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區 /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學校名稱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團隊成員 陳依婷 (音樂)  蘇郁涵(美術)  鄭皓璟(公民與社會) 

學科範疇 音樂 美術 公民與社會 跨領域科目 高中公民與社會 

教學對象 

與 

先備能力 

對象：高一普通班學生 

先備能力： 

公民與社會學科部分： 

1.能理解社會運動與公民不服從之別 

2.能具備基本媒體試讀的能力，不受媒體製入性行銷影響 

3.能理解音樂、藝術與文化和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音樂學科部分： 

1.認識海頓、貝多芬以及柴可夫斯基等古典音樂作家 

2.認識閃靈、農村武裝青年、 滅火器等本土樂團 

 美術學科部分： 

1.能理解「閒置空間」定義，並知道住家附近社區何處有閒置空間 

  2.能發覺廣告對於性別刻板印象及藝術的呈現 

 

跨領域 

美感 

實驗課程 
實施模式 

【實施模式】 

透過公民不服從、媒體識讀和政治、文化符號等高中公民議題為基礎，結合

音樂及藝術之元素，培養學生從生活體會藝術的能力。 

 

 

 

 
 

跨領域 

美感 

實驗課程 

應用策略 

【應用策略】(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資源之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 



 
 

 

 

 

 

 

 

 
課程架構 
與跨領域課
程設計概念 

 

藝術中的現代公民 

能察覺並體

會公民不服

從，及其他

社會運動的

藝文元素 

不僅能透過

媒體欣賞藝

術，更能辨

別其背後之

目的意涵 

能認識以音

樂或美術所

呈現的文化

符號，及其

背後的政治

價值 

約三至四節課 

行動公民 思辨公民 價值公民 

1.透過閒置空

間(台北第

一酒廠成為

華山藝文中

心)及蚊子

館攝影(姚

瑞中，《海

市蜃樓》)

的例子，介

紹人民如何

透過自己的

力量改變社

會面貌 

2.介紹國內外

常設及社運

的音樂團體

及藝術家 

1.透過四則廣

告的呈現，

以色彩、配

樂及視覺等

角度，介紹

媒體所呈現

的刻板印象 

2.介紹廣告戰

爭，從單純

的資訊傳

遞，到今日

技術和預算

的比拼 

3.介紹至入性

行銷所呈現

的商業目的

及與藝術的

關聯性 

 

1.介紹海頓、

貝多芬及柴

可夫斯基等

人的作品與

政治文化間

的關係 

2.介紹國旗的

圖案與配色

所呈現的歷

史及政治意

涵 

3.介紹其他常

見的文化符

號所代表的

意義 

 

1.資訊媒體

融入教學 

2.運用圖片

等素材呈

現閒置空

間 

1.資訊媒體

融入教學 

2.創造思考

教學 

 

1.資訊媒體

融入教學 

2.請學生進

行小組討

論 

 

教

學

目

標 

教

學

主

軸 

教

學

活

動 

教

學

策

略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藝術中的現代公民 － 以音樂和美術帶領學生認識公民社會 

教學時數 約 3至 4節 實施班級 高一 405班 

實施情形 截至 11月底前尚未授課，預計於 12月授課 2至 3堂，1月授課 0至 1堂 

設計理念 
「藝術」傳統上被歸屬於「有錢人」的生活品味、在文化分類上係為「精

緻文化」。而社會運動多半出自於一群受壓迫的平民階級；而大眾傳媒則

須力求讓多數人願意看並且看得懂，皆帶有草根性。故能結合藝術以及社

會運動，甚至是大眾傳媒，成為本次課程設計的一大理念。 

 

而「文化符號」是人們所約定成俗，其中政治符號更別具特色，而讓學生

不僅是了解文化符號，帶給學生透過學習符號，進而認識其具有的藝術特

質，亦為本次課程的另一大理念。 

 

藝術概念與美感 

元素 

社會運動及社群媒體涉及公共藝術的層次，而公共藝術代表著人民對於生

活空間和品質的標準，包含了環境、心理和精神層面等價值。文化符號則

象徵社會某種層面上的共識，也隱含了當代人類對於生活的「共同記

憶」，綜上所述，本次課程的公民議題皆蘊含著相當程度的藝術元素。 

教學方法 
課堂講解、影片分享討論、小組討論、作業學習單撰寫、學生經驗分享多

項交流 

教學資源 
課本、影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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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提升學生美感素養，並能將藝術鑑賞能力應用到生活中 

2.訓練學生思辨能力，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能有效判別訊息真偽 

3.對不同的社會現狀具有同理心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認知部份： 

1. 能辨別社會運動與公民不服從的差異 

2. 能了解現代藝術於各種社會現象所扮 

 演的角色 

3. 具有廣意媒體識讀的能力 

4.能了解文化及政治符號之意義 

 

情意部份： 

1.具有關懷社會的正義感 

2.提升對公共藝術的美感賞析 

3.養成同儕合作、討論的能力 

4.關心當代生存環境、尊重差異 

 

技能部份： 

1.能親身參與社會運動 

2.能善加運用媒體，並結合適當的視 

 覺與聽覺藝術 

 
 

1.培養學生對社會的關心，提升社會 

資本 

2.增強跨領域思維及統整實踐能力 

3.同理他人及與共合作之能力 

4.能活用媒體表達個人意見的能力 

5.提升全人美感素質，讓未來的台灣 

 能更美麗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一 5-3 公民不服從 講解公民不服從與社會運動，並且提供學

生欣賞相關音樂以及藝術呈現 

課本、講義、

電腦設備 

二 6-2 廣告與媒體識讀 分享廣告並講授其針對性別、族群的訴求

所呈現之配樂及視覺藝術效果 

課本、講義、

電腦設備 

三 7-1 文化與政治符號 介紹古代音樂家與政治的關聯，並說明常

見的文化與政治的符號 

課本、講義、

電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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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節次 教學活動 時間 藝術教學

資源 

藝術教學

元素 

評量方式 備註 

一 5-3 

公民不

服從 

1. 說明公民不服從的

意涵，輔以印度甘

地、美國種族隔離

政策等故事，加深

學生印象。 

2. 講解近年來國內社

運活動中，許多藝

術創作的主題特

色，以反核、太陽

花學運的「黃」、

「黑」色主題，甚

至香港的雨傘革命

也參考此一配色。 

3. 提出最近的多元成

家議題，支持與反

對方，分別以六色

彩虹以及純白色為

社運主題，以凸顯

其背後的價值觀與

訴求。 

4. 分享部分社會運動

中的地板藝術，導

入「留下來的不一

定是要增加」的概

念，也可以是「減

少」。 

5. 介紹國內的蚊子

館，請學生發想這

些存在於都市空間

中的廢棄建築，是

否有其藝術價值。 

50分

鐘 

 

PPT 色彩呈現

的美感 

色彩呈現

價值觀 

公共空間

的創新語

發想 

能察覺校

內的閒置

空間，並

對未來的

改造進行

發想 

 

二 6-2 

廣告與

媒體識

讀 

1. 認識媒體的營利目

的與性質 

2. 提供幾則廣告，凸

顯廣告中的性別差

異、職業角色等元

素，如何用色彩、

配樂，甚至是鏡頭

角度等拍攝方式呈

現出來。 

50分

鐘 

PPT 

學習單 

廣告影片 

色彩、配

樂鏡頭角

度所呈現

的性別差

異、職業

角色 

撰寫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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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說明媒體近用權以

及媒體自律。 

三 7-1 

7-2 

文化與

政治符

號 

1. 說明文化的定義，

以及文化在人類社

會中所扮演的角

色。 

2. 介紹語言在文化中

的地位，包含語言

不通的困境、台灣

原住民的語言及文

化等。 

3. 介紹南非的國歌，

以音樂的角度來說

明南非在族群和政

治上的多元性。 

100

分鐘 

PPT 

學習單 

流行文化

影片 

音樂語文

化 

音樂語政

治 

 

流行文化

所呈現的

當代藝

術，以及

對美感的

定義 

分組畫畫 

 

撰寫學習

單 

 

拍攝自我

反思影片

（部分學

生） 

使用兩

節課

100分

鐘 

1. 介紹常見的文化形

式，例如精緻文

化、大眾文化以及

流行文化。 

2. 提供美國近百年

來，每十年所更替

一次的流行文化，

並以男仕的髮型、

鬍鬚以及眼鏡為

主。 

3. 將學生分組，並以

髮型、鬍鬚以及眼

鏡做為三項不同的

分類，並抽籤，依

據各組抽到的年

代，把該年代的特

色畫在老師所提供

的學習單上。 

4. 說明主流文化以及

次文化，並介紹國

內部分次文化所展

現出來的藝術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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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1. 藝術隨處可見：透過社運的分享，讓教學者也體會到藝術的普遍性 

2. 文化所展現的藝術力量是無遠弗屆的 

3. 學生的創意是可以被激發的，團隊活動有其必要性，但並非適合每個

學生。 

4. 教學輔以影片的效果可以是正面的，但必須慎選影片 

待改進之處 1. 學生分組活動時應加強秩序管理 

2. 教學呈現與先前的規畫仍有少許出入 

 

未來推廣計畫 

1. 結合國文科課程，發展新學期國文科融入藝術 

2. 組織校園空間改造小組，改造校園空間 

3. 分享相關課程給與有興趣的教學同仁 

 

課程實施紀錄 

  

7-1 ~ 7-2 分組創作 7-1 ~ 7-2 分組創作 

  

6-2廣告紛寫與撰寫學習單 5-3公民不服從的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