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南 區 ／ 國 立 北 門 高 級 中 學 

學校名稱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團隊成員 

（美術）張力中、（生活科技）黃祈銘、（數學科）林依伊、紀志

聰、洪翠薇、朱漢民、謝育博、吳彰庭、李育杰、姜慧瑜、曹嘉

芬、張憲智 

跨領域學科 生活科技、數學 藝術學科 美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社會組高二學生下學期的數學課程內容為空間幾何、空間向量與空間座

標。學生在高一學過臺灣美術，高二接觸水墨。高二生活科技課程為基礎

木工學習製作木湯匙，學習使用線鋸、砂紙、砂輪機等基礎工具。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實施模式】 

合作學習、實作學習、協同教學 

跨領域 

美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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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 



課程架構

與跨領域

課程設計

概念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北中數林 

教學總時數 

美術約 12小時 

生活科技 8小

時 

數學：利用課

餘個別輔導 

實施班級數 
206~209共

四班 
學生數  

實施情形 
先抽籤再個別找數學教師解題 

利用美術課與生活科技課間完成作品 

設計理念 

社會組學生已經在高二下學期的數學課程學到空間幾何、空間向量

與空間座標，多數題目與觀念都關係到三度空間，而教師在上課時

大多利用粉筆在黑板上作圖，學生較無法有直接的觀察，藉由本單

元的實做，將數學題目「實體化」，讓學生對空間幾何有更深刻的

概念，透過小組實做和跑組報告，希冀達到「互助共好」的教學情

意目標。另外也希望學生有多元的審美觀點，能欣賞以幾何、抽象

風格的藝術品。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理性幾何之美、艾雪與其作品、歐普 OP 藝術 

教學方法 小組討論、分組指導與討論、跑組報告 

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數學科教師自行命題、生活科技工具機台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能透過立體模型，讓學生對空間幾何學有更深刻的認知與理解 

並且理解抽象之美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認知 

1.善用數學空間幾何概念   

2.認識歐普藝術家作品  

3.講解自己的作品 

情意 

1.理解抽象與邏輯之美  

2.團隊合作共同完成作品   

3.欣賞他人的作品 

技能 

1.能運用多元媒材製作模型  

2.能使用基礎的木工機械  

3.能完成數學模型 

藝-U-A2 運用設計與批判性思考，以

藝術實踐解決問題。 

藝-U-B3善用多元感官，體驗與鑑賞

藝術文化與生活。 

藝-U-C2透過藝術實踐，發展適切的

人際互動，增進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

的能力。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2 幾何結構之美 課前暖身，讓學生分組製作拉張整體模型 單槍、吸管、紙

膠帶、橡皮筋 

3 模型初檢 請學生就初步的模型，討論之後成品的媒

材使用與相關工具、尺寸等 

紀錄表 

4 認識艾雪 認識艾雪與其作品 單槍、電腦 

5、6、

7、8 

 

模型製作 教師就各組的模型進度、狀況進行指導 紀錄表、各組自

備工具 

9、10 跑組報告 各組安排報告人，同時間進行跑組 學習單、碼表、

響鈴 



11、12 OP歐普藝術 認識 OP歐普藝術家，看看如何在邏輯秩

序之外做出動態「錯覺」 

電腦、單槍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評量模式 備註 

1、2 製作拉張整體模

型 

2hr  幾何構成  教師觀察  

3 模型初檢 1hr    根據模型

與討論成

果 

 

4 認識艾雪 1hr 艾雪作品 錯視、形

變、pattern 

 口頭  

5、

6、

7、8 

 

模型製作 4hr    教師觀察  

9、10 跑組報告 2hr   協同教學 小組互評 

數學教師

觀察 

 

11、

12 

認識 OP歐普藝

術家 

2hr Op藝術作

品 

  口頭  

教學省思與建議 

一、和一整個科別共 10位老師合作的模式很奇妙，往往是透過科召集人去聯絡，

無法與每一位教師進行更深入的互動，而且每個教師投入的狀況不一，排課的關係

我也無法與他們共備。還是盡量少一點參與的教師，較能有效的討論進行滾動修

正。 

二、社會組學生對數學的抗拒一直很強，這次的課程沒有用「糖果」誘拐學生的學

習動機，而是「直球」，要讓學生直接解題、做模型，部份學生感覺意願較低，可

能還是要用一些有趣的單元活動來達到目的。例如「多面體花園」研習，讓學生做

有趣的模型，再去深化學習，推動課程起來比較能深入人心。 

教學研發成果 

一、工作紀錄表 

跨領域美感教育-----北中數林  模型工作紀錄   



班級    組員名單  

題目 

 

請把你們的構想繪於此格空白處，並在旁邊註記所用媒材、尺寸等細節 

 

以下是工作日程表，分為生活科技課和美術課，預計製作 4 週，共 16 節課， 

請組員填寫每次上課的製作進度，作為提醒自己進度使用 

日期         

工作 

內容 

 

 

 

 

 

 

 

 

 

 

 

 

 

 

 

 

日期         

工作 

內容 

 

 

 

 

 

 

 

 

 

 

 

 

 

 

 

 

二、互評表 

北中數林模型評量時間：             班級____座號____姓名________ 

看完所有組別的成果後，請你以客觀審美觀鑑賞各組模型的表現 

將你的組別+1（如：第 4 組評第 5 組），以及自選一組模型，給他們一些回饋。 
回饋方式必須包含兩種： 
1. 符號選擇，和 2.用一句話，文字敘述說出你看到的優缺點 

相關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讚到不行  ☆說明詳細清楚 ☉手做能力可圈可點   ◇可以更好喔   



組別 符號 文字回饋 

   

   

小組報告評量： 
各組應該都費盡心思講解他們的題目了吧，請你寫下印象深刻的 2 個講解同學，給他們一些回
饋，下面有一些描述選項可選擇（畫掉 or 塗黑你覺得沒有的項目，例如：清楚明白、善用比
喻）也請留下文字回饋給他們吧 

同學大名 描述選項 文字回饋 

 清楚明白、條理分明、善用

比喻、風趣幽默、把數學變

簡單、艱澀太有學問、高深

莫測我不懂 

 

 清楚明白、條理分明、善用

比喻、風趣幽默、把數學變

簡單、艱澀太有學問、高深

莫測我不懂 

 

最後，感謝各位同學的努力與配合，請告訴我及相關老師們，這次的「北中數林」跨領域美感

的課程與活動心得～～ 

對於抽到的數學題目： 我在生活科技課學到： 印象深刻的人事物 

做這次模型的心得： 美術課提及的藝術家與作品 

 

未來推廣計畫 

1. 數學科教師會利用這次學生製作的模型，在之後空間幾何單元繼續教學。 

2. 數學選修課程考慮沿用這次的教學活動模式，進行選修課程。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張加說明） 

 

(上圖左)與生活科技教師試作模型，研究用什麼工法與工具 



(上圖右)同心協力合作拉張整體模型 

 

(上圖左) 八面體的拉張模型(上圖右) 小模型初次檢查 

 

(上圖左) 小模型初檢(上圖右) 大家開始製作模型 

 

(上圖左) 用壓克力顏料為模型增色(上圖右) 純手工製作 125個紙盒 



 

(上圖左) 跑組報告，數學教師來聆聽指導 (上圖右) 成果展示 

 

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