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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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 

學校名稱 國立臺東高及中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謝翠玲 

非藝術類教師：謝耀隆(化學)、許先媜(社會科) 

其他：指導教授廖秋娥教授、郭美女教授、廖克紹講師 

總人數：7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二年級班級數 1 班人數 17 人 

 

總人數:17 人 
▓普通班:高二多元選修課「電影音樂欣賞與實作」 

□ 藝才班（請說明）： 

□ 資優班（請說明）： 

□ 資源班（請說明）： 

學生先備能力 無 

教學方案名稱 「燃燒嗎?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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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科技領域 

非藝術科目:地理、公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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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小時 

設計理念 

「燃燒嗎?垃圾」課程延續「故鄉書寫」系列，以在地議題(台東焚化爐重啟事件)為主軸，

透過表演藝術教學策略「坐針氈」進入角色的方式進行批判思考由表層進入深層學習，並

藉由影像剪輯、歌曲改編及創作等方式，表達出對故鄉山川自然景物與臺東人生活軌跡的

深度關懷；祈使學生能關注社會議題，運用多媒體與資訊科技進行創作思辨、批判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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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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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共備方式： 

一、決定「課程主題」方向: 

1.臺東近期最夯在地環境議題 

2.以學校本位為課程主軸發展跨領域之 

  □特色課程(多媒體音樂) 

  □彈性課程(校訂必修延伸課程) 

3.主題選項:  

  (1)臺東環境新危機-重啟臺東焚化爐 

  (2)搶救臺東糖廠史料 

  (3)臺灣東部的族群遷移史 

二、依據課程進程事前共備，共備日期、主題及參加共備教師如下列表: 

108/09/05 

(四) 

13:30-15:30 【整體課程共備-確認課程

發展議題】 

一、討論在地議題: 

1.臺東環境新危機-重啟臺

東焚化爐 

2.搶救臺東糖廠史料 

3.臺灣東部的族群遷移史 

二、討論課程規劃實務 

1.臺東大學社會系 

  廖秋娥教授 

2.社會領域許先媜主任 

3.音樂科謝翠玲老師 

108/09/12 

(四) 

13:30-15:30 【整體課程共備】 

一、臺東音樂影像誌-環境

新危機:重啟臺東焚化爐 

1.攝影概念 

2.影像處理 

3.空拍 

二、咖啡電影院- 

物理、音樂跨領域課程

(108-2) 

1.化學科謝耀隆老師 

2.音樂科謝翠玲老師 

3.物理科巫培爾老師 

108/10/01 

(二) 

13:30~15:30 【課程模組 1-課程共備】 

1. Mac 內建軟體 i-movie

1.化學科謝耀隆老師 

2.音樂科謝翠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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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製作討論。 

2. 課程模組 1 課程架構

研討。 

3.社會科老師 

108/11/4 

(一) 

12:20~ 

13:10 

【課程模組 1-主題講座】 

攝影概念與實作(二) 

講師:謝耀隆老師 

13:30~ 

15:15 

環境教育中心師生參訪及

課程 

※參加師生: 

1.選修課「電影音樂欣

賞」學生 16 人。 

2  許先媜老師 

1. 謝翠玲老師 

2. 謝耀隆老師 

108/11/7 

(四) 

12:10-14:10 【課程模組 1-課程共備】 

  提問設計 

1. 社會科教師 

2. 廖秋娥教授 

3. 許先媜老師 

4. 謝耀隆老師 

5. 謝翠玲老師 

108/11/11 

(一) 

13:25~14:15 【課程模組 1-協同教學】 

提問、思辨與討論 

1. 社會科教師 

2. 謝翠玲老師 

108/11/11、18、25、

12/2、12/9、12/16 

14:25-15:15 【課程模組 1-協同教學】 

  作品剪輯建議與討論 

謝耀隆老師 

班級:選修課「電影音樂欣

賞」學生 18 人 
 

教師共教方式：1.各專業主題由 1 位教師授課，1 位協作；例如攝影概念、古典音樂意涵與配樂等。 

              2.作品實作及議題討論思辯會，以協同教學方式授課。 

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 

總綱核心素養: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品德、公民 意識與社會責任，主

動參與環 境保育與社會公 共事務。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賞的能力，體會藝術創作與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

關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精神與行動。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 S-U-B2 運用多媒體與資訊科技進行創作思辨、批判與溝通。 

藝 S-U-C2 

透過藝術實踐，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增進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社-U-C1 

具備對道德、人權、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健全良好品德、提升公民意識，

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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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相互包容、溝通協調、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精

神與行動。 

學習表現： 

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

本土意識與在地關懷。 

地 3c-Ⅴ-2 

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討論解決問題

的有效方法。 

地 3c-Ⅴ-3 

團隊協力共同解決問題。 

音 1-V-3 

能關注社會議題，運用記譜方式或影音軟

體，記錄與分享作品。 

音 3-V-2 

能進行音樂跨領域專題實作或展演，以提

升團隊合作與自主學習的能力。 

多 3-V-2 

能運用適當媒介，呈現個人或團體所作之

多媒體音樂作品（結合議題或跨領域藝

術）。 

音 1-V-3 

能關注社會議題，運用記譜方式或影音軟

體，記錄與分享作品。 

學習內容： 

Af-Ⅲ-1 

為了確保基本人權、維護生態環境的永續發

展，全球須共同關心許多議題。 

多 E-V-3 

影音編輯軟體、音效設計、配樂技巧、編曲風

格。 

演 P-V-4  

圖像、影音拍攝與剪輯。 

音 P-V-3 

音樂的跨領域應用*。 

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目標（學習表現）： 

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的相關知識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力。 

發展善用多元媒介與形式，從事藝術與生活創作和展現的素養，以傳達思想與情感。 

音 3-V-1 能探究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相關議題，並以音樂展現對社會及文化的關懷。 

學習內容：演 P-V-4 圖像、影音拍攝與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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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一、「臺東焚化

爐的過去、現在

與未來」講座 

 

二、臺東建農里

垃圾掩埋場實查 

 

三、臺東焚化爐

實查 

 
 

 

 

6 一、導入活動 

1.各項提問(釐清並

建構事件整體脈絡與

發展) 

2.由歷史資料中佐證

並進行探究 

1.問題導向教學: 

  事實性提問 

2.歷史佐證資料 

3.融入生活情境 

 

 

 

 

1. 簡報 

2. 歷史資料 

3. 歷史照片 

4. 相關報導 

5. 工作分配表 

6. 學習單 

7. 數位作品內

容助於學生

建置「學習

歷程檔案」 

1. 臺東環

保聯盟 

2. 台東環

境教育

中心 

3. 台東縣

政府環

保局 

4. 建農里

垃圾掩

埋場 

5. 音樂教

室錄音

室 

6. 邀請多

位外部

人員參

與協作 

 

影 

音 

紀 

錄 

 

 

 6、7 

二、開展活動 

1.講者創造訊息 

2.閱聽者(學生)接收

資訊，了解事情的來

龍去脈→分析資料 

1. 【社會參與】 

培養良好公民意識與

社會責任，主動參與

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

事務。 

2.批判性思考訓練 

 

三、綜合活動 

1. 評估與篩選資訊 

2. 對於自己的了解、        

   詮釋及評估加以

反思 

3.分組討論及合作學 

習 

 

1.【自主行動】 

透過課程引起學生實

地踏查動機 (具有前

往建農里垃圾掩埋場

及焚化蒐集正確資料

的動力)。 

2.【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 

培養客觀判斷與分析

的素養，積極面對生

活情境的挑戰以釐清

問題並解決問題。 

3.【溝通互動】合作學

習式教學: 

學習者運用科技媒材

融合藝術元素 (古典

音樂、創作及改編等

創作)，有具備藝術涵

養與生活美感 

 

學 

習 

單 

 

角色扮演 2 一、 導入活動 

1. 回顧建農里掩埋

場夏季因沼氣燃

燒畫面。 

2. 回顧廖教授角作

重點。 

3. 設定三種立場

(縣民、官員及環

保人士)，依學生

意願分組。 

1.教育戲劇「坐針氈」

互動策略。 

設計一個特定位置讓

學生進入該指定角

色，並以此「新身份」

與其他同學對話、溝

通，通過角色的自我

探索進行批判思考訓

練，並於思辨過程中

釐清角色的內在想

法。 

 

影 

音 

紀 

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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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展活動 

1. 分組扮演縣民、

官員及環保人

士。 

2.澄清論點、相互提

問。 

1. 【社會參與】 

培養良好公民意識與

社會責任，主動參與

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

事務。 

2.批判性思考訓練 

3.【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加深學生對

焚化爐重啟的議題

發展脈絡的理解，

使學生體認縣府、

居民及環保人士的

不同立場，增進對

「公民議題」的多

面性瞭解。 

 
3 2 

三、 綜合活動 

1. 結論。 

2. 邏輯一致性。 

1. 【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加深學生對焚

化爐重啟的議題發展

脈絡的理解，使學生

體認縣府、居民及環

保人士的不同立場，

增進對「公民議題」的

多面性瞭解。 

獨 

立 

思 

辨 

能 

力 

 2 

垃圾放誰家? 2 一、 導入活動 

回顧「建農里垃圾掩

埋場」實地踏查討論 

 

專題討論教學 

影 

音 

紀 

錄 

  

 二、 開展活動 

分組討論垃圾掩埋

場選址條件優先順

序 

1. 問題導向教學 

2. 協同教學教學 

3. 探究式教學 

表 

達 

力 

、 

探 

究 

力 

 2 

 三、 綜合活動 

各組將討論結果條

件依照先後次序排

列並陳明 

【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提升獨立思考、

價值判斷、理性決定

與創新應變的素養 

  
 5 

影音作品實作

及作品成果發

表 

12 一、 影像編輯 

1. iMoive 軟體實作 

2. 經典敘事公式 

3. 資料篩選 

【運用多媒體與資訊

科技進行創作思辨、

批判與溝通】 

1. 影音編輯實

作簡報 

2. 網路資源 

3. 依據學生專

長、特色，將

其融入影像

內容，駛座

具有獨特風

格。 

1.錄音室 

2.多功能數

位教室 

3.Mac 電腦 

4.數位鋼琴 

5.攝影機 

專 題

報 告

製作 

1、3 2 

 二、 樂曲創作及影

像配樂 

1. 樂曲架構(主歌、

副歌及 Coda) 

2. 歌詞改編 

3. 古典樂曲意涵

【過藝術實踐，發展

適切的人際互動，增

進團隊合作與溝通協

調的能力】 

能關注社會議題，運

用影音軟體，記錄與

分享作品。 

專 

題 

 製 

作 

與 

1 、

2、4 

2、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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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配風格與影

像相呼應) 

報 

告 

本期卓越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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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校內音樂科、社會科及化學科複數科目教師組成，按課程發展期程共備課程。 

(2) 透過教師專長-攝影技術、影像編輯具科技媒材學， 

2. 連接不同專業背景之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1) 環境教育中心 

(2) 臺東環保聯盟 

(3) 臺東縣政府環保局-垃圾掩埋場 

(4) 臺東大學社會系教授 

(5) 音樂製作人 

3. 與各校內校本課程、校園特色產生關連之趨向。 

(1) 校訂必修「寶桑踏查」課程之延伸學習。 

(2) 藝術領域加深加廣「多媒體音樂」課程。 

(3) 符應校本核心素養:「涵養在地關懷的情懷」。 

4.辦理跨領域美感卓越計畫「燃燒嗎?垃圾」課程分享暨學生成果發表，邀請校內教師參與

現場評量，評量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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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無 

教學省思與建議： 

一、課程暨學生作品發表教師建議: 

1.建議影片中可增加旁白配音。 

2.改編老歌的創意很好。 

3.配樂音量的平衡 

4.影片文字解說清楚完整 

5.創作樂曲旋律低沉了些 

6.夏季高溫垃圾燃燒畫面之配樂(史特拉溫斯基:春之祭)搭配得相當適切。 

7.柯同學的歌聲和改編歌詞意境搭配得很好! 

8.臺語改編歌詞非常得宜。 

9.重啟焚化爐結論清楚，但是可再給明確的理由。 

10.影片及剪輯字幕都清楚，過程有趣! 

11.回校後的辯論會及討論都很好。 

12.歌曲影音結合是不錯嘗試。 

13.觀點不明，有些令人摸不清真正的想法 

二、教師教學省思 

1.過去學生分組合作難免會有「坐享其成」學生，在教師不斷碎念與軟硬兼施之下，效果仍不具成效；本

次採分工實名並且透過團隊教師「想方設法」地改變教學情境(實查、辯論、進入角色、聘請相關議題專業

講者等)，改變單向灌注知識的教學型態，成功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低頭族」竟熱烈參與投入課程學習，

團隊教師無不感到雀躍。 

2.從 103 學年度參加「跨領域美感實驗計畫」後，因教學資源設備逐漸建置完備，課程數位化的夢想成

真；108 學年度不僅使音樂創作課程持續進行，更發展了在地議題(台東焚化爐重啟事件)+跨領域課程(社

會+攝影+影像製作+表演藝術+音樂配樂+數位錄音)+表達力(音樂創作+影像表述+進入角色立場論述+作品

闡述)使教學變得愈加精彩；藉由藝術類型的符號與其多元表徵的形式進行溝通與分享，讓學生於生活情

境中經歷美感陶鑄，達到全人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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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領域課程發展過程當中與多位學科教師，根據不同主題設計以「故鄉書寫」為主軸的特色課程，嘗試

各種跨域可能性，師生獲益匪淺，讓教室風景變得不一樣! 

4.影像是一種傳達的媒介，影像中角色性格的塑造、導演編排的歷程、音樂配樂配音的融入，使人物、事

件或議題建構了另一種印象，這是影像迷人之處，因其蘊藏了無窮變異的可能；「燃燒嗎?垃圾」是第一

次影像編輯的嘗試，雖然還屬「襁褓」作品，惟其價值在於讓學生體認自己與島嶼的某一種關照，這些哲

理最後回應到我們自己和任何一個人。 

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 

柯○勳:我學會了電影配樂和影像剪輯的技能，對我想往表演藝術方向的職涯很有幫助。 

呂○傑:在這次課程讓我認識到了各種電影的配樂如何融入影像中的小技巧和重點，非常棒! 

王○澔:一開始對這個課程沒有什麼很大的參與意願，但是到了最後幾堂課發現，這個課程很特別，能讓我

們關心自己生活周遭的相關議題。 

郭○昊:課程讓我學會基本的攝影技巧、影片剪輯的使用方式，相信對以後的我很有幫助。 

陳○穎:這個課程讓我學會剪輯軟體，而且也瞭解到台東的垃圾問題是很需要盡快去解決的，否則垃圾混

題會一直拖延下去。 

游○曄:從這一次的課程中，我學會了 MAC 剪輯軟體的使用方式，以及認知到臺東垃圾處理的現況及未來

會遇到的困境。 

李○:我接觸到了剪輯影片的方式，未來使用上部會如此陌生，其中還讓我了解臺東垃圾議題。 

劉○意:我認為這個課程很棒~讓我們了解台東焚化爐是否要重啟?讓我們深入思考。 

未來推廣計畫：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推廣與延伸 

一、 課程模組 1:其課程設計理念以在地議題，並持續「燃燒嗎?垃圾」課程模式以數位影音作品為最終學習 

任務，讓學生透過不同面向認識自己的故鄉，以影音書寫故鄉。 

   課程主題: 【課程模組一-東海岸的葛雷果聖歌】 

 

 

 

二、 課程設計理念:透過世界音樂與世界咖啡產地的連結，學習各國咖啡文化並能透過咖啡烘焙過程中學習

各項物理化學現象，使學科知識融入生活飲食之中。 

【課程模組二:世界音樂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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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音樂咖啡館】課程學習內容架構: 

 

 
 

教學研發成果:產出三組數位影音作品。 

★各組作品特色說明如下表: 

教學

內容

跨領
域學
科

課程

主題

樂曲創作~

世界音樂
咖啡館

藝術領域
-

音樂

世界音樂-

對應咖啡產
地探究其音
樂特色

音樂+影像

編輯與創作

課程學習成果:

音樂數位作品

自然領域

咖啡文化

咖啡製程-

選豆、烘培化
學原理、沖泡
物理原理及風
味化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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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臺東環境新危機-重啟焚化爐/臺東大學廖秋娥

教授 

臺東焚化爐-話說從頭 

釐清事件整體脈絡與發展 

  

美感素養:攝影概念-黃金三角/謝耀隆老師 美感素養-理解古典音樂創作背景(音效、配樂)/

謝翠玲老師 

  

台東焚化爐內部實地探查-垃圾焚化流程 台東焚化爐內部實地探查-垃圾焚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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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放誰家?-垃圾掩埋場選址條件 垃圾放誰家?-分組挑論優先順序 

  
分組說明垃圾掩埋場選址條件優先順序 分組說明垃圾掩埋場選址條件優先順序 

  

焚化爐議案討論會-社會科許先媜老師活動進

行說明 

台東焚化爐議案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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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精彩的故事-經典敘事公式 經典敘事公式 

  

學生分組進入真實情境分別扮演縣府官員、環

保人士及縣民角色 

台東焚化爐議案討論會-學生分組進入真實情

境分別扮演縣府官員、環保人士及縣民角色 

  

課程分享暨學生作品成果發表會 課程分享暨學生作品成果發表會-作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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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享暨學生作品成果發表會 課程分享暨學生作品成果發表會 

  
課程分享暨學生作品成果發表會 課程分享暨學生作品成果發表會 

 

109 年 1 月 10 日「燃燒嗎?垃圾」課程分享暨學生作品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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