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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 第  一 學期 

學校所屬縣市 屏東縣潮州鎮 

學校名稱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鄭雅文 

非藝術類教師：何姿瑩、鍾淑君、朱洋俊、吳玉梅 

其他：成功大學宋立文教授、億觀科技林建明博士、潮州鎮公所主秘王建元 

總人數：8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  九    班級數   4    人數   28    

 

總人數：  112   人 
■ 普通班 

□ 藝才班（請說明）： 

□ 資優班（請說明）： 

□ 資源班（請說明）： 

學生先備能力  對潮州場域之方位與範疇有基本認識 

教學方案名稱  風「潮」再現~潮州歷史街區規劃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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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健體、社會、綜合     

非藝術科目： 數學、體育、歷史、家政     

（若為多領域、多科目請詳實填寫）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 5  堂  

總時數： 20  小時 

設計理念 以實際場域作為學生學習媒材，親身體驗所學應用於現實之際應如何轉化及創新。 

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圖（可使用心智圖、各式系統圖說明課程，內容可涵蓋活化學科教學、融會藝

術知能、培育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落實全民美育等規劃） 

    本計畫採雙軸心方式同時進行，一方面活化其他學科教學並增進他領域教師對美感教育之認

知，另一方面則以潮州歷史街區為教育場域為實踐學習，以期強化美感與生活的實際鏈結。 

 

 

 

( 備註:本校三年期跨領域持續發展性細部計畫及潮洲區歷史場域介紹請參見附件一、二 ) 

教師共備方式：研習工作坊及課程研討專業社群 

教師共教方式： 1~2 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兩位以上請說明：邀請外聘專業人員時，有導師及授

課者以利班級秩序管理。 

活潑化他

領域教材

真實場域

學習體驗
提升在地歷史文化自明性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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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藝-J-C3、藝-J-A1、藝-J-C2、藝-J-C3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健體-J-B3、社-J-A1、社-J-A2、社-J-C3、數-J-B3 

學習表現：視 2-Ⅳ-1、數 s-V-2、體 2d-Ⅳ-1 學習內容：視 A-Ⅳ-3、數 S-2-1 

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目標（學習表現） 

1. 學生能從不同學科活動中發現與生活美感的連結。 

2. 學生能從實地走訪街區增進對在地的認識與關懷情感。 

學習內容 

1.從生物、體育、數學及學校環境中認知到只要觀察敏銳，美感無所不在以及美感

如何與機能性產生關連~合適性的設計感。 

2.實際走訪潮州街區，轉化學校課堂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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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美感探索 1 

~微觀之美 
1 

一、導入活動 

ppt 講述微觀之美 
講述 微觀的美感 ppt 無 1,4 3 

二、開展活動 

手機顯微鏡應用 

協同教學 

實作練習 

觀察礦物結

晶色彩 
手機顯微鏡 實作 1,4 3 

生活美感探索 2 

~比例之美 
2 

一、導入活動 

數學的比例美感 
案例說明 

生物界多種

形態均符合

數列排列 

影片 無 1,4 3 

生活美感探索 2 

~動態伸展之美 
3 

一、導入活動 

運動動態的比例 
實際操演 

體育教師示

範標準到位

的運動姿態 

教師演示 無 1,4 3 

生活美感探索 3 

~比例與機能 

4 
一、導入活動 

收納與視覺延伸性 
案例說明 

室內設計的

收納空間 
影片 無 1,4 3 

5 
二、開展活動 1 

教室環境的觀察 

分組討論 

與報告 

觀察教室內

器物或結構

的比例不合

乎使用機能 

建築空間 觀察學習單 1,4 3 

6-7 
二、開展活動 2 

校園環境的觀察 

分組討論 

及設定對象 

同上，改以

觀察校園 
校園空間 討論學習單 1,4 3 

8-10 

三、綜合活動 1~2 

比例影響機能演示 

分組討論 

影片拍攝 

youtober 

將校園環境

中觀察到比

例不合使用

機能的地方 

手機錄影及

剪輯功能 
腳本構想 1,4 2 

三、綜合活動 3 

比例影響機能演示 
作品討論 

觀摩他人作

品理念 

電腦 

投影機 
影片拍攝 1,4 3 

生活美感探索 4 

~有機食材之美 
11 

一、導入活動 

食農減碳教育精神 
講述 

國際的食材

革命風潮 
影片 無 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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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二、開展活動 

有機蔬果的種植 
實作 

種植有機蔬

果及觀察 
溫室 實際操演 1,4 3 

走讀潮州歷史 

1 
一、導入活動 

潮州歷史概述 
講述 潮州歷史 影片 無 1,4 3 

2 
二、開展活動 1 

走訪日式宿舍群 
移地教學 

工三段日式

宿舍群意義 
導覽服務 無 1,4 3 

3 
二、開展活動 2 

日式建築空間體驗 

移地教學 

體驗 

日式建築內

部結構比例 
體驗空間 無 1,4 3 

4 
二、開展活動 3 

認識整體街區 

移地教學 

體驗 

街區脈絡整

體介紹認識 
體驗空間 無 1,4 3 

5 
二、開展活動 4 

街區的老樹生態 

移地教學 

體驗 

街區百年老

樹的認識 
百年老樹 無 1,4 3 

6 
二、開展活動 5 

街區的人文故事 

移地教學 

體驗 

警察祭拜的

Hana 將軍 

百年老榕樹

及警察局廟 
無 1,4 3 

7 
二、開展活動 6 

潮州公會堂 

移地教學 

體驗 
公會堂參訪 公會堂建物 拍攝記錄 1,4 3 

8-9 
三、綜合活動 1-2 

公會堂規劃 
分組討論 基地的規劃 平面圖 規劃設計圖 1,4 3 

10 
三、綜合活動 3 

公會堂規劃報告 
分組報告 

觀摩他組設

計理念 
規劃設計圖 報告表達 1,4 2 

本期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 

1~數學、歷史、體育、家政跨領域教師共備 

 2~邀請專家學者(成大宋立文教授、科技公司林建明博士、鎮公所主秘)共同執行課程 

 5 ~潮州歷史場域建基路、工三段日式宿舍、公會堂及郡守宿舍為教學場域  

國際視野： 

2~清、日式及眷村生活痕跡共同在街區存留，體驗臺灣多元文化族群性 

4~三種不同國家文化建築同時存在同一場域可相互比較特質 

教學省思與建議 

 再一直強調文化資產保存是為了讓未來的居民體認到潮州的歷史脈絡，使鎮民更具有在地的關懷

情感，潮州才能永續發展的觀念，學生從冷漠無關自己到逐漸產生在地的意識，目前雖仍淺薄但

總算有學生產生感覺，有認同潮州的聲音出現。 

 活化他領域教學的部分，原本計畫送出是希望能將古典美學的概念，及數學的幾何美感比例協調

為核心，以體育肢體活潑化的方式展演。但實際討論操作課程時，概念仍是過度抽象課程設計難

度甚高，學生不了解而未能達到教學效益，因此下學期則先與數學協同，比較幾何形的比例美感

開始；體育則以希臘運動員雕像為媒材，請體育老師演示動態伸展時的肌肉力與美的關聯，等有

更有效益的教學策略時再結合視覺、數學與體育展現古典美感的精神，這也是很希望傳達給學生

的客觀審美能力。 

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  

 學生從一開始覺得將古蹟賣給家樂福當商場是對潮州發展比較好，到後來轉念覺得要保存才能

跟其他鄉鎮有文化競爭力，並會主動在其他課堂談到保存的意義。 

 學生發現許多從來沒有注意到的人文景觀~路邊人家門口有石臼等等。 

 學生跟街區的老人都有不錯的互動，也會主動請教問題。 

 把學生帶到街區上課，路上遇見家長都認為延續潮州歷史脈絡對學生很重要，同時也是很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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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教學方式。 

未來推廣計畫： 

 課程的深化：依據附件中本校發展跨領域計畫繼續執行，並陸續引進學術資源如文化部文化

資產推展計畫及教育部的社區營造補助計畫，提升學生學習深度及廣度。 

 拓展他領域教師對美感認知：辦理多元化工作坊，拓展教師學習觸角 

 積極對外推廣：善用社區資源，利用媒體如 FB強化社區家長對學生活動的了解，並結合在地

文史工作者，共同延續學校的在地性課程發展。 

教學研發成果：規劃再利用草圖、建築物機能與比例美感學生演示影片。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說明：人體比例的測量與適用椅子高低 說明：洗手台高低比例與使用機能探討 

 

 

說明：農業職群老師教授課程 說明： 潮州歷史街區的老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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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走訪三山國王廟 說明：歷史街區導覽 

  

說明：日式宿舍群空間的體驗~榻榻米的大小 說明：街區傳統產業~藤編觀摩 

 
 

說明：街區居民展示藤編盾牌的使用。 說明：公會堂的歷史要素盤點及規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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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