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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偕同老師與家長的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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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美術館兒童藝術教育中心自成立以來，致力於耕耘美術館基礎教

育，希冀引領兒童學習並進一步理解藝術。透過策劃型展覽，以及和當代

藝術家合作開發互動式裝置及舉辦工作坊，期許能以遊戲中的感官探索和

參與創作體驗的方式，激發並累積兒童的視覺感知能力與概念思辨能力。

藝術，無論創作者是在平面或者空間中開展他們的創造思維，都與構成平

面或立體／空間的基本幾何元素概念密不可分，可說是理解所有藝術創作

及其相關的視覺文化的起點。「空間的一堂課：點線面」卽由點丶線丶面等

基本元素作爲楔子，在展覽中透過主題式策展，以及針對場域空間與多項

互動裝置所做的設計，更進一步地建構起由點線面所開展出的結構量體與

空間向度，並延伸像是光線、比例等多元討論，期望能藉此提供大衆另一

種觀看藝術世界的取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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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建至

「空間的一堂課：點線面」由藝術作品、建築作品照片丶學習互動裝置與

展場情境設計構成主要內容，本手冊引導目標對象爲5-12歲兒童，包括

學生團體及家庭觀衆。在這本手冊中，將簡介各件展覽作品，以及由小至

大以數個維度漸次開展的三個體驗層面：「點線成爲面」的一連串實驗和

遊戲（於展覽場）、「面成爲體」的互動裝置（於展覽場底端及小工作坊各一

件大型裝置）、「體成爲空間」的大型參與式裝置（於互動區）。並建議延伸

參閱相關教育活動丶工作坊丶藝術家訪談以及參考書目等資訊。

展場參觀流程及注意事項

Q STEP 0 行前準備

詳閱此參觀建議以及每件作品資訊與互動裝置操作說明。老師可事先與

小朋友進行討論，並構想提問方向，以便老師於行前準備如何帶領學生

了解藝術家與建築師作品及他們的創作概念，這將對孩子在美術館探索

與互動的學習經驗有所幫助。

＊因典藏品展示需要，展覽室溫度控制在22-24度，建議攜帶保暖外套。

STEP f)寄物與飲水

(1) 本館一樓導覽服務中心有團體寄物服務，但如遇尖峰期間可能因寄

物流程影響參觀時間，建議老師僅讓學生攜帶輕便物品；如有預約

兒藝中心團體導覽，請提前15分鐘抵達本館進行整除與寄物。

(2) 兒藝中心全面禁止飲食，進入兒藝中心前請先引導學生於BOS中庭

補充水分及上廁所。

STEP 範兮 示 gIl 

依展場區域，建議將團體分組，由老師安排參觀動線；展場內之作品

皆有操作或互動說明，部分作品僅供觀賞請勿觸摸。老師可依現場圖

示說明引導學生參與作品或創作。

＊部分區域高低段差，請引導孩子小心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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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簡介

空間中有很多「沒有被意識到」的事物，它們是創作時重要的思考過程，卻

不一定被覺察，像是結構、比例、量體、動線、工法以及光線。

「空間的一堂課：點線面」將帶領觀衆一起探索構成空間的基本元素，內容

設計多項互動體驗裝置，從構成藝術的基本單元點、線、面出發，再到量

體；邀請觀衆實際動手參與，探索這些元素所引發的情緒、感受和視覺效

果，進而喚醒對空間的感知能力。

展覽以「點線成面」爲中心軸連貫藝術及建築作品，搭配展出多田美波丶李

元佳、林壽宇丶陳曉朋、康雅筑及謝榕蔚等藝術家作品，並介紹三個具有

現代主義特色的代表性建築：臺北市立美術館、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及東

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展出作品將引導觀衆的視線，認識藝術家與建築師們

的共同點 對於畫面的結構觀察和思考；觀衆自身的視野，將與創作者

的視野和創作意識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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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作品配置

。

01 
無標題 7
李元佳

02 
無標題 17
李元佳

03 
閑
多田美波

04 
＿一匹

林壽宇

05 
一居

陳曉朋

t 

三 0 

06 
遺忘的線之城市風景－ 1
康雅既

07 
遺忘的線之城市風景－2
康雅筑

08 
遺忘的線之城市風景－3
康雅筑

` 
11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12 
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

13 
臺北市立美術館

__ 

。

。

。

' ,' 

C 
互動體驗：面到體的匱線摺法

D 
互動體驗：編織

E 
互動體驗：《—居》互動裝置

09 
晦映2012.12.15
謝榕蔚

A 
互動體驗：有機聚落

10 
漫步月光
謝榕蔚

B 
互動體驗：平衡蹺蹺板 ,' 

0 

m 
0 

0 

• 

。

0 

。
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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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作品及建築介紹

` 'c 

4

、
\

01 
李元佳，《無標題 7》

水彩、紙， 39 X54.Scm 

1958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 

02 
李元佳，《無標題 17》

油彩、布、紙， 14X89cm

1963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點j或者「核J'是李元佳極簡抽象表現繪畫當中一個重要的畫面構成要素，同時又作

爲他創作理念的中心內涵。他曾這樣說過：「點爲萬物的開始」，從平面上的－個起始

點著手，李元佳之後的每一筆丶每一次創作時的身體勞動，都是爲了展開某個由點所迸

生出的某種「宇宙美好的生命j狀態，而這也暗示了他對於空間向度的進一步思維。

《無標題 7》是李元佳創作處於高度概念性思考的階段所做的作品，他所創作的抽象水

彩明顯受到康丁斯基、老子哲學以及書法等傳統藝術的啟發，作品揉雜了東西方藝術特

點：結合了書法般的筆觸、書寫性的抽象線條和近似幾何造型的結構，表現出生動的韻

律感與空間性格。藉此，藝術家試圖「用孩子般的態度看事情J'畫出人眼睛無法看見

的「世界的純粹、簡單丶美妙、奇幻j。

與《無標題 7》繽紛活潑的動感畫面截然不同，《無標題 17》則是李元佳創作明顯轉向之

後的嘗試，此時期藝術家的表現手法逐漸轉向爲關注幾何構成配置的藝術語彙。在此作

品中，李元佳使用了四種顏色，每種顏色都有象徵意義：黑色代表開始與結束、紅色代

表血與生命丶金色代表高貴丶白色代表純潔。雖然仍可見藝術家手繪感的筆觸運用，但

也漸趨工整、含蓄。畫面構成上，《無標題 17》簡化至幾個大小不一且不規則的點／核與

笙色背景的配置關係，點／核之間平衡的視覺距離，也更加突顯圍繞在它們四周猶如虛

空一般的單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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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美波

03 
多田美波，《閑》

不鏽鋼， 50 x 38.5 x 2.5cm 
2000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環境造人，人也造環境」的境界，是多田美波欲透過抽象幾何造型的雕塑創作所要表

逹的終極理念。多田早期創作多使用木丶石等自然環境中的材質， 1950年代末期開始

運用銅、不銹銅、鍍金金屬、鋁合金、玻璃與壓克力等冷冽調性的人造工業材料。對藝

術家而言，使用這些工業人造材料的最大意義，卽在於她試圖呈現世界智性與感性共時

並存的一面，並和諧呼應或反映自然多變的奧妙所在。

「曲線／曲面」是多田經常運用的造型手段，在《閑》這件作品裡，多田美波以不銹鋼材

質呈現一不規則狀的五角立體結構，同時又給予它數個大小不一的三角形曲面，曲面讓

原本給人冰冷、堅硬印象的不鏽鋼有了較爲動感、柔軟的視覺質地，就像是堅不可摧的

自然仍有它給予世界的溫柔回饋。

04 
林壽宇，《一一四》

複合媒材， 64X 77cm 
1968-1974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一一四》這件作品有著林壽宇主要以「硬邊幾何圖形j、「留白」、「捨繁就簡」及「素面／

單色平塗j的形式，來展現絕對理性意志與思考的極度低限特徵。在白色作爲基底的平

面上，藝術家黏貼上幾行規整排列的白色色塊，其中有的像建築物的腳線，細緻地重疊

在一起，並因而形成漸層，使得這些白色塊有了不同的透明程度，並產生某種律動性；

而三條向下逐次加粗的突起顏色細線，彰顯了某種動態能量，以此激發出白色色塊與白

色基底之間的變化性，同時也賦予整個畫面一種平衡、沉穩的量體感。

此外，《一一四》中的色塊與線條配置，也令人聯想到《易經》中六爻符號化的卦象，在畫

面理性架構的表象之下，彷彿暗藏了某種神祕的動力運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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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朋

05 
陳曉朋，《一居》

壓克力顏料、畫布， 91.5 x 122 x 5cm 
2001 

文化部藝術銀行計畫收藏

《一居》是陳曉朋早期創作的作品，在這個時期，藝術家以一套具有高度秩序性的操作

模式，並透過幾何抽象式的圖案，來呈現她專注於自身內在不斷思考與轉換的過程。

陳曉朋的繪畫通常規劃爲系列作品，從小單元發展到大的，前一件作品卽是下一件作

品的構思基礎：藝術家先是以大量素描的方式，將其不斷迸發、自由流動的感覺捕捉

下來，並逐步精準化這些圖像，最終反映於作品上。

同時，爲打破平面限制，她採用具有五公分厚度的畫布內框形式，讓作品同時擁有平面

與立體物件的性格。對藝術家來說，系列中的每件作品可視爲各自獨立的圖像，但同時

又具有高度組構性，如同拼圖組件一般。總地來說，畫面上純粹視覺美感的構成並非陳

曉朋所欲處理的藝術問題，作品並無指涉或隱喻外在現實世界問題的企圖；相反地，藝

術家個人心緒狀態的釐清與統整，才是這些幾何抽象繪畫的內涵。

o 康雅筑

06 07 08 
康雅筑

《遺忘的線之城市風景－ 1 》 61 x 72cm 
《遺忘的線之城市風景－2》 61X72cm

《遺忘的線之城市風景－3》 61X74cm

多樣化毛線丶布、地毯膠， 2023

藝術家自藏

在「遺忘的線」藝術計畫裡，康雅筑採取了編織這項文化技藝與身體勞動的策略，透過運

用現成物或回收材料的再利用，來展現當下生活的片段，並試圖藉此討論更深層的歴史

或文化問題。首先，她募資了民衆使用過的毛線與未完成的織物，拆解後重組爲可用的

線材，以此來創作織毯畫系列作品。此次挑選展出的三件織毯畫，分別呈現了臺灣各地

習以爲常、不起眼的都市風景，如紅色鐵皮屋頂丶柏油路或被整頓砍伐的行道樹等等。

原本進入或卽將進入死亡（卽不再被關注或使用）的織物材料，重新獲得了生命意義；而

針線的交織在藝術家巧手操作下，展開了具有深刻意涵的風景故事：如同－針針編織成

線、再成面的過程，城市歷史與面貌的變遷正是由這些逐步累積的慣常景象所驅動，更

重要的是，對於城市的記憶也在這些發展軸線持續前進下，被這些城市符號所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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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榕蔚

09 
謝榕蔚，《晦映2012.12.15》

中性筆、紙， 57X57cm

2022 
私人收藏

一~'~

．一

謝榕蔚在《晦映2012.12.15》使用了日常裡再平凡不過的書寫工具： 0.7mm的原子筆，

在白色紙面上從下筆的藍色點點作爲起點，以規律自制的身體勞動方式，從左而右丶從

上到下丶刻意與非刻意地畫出一條條密集而短促的深淺線條，而這些成群簇擁的線條又

被藝術家排列堆疊爲數列，最終完成後，藝術家再以水暈染，讓原本規矩行走於行列中

的藍色稍稍逸出自身秩序框架，構築出一片藍色風景，詩意且優雅。對藝術家來說，這

件猶如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讚》中那銀白月光映在和紙拉門上的作品，暗示了一種潛藏

於理性表現背後的感性情感，又象徵了持續不間斷的生命能量，透過能量的釋放，藝術

家證明了規律生活中存在破格跳脫的積極可能，「紙就相當於沙漠，我希望透過『畫』這

個動作，來找尋我生命中的綠洲時光。」

`- ' 

10 
謝榕蔚，《漫步月光》

現地製作

2024 
空間裝置

謝榕蔚的創作擅長以空間爲主體，結合了科學方法與藝術，創造不同於日常的、異質的

氣氛與感受。藝術家認爲，在形塑一個空間的衆多物理要件中，「光」可說是最易於被忽

略的存在，它需要被載體反射，才能感覺到它的存在，透過對空間的進一步規劃設計，

可以突顯光在空間中的細膩度與重要性，以及光所帶給觀衆新的感知經驗。

《漫步月光》選擇以具有溫潤、柔和質地與氣氛的月光作爲設定，並試圖讓觀衆在最爲自

然適應空間的環境下去覺察光的存在。該作以空間原有的元素爲基底，不做大幅度的更

動，並運用藍色、橘色以及白色的大面積幾何塊面，將整個場域變成一處「光的畫布」'

空間中人與人、人與球體的遊戲互動與位置游移，都成爲反射光的載體，並讓光有了千

變萬化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作品讓我們或體驗或回想起一些當下或過往關於光的感覺

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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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11 
貝聿銘、張肇康、陳其寬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1962 

美國路思義家族捐款興建的路思義教

堂，是由三位著名建築師貝聿銘丶張

肇康與陳其寬共同設計，爲臺灣最具

創意且最著名的建築之一，現也被指

定爲國定古蹟。

路思義教堂以現代主義風格爲主要設計概念，造型取自東方雙手合十的祈禱意象。建築

結構上，基於臺灣經常地震的考量，陳其寬引進了在當時仍屬新穎的雙曲面薄殼結構作

爲外觀造型，四片拋物線雙曲面牆壁各由兩面直線、曲線所組成，讓教堂呈現獨特而流

暢的曲線上揚造型，另一個優點則是讓建築物如蛋殼般將自身量體撐起，並採用鋼筋混

凝土工法，讓建築物可以完全不用梁柱支撐。而爲了增加室內採光，四片曲面彼此完全

分離，類似於倒置船底的設計，同時，其上小下大的形狀也有著穩定感的效果。此外，

內部屋脊採取分開的設計，並搭配玻璃天窗，從天窗透下的光線形成「一線天」的視野，

傳達出「向天」的崇高意涵。

0 臺灣大學農業陳列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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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農業陳列館（簡稱農陳館）由建築師張肇康規劃設計丶有巢建築師事務所興建完

成，是因其外觀牆面滿布洞洞而以「洞洞館三合院」聞名的三棟複合式建築之一。

洞洞館三合院整體雖由張肇康設計，但只有農陳館是其作品，其餘兩棟（分別爲人類學

系系館和哲學系系館）皆爲他人接續仿造完成。而後因館舍不敷使用，因而拆除兩所系

館，但保留農陳館，以彰顯其特殊的建築設計語彙，是臺灣建築史上頗具代表性的作品

之一。農陳館最大的特色在於建築師融合了東西建築思維的設計：外牆一個個的洞口皆

鑲嵌了黃色與綠色的琉璃筒瓦，以此象徵著稻穗與稻葉。隨著時間推移，錯落有致的幕

牆也構築出一幅不斷變化的光影遞嬗風景。此外，農陳館使用了清水模粗曠樣式，以此

融合了一樓基座的迴廊、建築物體與屋頂簡潔低限的現代主義風格。而天圓地方的天井

採光與雙樓梯的建築語彙，則傳達出臺灣傳統建築文化的優雅意象。

-1 0-



IIIIIIIIIIII'O 

臺北市立美術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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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的設計出自戰後臺灣第一代建築師高而潘之手，建築語彙

上採取了以灰白色爲基調的低限現代主義風格，並於其中融入傳統的四合院形式，將北

美館打造爲一造型簡約洗錬、量體開展輕盈，並與庭園景觀巧妙結合，因而突顯了文人

氣韻特質的特殊建築，是臺灣當代建築史上結構、造型、機能秉具的經典案例之一。

北美館的大廳設計爲一挑高三層樓、約15公尺的開闊空間，建築整體以懸臂飛廊的方

式將斗栱元素交疊堆砌成「井」字形的主結構體，使得各樓層形成了對稱突出且挑高懸空

的展覽空間，建築師藉由此一井字形的四面管狀結構設計，來象徵美術館作爲重要的文

化泉水來源。此外，北美館四周的牆面改以玻璃帷幕採光，對外的各面大型觀景窗可遠

眺環視圓山周遭景色，讓視野更顯通透丶明亮；位於中央的內庭則引進了上方天井的自

然光源，隨著時間變化而產生光影韻律的怡然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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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體驗裝咒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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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機聚落

這個U型空間聚落裡有著數百個如同字母單元的小

矩形木塊，將可透過組合丶堆疊來編織一段故事、

共築一個聚落，體驗點、線丶面、量體丶垂直與水

平帶來的無限創意可能；聚落景觀也將隨之不斷改

變，有助於培養對建築群體與周遭環境的敏銳感知

能力及完整思考的視野。

B 平衡蹺蹺板

對稱與平衡感經常來自於對色彩與形狀大小的選擇

與配置。這項裝置設計了一平衡遊戲裝置，需要將

形狀與重量不一的色塊疊加在支點上，均勻分布，

試圖維持整個畫面的平衡，然後觀察它們在形體丶

重量、體積與顏色上的差異，可以形成什麼樣的視

覺變化與感受。

C 面到體的匱線摺法

平面透過線與線的曲摺會產生交會點，製造新的幾

何形狀，形狀與形狀組合便呈現立體的外觀。這項

裝置提供了尺寸不一的正方形紙張以及摺紙示範數

款，成品可於牆上展示，藉此可體驗一個元素反覆

出現所帶來的相似性丶和諧感與節奏丶音員律感。

D 編織

這項裝置提供孔徑、孔距不一的底板，搭配多樣的

織線，透過規律丶重複的動作，原本各自平行的線

條將會交錯連結起來，並耕耘出一片或視覺和諧或

充滿動態效果的畫面，帶來或平和或令人振奮的節

奏與韻律感，主導觀衆的視線移動。

E 《一居》互動裝置

這項裝置以空間尺度的互動體驗方式，重新詮釋了

藝術家陳曉朋 2001 年平面作品《一居》：可以在

平面上自由拼堆、接龍大小不一的黑丶灰丶白色積

木，不斷變動的幾何構成會被卽時投影至牆面及裝

置物件上，形成凹凸有致的人造風景，從中可獲得

視覺與手感等多重的感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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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

「如果我是一個圓」空間體驗室

「觸摸肌理」是認識空間的－種方法，而移動中所形成軌跡也賦予靜止的空間產生動能。邀諶

觀衆們伸出手觸碰空間裡的裝置，並想像自己是一個圓點，隨心所欲地穿梭丶觸摸和繪畫。

。

。

每週二至週日 I 09:30-11:00 

活動對象 I 不限

活動地點 I 大工作坊

參加辦法 I 無須預約，自由參加

注意事項 I 如遇館內活動使用大工作坊，空間將暫停對外開放。空間容納 10組觀衆，

人潮衆多時請配合現場人員指示進入。

一時導覽

。

。

每週三｀五 I 14:00 ／每週六 I 11 :oo /雙週六（日期偶數日） I 1s:oo 

活動對象 I 親子觀衆

活動地點 I 請於活動前5分鐘至地下樓諮詢台集合

參加辦法 I 無須事前預約

注意事項 I 雙週六導覽日期請參閱本館官網活動頁面

團體預約導覽

。

。

每週三｀四 110:00-11:00

活動對象 I 1 o-30人團體

活動地點 I 語於活動前5分鐘至地下樓諮詢台集合

參加辦法 I 請於每場次7 日前至本館官網活動頁預約

注意事項 I 若超過20分鐘未到地下樓服務台報到，本館將自動取消預約資格，

請團體自行參觀。

* * 

上述活動參加皆爲免費，報名詳情

請各別參閱本館官網活動頁。

官網活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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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作

r 
'"名門裨 作坊

以遊戲方式引導兒童創造日常物件的聲音，透過變化空間思考，打開感官聆聽不同的維度。

O,'IIIIIIIIIIII'O 

活動場次 I 10112 （六） 13:00-14:30 、 15:30-17:00

11/23 （六） 10:00-11 :30 、 13:00-14:30 （無障礙專場）

12/21 （六） 10:00-11:30 、 13:00-14:30 、 15:30-17:00

活動對象 16-12歲小朋友（獨立參加）

無障礙專場須由 1 位陪伴者一同參與

活動地點 I 大工作坊

參加辦法 I 須事先預約

「帶著形狀去跳舞」工作坊

引領孩子以身體詮釋空間結構裡的點、線、面，發覺自己能展現出的不同形體，進而與外部

的裝置與場域互動，讓創意透過肢體延伸造型結構。

0,'IIIIII'O 

活動場次 I 10120 （日） 13:00-14:00 、 15:00-16:00

11 /17 （日） 13:00-14:00 、 15:00-16:00

活動對象 14足歲－7歲小朋友（獨立參加）

活動地點 I 大工作坊

參加辦法 I 須事先預約

* * 

上述活動參加皆爲免費，報名詳情

請各別參閱本館官網活動頁。

官網活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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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i

康丁斯基 (Wass ily Kand i nsky),(〈點·線·面》

俄國藝術家康丁斯基不僅是著名的抽象畫與表現主義創始者之一，也是

20世紀重要的藝術理論家與美學教育家。康丁斯基藝術中最爲深刻

的美學思想，就是「音樂性的藝術喚醒J'他對聲音與色彩特質的敏銳度

非常高，具有「聯覺」的能力。當他看到色彩時，可以同時串連起聽覺而

「聽到色彩」：高音的丶低音的丶激昂的、沉靜的；聽到音樂時，則可查

接看到相對應的色彩。因此，他也經常以音樂用語爲其畫作命名，例如

「卽興」丶「樂章j。

康丁斯基共出版過兩本著作， 1926年出版的《點·線·面》，其內容與精

神延續了他於1910年出版的《藝術的精神性》，《藝術的精神性》強調喚

起人們體驗作品之精神性的能力，而這能力是由無限的經驗所形成。

《點·線·面》則更進一步地以具體分析的方法研究抽象視覺元素的特徵，

針對從色彩構成轉到平面構成的課題，探討現代構圖理論的基本原則與

觀念，是一本內容深入淺出的藝術科學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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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AND LINE TO PLANE 

BY WASSILY KAND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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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資訊

時間．週二至週日（週－休龍） 9:30-17:30 週六延長至 20:30

門票．全票30元，優待票15元，未滿6歲兒童免票入場

交通．臺北市104227中山北路3段181 號，兒童藝術教育中心位於地下二樓

'O,'IIIIII,'O,'II,'O,'IIIIIII,'O,', 

開車

於中山北路三段設有臨時停車場：小型車位89位丶機車28位，採信用卡及

悠遊卡丶Line Pay等支付方式，不提供現金繳費。

（停車場無供大型遊覽車之停車格）

捷運

圓山站1 號出口，穿越圓山花博園區，步行約10分鐘。

公車

搭乘 21 、 42 、 126 、 203 、 208 、 218 、 220 、 247 、 260 、 277 、 279 、

287 、 310 、 612 、 677 、 1717 、 2020 、 2022 、 9006 丶紅2 、中山幹線丶

博愛公車至「臺北市立美術館」站下車。

Ub ike 

中山北路三段靠近行人陸橋側設有租借站，提供租賃服務

洽詢． 02-25957656 I 分機307 丶分機323

發行處 丨臺北市立美術館

發行A I 王俊傑

總編輯 l 熊思婷

主編 l 郭姿瑩

文字編輯 l 吳嘉瑄

出版日期 I 2024年10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昌昌警鷓茫巒
'g巴罡巒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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