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階段跨領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格式▋ 
臺東縣池上鄉／大坡國民小學 

學校名稱 臺東縣池上鄉大坡國民小學 

團隊成員 蕭仕賢、張琬琪、黃俊銘、陳姿妙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音樂 其他領域 語文、綜合、資訊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視覺藝術領域部分 

本校自 100 學年度起申辦藝術與人文深耕計畫，師資來源外聘池上

駐地藝術家到校指導一至六年級學生。本校視覺藝術課程主軸結合

池上在地文化及探索學生生活美感經驗為主。本校學生經常參與地

方藝術展演活動，亦曾利用視覺藝術課程進行立體及平面創作，於

池上火車站及學校運動會中進行成果展覽。 

音樂部分 

本校於 105 學年度開始實施弦樂教學，並於 106 年 4 月成立『池上

弦樂團』。目前一至六年級學生利用每週固定的音樂課、週三下午

社團時間及週六弦樂團團練時間進行個別及合奏課程。 

語文領域部分 

六甲學生能從閱讀報導文學文本進行分組討論，並提列訪談藝術家

大綱，訪談後能整理逐字稿進一步書寫記錄池上在地藝術活動參訪

心得並進行分享。 

資訊科技部分 

六甲學生在資訊運用的能力已具備初步的攝影機操作概念及使用威

力導演軟體進行簡易剪輯技巧。 

綜合活動部分 

以參訪禮儀為主，並能運用網路數位典藏資源及實地參訪，進一步

進行實地參訪課程。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級任包班 

■科任教學 

□ 其他 

___________ 
（例如：校訂課
程、彈性課程、
主題課程等） 

 說明： 

一、本校跨領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計畫以國小六年級學

生為主要教學對象，以視覺藝術課程中「認識池上駐地

藝術、藝術作品及藝術館」為主軸，介紹池上駐地藝術

家創作想法、各社區及學校裝置藝術、池上穀倉藝術

館，透過觀察、討論及記錄，以了解藝術活動對於個體

及社會的意義與呈現面向，進而提升個人美感意識。 

二、音樂部分 

結合本校弦樂團特色課程，進一步了解樂器家族音色及

運用網路資源找出剪輯影片適合的弦樂樂曲配音。 

三、語文領域部分 

本教學方案在語文領域部分進行藝術家訪談提問設計及

訪談文字紀錄、並透過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聯，以豐富

美感經驗進行心得分享。 

四、資訊與綜合活動部分 

利用資訊及綜合活動讓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媒材，分組進

行影片拍攝紀錄及剪輯，學習參訪藝術場館禮儀、學習

理解團隊成員想法與培養團隊合作的能力。 

跨領域 

美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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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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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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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 

跨領域課程架

構與設計概念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方案名稱 池上真美力 

教學時數 23 節(920 分鐘) 

實施對象 實施年級：六年級 



實施班級數：1班 

班級人數：5 位 

設計理念 

    本校位於「藝文米香」池上鄉，池上鄉內設置大坡池音樂館、

客家文物館、地牛館及池上穀倉藝術館。本鄉在「台灣好基金會」

的資源挹注下依著節令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藝術活

動在池上展開，到 2015 年蔣勳老師及藝術家駐村創作，讓藝術創

作自然而然融入池上居民生活。 

    107 年開始本校與「池上藝術村」合作，邀請青年藝術家進駐

校園，進行藝術課程教學。希望從國小一年級至六年級開始引入不

同藝術領域的相關課程，在課程設計上因應當代藝術文化趨勢，強

調藝術的生活應用與文化傳承及創新，納入科技媒體及創作、環境

空間、跨領域展演、文化創意產業設計思考、流行音樂音像及音樂

感知等主題。 

    本方案設計理念為透過訪問、實地參觀、討論及記錄並參與藝

文展演活動，如訪談池上駐地藝術家、學校的美感成果展覽、參觀

社區藝文館所的藝術展覽等，以了解藝術活動對於個體及社會的意

義與呈現面向，進而提升個人美感意識。學生能運用資訊科技媒材

進行影像觀察記錄及剪輯，進而能理解並感知藝術作品與日常生活

及社會的關聯，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美感形式原理：反覆、對比、均衡、統一等 

 ■美感判斷：愉悅感、理解力、想像力與共通感等 

 ■美感經驗：引發審美知覺的表達媒介、審美知覺、意義、情

感、意象等 

 ■活動實踐：藉由繪畫性、數位性、立體性、鑑賞等創作活動 

說明：在生活中參與藝文展演活動，如學校的藝術展覽會、社區藝



文館所的藝術展覽等，從參觀禮儀為學習的起點，透過觀察、討論

及記錄，以了解藝術活動對於個體及社會的意義與呈現面向，進而

提升個人美感意識。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視 3-Ⅲ-1 

能觀察、參與和記錄學校、

社區的藝文活動，體會藝術

與生活的關係。 

核心

素養

藝-E-A1 

參與藝術活動，探索生活美感。

藝-E-B2 

辨別資訊、科技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 

藝-E-B3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聯，以豐富

美感經驗 

學習 

內容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

類型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流行

文化的特質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

藝術 

教學目標 

一、能透過觀察、訪問、參與和記錄學校社區的藝術創作及藝術場

館，感知公共藝術與生活的關聯。 

二、能運用資訊科技紀錄、剪輯影片，展現學習成果。 

三、透過分組實作與討論，學習理解團隊成員想法與培養團隊合作

的能力。 

教學方法 一、合作學習式教學法 二、協同教學法 三、實作體驗 

單元規劃 

節次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1 【鏡頭會說話】 

1.認識影片各種剪輯元素，與畫面構成要素。 

2.欣賞各種運鏡影片，引導學生思考影片運鏡的手法。

3.分組實際拍攝操作，並賞析他組的拍攝手法。 

2 【藝術鑑賞家】 

1.請學生發表與分享實際參訪藝術館的經驗。 

2.介紹參觀藝術館須注意的事項。 

3.展示在地藝術家作品，賞析作品並發表自己的看法。

3 【藝術館走一遭】 

1.認識藝術館的沿革與歷史、展出的藝術家與作品。 

2.實際參訪藝術館，並發表分享自己最喜歡的作品與心

得。 

4 【小小採訪家】 

1.訪談問題設計與討論，訪談流程腳本撰寫與指導。 

2.實際探訪社區公共藝術，拍攝介紹影片。 

3.實地訪談藝術館工作人員、參訪遊客，並拍攝影片。

5 【音樂的情緒】 1.認識弦樂器家族種類與音色。 



2.聆聽大調與小調音階與歌曲，並用提琴試奏。 

3.認識 Youtube 音效庫，找出適合影片的配樂。  

6  【超級剪接師】 

1.將採訪的訪談內容做成逐字稿，逐一與畫面結合。 

2.運用兩到三台錄影機的畫面，剪輯成一部訪談影片。

3.透過配樂、特效等將影片完美呈現。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評量 

方式 

1 【鏡頭會說話】-器材好夥伴 

 

一、認識攝影器材種類與功能操作。

二、介紹各攝影模式下的畫面效果，

透過實地操作熟悉攝影器材功能。 

三、提醒學生使用攝影器材注意事

項，與日常保養。 

四、影片輸出與存檔，介紹各影片檔

案類型、佔記憶體容量與影片畫質關

係。 

實地操

作攝影

機以熟

悉視覺

圖像構

圖 

新媒體

藝術 

以資訊科

技為主，

與視覺藝

術協同教

學 

實作評量

2-4 【鏡頭會說話】-讓畫面說故事 

 

一、生活中的美感畫面：介紹反覆、

對比、均衡等美感形式圖片，並找出

存在在生活中的美感畫面。 

二、認識攝影構圖，介紹光線與畫面

之關係、三分法、主眼放在相片中

間，水平線與畫面穩定性等。 

三、運鏡實作：請學生以同儕為主

體，運用學習的構圖技巧拍攝一小段

影片，並由學生彼此互評。 

運用實

作視覺

圖像作

品認識

反覆 

對比 

均衡 

構圖等

美感原

則 

美學形式

與原理原

則 

視覺藝術

與資訊科

技協同教

學 

學生互評

5‐7  【鏡頭會說話】-運鏡與構圖 

 

一、學生實際操作攝影器材。 

二、從攝影產出的短片討論、分析、

互評與檢討。 

透過實

作進行

討論及

分析 

設計性思

考習慣培

養 

視覺藝術

與資訊科

技協同教

學體驗實

作 

學生互評

分享發表

8  【藝術鑑賞家】- 

世界藝術館緣起與介紹 

 

運用藝

術類數

位典藏

美學思辨

與探究生

活 

以綜合活

動為主運

用藝術類

學習單



一、認識世界最早的藝術館，與藝術

館的源起與演進。 

二、介紹世界著名博物館，與認識博

物館著名的作品。 

三、應用美感形式原理分析最早藝術

館與現今藝術館展覽擺設的差異性。

資源進

行鑑賞
 

數位典藏

資源之探

究式 

教學 

9  【藝術鑑賞家】-參訪禮儀知多少 

 

一、認識臺東縣在地藝術館，分析各

藝術館展出性質。 

二、討論參訪藝術館的事前準備、參

訪時應注意的事項、與參訪後資料整

理。 

透過網

路數位

典藏資

料搜尋

介紹在

地藝術

館資源

美學思辨

與探究生

活 

以綜合活

動為主運

用藝術類

數位典藏

資源之探

究式 

教學 

學習單

10‐11  【藝術鑑賞家】-訪談技巧與禮儀 

 

一、閱讀報導文學，分析文章應具備

的元素。 

二、模擬訪談情境，介紹訪談禮節。

三、訪談問題設計與討論，訪談流程

腳本撰寫指導。 

透過閱

讀文本

資料擬

定訪綱

要 

藝術專題

規畫與實

踐 

以語文領

域為主與

綜合活動

協同教學 

實作評量

12‐14  【小小採訪家】-實訪穀倉藝術館 

 

實地訪談藝術館工作人員、參訪遊

客，與影片拍攝。 

實地進

行採訪

及運用

攝影機

蒐集影

音素材

藝術專題

規畫與實

踐 

綜合活動

與資訊、

語文協同

並進行合

作學習 

實作評量

 

影音紀錄

15‐18  【小小採訪家】-家鄉藝術牆介紹 

 

一、實地探訪社區公共藝術，拍攝介

紹影片。 

二、指導介紹流程、影片人物走位指

導。 

實地探

訪公共

藝術並

以影片

記錄蒐

集影音

素材 

藝術專題

規畫與實

踐 

綜合活動

與資訊協

同教學 

實作評量

 

影音紀錄

19  【音樂的情緒】-樂器音色鑑賞 

 

一、介紹提琴家族的音色。 

運用樂

器及網

路資源

介紹各

 以音樂為

主 

分享發表



二、介紹著名的小調與大調樂曲。 種音色

及鑑賞

大小調

樂曲 

20  【音樂的情緒】-配樂賞析 

 

一、認識 Youtube 音效庫，分組進行

活動找出適合各情緒的配樂。 

二、學生找出適合訪談影片的配樂。

運用網

路資源

蒐集音

樂素材

 音樂與資

訊協同教

學 

分享發表

討論實作

21‐23  【超級剪接師】影片剪輯 

 

一、介紹影片剪輯軟體之種類、介面

與功能。 

二、採訪影片素材之整理與實際剪輯

操作。 

運用剪

輯軟體

實際剪

輯影片

藝術專題

規畫與實

踐 

以資訊為

主 

影音紀錄

實作評量

教學省思與建議 

 

教學研發成果 

 

未來推廣計畫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訪談提問單  介紹世界的藝術館 



編輯逐字稿  運鏡技巧 

構圖技巧  練習寫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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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能工作坊實施紀錄表格式 

▋國小階段增能工作坊實施紀錄▋ 

學校名稱  

主 題  

講師簡介  

參與人員  

時 間   地 點  

內容記錄（簡述工作坊內容，約 200 字） 

 
 
 
 

心得與回饋（約 300 字） 

 
 
 
 

影像紀錄(包含 10 張照片及文字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