除了教授藝術創作的技能外，更特
別注重學生的思考、審美、創作及溝通
能力。

在教育統籌委員會制訂的教育目標
中，藝術教育是德、智、體、群、美五
育的重要一環，讓學生在各方面都有全
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夠一生不斷自學
、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

根據教育局對有關藝術教育的指引

，指出藝術教育對學生的全人發展起重
要的作用，它需要幫助學生發展創造力
、想像力、靈活、審美能力等素質，並
懂得評賞外界事物；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和態度，並促進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效
能；以及繼承、發揚及反思本土及其他
文化的傳統和價值。

此外，教育局亦建議在小學及初中
的 正 規 課 程 分 別 提 供 10%-15% 及
8%-10%作為藝術的課堂時間，為小朋
友的創造力打好基礎。

近年學界鼓勵創意教育，如何啟發孩子從小培養創作力，成為家長
非常關心的事情。前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廖潔連以塗鴉啟發小朋友
創意，她認為創作能力是與生俱來，只要透過一些簡單主題活動，就可
訓練小朋友的觀察能力，讓他們累積知識、美術、創作等能力。

當STEM加上Art 藝教好處多

《躍動心弦的故事》從孩子角度看世界

啟發孩子創意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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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孩子展示不同的弦樂器

▶廖潔連桃李
滿門， 「塗鴉
創意間」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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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的學生

孩子們發揮無限創意，把自己變成一件大玩具

▶鼓勵孩子用畫筆
把所見所感所聽以
油彩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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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新年課

玩具好朋友

▲在繪畫過程中，訓練孩子們細
心觀察事物

唐曉明（文）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