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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校所屬縣市 花蓮縣 

學校名稱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湯香櫻、林家瑜、唐尉慈 

非藝術類教師：張雅婷、戴淑萍 

其他：翁雅慧(藝才組長)、周穎達(教務主任)、劉文彥(校長)  

總人數：8 人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   九年級    班級數  5    (美術班 1 班，普通班 4 班) 

總人數：  136   人 
■普通班 
■藝才班（請說明）：美術班 
□ 資優班（請說明）： 
□ 資源班（請說明）： 

學生先備能力 

1. 學生有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之地質岩石、大理岩、蛇紋岩觀賞經驗。 

2. 學生曾於藝品店、風景區、觀賞花蓮出產的玫瑰石、台灣玉、各類奇石雅石經驗 

3. 美術班學生有多次水墨創作與卡片創作美感經驗。 

4. 普通班學生喜愛動手操作美感體驗活動。 

5. 普通班學生已經了解台灣是處在聚合性板塊邊界、三大岩類的差異。 

6. 普通班學生已實施臉部基礎彩妝互相實作課程。 

教學方案名稱 花蓮之寶-石之美 

跨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美術 □音樂 ■表演藝術 

非藝術領域：   自然領域           
非藝術科目：   地球科學           

（若為多領域、多科目請詳實填寫）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 8 堂(自然 1，視覺藝術 6，表演藝術 1 節課，一節課 45 分) 
總時數：   6   小時 

設計理念 

本項教案因應十二年國教中課綱的核心素養導向與跨領域概念，課程開發結自然領

域地球科學單元，持續擴大參與教師人數與深化修正 106 學年度的實驗課程案例，設計

時先參照九年級上學期自然科教學內容與進度，瞭解花蓮的文化創業產業活動，希望聯

結審美認知脈絡和多元媒材創作，實踐應用於生活中，培育美感素養導向的學習。  

課程發想是探索花蓮在地美麗寶石和各類石材紋理質感，要將水墨畫中學生最容易

成功的美感創作體驗的水拓印流墨畫，模擬聯想與花蓮大理石、各類玉石美麗圖紋關聯，

介紹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大理岩美景、國際石雕藝術季、賞析東海岸玉石、台灣玉、玫

瑰石、石材打磨體驗、流墨畫圖樣卡片、石紋人體彩繪……等在地特色，使學生對自然

領域岩石與礦物之學科知識與生活環境聯結，培育學生關心花蓮生活環境與產業活動，

了解花蓮在地文化創作與生活環境的關聯性，培養關懷家鄉自然環境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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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圖-系統圖說明課程規劃） 
 
 
 
 
 
 
 
 
 
 
 

 
 

教師共備方式：LINE 社群、備課會議、教師研習工作坊 

教師共教方式：主要 1 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 
兩位以上請說明：教師或外聘教師授課時，另一位老師控制簡報播放、錄影、拍照、記錄觀課。 

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藝-J-B3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3 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連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學習自

我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題、方法、資訊或數據的可信

性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或進行檢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自-J-B3 透過欣賞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日月星辰，體 驗自然與生命之

美。 

學習表現：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

會文化的理解。 

視 2-Ⅳ-1 能體驗藝術作品，並接受多元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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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Ⅳ-3  能連結其他藝術並創作。 

自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連結到所觀察

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並推論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論點

的正確性 

學習內容： 

視 E-Ⅳ-2 平面及複合媒材的表現

技法 

視 A-Ⅳ-2 傳統藝術、當代藝術 

視 P-Ⅳ-1公共藝術、在地藝文活

動 

表 E-Ⅳ-1 身體、情感、空間、等

戲劇或舞蹈元素。 

自 Fa-Ⅳ-2 三大類岩石有不同的特

徵和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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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目標（學習表現）： 
1. 學生能夠配合自然科礦物與岩石與台灣島嶼形成之單元，認識生長所在地的花蓮獨

特的峽谷、溪流與海灘的岩石與礦物形成的原因。 
2. 學生能分辨花蓮出產的蛇紋岩、大理岩、玫瑰石、台灣玉，了解花東玉石類型，進行

玉石圖案之美感分析。 
3. 學生能透過磨石操作活動，體驗石材質感觸覺變化和觀察石材紋理美感顯現效應。 
4. 學生能運用多元媒材結合流墨水拓印方式，創作體驗花東美石之紋理色彩的圖畫。 
5. 學生能設計規劃應用石紋肌理流墨畫，完成個人創作的學習單、卡片，觀摩同儕發

表，展現花蓮美石的延伸成果。 
6. 學生能運用彩妝技巧，參考花蓮玫瑰石、大理石、石雕作品圖樣在身體上進行人體彩

繪。 

學習內容： 

1. 美感構面--色彩、質感、比例 
2. 美術鑑賞--公共藝術、在地藝文活動 

3. 美術創作—磨石材之工藝技能和流墨畫美感創作 
4. 生活應用--流墨圖紋之卡片製作、人體彩繪石材紋理 

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依實際課程內容增加列數） 

單元名稱 節次 

文字描述 填選項* 

教學活動 
教學策

略 

教材

內容 

教學

資源 

學習

評量 

美

感

元

素 

與

形

式 

跨

領

域

美

感

素

養 

花東玉石之

前世今生 
自 然 課

一節 
(實施時

間約在

視覺藝

術課實

施第 3
節磨石

樂單元

後進

行) 

一、 導入活動 

利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印地安人頭像景點

照片討論岩石成因。 

二、 開展活動 

1. 簡報介紹臺灣形成過程與岩石變質作用

發生的變化。 

2.花東地區常見玉石介紹 

三、 綜合活動 

利用野外岩石箱進行小組競賽找出真正的

臺灣玉。 

利用花蓮

學子最熟

悉的太魯

閣照片、

與花東地

區的岩石

引起學生

對於了解

岩石紋路

成因的興

趣。 

課本 
 
自編

106 年

美感

實驗

計劃

自然

簡報

修正 

筆電

單槍 
 
在地

花蓮

太魯

閣國

家公

園 
 

挑選

出正

確台

灣玉 
 
 
 
 
 
 
 
 
分組 
評量 

1.
4 

3 

美石穿越古

今比質感 
視覺 
藝術 
第一節 

一、 導入活動 網路資源

體驗教學 
網路

影片 
自編

筆電

單槍 
 
 

學習

單 
1.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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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拿出玫瑰石和播放花蓮縣文化局拍攝的
影片「展演風華－花蓮玫瑰石藝術館」介紹
花蓮特有的石藝產業和國際石雕藝術季。 

二、 開展活動 

1. 玉石在人類藝術史之美感意識 

2. 花東出產的岩石礦物和寶玉的加工業發
展狀況 

3. 師生討論校園環境和生活中可看到的花
蓮石材應用情形，如：美術教室大理岩地
板、操場和涼亭的蛇紋岩石桌椅、風景區
的石雕、石藝大街和文創園區販售的寶石
加工品等。 

三、 綜合活動 

1. 花蓮出產的石材名稱辨識測驗。 

2. 介紹各類模擬花蓮大理岩紋理變化的文創

商品、食物和用具。 

106 年

美感

實驗

計劃

自然

簡報

修正 

 

玉石專家- 
花東寶石導賞 

視覺 
藝術 
第二節 

一、 導入活動 

邀請玉石專家王慶祥老師來教室，介紹花

東玉石原礦和加工後產品，讓學生瞭解花

蓮寶石與石藝產業。 

二、 開展活動-配合簡報、學習單和寶石介紹 

花蓮特有的大理岩、蛇紋岩、玫瑰石、台

灣玉、玉髓類、碧玉類、年糕玉等，比較

玉石透光之質感變化，玉石加工前後紋理

色彩光澤質感變化。 

三、 綜合活動 

分組討論與搶答，完成學習單，學習分辨花

蓮出產的岩石與寶石。 

外聘玉石

專家協同

教學 
 
 
 
 
 
 
 
 
 
 
 
合作學習

式教學 

自編

106 年

美感

實驗

計劃

自然

簡報

修正 

筆電

單槍 
 
邀請

社區

校外

人力

資源-
花蓮

薪傳

獎王

慶祥

老師

教室

授課 
 

學習

單 
1.
4 

3 

好「石」多磨─

─磨石樂 
視覺 
藝術 
第三節 

一、 導入活動 

外聘石雕藝術家介紹機器打磨玫瑰石，學

生觀賞黝黑的玫瑰石紋理打磨之變化，清

楚顯現色彩與紋理質感變化過程。 

二、開展活動 

1. 外聘老師簡報介紹石雕質感。 

2. 外聘老師介紹示範石材打磨的工具，從粗

糙到光滑的工序細節。 

3. 學生進行磨石體驗活動，在打磨石材過程

中體驗石材質感觸覺變化和觀察石材紋理

美感效應、石紋清晰面積比例變化。 

三、綜合活動 

外聘石雕

藝術家協

同教學 

邀請

外部

人員

石雕

家參

與教

材編

選 

筆電

單槍 
 
邀請

社區

校外

人力

資源-
花蓮

石雕

藝術

家楊

正端

老師

示範

指導 
 

實作

評量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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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位學生完成自備石頭磨出光澤至少一面

並拍照合影。 

2. 學生能瞭解石材紋理與光滑與粗糙的關聯

性和生活的應用。 

流墨畫水拓印 視覺 
藝術 
第四節 

一、 導入活動 

影片觀賞流墨畫水拓印影片。 

二、 開展活動 

1. 教師示範如何應用水拓印流墨畫創作活

動，先在白色水盆中以竹筷輕輕點墨汁

在水面，也可攪拌成流動褶曲圖案，或加

入壓克力顏料增加色彩，再以棉紙輕落

入水面撈起紋理圖。 

2. 學生分組操作體驗流墨水拓印技法，模

擬大理岩和寶石肌理質感創作活動，每

人至少印 2張流墨畫。 

三、 綜合活動 

1. 流墨畫作品分別墊白紙放在晾乾架上 

2. 預告將用此流墨畫圖樣紙進行卡片製

作。 

106 年美

感實驗計

劃成果影

片 
 
 
 
 
 
 
 
 
合作學習

式教學 
 
 
 
美感體驗

創意思考

教學 

106 年

美感

實驗

計劃

成果

影片

修正 
 
 

筆電

單槍 
 
 

實作

評量 
-形成

性評

量 
 

1.
4 

2.
3 

紙上寶石祝福

卡(一) 
視覺 
藝術 
第五節 

一、 導入活動 

介紹流墨畫應用於現代水墨創作的實例 

二、 開展活動 

1. 學生選用石紋圖片和各色美術紙張，進行

寶石卡片製作，選用剪刀或美工刀裁切適

合圖案。 

2. 分析石材紋理圖片應用在創作時，色彩和

面積之比例變化所代表之美感效應。 

3. 指導學生如何剪裁平整或雕刻紙卡圖形，

並黏貼牢固圖案無溢膠等操作細節。 

三、 綜合活動 

欣賞比較卡片種類和祝福語。 

 
 
創意思考

教學策略 
 
 
問題導向

教學策略 

106 年

美感

實驗

計劃

修正

深化 
 
教材

連結

藝術

生活

節令

應用

性 

筆電

單槍 
 
美感

計劃

流墨

畫成

果卡

片示

例 
 

實作

評量 
 
研發

學生

學習

成就

評量

教案

示例 

1.
4 

2.
3 

紙上寶石祝福

卡(二) 
視覺 
藝術 
第六節 

一、 導入活動 

展示說明評量等級、評分規準和同學卡片作

品示例。 

二、 開展活動 

1. 繼續指導學生剪裁平整圖形並黏貼牢

固圖案。 

2. 教師示範說明卡片製作要配合圖案設

計標題和祝福語，蝴蝶-祝福；魚-年年

 
 
美感體驗

教學 
 
 
 
問題導向

教學策略 

106 年

美感

實驗

計劃

修正

深化 
 
教材

連結

藝術

生活

筆電

單槍 
 
美感

計劃

流墨

畫成

果卡

片示

例 
 

實作

類總

結性

評量 
 
研發

學生

學習

成就

評量

教案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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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台灣-I Love Taiwan；Happy New 
Year….，文字簡潔大方不宜填滿。 

三、 綜合活動 

完成之卡片書寫文字，準備送人。 

節令

應用

性 

示例 

人體彩繪 -花
蓮石紋 

表 演 藝

術 1節 
一、 導入活動 

簡報介紹彩妝過程和要點。 

二、 開展活動 

學生分組依圖樣(玫瑰石、大理石、石雕作

品)彩繪於身體可拍照部位，如手上、臉上等 

三、 綜合活動 

同學觀摩與教師拍照講評。 

探究式教

學 
 

教材

連結

藝術

生活

應用 

筆電

單槍 
 
各類

花蓮

石頭

藝術

圖像 
護貝

圖片 

人體

彩繪

拍照

影像

實作

示例 

3.
4 

4 

本期卓越亮點

* 

校內外連結： 
1. 本項跨領域之課程方案由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及自然領域學科，複數科目教師共

備設計，修正深化 106 年跨領域教案而成，本次除美術班實施，也進行 4 個九年

級普通班課程實施。 
2. 邀請花東玉石專家王慶祥老師和石雕藝術家楊正端老師兩位不同專業背景之教師

進入教育現場，親自為同學上課。 
3. 運用花蓮在之自然環境、石藝產業、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美感課程方

案，與地方特色產生連結之趨向。 
4. 學生動手磨自備的石頭感受石材紋理和色彩質感變化，最能在操作中體驗花蓮石

頭多樣性，加深對自然環境印象。 
5. 運用流墨畫圖片連結歲末製作賀年卡，藝術創作與生活時序有關聯，卡片成品並

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判斷。 

國際視野： 
1. 花蓮石藝產業和國際石雕藝術季是地方特色，希望學生在國中階段延伸學習在地

文化特色，國際在地化，連結多元文化，跨領域統整學習經驗，強化美感素養。 
2. 從課程操作中，增加文化認同與國際競合力，豐富國際視野，瞭解跨領域美感教

育趨勢。 

教學省思與建議： 

湯香櫻(視覺藝術) 

本學度的跨領域美感計劃因為計劃主要負責湯老師暑假車禍受傷開刀請假，直到十月底回學校上

課，無法久站與走動，原獲選日本參訪團也無法成行。銷假上班後原有班級不僅需補回學校共同進度，

重新審視與調整計劃，原計劃訂第一次段考前後配合自然科岩石礦物單元進行延伸教學，考量本次計

劃有位新加入的自然老師，備課會議後調整至第二次段考後台灣島嶼生成、板塊學說單元時進行。此

外本計劃將 106 跨領域美感實驗課程深化，並結合美感創新計劃的六堂美感實作課程，本次新增教導

學生打磨石材深入體驗質感的紋理變化，教學活動需請教務處行政協助調課，以方便外聘教師介紹花

東玉石與協助指導打磨石頭，但湯老師受傷的腳直到學期末都無法久站和來回移動，幸而獲得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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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石雕家楊正端不計時間與次數的協助教具準備和現場操作示範，湯老師表示教學時移動走路都當

作復健是忍著疼痛進行，但攝影和拍照等工作則需協調其他老師協助，實施過程中因為九年級模擬考、

學校運動會、流感打預針影響不同班級之教學進度，都得一一克服，把這段經歷寫下來，希望大家了

解開發埶行一個教案需要很大的毅力和決心，也感謝幫忙的各位團隊成員。 

調整修正後的美感實作的六堂課程實施介紹： 

1.美石穿越古今比質感--從花蓮文化局玫瑰石介紹和國際石雕藝術季影片和簡報，介紹花東史前遺址

與博物館典藏品，說明花東的礦石開採加工在人類藝術史發展脈絡，賞析花蓮的石雕藝術。 

2.專家花東寶石導賞--邀請玉石專家(花蓮薪傳獎得主，花東玉石協會顧問--王慶祥老師)帶花蓮特產石

材(大理石、蛇紋石)與花東玉石寶石來教室，學生都很高興認識與接觸花蓮出產的台灣玉、玫瑰石、玉

髓類、碧玉類、年糕玉等，瞭解玉石經加工琢磨呈現精細質感變化。 

3.好「石」多磨-動手磨石樂--外聘石雕藝術家楊正端老師介紹石雕質感和花蓮國際石雕大型作品賞析

其石材分類和造形美感，學生在外聘老師指導下從打磨體驗活動中感受石材紋理和質感變化。教師每

組發給黑色白色大理岩、玫瑰石、墨玉等石材，學生進行石片打磨，體驗手工操作不同材質，從粗糙

打磨到光滑這種質感加工變化之歷程，體驗紋理變化的美感效應。隔週後學生多自備石頭，喜愛磨石

頭手作樂趣，感受材質從粗糙到光滑的觸感變化與與視覺觀賞效果，發現紋理從模糊到清楚的美感效

應，比較清晰度在石材面積之比例變化，討論石材質感光滑粗糙之美感效應與生活應用關聯性。 

4.大理岩紋理與寶石紋理模擬大考驗：學生進行花蓮寶石紋理之水墨畫拓印紋理之流墨畫創作活動。 

(1). 教師以簡報影片介紹流墨畫水印拓畫步驟。(2).運用色彩和紋理模擬岩石，例如：黑灰白─大理岩，

以現代流墨水拓印技法模擬大理岩之色彩肌理質感創作活動。(3)美感實作進行模擬寶石紋理色彩仿作

體驗活動，學生分組合作，分別在水面用竹筷輕點上墨汁、壓克力顏料，或用牙刷噴點接觸水面，反

覆多次會產生彎曲色彩紋理，類似花蓮出產的寶石紋理模擬，例：紅色黑色白色－玫瑰石，黑色與綠

色－蛇紋岩。 

5.紙上寶石祝福卡(2 節)--運用模擬石紋的創作圖片進行寶石卡片製作的美感創意思考活動，調整石材

紋理圖案的面積比例，搭配圖樣大小與色彩挑選美術卡紙，最後在卡片上配合圖案寫出祝福語。 

原本規劃了六堂課，因為第二、第三堂課需邀請外聘老師而調整進度，兩個落後進度的班級，影

片僅能看片斷，並將第一單元「美石穿越古今比質感」簡報內容融入外聘玉石專家王慶祥老師解說和

第三堂課請石雕家解說石雕質感課堂簡報中。這次外聘老師的美感課程為了確保教學流程順利，在緊

湊的一節課介紹常見的花蓮玉石，湯老師為兩位外聘老師準備教學簡報，提升學生注意力與鑑賞知能，

讓外聘老師能掌控時間與學生熱絡互動和指導學生操作活動。以上的教學活動單元比起 106 年實施的

計劃增加了磨石頭 2 節課的活動，雖然因湯老師腳受傷而調整增加外聘老師協助，學生也意外地有石

雕家指導磨石頭的機會，而磨石頭是學生表示最有趣和抒發情感課程，未來可增加機會體驗。 

 

張雅婷老師(自然領域-地球科學) 

隔了一年，再次參與跨領域美感計畫。  

上一次的合作計畫中，利用岩石標本的外觀外貌與「美」做連結，有了之前的經驗，本學期上

課時就逐步在課程中融入岩石的「花紋」是台灣島形成過程的美好產物，進而加入課程中連結出岩石

礦物是來自何種板塊交界的力量，學生可以推理出岩石標本可能的產地環境。因此，美感的這項課程

外的學習，再加入了 2000萬年前臺灣島的形成開始講起，臺灣島的擠壓力量形成臺灣的變質環境，

接著講變質作用造成花東各式的變質岩-大理岩、蛇紋岩等，從蛇紋岩引起臺灣玉的共生環境；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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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火成環境海岸山脈的各項玉髓。 

有了這個計畫，讓自然課程趕課的瘋狂時程中，有一個讓學生認識美的周圍，是自然科學的產

物，科學也是有「美」的。 

同樣感謝計畫領導人湯老師，透過跨領域想法、靈感的衝擊，才能提出一個有趣的課程，讓自

然科老師在教學現場得以做發揮，可以讓我告訴我的學生們，讓這一群群花蓮的孩子們，更了解花蓮

自身美好的自然環境，進而更愛花蓮。 

 

唐尉慈老師(表演藝術) 

這是第二次與湯香櫻老師合作跨領域美感課程，上次 105 年結合公民與視覺藝術課程，加入表演

藝術的化妝單元，讓學生透過彩妝的方式，將公民相關組織標誌彩繪在身上校園遊行，讓學生體驗走

出教室的藝術實作。因此，這次在思考表演藝術結合自然領域以介紹花東特色的岩石及寶石題目的跨

領域課程時，我想再次借助化妝課程的輔助，讓自然靜態的岩石能以彩妝藝術的型態展現。 

 與上一次課程的不同，公民標誌是一個具體也具象的圖案，同學們在彩妝表現上可以有很明確的

圖示來進行彩妝描繪，但這次的課程是彩繪玫瑰石及大理石的圖案，抽象性較高，因此也事先請同學

上網找尋玫瑰石及大理石的相關圖片，分析並尋找寶石的圖案、材質的肌理與層次表現。 

課程中同學們較能掌握大理石的紋路表現，但對於玫瑰石的圖案或層次較不容易掌握，僅有半數

同學能畫出完整的寶石樣式，其餘只能畫出局部石頭圖案。未來如果還有機會進行相關的跨領域課程，

除了單純的彩妝之外，我希望還能結合戲劇角色的表現，讓表演藝術課程與其他領域的結合更多元。 

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 

學生普遍回應能大開眼界，尤其外聘老師帶來的花蓮美石和幽默解說，更加認識花蓮在地出產的

石頭，指導同學動手打磨處理石紋質感，發現平常不起眼的石頭可以磨出漂亮的紋理。課程中用少許

壓克力顏料和墨汁可以印出美麗流墨畫圖樣來製造自己獨特的卡片。希望有這類實作課程，讓自己更

能認識花蓮在地藝術，也表示自己會持續關注生活週遭的美感元素。 

以下選三張回饋單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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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廣計畫： 

因為自然領域在十二年國教科目調整中，每週少 1 節，更需有統整生活情境單元豐富學生學習活動。

本單元實施時間若配合九年級地球科學之岩石與礦物之單元，在九年級視覺藝術課可保留磨石頭單

元，因多數學生表示很紓壓的學習活動，磨著石頭還能發現平常不注意不起眼的東西藏著美麗的紋樣。 

至於流墨畫紋理水印拓可在七或八年級上學期配合水墨課實施，之後進行卡片製作做。或結合綜合領

域進行花蓮文創商品介紹和製作，如：麵包、中秋月餅、包裝袋、手工皂……等有花蓮大理岩、玫瑰

石特有的流墨紋樣。 

教學研發成果： 

本校團隊教師在在升學壓力的緊湊縫隙間，思考如何活化教學方式使學生樂於學習，彼此微調教

學方式，讓學生統整學習與生活美感有關的聯結。國風國中教師們合作的「花蓮之寶-石之美」教學成

果紀錄，在不同學科間尋找共同交集的教材內容，期望符合新課綱的素養導向。本校跨領域美感課程，

結合花蓮的自然和人文資源的簡報、繪畫融入課程活動中，引導學生藉由探查家鄉的自然奇景與歷史

文化為出發點，再延伸設計與花蓮有關的藝術主題之卡片，讓學生的美感陶冶聯結生活週遭資源，開

啟關懷花蓮、熱愛家鄉的個人價值觀。 

1. 剪輯一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成果影片。 

2. 本計畫案預定結合自然科和視覺藝術科研發一份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單元活動設計和輔助學

習之學習單，深究如何實踐分享花蓮的美石。 

3. 學生結合自然與藝術領域的美感體驗活動有三種:(1)打磨石頭紋理，探討粗糙到光滑過程中石材質

感與色彩之變化。(2)模擬花蓮大理石、玫瑰石和玉石紋理和色彩圖案的水拓印流墨畫體驗創作。(3)

應用流墨畫拓印圖片進行石紋之美的創作有兩類：A:花蓮賞石之學習單，B:花蓮美石圖紋卡片，加

深學生美感體驗創作活動。(4)人體彩繪石紋圖樣。 

4. 根據湯老師參與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計劃經驗，研發本次視覺藝術流墨畫卡片之評分指引與教案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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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加說明） 

  

張雅婷老師自然課簡報介紹花東之寶石形成 張雅婷老師介紹台灣島嶼之形成與花東寶石與海岸

山脈關聯 

  

張雅婷老師自然課簡報介紹花蓮豐田玉之形成 張雅婷老師自然課簡報介紹花蓮大理岩 

  

戴淑萍老師自然課介紹花蓮豐田玉形成與特色 戴淑萍老師自然課介紹岩石變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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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玉石專家王慶祥老師介紹花蓮特產之墨玉，

講桌上擺著老師帶來的大理石產品和各類奇石雅

石玫瑰石小擺件 

外聘玉石專家王慶祥老師簡報介紹翠玉白菜、肉形

石和台灣玉雕刻的台東史前館的人獸形玉玦 

  

外聘玉石專家王慶祥老師介紹豐田玉，學生分組

觀察玉石原礦，填寫學習單 

外聘玉石專家王慶祥老師介紹玫瑰石，老師手上拿

著素璧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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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老師楊正端帶來石雕作品和介紹石雕創作 戴淑萍老師與外聘老師討論花蓮石材特性 

  
湯香櫻老師指導 914 學生用砂條和砂紙磨石頭 外聘老師楊正端簡報介紹石雕質感 

 
 

915 學生生用水砂紙和砂條磨石頭 外聘老師楊正端簡報影片介紹師傅用機器打磨玫瑰

石 



13 
 

 
 

外聘老師楊正端指導學生在磨亮的石頭上打蠟 915 每組學生與磨亮石頭合影 

  
914 同學與流墨畫操作成果合影 流墨畫作品墊白紙於晾乾架上晾乾 

   

湯香櫻老師示範流墨畫操作，918 同學從水中撈起水拓印之流墨畫棉紙作品 



14 
 

  
白色水盆裡墨汁與紅黃色壓克力顏料形成流墨紋 白色水盆裡墨汁與藍綠色壓克力顏料形成流墨紋 

 
 

同學製做卡片，手繪玫瑰石的台座 同學製做卡片，描繪剪裁台灣圖樣 

    

學生製作之流墨畫卡片作品—聖誕卡、生日卡、賀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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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製作之流墨畫卡片作品-台灣圖像(I Love Taiwan) 

  

唐尉慈老師簡報解說化妝流程 唐尉慈老師指導學生化妝，在手上彩繪圖案 

   

910 學生在手上依樣彩繪花蓮玫瑰石、大理石、石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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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參考網址：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
1.php?Lang=zh-tw 

＊請參考下頁「美感課程模組元件」項下的序號謄寫。 
 

感謝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國立臺東高級中學提供課程方案以供範例，切勿修改、他用 
敬請閱覽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填寫範例：https://www.inarts.edu.tw/plan_performances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元件： 

 美感元素與美感形式（請填編碼） 
一、美感元素構件 

1. 視覺藝術：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2. 音    樂：節奏、曲 調、音色、力度、織度、曲式等。 
3. 表演藝術：聲音、身體、情感、時間、空間、勁力、即興、動作、主題等戲劇或舞蹈元

素。 
二、美感形式構件 

4. 均衡、和諧、對比、漸層、比例、韻律、節奏、反覆、秩序、統一、單純、虛實、特異

等。 
 

 跨領域美感素養（請填編碼） 
1.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透過美學知識底蘊反身自省以發現自我之定位和認同。 
2.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培養具創造力且以具體計劃來解決問題的習慣 
3. 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培養對藝術活動的探查習慣並應用相關知能於日常生活中。 
4. 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辨識與理解符號樣式及意涵並能適當運用。 
5. 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駕馭數位科技媒體並能理解與評價網路訊息。 
6. 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規劃藝術活動並以之表達對社會的參與。 
7. 跨域文化與多元詮釋：理解文化多樣性並能嘗試詮釋議題內涵。 

 

 跨領域課程構組 
一、課程目標：覺察教育現況，具備跨領域／科目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其核心理念、課程

欲培養之素養與學習重點 
1.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領域課程綱要，連結各領域學習重點，增加對生活環境、

當代趨勢、生命本質之敏感度，引發學生探索動機並增進教學內涵。 
2. 激發學生跨出教室框架，走讀多元文化，觀察日常美感，瞭解國際美學實踐趨勢，開拓

國際視野。 
3. 推廣跨領域美感教育的效益與重要性，觸及更多群眾，向全民美育邁進。 
 

二、教學活動：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引起動機之課程教學活動、課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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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動 
1. 呈現所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類型之特質。 
2.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教學策略引導教學活動。 
3. 設計符應跨領域/科目特質之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活動。 
4. 規劃啟發學生思辨藝術概念與美感經驗之教學活動。 
5. 規劃激發跨領域美感經驗之延伸學習活動。 
 

三、教學策略：協助學習者達成每個教學目標的詳細計畫 
1.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問題導向教學。 
2.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虛擬實境情境教學。 
3.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網路資源體驗教學。 
4.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探究式教學。 
5.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合作學習式教學。 
6.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專題討論式教學。 
7.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創意思考教學。 
8.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協同教學。 
 

四、教材內容：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能引起動機之媒介、教師研發之課程

教 材，可建立學生學習檔案 
  1. 教材連結了學生先備知識、藝術學科與非藝術學科。 

2. 教材於生活中開展出學生創造、批判、思辨、應用等能力。 
3. 教材之組成符合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模組及編選原則。 
4. 教材邀請外部人員參與協作。 
5. 教材幫助學生建置其學習歷程檔案。 
 

五、教學資源：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課程研發參考文獻、課程引用之資

源、學生產出之學習成果 
  1. 使用校內外人力資源、在地文化、硬體設備、空間或博物館、公園等場所。 

2. 連結至國際，具備國際視野之資源。 
3. 使用各種形式的儀器、電子設備或程式軟體。 
4. 以視覺、音樂、表演藝術作品輔助體現學科學習重點及其核心精神。 
5. 過往實驗課程方案具延展及永續性，或校本課程經驗再應用。 
 

六、學習評量：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的課程中，使用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多元

評量模式、評量指標之設計、學習成就評量效度檢測，評核是否達到擬定之課程目標，

可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1. 學習單 

 2. 試題測驗 
 3. 遊戲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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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專題報告製作 
 5. 展演實作 
 6. 影音紀錄 
 7. 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8. 其他請說明 

 
 
 本期卓越亮點（請填編碼） 
一、 校內外連結：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校內跨領域共備、校本課程應用、

校 外社區關懷等校內外連結 
1. 跨領域之課程方案須由藝術及非藝術學科，複數科目教師共備設計而成。 
2. 連接不同專業背景之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3. 與各校內校本課程、校園特色產生關連之趨向。 
4. 與各校校區、地方特色產生連結之趨向。 
5. 運用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6. 連結不同時間、地域，並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思考與批判。 
 

二、 國際視野：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具國際情勢探討、多元文化體驗、國

際在地化，在地國際化 
1 豐富國際視野，瞭解國際跨領域美感教育趨勢。 
2 增加國家文化認同與國際競合力。 
3 國際在地化，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增進教學內涵。 
4 在地國際化，連結多元文化、跨域觀摩或比較，以強化美感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