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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領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南區／嘉義市立玉山國民中學 

學校名稱 嘉義市立玉山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國文領域：閱讀教師／韋宜君、官意千、劉書毓   

                    謝宜岑、何俐瑩、陳燕琴   

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教師／張銘修、王建凱 

            表演藝術教師／翁芝儀 

            音樂教師／羅嘉雯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資訊教師／黃山泉 

跨領域學科 國文、資訊 藝術學科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音樂

教學對象 

先備能力 

教學對象：全校國中七年級 

先備能力：閱讀、手作、音樂剪接、肢體動作、電腦等基礎能力 

跨領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從讀劇表演的主題出發，思考各領域與科目在此主題課程中所扮演的

協助角色，再從這個輔助的意義中尋找各科的課程本質。先以國文、視覺

藝術兩軸並進處理古文文本搭配視覺風格進行古典美感感受，接著其他科

目在完成讀劇成果演出前適時搭配進來，進行多軸承接國文的劇本改寫，

各自獨立完成課程本位教學。再由多軸課程合併為演出主題服務，利用文

本與視覺經驗擴充、發散與模仿完成主題課程演出時各種複雜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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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領域課程設計概念 
    本學年度跨領域主題課程名稱為【讀出經典‧再現唯美】，以閱讀課指

定一年級各班一篇文言文成語故事進行閱讀理解與改編成劇本，從古文中讀

出文辭與場景動作的細膩美感，劇本改編過程表演課進行肢體練習、視覺藝

術進行古裝漫畫角色創作，進入到風格的確立。劇本完成後各科目進行讀劇

演出的跨領域課程分工，最後完成各班演出。 

    以讀劇演出為課程架構核心，本主題課程理念來自於發現學生對於文

本理解與上台表達能力的不足，在視覺與音樂學習過程對於中國古典風格

認知缺乏，因此藉由演出時各班將中國古典風格融合當代思維的再現中，

回應國文閱讀課，文本背後的文化與風格體會。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讀出經典‧再現唯美 

教學時數  實施班級 全校一年級共 8 個班 

實施情形 

    依據計畫以一學年規劃課程，過程經過教師共備，藝術教師、語文教師

與資訊教師進行跨域整合，設計主題課程，藉由期末公演形式讓學生體驗透

過美感教育進行跨領域合作學習的感動。 

設計理念 

    運用主題課程將語文、藝術、資訊進行整合，以藝術跨領域課程解決國

一學生對於自我肢體表現、藝術風格涵養、閱讀理解等問題，並透過美感形

式與演出的場景，讓語文的詞彙靈活躍然於肢體動作、視覺經驗之上。 



藝術概念與 

美感元素 

    藝術風格透過色彩、形狀、音樂透過古典成語的融入，讓演出激發古文

文辭理解的場域再現。 

教學方法 協同教學、問思教學、分組合作教學 

教學資源 投影與資訊設備、學習單、表演廳 

設計依據 

資訊能力指標 

2-4-2 了解多媒體電腦相關設備，以及圖形、影像、文字、動畫、語音的整合應用。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國文-閱讀 

能創作出劇本，並加以表演。

表 1-Ⅳ-1 

5-Ⅳ-4 

應用閱讀策略增進學習效

能，整合跨領域知識轉化為解

決問題的能力。 

核心 

素養 

國-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

力，並培養賞析創作的興趣，

透過對文本的反思與分享，印

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力。

藝-J-A1 

參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A2 

嘗試設計式的思考，探索藝術

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

達情意觀點與風格。 

藝-J-B2 

使用資訊、科技與媒體，進行

創作與賞析。 

藝-J-B3 

理解藝術與生活的關聯，以展

現美感意識。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立利他與合

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

通協調的能力。 

表 1-Ⅳ-1 

能運用特定元素、形式、技巧

與肢體語彙表現想法，發展多

元能力，並在劇場中呈現。 

表1-Ⅳ-2 

能理解表演的形式、文本與表

現技巧並創作發表。 

表1-Ⅳ-3 

能連結其他藝術並創作。 

表2-Ⅳ-3 

能運用適當的語彙，明確表

達、解析及評價自己與他人的

作品。 

表3-Ⅳ-1 

能運用劇場相關技術，有計劃

地排練與展演。 

 

 



視 1-IV-2 

能使用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

個人或社群的觀點。 

視 2-IV-2 

能理解視覺符號的意義，並表

達多元的觀點。 

視 3-IV-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的參

與，培養對在地藝文環境的關

注態度。 

 

音 2-Ⅳ-2 能透過討論，以探

究樂曲 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

的關 聯及其意義，表達多元

觀 點。 

音 3-Ⅳ-2 能運用科技媒體蒐

集藝文 資訊或聆賞音樂，以

培養 自主學習音樂的興趣。

 

 

 

學習 

內容 

國文-閱讀 

認識成語，並將其創作為讀劇

劇本。 

Cb-Ⅳ-2 各類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鄉里、國族及

其他社群的關係。 

Cc-Ⅳ-1 各類文本中的藝

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表E-Ⅳ-1 

聲音、身體、情感、時間、空

間、勁力、即興、動作等戲劇

或舞蹈元素。 

表E-Ⅳ-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色建立與

表演、各類型文本分析與創

作。 

表E-Ⅳ-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術元素的

結合演出。 

表A-Ⅳ-3 

表演形式分析、文本分析。 

表P-Ⅳ-1 

表演團隊組織與架構、劇場基

礎設計和製作。 

 

視 E-IV-1 

色彩理論、造形表現、符號意

涵 

視 E-IV-2 

平面、立體及複合媒材的表現

技法 

視 A-IV-2 

傳統藝術、當代藝術、視覺文

化 

視 P-IV-3 

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音 A-Ⅳ-1 器樂曲與聲樂曲，

如：傳統戲曲、 音樂劇、世

界音樂、電影配樂等多 元風

格之樂曲。各種音樂展演形 

式，以及樂曲之作曲家、音樂

表演 團體與創作背景。 

音 P-Ⅳ-1 音樂與跨領域藝術

文化活動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國文-閱讀 

1. 認知：認識成語故事，並了解其運用時機。 

2. 能力：將成語故事創作成劇本，並加以發表。 

3. 情意：發揮創意及團隊合作精神完成作品。 

表演藝術 

1. 引導學生共同發揮想像力，善用身體動作與日常生活情境、物品之聯

結，學習表達個人想法及尊重對方看法，建立同儕間彼此良好的互動關

係。 

2. 從編劇、選角、排演，再加上製作服裝、道具，搭配音樂和場景動畫，

讓學生瞭解與體會到，製作一齣戲劇的表演，必須共同學習、合作、搭

配、溝通與協調，才能有好的成果。最主要學生能從過程中，學習到如

何和其他團隊的合作經驗與重要性。 

視覺藝術 

1. 運用漫畫創作理解古典視覺風格。 

2. 運用回收物製作服裝與道具，打破學生功能性固著的思考。 

3. 排演過程中讓學生思考風格、美感與功能的意義。 

音樂 

1. 透過音樂配樂的教學讓學生充分了解音樂的多元性與實用功能。 

2. 藉由讀劇配樂的製作，讓學生對音樂與演出時風格配合的敏感度。 

電腦 

1. 藉由繪圖軟體的教學讓學生學會電腦繪圖能力。 

2. 透過網路圖片與讀劇場景的搭配，完成自己的背景動畫。 

3. 學會資訊設備的應用廣度。 

課程架構【語文-閱讀】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 節 認識成語 了解成語背景及使用時機。 成語講義 

8 節 創作劇本 
藉由分組合作方式提出構思，全班討論

後，共同完成作品。 
劇本、學習單 

2 節 修改劇本 試演後，修正劇本不足之處。 劇本 



課程架構【表演藝術】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3 節 表藝—舞台焦點 
透過肢體造型、層次、方向和路線，訓

練學生的空間概念。 
表演藝術教室 

2 節 表藝—我們在哪裡？ 
以小組活動方式，運用肢體、聲音和台

詞，共同表現出某地點。 
表演藝術教室 

3 節 表藝—電器拍賣會 

以小組共同運用肢體來呈現電器物

品，並能簡單介紹作品理念，以及能以

拍賣會情境來創作表現。 

3.班級拍賣會分享。 

表演藝術教室 

3 節 表藝—喜怒哀樂悲 

小組共同討論各類情緒的反應，如何表

現出對應的表情和動作，以及能瞭解不

同的說話語氣，會有何情緒之感受。 

表演藝術教室 

3 節 表藝—讀劇選角 
各組上台針對劇本進行讀劇表演，進行

選角。 
表演藝術教室 

8 節 表藝—讀劇初排 進行讀具各劇目細節排演。 桌椅 

5 節 表藝—讀劇現場排演 到表演場地進行現場完整排演。 桌椅 

1 節 表藝—反省檢討 演出完進行反省與檢討。 學習單 

課程架構【視覺藝術】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6 節 漫畫角色創作 

依照各班級所分配的成語故事，創作出

中國古裝角色漫畫人物，進行古典風格

細節說明。 

水彩紙 

色鉛筆 

水彩筆 

8 節 

再現唯美 

服裝道具製作 

依照劇本要求，分組進行服裝道具設計

與製作，細節符應古典風格。 

膠帶、紙箱 

布、剪刀 

8 節 

再現唯美 

排演與服裝道具修正 

穿上服裝與使用道具進行排演，過程中

檢討道具使用細節與修正。 

膠帶、紙箱 

布、剪刀 

1 節 

再現唯美 

回顧反省 

演出完教師帶著學生進行主題活動的

反省與感恩。 反省單 



課程架構【音樂】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6 節 配樂鑑賞教學 進行配樂類別的鑑賞與分組報告 電腦、電視 

6 節 配樂選定與剪接 
各組進行配樂發表，選定各幕配樂進行剪

接 
電腦、電視 

4 節 配樂排演 進行排演中加入配樂元素，配樂細節調整 音樂撥放器 

課程架構【電腦】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8 節 自由畫創意 熟悉繪圖軟體 Inkscape 的操作方式 電腦、廣播系統

8節 自由玩創意 
熟悉繪圖軟體 Photoimpact、gif animator

的操作方式 
電腦、廣播系統

教學流程【語文-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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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 認識成語 45 分 成語文本 
文詞之美 隱喻 

學習單 
 

8 節 創作劇本 360 分 
口說藝術

肢體藝術

文詞義涵

的視覺化

重製 
實作評量 

 

2 節 修改劇本 90 分 
口說藝術

肢體藝術

文詞義涵

的視覺化

擴充與發

散 
實作評量 

 

教學流程【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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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節 
肢體聲音

基礎教學 
495 分 

肢體動態

聲音語調

肢體動態

語調節奏
模仿 實作評量 

 

3 節 讀劇選角 135 分 
肢體動態

聲音語調

肢體動態

語調節奏
模仿 實作評量 

 

8 節 讀劇初排 360 分 
肢體動態

聲音語調

肢體動態

語調節奏

擴充與發

散 
實作評量 

 



5 節 
讀劇現場

排演 
225 分 

肢體動態

聲音語調

肢體動態

語調節奏

擴充與發

散 
實作評量 

 

1 節 反省檢討 45 分 學習單 美感回憶
擴充與發

散 

學習單評

量 

 

教學流程【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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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節 
漫畫角色

創作 
270 分 

漫畫與造

型 
色彩、造型 重製 實作評量  

8 節 
服裝道具

製作 
360 分 古裝圖片 色彩、結構

擴充與發

散 
實作評量  

8 節 
排演與道

具修正 
360 分 古裝圖片 色彩、結構

擴充與發

散 
實作評量  

1 節 回顧反省 45 分 學習單 美感回憶
擴充與發

散 

反省單評

量 
 

教學流程【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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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節 
配樂鑑賞

教學 
270 分 配樂 音樂風格 模仿 發表評量 

 

6 節 
配 樂 選 定

與剪接 
270 分 

配樂 音樂風格 
模仿 發表評量 

 

4 節 配樂排演 180 分 
配樂 音樂風格 

模仿 發表評量 
 

教學流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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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畫創

意(1 節) 

基本功能

介紹 
45 分 

繪圖軟體

(Inkscape)

色彩調配

造型組合
模仿 課堂問答 

 

自由畫創

意(2 節) 

基本功能

介紹 
45 分 

繪圖軟體

(Inkscape)

色彩調配

造型組合
模仿 課堂問答 

 

自由畫創

意(3 節) 

基本功能

練習 
45 分 

繪圖軟體

(Inkscape)

色彩調配

造型組合
模仿 課堂問答 

 

自由畫創

意(4 節) 

色彩工具 

操作練習 
45 分 

繪圖軟體

(Inkscape)

色彩調配

造型組合
模仿 課堂問答 

 



自由畫創

意(5 節) 

節點造型

工具 
45 分 

繪圖軟體

(Inkscape)

色彩調配

造型組合
模仿 課堂問答 

 

自由畫創

意(6 節) 

節點變型

工具 
45 分 

繪圖軟體

(Inkscape)

色彩調配

造型組合
模仿 課堂問答 

 

自由畫創

意(7 節) 

圖層順序 

造型堆疊 
45 分 

繪圖軟體

(Inkscape)

色彩調配

造型組合
模仿 課堂問答 

 

自由畫創

意(8 節) 
作品製作 45 分 

繪圖軟體

(Inkscape)

色彩調配

造型組合
重製 

作品評量 

 

 

自由玩創

意(1 節) 
作品製作 45 分 

繪圖軟體

(Inkscape)

色彩調配

造型組合
重製 

作品評量 

 

 

自由玩創

意(2 節) 

檔案格式 

基本工具
45 分 

繪圖軟體

(Photoimpa

造型解構

與重組 
重製 課堂問答 

 

自由玩創

意(3 節) 

檔案格式 

基本工具
45 分 

繪圖軟體

(Photoimpa

造型解構

與重組 
重製 課堂問答 

 

自由玩創

意(4 節) 

影像色彩

工具 
45 分 

繪圖軟體

(Photoimpa

色彩明度

與彩度 
重製 課堂問答 

 

自由玩創

意(5 節) 

表演布景

蒐集圖片 
45 分 Google   課堂問答 

 

自由玩創

意(6 節) 

合成表演

背景 
45 分 

繪圖軟體

(Photoimpa

造型解構

與重組 

擴充與發

散 

作品評量 

 

 

自由玩創

意(7 節) 

合成表演

背景 
45 分 

繪圖軟體

(Photoimpa

造型解構

與重組 

擴充與發

散 

作品評量 

 

 

自由玩創

意(8 節) 
動畫製作 45 分 

繪圖軟體

(Photoimpa

造型解構

與重組 

擴充與發

散 

作品評量 

 

 

       

 



教學省思與建議 

1. 主題課程在擬定劇目文本時，要充分跟語文領域老師多發想方向，若其他學校要複製本

課程，應由各校確定何謂經典的意義。 

2. 國一學生對於風格建立實屬困難，雖然提供許多視覺與聽覺經驗但仍稍嫌不足，教師應

該可以建立古典風格數位資料庫，讓學生能夠自己檢索與擴散發展。 

3. 國中生肢體表演稍嫌扭捏，這也是此課程最大的意義所在，讓國一學生能夠自信的展示

自己的肢體，能夠藉由此課程進行國中三年的肢體階段性規劃與訓練。 

4. 學生反應不如預期成效，多為被動式聽課，希望學生要再多接觸、多聽各式音樂，主動

性須加強，多能引起學生回饋。 

5. 語文領域對於劇本創作不熟悉，可先舉辦相關增能研習；創作劇本時間不夠充裕，分組

討論時間可再增加。 

6. 負責念出台詞的讀劇組，與負責呈現劇情畫面的動作組，兩者間的搭配需要極高的默契

與協調能力，如何幫助學生在讀劇與動作之間，能互相搭配得宜，這是教師需要再思考

的部分。 

7. 分配工作職掌是非常重要，參與此活動的學生，需分為讀劇組、動作組和幕後組。

教師平日在課堂中，必須加以觀察每位學生的特質，幫助學生安排其適當的角

色，讓學生瞭解自我與發揮長才。 

教學研發成果 

1. 跨領域主題課程經驗累積與演化。 

2. 全年級讀劇成果公演。 

3. 將此主題課程慢慢形塑成藝文校本課程。 

未來推廣計畫 

1. 適時將課程在公開場合進行發表，與藝術領域教師交流課程。 

2. 持續將此課程修正，細節再次思考，未來有可能再擴展到家政領域，讓此課程越精緻。

3. 將此課程進行文字記錄，各領域協同思考可以發表到教育相關期刊。 

 



課程實施紀錄（教學照片 10 張加說明） 

國文領域運用閱讀課程進行成語讀劇表演主題課程的文本引導，進而改編成劇本，

閱讀課運用讀出來的方式，各組進行劇本修改。 

 

表演藝術課進行肢體語調訓練，進行表演組、讀劇組、幕後組腳色確定，接著從分幕排演到

整體排演，最後進到地下室表演廳排演。 



 
資訊課 Inkscape 繪圖軟體教學，配合美感教育跨領域主題課程，運用各班的成語主

題，進行電腦繪圖創作，再到讀劇背景動畫製作。 

 

音樂課從配樂賞析到分組報告，再從各幕演出的劇情找到背景音樂，進行剪接。 



 

 

視覺藝術課程進行古裝漫畫角色創作，再到演出的衣服服裝、道具製作，從手作體驗古典風

格的內涵。 



 

 
讀出經典．再現唯美 

一年級美感跨領域課程成果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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