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展高中視覺藝術作品集（中四）（新辦）
Building Senior Secondary Visual Arts Portfolios 

(Secondary 4)(New)

蔡頴思老師

2023年5月8日及10日

Ms Alice CHOI

8 and 10 May 2023

1



中四和中五的作品集研討會
S4 and S5 Portfolio Building Seminars

中四：發掘主題

S4: Exploration of a Theme

• 如何開展作品集

• 如何發掘、發展、清晰主題

• 如何從藝術評賞獲得靈感去發展圖
象、啟發及深化創作

中五：發展進程

S5: Progression of a Theme

• 如何在一個主題下發展一系列作品
以展示進程

• 如何善用反思去推進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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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我為什麼要做作品集？」
“What’s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my portfolio?”

「一件為自己而做的事，屬於自己的珍貴創作歷程。 」

有意義的作品集，是一件你不會後悔的「功課」，分數只是結果的一部分。

在藝術中尋找意義 (Find Meaning in Art)

生命的轉化（學生） 同行的緣分（老師）

3



視覺藝術科的兩個學習範疇
The Two Strands of Visual Arts Learning



用手 + 用眼 + 用心

• 用手 創造 發掘創作靈感，表現手法，發展圖象

• 用眼 觀察 從生活中發現感動事物，構思主題信息

• 用心 感受 評賞藝術作品，啟發及深化創作

訂定主題



如何發掘主題？
How to Explore a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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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

個人化？

從天而降？

從石頭爆出來？



主題探索
Exploration of a Theme

• 由觀察開始，用眼和心去觀察和感受：

Seeing, Making, Thinking, Feeling

• 從真實的生活經驗 (authentic experience) 中發
掘令你有共鳴及感覺的事情，從一些你感同身
受的事情 (Something you identify with) 開始

• 主題不分深淺／高低／對錯，重要是由心而發

• 任何性質的主題，要產生共鳴，都要回歸自我
經驗／看法／感受，作品才有生命，才感動人

• 所有藝術創作，或多或少都有少許自傳
(autobiographical) 的況味。做真實的自己，
建立自己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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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探索
Exploration of a Theme

發掘主題及呈現構思有很多方法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 動腦：圖像（畫出來！）、文字（寫出來！）、腦
震盪、個人故事、時間線，以及其他有效的策略，
靈活發揮創意用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 動手：從做中觀察、探索和領悟 (observation, 
exploration, insight)，如物料探索、小習作，通過經
歷去發現

• 資料搜集：適量及相關的，線上及實體的，廣而深
地認識主題，帶動進深學習

• 親身經驗 (direct experience)：如展覽、參觀、對話、
實地考察，激活五感的能力，把從生活中的觀察、
領悟和感受連結，令探索更深入，再轉化到創作上

• 有效選擇：選擇最合適的視覺語言、媒介、技巧去
表達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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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眼觀察構思主題信息，從生活中發現感動事物
Finding Ideas from Daily Life

• 一切從生活開始 (From everyday life)

• 一身經驗：實地考察（如拍攝、速寫、收集物件、感受氛圍……）、展覽參

觀、五官感覺 (Direct experience)

• 進行研究、搜集資料：選擇最合適的主題方向，訂立焦點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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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體驗：從生活環境開始

• 實地觀察 — 對生命有感覺

• 不同方法探索

• 資料搜集

• 建立連繫

• 訂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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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探索：不同的探索方法
Exploration of a Theme: Different Strategies

小習作：用手用眼用心

• 由淺入深，由小作品開始，在一個主題之

下，經歷多種手法呈現。通過小習作，以

藝術呈現內在思緒和感受，讓手帶動你思

考，從做中發現 (Let your hands lead)

從體驗中發現/領悟，尋找創作點子

(Keywords)

• 建構有意義的對話（個人反思、同儕分享、

導修）

從中建構主題／真實生活課題

(Construction of life themes for SBA)

小習作例子

• 生命肖像 (Life Portrait)：

• 如不同形式的「自畫像」

• 個人物件、照片、信件

• 呈現自我形象的不同面向

• 生命線 (Timeline)

• 生命風景 (Lifescape)

• 生命故事 (Life Story) 難忘片段／回憶／關係

• 小誌 (Zine)／小書 (Art Book)

• 文字與影像

• 用物料說故事（物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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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間彌生：自我「肖像」— 藝術創作是自我發現，不限形態
Yayoi Kusama: Self-Portrait – Surface Appearance +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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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發掘主題和主題信息？
細說故事：解構及重寫你的生命故事
Deconstruct and Re-author Your Life Story 
(inspired by Steve Madigan and Mark Savickas)

• 從述說自己的故事中發掘意義 (Trace your history in search of meaning)

• 尋找主旨 (Find the main idea/keywords)

• 置身情境，建立連結 (Situate in context/ Empathise to identify connections/relationship)

• 發現獨特性 (Discover uniqueness)

• 深化故事 (Deepen/Thicken your story)

• 建構有意義的對話 (Construct meaningful conversations)

• 呈現構思 (Visualise ideas) 不同手法去呈現同一主題 (Variety of approaches)

• 層層進深，發掘意義 (Depict layers of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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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可能性：大主題／範圍收窄範圍訂立焦點，確立主題信息
(Donna Beattie’s Visual Arts Portfolio, pp.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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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發展及藝術評賞：用心感受評賞藝術作品，啟發及深化創作
Enrich Your Ideas with Art Appreciation
(Beattie, pp.19, 23, 62-63) • 藝術評賞帶動及深化藝術創作，目的是令學生從中產生連結

(connection)

• 藝術情境：跨時地、連結當下

• 從親身體驗 (direct experience) 中學習（如看展覽、實地考察、實
景速寫等），強化感知及五感 (perceptual abilities) 的能力，增加親
身接觸藝術品的機會，以直接體驗藝術的力量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art)，加深對主題的了解，令創作更切身，建構有感染力
的作品。

• 大量看 (quantity)，有質素 (quality) 地看：從藝術家身上學習，吸
收養分及建立品味，潛移默化，綜合藝術知識及評賞，應用於創
作上

• 先廣而後深：多看、從圖像入手，吸收養分，豐富美感經驗，開
拓視野。遇到喜歡／有共鳴／與主題有關的藝術家，再深入研究

• 建議學生可以從喜歡的藝術家開始，再深入了解藝術家的背景、
創作情境、創作意念，以及心路歷程，從中感受、學習及反思，
以吸取養分去深化創作

• 由淺入深，由口頭到文字，由點列到小段，也可使用圖象

• 集中視覺語言、形式、概念、主題等

• 把資料、分析、心得放進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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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藝術情境中帶動藝術評賞
Questions to Guide 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in Context (Beattie, 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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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藝術情境和藝術知識到藝術創作
Translating Contextual or Formal Knowledge to Art Making (Beattie, p.28)

藝術評賞及藝術創作

• 藝術評賞如何連繫創作及靈感？

• 從藝術家身上學到什麼？

• 有否應用及轉化知識和技巧到創作？

• 什麼情境和你的構思及創作相關？

• 有否列明出處？

Art Appreciation & Criticism

• How did your 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inspire you in art making?

• What have you learnt from the artist(s)?

• Have you applied and transformed skills and 
things learnt to your art making?

• What contexts have you related to your idea 
and art making?

• Have you cited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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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試驗、發展
Selecting, Experimenting and Developing Formal Structures

• 親身體驗，動手接觸

學生經思考沉澱後，再而發展圖像、試驗、
反思，作出最合適的方法去呈現，進入創
作自己作品 (Direct hands-on experience 

with the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flect 

and make appropriate selection for effective 

visual communication)

• 不需要記錄試驗及創作過程的每一個步驟

• 反而是媒介、技巧、表達形式的實驗及探索，
從反思而作出決定／選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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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試驗、發展
作品集主題：The Dark Side of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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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悲憤為力量把負面情緒轉化為創作力量
Transcend Emotions to Creativity

化負面情緒為創作力量，通過藝術創作去梳理情緒，

把感受轉移到作品，寄託、寄存並紀念過去的情懷和情境，

澄清舊有的經驗，從創作中轉化及升華相關的體驗和感受。

當回望這些片段時，學生可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感受，

重拾正面的價值觀、態度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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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總結

• 主題主題信息作品名稱

• 藝術評賞在創作中扮演什麼角色：啟發及深化創作

• 時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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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簿小提示
Tips for Research Workbook 

• 一個主題發展一系列的作品

• 真實的學習過程，必然包括在不同
階段的探索、試驗、感受和反思等

• 廣度和深度，重質不重量

• 多元圖象發展策略及文字紀錄

• 不設範本，展現個性

• 分配時間，在工作簿及創作之間取
得平衡

• 善用作品集的知識及技巧於公開試

• A body of work under a theme

• Authentic process

• Quality>Quantity: breadth and depth

• Diversified approaches in 

development and record

• Uniqueness and individuality

• Time management between research 

workbook and artwork

• Make good use of portfolio for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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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簿小提示
Tips for Research Workbook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字體：大小、整齊

• 封面內頁：學校、姓名、聯絡方法

• 主題版

• 頁碼

• 日期

• 列明出處

• 一比一，避免過度縮印，難以閱讀

• 不需過度裝飾

• 不需作過量巨細無遺的過程紀錄

• Invest in a quality workbook

• Legibility: font size and tidiness 

• Inside cover

• Title page

• Page number

• Date

• Citations

• 1 page to 1 page

• Excessive decoration unnecessary

• Excessive details un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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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追求

真 善 美

（誠）（良）（好）

生命的傳承是透過細說故事。

在細說往事的過程中，也在整理自己的人生，

令我們有一份生命是完整的感覺。

平凡的故事，往往最動人。

用心好好說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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