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壹、 學校名稱： 

國立北門高中 

貳、 團隊成員： 

（美術）張力中 

（音樂）蔡佩容 

（國文科）馮華君、秦蓓、莊雅智、游淑媚、許玉珍、黃偉筠 

跨領域科目： 

美術、音樂、國文 

參、 教學對象與先備能力： 

教學對象為高中一年級學生。他們在國中階段國文學習有許多關於家庭

親情的篇章，例如吳晟〈負荷〉、朱自清〈背影〉、胡適〈母親的教誨〉

等篇章，在高中一年級國文課本中，也收錄了古文歸有光〈項脊軒志〉

與琦君的〈髻〉，學生對於課文中親情的描寫與刻劃並不陌生。 

伍、 跨領域美感課程實施模式 

       教師個別與團體指導、上台分享、 

 

陸、   跨領域美感課程應用策略 

合作學習、實作學習 

 

柒、 教學計畫 

一、 單元名稱：歲月•流光•記憶 

二、 設計理念 

 高中第一冊的歷史進度是臺灣史，近年來筆者聽到學生反應「為什

麼要讀歷史？」，歷史是過去歲月累積，並且是人類從個體到集體的紀錄，



盼望學生從家庭史出發，訪談家中長輩，紀錄下他們的個人歷史，再呼應

臺灣的歷史軌跡。此外，高中階段學生與家庭逐漸疏離，和家中長輩互動

往往流於行禮如儀。訪談的問答雖然是作業，但跳脫平日與長輩對話的常

軌模式，探究個人生命故事。透過學習長輩喜歡的歌曲音樂，以及畫出長

輩的肖像畫，用藝術元素啟動更深層的情感。筆者期盼學生體認「每個人

都曾經年輕過」、「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一部分」，增進家人之間的互動與情感，

且能主動關懷家中長輩，也建構自身與家庭的身份認同。 

 

三、 藝術概念與美感元素 

 藝術批評、構圖原則、肖像畫、臺灣流行音樂發展 

四、 教學方法 

 分組討論、個人實做 

五、 教學目標（含核心素養） 

藝術核心素養 

藝-U-A1參與藝術活動，以提升生活美感及生命價值。 
藝-U-B1 活用藝術符號表達情意觀點和風格，並藉以作為溝通之道。 

藝-U-C1 養成以藝術活動關注社會議題的意識及責任。 

 

六、 課程架構圖 

 

 

 

 

 

 

 

 



七、 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 

教材內容： 

觀賞紀錄片「青春啦啦隊」 

教師準備訪談學習單，並利用課堂教學實做訪談技巧。 

每位學生回家訪談自己家中的長輩，以內外祖父母為主，若有例外狀況則和

學生共同討論可以訪談的對象。 

詢問長輩最愛的一歌曲，並和長輩一同唱歌並錄下影片上傳。在音樂課分享。

並分組學習練唱一首長輩的愛歌（從同組組員中自行討論） 

待蒐集資料完畢，請國文老師進行引導寫作，進行家族故事書寫。 

美術課講解肖像畫的意義與在藝術史中不同風格的肖像表現；請同學帶練習

長輩照片，觀察五官畫人像。進一步利用心智圖構思長輩肖像畫，教師協助

引導與討論，最終完成肖像作品。 

 

 

八、 教學評量 

美術   訪談學習單 20％、構圖學習單 20％、肖像畫 40％（另外 20％學習態度成績） 

國文   作文 

音樂   與長輩合唱錄影（加分作業）、老歌新唱 

 

捌、 教學省思與建議 

一、 蔡佩容（音樂）老師：與長輩唱歌是個很棒的活動，但實際執行面上會有些困難，

畢竟每個原生家庭的狀況並不同，老師並不能確定每個家庭的情感狀態是否適合此項活動，

這是一個困難點。除此之外這項活動意義非凡，拉近了學生與長輩之間的距離，也讓此首

歌曲能成為彼此間難忘的回憶與紀念。 

二、 黃偉筠老師：因為跨科(由圖而文)，所以人的形狀、線條出來了，甚至頭髮的軟硬、

輪廓下的冷俐或寬容……相較以往的千篇一律，學生描繪人物的細膩度有增加！透過這份

家族書寫，才從「只見其人」，到比較深刻地感覺「人都是結構下的產物」。 



都說人文藝術有療癒性，可能不只學生在過程中有所抒發，改著改著有時候我也會忽然理

解——阿！難怪某某學生會這樣！ 

三、莊雅智老師：學生普遍同理、感受的能力薄弱，再加上書寫能力也是，有時候感覺他寫的

那個人跟他沒關係。他是他，長輩是長輩，連結不起來。另外，起一個頭，中間過程都沒

有論述，就直接結論了。看到不少寫他們從小生活環境不好，感覺好辛苦，直接結論我們

現在生活好好之類。學生真的很少手寫，錯字連篇哪。下次也許分次分段寫，效果會好一

些。不過還是有亮點，有個學生在畫圖部分發揮很好，他的圖文讓我更認識他，文就像欠

揍的屁孩，圖是他內在的樣貌。從書寫來認識學生太單一了，以後會再多提醒自己，學生

其實很多面向的。 

四、 許玉珍老師：信學生在訪談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斬獲，但有些同學的書寫流於零碎，

如果下次再實施的話，也許可以試試先畫圖定格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再藉由那個畫面開

展，也許可以比較聚焦；又或許請他們找出訪談對象生活常使用或極為寶貝的物品，相

信背後都有很精彩的故事，而不至於為流水帳。另外這次有好幾個同學都將焦點放在自

己和家人共同經歷的故事，也許可以成為下一次的主題。 

五、 張力中老師：由於一年級一週僅有一堂美術課，在實施上具有時間壓力，可再

提早時間實施訪談。並和國文科合作時，先畫肖像畫再延伸至家族書寫，這次為了

配合作業抽查，書寫效果不盡理想。 

 

 

玖、 課程研發成果 

（一）訪談學習單（參考岡山國中後修訂） 

（二）五官練習學習單（參考高雄女中後修訂） 

（三）構圖學習單（參考岡山國中後修訂） 

（四）作文引導學習單（本校國文教師自行研發） 

 

壹拾、未來推廣計畫 

 

 

 



 

※請先以文字進行論述，再輔以表格等說明。 



▋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所 屬 區 域 ／ 學 校 名 稱 

 

學校名稱 
國立北門高中 

團隊成員 

（美術）張力中 

（音樂）蔡佩容 

（國文科）馮華君、秦蓓、莊雅智、游淑媚、許玉珍、黃偉筠 

跨領域學科 
國文 

藝術學科 
美術  音樂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教學對象為高中一年級學生。他們在國中階段國文學習有許多關於家庭親

情的篇章，例如吳晟〈負荷〉、朱自清〈背影〉、胡適〈母親的教誨〉等

篇章，在高中一年級國文課本中，也收錄了古文歸有光〈項脊軒志〉與琦

君的〈髻〉，學生對於課文中親情的描寫與刻劃並不陌生。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實施模式】 

1. 觀賞紀錄片「青春啦啦隊」 

2. 請學生回家訪談家中長輩，並完成訪談學習單。 

3. 國文課進行引導家族故事寫作 

4. 美術課認識肖像畫，並製作長輩肖像畫 

5. 於音樂課認識臺灣早期音樂發展，學習演唱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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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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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課程架構

與跨領域

課程設計

概念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歲月•流光•記憶 

教學時數 

美術 8 小時（時/週） 

音樂 6 小時（時/週） 

國文 1 小時 

實施班級 
101～109 共 9 班 

110 僅有訪談與作文 

實施情形 

1. 美術課講解訪談技巧，請學生回家訪談家中長輩，並完成訪談學習單。 

2. 國文課進行引導家族故事寫作 

3. 美術課認識肖像畫，繪製長輩肖像畫 

4. 於音樂課認識臺灣早期流行音樂發展，學習演唱長輩喜愛的歌曲 

設計理念 

高中第一冊的歷史進度是臺灣史，近年來筆者聽到學生反應「為什

麼要讀歷史？」，歷史是過去歲月累積，並且是人類從個體到集體

的紀錄，盼望學生從家庭史出發，訪談家中長輩，紀錄下他們的個

人歷史，再呼應臺灣的歷史軌跡。此外，高中階段學生與家庭逐漸

疏離，和家中長輩互動往往流於行禮如儀。訪談的問答雖然是作



業，但跳脫平日與長輩對話的常軌模式，探究個人生命故事。透過

學習長輩喜歡的歌曲音樂，以及畫出長輩的肖像畫，用藝術元素啟

動更深層的情感。筆者期盼學生體認「每個人都曾經年輕過」、「每

個人都是歷史的一部分」，增進家人之間的互動與情感，且能主動

關懷家中長輩，也建構自身與家庭的身份認同。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構圖原則、肖像畫、臺灣音樂發展 

教學方法 講述法、創作引導、發表分享 

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學習單、線上硬碟空間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 瞭解長輩的過去人生故事 

2. 利用藝術方式紀錄長輩的人生故事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1. 學習訪談技巧，並完成訪談與訪談文字紀錄 

2. 瞭解肖像畫的目的與價值 

3. 練習人物描寫 

4. 瞭解臺灣流行音樂發展 

 

 

藝-U-A1參與藝術活動，以提升生活美感及

生命價值。 

藝-U-B1 活用藝術符號表達情意觀點和風

格，並藉以作為溝通之道。 

藝-U-C1 養成以藝術活動關注社會議題的

意識及責任。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 青春啦啦隊 透過觀賞紀錄片，引起學生對銀髮長輩的

好奇，紀錄片形式也與後續訪談活動相關 

Dvd，筆電、單槍 

2 訪談入門技巧 給學生訪談學習單（訪談大綱）教學生怎

麼訪談 

學習單 

3 國文科家族書寫 從訪談成果，引導學生書寫家中長輩的生

命故事 

學習單、稿紙、課

本 



4 畫我爺奶—人像五官練

習 

請學生帶長輩的照片，觀察人臉各部份，

練習畫人物的五官 

簡報、單槍、學習

單 

5、6 肖像畫賞析 從課本單元中選取適當作品，講解肖像畫

的意義與起源，並鑑賞不同風格的作品 

簡報、單槍、美術

課本 

9、10 長輩肖像畫構圖 請學生在學習單上畫出作品構圖，並書寫

創作理念，教師從旁輔助學生完成構圖 

簡報、單槍、學習

單 

11、12、

13 

長輩肖像畫創作 把構圖學習單的成果放大移轉到圖畫紙，

上色、貼上實物 

 

圖畫紙、鉛筆、上

色、黏貼工具 

14 說畫課—長輩生命故事

分享 

請自願者上台分享作品，並分享 畫架、白板與麥克

風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評量模式 備註 

1 練習訪談 30 分    學習單（實作

評量） 

 

2 國文科家

族書寫 

30 分 書寫技巧  配合訪談

單書寫 

作文（實作評

量） 

 

4 人像五官

練習 

50 分 五官繪畫

練習 

臉部比

例、觀察力 

 學習單（實作

評量） 

 

5、6 肖像畫賞

析 

50 分 卡蘿、達

利、夏卡

爾、郎世

寧、馬蒂

斯、達文西 

超現實主

義、野獸派 

肖像畫 

 口頭問答  

9、10 長輩肖像

畫構圖 

100 分 肖像畫 構圖技巧

（對角

線、中軸

線、水平

線） 

心智圖、配

合訪談單

構思畫

面、早期臺

灣歌曲 

學習單（實作

評量） 

教師隨

機抽點

同學一

對一討

論構圖 

11、12、13 長輩肖像

畫創作 

150 分 複合媒材 五官肖

像、配色、

上色技巧 

配合訪談

單構思畫

面、早期臺

灣歌曲 

學習單（實作

評量） 

 

14 說畫課—

長輩生命

故事分享 

50 分 說故事 藝術批評

（描述） 

口語表達 口頭表達  



        

教學評量 

美術   訪談學習單 20％、構圖學習單 20％、肖像畫 40％（另外 20％學習態度成績） 

國文   作文（各國文教師自訂） 

音樂   與長輩合唱錄影（加分作業）、老歌新唱 

 

教學省思與建議 



三、 蔡佩容（音樂）老師：與長輩唱歌是個很棒的活動，但實際執行面上會有些困難，

畢竟每個原生家庭的狀況並不同，老師並不能確定每個家庭的情感狀態是否適合此項活

動，這是一個困難點。除此之外這項活動意義非凡，拉近了學生與長輩之間的距離，也

讓此首歌曲能成為彼此間難忘的回憶與紀念。 

四、 黃偉筠老師：因為跨科(由圖而文)，所以人的形狀、線條出來了，甚至頭髮的軟

硬、輪廓下的冷俐或寬容……相較以往的千篇一律，學生描繪人物的細膩度有增加！透

過這份家族書寫，才從「只見其人」，到比較深刻地感覺「人都是結構下的產物」。 

都說人文藝術有療癒性，可能不只學生在過程中有所抒發，改著改著有時候我也會忽然

理解——阿！難怪某某學生會這樣！ 

三、莊雅智老師：學生普遍同理、感受的能力薄弱，再加上書寫能力也是，有時候感覺他寫

的那個人跟他沒關係。他是他，長輩是長輩，連結不起來。另外，起一個頭，中間過程

都沒有論述，就直接結論了。看到不少寫他們從小生活環境不好，感覺好辛苦，直接結

論我們現在生活好好之類。學生真的很少手寫，錯字連篇哪。下次也許分次分段寫，效

果會好一些。不過還是有亮點，有個學生在畫圖部分發揮很好，他的圖文讓我更認識他，

文就像欠揍的屁孩，圖是他內在的樣貌。從書寫來認識學生太單一了，以後會再多提醒

自己，學生其實很多面向的。 

四、 許玉珍老師：信學生在訪談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斬獲，但有些同學的書寫流於零碎，

如果下次再實施的話，也許可以試試先畫圖定格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再藉由那個畫面

開展，也許可以比較聚焦；又或許請他們找出訪談對象生活常使用或極為寶貝的物品，

相信背後都有很精彩的故事，而不至於為流水帳。另外這次有好幾個同學都將焦點放

在自己和家人共同經歷的故事，也許可以成為下一次的主題。 

五、 張力中老師：由於一年級一週僅有一堂美術課，在實施上具有時間壓力，可再提早時

間實施訪談。並和國文科合作時，先畫肖像畫再延伸至家族書寫，這次為了配合作業

抽查，書寫效果不盡理想。 

 



教學研發成果 

評量與紀錄表格如信件附件 

未來推廣計畫 

1. 可開設特色課程，延續學生的訪談與創作，進行紀錄片或更長篇、完整

的文字、圖像及藝術創作。 

2. 延續性課程可配合臺灣美術發展，或是與歷史科配合臺灣近代史，與地

理科合作探討產業分佈與空間。 

3. 參與高雄市島嶼記憶計畫，參與課程分享。 

4. 邀請鄰近國中學校參與，共同舉辦「地方歲月與臉」主題展覽。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臺灣音樂史授課 臺灣音樂史授課 



 
 

 

104 莊淳如同學和阿嬤合唱日語老歌 104 黃品禕和爺奶合唱老歌 

 
 

和學生討論構圖 協助學生貼蚵殼 

 

 

學生認真上色 和學生討論畫面的可能性 



  

邱海綺同學上台分享作品與阿媽的生命故事 黃建隆同學上台分享作品與阿公的生命故事 

參考資料 

高中美術（一）華興書局 

高中音樂（二）華興 

高中國文（一）翰林 

高雄市教育局島嶼記憶研習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