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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領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壹、學校名稱：國立玉井工商 

貳、團隊成員：徐順乾秘書、藝術生活李翊銘老師、電子科龍維明主任、             

電子科陳若翰老師 

參、跨領域科目：藝術生活、電子 

肆、教學對象與先備能力： 

   一、教學對象：視聽電子實用技能班一年級 

   二、先備能力：1.熟悉電子手工具(斜口鉗、尖嘴鉗、電烙鐵)之使用方法 

                 2.具備電子元件焊接能力 

                3.具備基本電線連接技術 

伍、跨領域美感課程實施模式：高一視聽電子實用技能班(一個班)藝術生活課×4

節、電子實習課×9 節。先由藝術生活課教師漸

進介紹視覺藝術課程，再與電子科教師協同實

作課程之指導。 

陸、跨領域美感課程應用策略： 

    一、教學策略：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合作學習式教學、專題討

論式教學、創造思考教學、啟發式教學、協同教學。 

    二、學習策略：觀摩學習、合作學習、實作學習(繪製草圖、焊錫)、。 

    三、評量策略：同儕提問與回饋、分組發表解說、學習回饋單、展演實

作、影音紀錄。  

柒、教學計畫： 

一、單元名稱：「銅」在一起---線「焊」錫的美麗交織 

二、設計理念：透過美感融入，讓學生在工業領域專業學習中，增

添美的鑑賞與創思發想、實作能力，並在合作學習

中習得互助、討論、應變及不斷成長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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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概念與美感元素：藝術的裝飾功能、空間設計、空間美學、展示

美學。 

四、教學方法：協同教學、分組教學、示範教學、專題討論、合作學

習、PBL。透過觀摩、引導與實作發表及合作學習，發展

學生的美感創意，並提升自信。 

五、設計依據（含核心素養）： 

   1.藝 V-U-B3 善用多元感官體 驗與鑑賞藝術文化與生活。 

   2.藝 V-U-A1 參與藝術活動陶 冶身心以提升生活美感及 生命價值。 

   3.自主行動：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4.溝通互動：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5.社會參與：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六、教學目標：1.對藝術美感擁有一定概念。 

              2.能分組團隊合作，產出以銅線為創作素材的裝置藝術作

品。 

              3.培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出看法與修正的能力。 

七、課程架構圖： 

 

 

  

電子 

藝術生活 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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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 

   1.教學活動：由視覺藝術理論教學導入，進而融入銅線與焊錫的裝置藝

術設計與實作。 

   2.教材內容：教師自編教材。 

九、教學評量：口頭發表、同儕互評、學習回饋單、展演實作、影音紀

錄。 

捌、教學省思與建議：如附件 

玖、課程研發成果（如學習單、觀察紀錄表、評分規準等）：如附件 

壹拾、未來推廣計畫： 

    1.善用課程零碎材料，製作小巧裝置藝術品，如：鑰匙圈、擺飾品。若有機

會，將與社區合作，成為在地藝創產品。 

    2.藉由美感教育的啟發，引導學生在未來的電路設計中，導入美感想法，引

導進入工業設計的領域。 

   3.擴充課程內容，規劃於彈性選修課程中。 

壹拾壹、課程實施紀錄：如附件 

壹拾貳、參考資料： 

   一、網路資源：如附件 

   二、教師工作坊增能：如附件 

 

 

※請先以文字進行論述，再輔以表格等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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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領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所 屬 區 域 ／ 學 校 名 稱 

學校名稱 國立玉井工商 

團隊成員 
 徐順乾秘書、李翊銘老師(藝術生活)、龍維明主任(電子科)、陳若翰老師

(電子科) 

跨領域學科 電子 藝術學科 藝術生活 

教學對象 

先備能力 

教學對象：視聽電子實用技能班一年級 

先備能力：1. 熟悉電子手工具(斜口鉗、尖嘴鉗、電烙鐵)之使用方法 

          2. 具備電子元件焊接能力 

          3. 具備基本電線連接技術 

跨領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藉由藝術工作者先為教師團隊做增能研習，而後與課程團隊集體討論

課程方向與內容。經由藝術欣賞課程的引導，啟發學生對美感的體驗，再

經由學生小組討論決定作品方向，最後實施分組合作完成作品。課程中藉

由藝能科與電子科教師的協同教學，引導學生進行相互討論、創造思考、

合作學習、發表展示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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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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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與跨領域

課程設計

概念 

一、 課程架構圖  

 

 

 

 

 

 

 

 

 

 

 

 

 

 

 

 

 

 

 

 

二、跨領域課程設計概念 

    期待學生透過「認識藝術」的課程，了解美感在生活中的存在

與運用，並融入工業類科實作，啟發、培養美的感知，及創意、合

作與自信發表的能力。將學習與技術、美感、創造、合作結合，建

立學生理性思考外的溫度與感知，成就多元成長。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銅」在一起---線「焊」錫的美麗交織 

教學時數 13 堂課 實施班級 視聽電子一年級 

實施情形 

    學生透過視覺藝術學科指導，在擁有進一步的美學概念後，透過不局

限的分組創意發想，運用電子專業所學材料及焊接能力，設計相關校園或

自身生活的主題作品，並透過團隊合作、討論、解決問題、發表，在教師

引導下，提升學生思考力及自信度。 

設計理念 
  透過美感融入，讓學生在工業領域專業學習中，增添美的鑑賞與創作

能力。 

 

  

電子 

藝術生活 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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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概念與 

美感元素 
藝術的裝飾功能、空間設計、空間美學、展示美學、造型藝術 

教學方法 協同教學、分組教學、示範教學、專題討論、合作學習、PBL 

教學資源 藝術講師增能資源、電腦、投影機、DV 攝影機、講師自編教材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創造思考、團隊合作、焊接技

術、造型藝術 

核心 

素養 

A.自主行動：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Ｂ.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Ｃ.社會參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習 

內容 

1.認識「視覺藝術」 

2.分組構思屬於校園或相關自

身生活的美學創意作品。 

3.繪製作品草圖。 

4.分組實作。 

5.分組展示、發表創作理念。 

6.同儕提問、回饋。 

7.教師隨時提問引導與回饋。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認識藝術。 

2.能漸進啟發美感能力，懂得觀察生活中美感元素的存在。 

3.能透過溝通、討論，分組設計出創意銅線裝置藝術品。 

4.具備發現問題、思考解決的應變能力。 

5.培養發表自我感知及設計理念的自信。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2 認識藝術 

1.認識視覺藝術、裝置藝術。 

2.了解美的感知。 

3.明白生活中處處存在美感。 

4.認識美的定義，懂得欣賞與包容。 

5.確認分組名單：五人一組，共分三組。 

PPT 
教師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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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作品草圖設計 

1.確定作品材質元素：銅線＋另一素材。 

2.設定作品大小：約 60 立方公分。 

3.分組討論作品主題 

4.分組繪製個人草圖 

5.分組個人草圖發表 

6.修改分組個人草圖。 

7.定稿：討論、確定組別設計圖稿。 

電腦 
投影布幕 
A4 空白紙 

5-7 分組設計實作(一) 

1.實作：建構骨架 

2.發現、討論、解決草圖設計落實於實作

上的困境。 

3.教師協同分組引導。 

4.分組發表實作進度。 

5.同儕及教師回饋。 

銅線(2.0mm) 
尖嘴鉗 
斜口鉗 
剝線鉗 
電烙鐵 
焊錫 

8-10 分組設計實作(二) 

1.分組完成整體主架構。 

2.討論、解決實作困境。 

3.教師協同分組引導。 

4.分組報告實作進度及設計構想。 

5.教師引導與回饋。 

銅線(2.0mm、0.5mm)

尖嘴鉗 
斜口鉗 
剝線鉗 
電烙鐵 
焊錫 

11-12 分組設計實作(二) 

1.教師協同分組指導，強化作品細膩度。 

2.分組討論展示方式及發表空間。 

3.分組討論發表內容。 

銅線(2.0mm、0.5mm)

尖嘴鉗 
斜口鉗 
剝線鉗 
電烙鐵 
焊錫 

13 成果發表 

1.分組說明設計理念及實作困境。 

2.他組提問及建議。 

3.教師指導與回饋。 

4.組別自我省思及肯定。 

5.書寫學習回饋單。 

攝影機 

學習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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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識藝術 100 分鐘
藝術作品

圖片 
視覺圖像

教師參與

跨領域增

能工作坊 

口頭問答  

3-4 
分組 

繪製草圖 
100 分鐘

立體圖 

設計 
繪圖 協同教學 上台發表  

5-7 
分組設計

實作(一) 
150 分鐘 空間美感

造型藝術

空間美學
協同教學 分組發表  

8-10 
分組設計

實作(二) 
150 分鐘 空間美感

造型藝術

空間美學
協同教學 分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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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分組設計

實作(三) 
100 分鐘 空間美感

造型藝術

空間美學
協同教學 分組發表  

13 成果發表 50 分鐘 空間擺設 展示美學 協同教學 
作品展演

與發表 
 

教學省思與建議 

1.學生在藝術創作上超越框架局限，在沒有對錯、好壞中呈現內心想望，大膽創

作，在接受肯定中獲得不同於過往的成功經驗。尤其，能將所學專業能力運用在

美感創作上，是一種新穎的嘗試，也是跨越框架的挑戰。 
2.在作品成形過程中，讓學生體驗到基礎技術要扎實，才能完成美好的作品。若是

電子焊接的專業基礎技術不成熟，焊接實作就會顯得困難重重，無法達到原本心

中理想的模樣。 
3.學生從活動進行中培養了分工合作的態度，進一步了解美感概念，提升自信，並

能肯定自我發想，並大方發表，也接受他人的美感賞析。從美的實作出發，學生

看見生命的美、生活的美，及人性的美。 
4.學生較乏空間感，繪製草圖時只能呈現平面構圖及思維，無法順利繪製出立體

圖。未來可與數學科做結合，增強學生空間立體感，習得理解、繪製立體空間圖

的能力。 
5.因礙於經費，創作素材局限於銅線與單一材料結合，學生覺得有點可惜。若能再

結合更多生活素材，作品將更具多元生命力。建議將銅線融入二～三種素材，讓

學生有更多創作的發想空間。 

教學研發成果 

    學生在毫無局限的創作空間下，設計出三組截然不同的藝術作品，有感性的

「白鯨」、符合現實生活的「芒果天燈」，以及透過數學精準計算設計出的「沙漠

金字塔」，呈現出思維的差異，培養學生具備自信，並對藝術美感有進一層的認

識。 
  學生於最後一節課在實習工場做成果發表。此課程產出的三個裝置藝術作品，

將於下學年展示於行政大樓穿堂，屆時學生會再依空間作佈展設計，作為校園裝置

藝術品。 
▲學生作品 
 (一)白鯨 

 
創作心得： 
    這次美感教學很不錯，從一開始不

知道要做什麼，到討論的結果是鯨魚

時，我們一邊思考、慢慢加入美感元素

。當遇到創作瓶頸時，因為有老師的想

法引導，讓我們的鯨魚更加有創意、更

有生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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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芒果天燈 
 

 
設計理念： 
  本組以纖細的裸銅線展現了在地

芒果的特色，在燈光的照耀下可以假

亂真，彷彿芒果的鮮甜重現眼前，搭

配上以「滿載同儕、全體國人希望」

為象徵的天燈罩頂，更凸顯了藝術界

的登峰造極。 
  其中頗有層次的設計，內有含

意，更是排山倒海而來。最外層的天

燈將大家的夢想與期許帶向無垠的天

際；第二層的芒果，把臺灣水果王國

的名譽響亮國際；第三層的人偶傳達

著臺灣青年的努力與佳績；最後人偶

下方的璀璨焊錫，則是隱喻著製作過

程中的點點心血，最終凝結成晶體，

在整件作品的中央照亮大地。 
  這件「芒果天燈」從構想到設計，最後製作出成品到世人面前，不管是過程還

是造型，都有著創作群所寄託的濃濃寓意，而這份寓意將會和「芒果天燈」一起留

在世上，薪火相傳。 
 
 
 (三)沙漠金字塔  
  

 
設計理念： 
  我們的設計是做一個正三角形，

增加小三角形的特色是增加美觀，正

方形則是就地取材，不讓作品空虛。

頂端的兩個小三角形，則是老師給予

我們的建議啟發。我們的整體材料大

多是就地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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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饋單 

 

 

 

 

 

 

 

 

 

▲評分規準：以學習單自評、同儕互評、口語發表、教師觀察、影音紀錄等多元方式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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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推廣計畫 

  教學過程及成果獲得學生喜愛，也看見學生在各方面的成長與創新。師生皆期

待此美感融入電子學習的課程能持續延續，散發更多元的成長與生命火花。未來將

朝以下三點推廣、延伸： 

 

1.善用課程零碎材料，製作小巧裝置藝術品，如：鑰匙圈、擺飾品。若有機會，將

與社區合作，成為在地藝創產品。 

2.藉由美感教育的啟發，引導學生在未來的電路設計中，導入美感想法，引導進入

工業設計的領域。 

3.擴充課程內容，規劃於彈性選修課程中。 

 

課程實施紀錄（教學照片 10 張加說明） 



12 
 

 

 
（一）認識藝術作品：深入了解視覺藝術作品 

 
 

 
（二）設計主題發想與討論：各組討論、教師協同指導 

 
 

 
（三）立體圖繪製教學：教師指導從不同角度所見的物體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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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組構圖討論與設計：繪製作品草圖 

 
 

 
（五）教師分組教學：指導金字塔結構 

 
 

 
（六）分工搭建基礎結構：建構天燈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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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工搭建作品主結構：同儕協助、教師指導精細焊接技術 

 
 

 
（八）分組實作：分工為鯨魚裝上鯨鬚，增添美感元素。 

 
 
 

 
（九）分組發表實況：解說「芒果天燈」下方焊錫的創作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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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組發表實況：教師回饋指導、同儕提問建議 

參考資料 

 
一、網路資源 

1.林文珊(2004)。《從跨領域合作趨向論視覺藝術產業之經營策略》。元智大學

藝術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2.全球華人藝術網 http://www.artlib.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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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本少年藝術家將銅線扭曲成最令人難以置信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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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工作坊增能 
教師專業增能：107 年 5 月 18 日，邀請 Di Tal Art Studio 猪兔鴨藝術工事所王柏

霖、胡竣傑講師進行〈漫遊藝術與賞析〉藝術講座，提升教師對

裝置藝術的專業知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