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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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 

學校名稱 澎南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王姿翔 

非藝術類教師：高芷琳 

總人數：2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   九年級    班級數  1 班     人數   18 人    

 

總人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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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基本的色彩概念、描繪能力及形式原理概念 

地理+鄉土：了解學區內不同鄉鎮的特色及景點 

公民：了解日常生活規範與文化有什麼關係 

教學方案名稱 「蓋」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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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非藝術科目：地理、公民、鄉土 

（若為多領域、多科目請詳實填寫）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   20  堂 

總時數：＿20＿＿小時 

設計理念 

    根據國內媒體調查，「台灣街頭十醜」中人孔蓋因為圖樣設計單調加上容易打滑、

造成意外而排名第七，但鄰近國家日本的路面觀察家卻認為：「透過欣賞人孔蓋，同

時也在欣賞這座城市。」其實只要用心設計，人孔蓋也可以化身為街頭藝術品，宣傳

在地美學與文化特色。 

    美感素養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對生活中的事物產生「啊！有~美！」的感受，透過

本次課程，進行社區公共設施—孔蓋踏查，藉由孔蓋中圖文配置歸納出美感的構面，

並能嘗試轉化應用於個人「類人孔蓋文創商品設計」，藉以提升學生對公共領域的美

感覺知及嘗試具個人特色的美感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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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師共備方式： 

    教師組織社群，於暑假期間先行共備，透過相關資料找尋對人孔蓋教學的交集，與可以讓學生 

融入在地性的意義，並確立課程目標並進行課程設計。成立網路社群隨時進行資源分享與課程討論， 

每一個月至少聚會兩次進行課程內容方向、課程發展的困境突破與學生學習表現的研討， 

並於每次上課前、後進行記錄與分享。  
 

教師共教方式：  2 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兩位以上請說明： 

    授課時由一位老師依據共備課程內容擔任主授課教師，兩位老師進行協作，因課程中有大量的小

組討論與合作產出，協作教師可以在台下觀察學生學習表現，提醒主授課老師課程節奏與學生狀態，

並隨時給予支援。  

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J-A1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A2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2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3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1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社-J-B1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

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學習表現： 

視1-Ⅳ-1能使用構成要素和形式原理，表

達情感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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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Ⅳ-3能應用設計思考及藝術知能，因

應生活情境尋求解決方案。 

社3c-Ⅳ-1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

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論。 

學習內容： 

視E-Ⅳ-1色彩理論、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視E-Ⅳ-4環境藝術、社區藝術。 

視P-Ⅳ-3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地Ca-Ⅳ-2鄉鎮市區（或縣市）地名的由來與

變遷。 

地Ca-Ⅳ-3聚落地名的命名與環境、族群文化

的關係。 

地Ca-Ⅳ-4問題探究：地名和生產活動、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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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a-Ⅳ-3關心不同的社會文化及其發

展，並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2b-Ⅳ-2尊重不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並

欣賞其文化之美。 

 

命名等商品行銷的關係。 

公Bc-Ⅳ-2日常生活規範與文化有什麼關

係？ 

公Dc-Ⅳ-1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文化差異的例

子？ 

公Dc-Ⅳ-3面對文化差異時，為什麼要互相尊

重與包容？ 

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目標（學習表現）： 

1.透過日本與台灣人孔蓋的知識教學，理解人孔蓋的類別與用途。  

2.經由實地踏查與圖稿的創作，學習精準、有效的表達，自己對自己社區的特色了解。  

3.在圖案設計產出過程中學習觀察與問題解決思考，能用更多不同的角度了解自己的

社區特色。  

4.經歷創作的挑戰後，更能理解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美好過程。  

學習內容： 

1-1學生能說出人孔蓋的由來。 

1-2學生能說出人孔蓋的特色。 

2-1學生了解自己社區發展的特色。 

2-2學生能將社區特色描繪出來。 

3-1學生能製作出屬於社區的人孔蓋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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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社區我了解 

 

2 一、 導入活動 

1. 人孔蓋的基本

知識教學。 

2. 各社區實地走

訪，認識人孔

蓋。 

二、 開展活動 

1. 利用學習單的

1.人孔蓋的類

別 和 用 途 介

紹。 

2.帶領學生走

入社區實地踏

查。 

教學簡報檔、

學習單、相機 

各社區的人孔

蓋 

實作評量 

學習單 
1.

4 

3 

諺語教學 

(鄉土教學) 

2 與澎湖或是個

社區有關之褒

歌、諺語、歇

後語教學。 

 

教學簡報檔、

學習單 

https://penghu.i

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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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調查 

 

4 引導活動，循序

漸進帶領學生

繪製出自己社

區特色的人孔

蓋。 

2. 加入圖案原理

製作類人孔蓋

文創商品。 

三、 綜合活動 

1. 繪製 1:1大小的

人孔蓋實際擺

上進行影像拍

攝。 

2. 類人孔蓋文創

商品的製作。 

 

1.藉由各社區

的食衣住行育

樂，讓學生重

新思考社區的

特色。 

2.選出最具有

特色的項目進

行圖案整合與

排列。 

學習單 https://penghu.i

nfo/ 
學習單 1.

4 

1.6 

人孔蓋 

圖案設計 

2 設計出屬於自

己社區的特色

人孔蓋。 

學習單  學習單 1.

4 

2.4 

人孔蓋 

圖案繪製 

2 在圖畫紙上繪

製人孔蓋的初

稿設計圖。 

色鉛筆、廣告

原料 

 實作評量 1.

4 

2.4 

大型人孔蓋 

繪製 

4 利用風扣板及

壓克力原料繪

製 1:1 大小的

人孔蓋圖案。 

風扣板、壓克

力原料 

 實作評量 

影音記錄 
1.

4 

3.6 

類人孔蓋商品

圖案簡化 

2 利用化繁為簡

的原理設計出

屬於社區特色

簡單的圖案或

圖騰。 

學習單  學習單 1.

4 

2.4 

製作類人孔蓋

文創商品 

2 利用設計出來

的簡化圖案列

印在杯墊上，

完成類人孔蓋

文創商品。 

杯 墊 、 列 印

機。 

澎湖科技大學

創夢基地 

實作評量 1.

4 

3.6

.7 

本期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1.2.3.4.5 

國際視野：1.2.3.4 

教學省思與建議： 

1.學生從上學期寫實的社區風情圖形，到這學期澎南社區特色圖形的簡化逐漸成熟。 

2.結合科技與鄉土融入課程中，學生學習較有興趣。 

3.藉由跨域課程的教學，讓學生更加了解社區與更愛自己居住的地方。 

學生回饋： 

    現在日本的人孔蓋都很漂亮，這次的課程讓我們設計自己社區的人孔蓋，還到澎科大把自己的設

計做出來杯墊，很希望以後我們國家的人孔蓋不再是單調的顏色，而是變得更有特色。(洪于媜) 

    老師上課時提到日本的人孔蓋跟台灣的非常不一樣，所以我們班就決定要做一個屬於我們各個社

區的人孔蓋，希望可以美化環境。(葉政凱) 

    雖然是同樣的社區但是每個同學表現出來的都不一樣，有各自的想法與取決點，詮釋的圖案與方

式都不一樣，透過這個課程讓我們更加了解自己居住的地方，也認識不同社區的特色，手繪的大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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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跟透過電腦處理後的杯墊，有不同的感覺，希望有天可以看到自己設計的人孔蓋，出現在社區的路

面上。(吳蕙欣) 

未來推廣計畫： 

  希望學生設計的大型人孔蓋圖案，可以有相關單位可以實現學生的夢想 

教學研發成果：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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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尋找社區的特色代表物 

 繪製大型人孔蓋草圖 

   與同學間互相討論社區的特色 

   老師教導社區特色圖案簡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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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繪製大型人孔蓋 

學生繪製大型人孔蓋 

學生繪製大型人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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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教學—澎湖古地名 

鄉土教學—澎南古地名 

工作坊上課情況 

工作坊—人孔蓋杯墊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