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小 階 段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北 區 ／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附 設 實 驗 國 民 小 學 

學校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團隊成員 

温儀詩校長 

教務主任:何奕慧主任 

藝文:高月蓮老師、葉王盛老師 

語文、綜合:高月蓮老師 

資訊:康嘉峻老師 

音樂:蔡佳臻主任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其他領域 資訊(科技)、綜合、國語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因為是美術班六年級的學生，已嘗試過多元藝術創作的方式，對於環境美學及

圖像描繪有相當的基礎。 

學生已學過照片後製及影片製作方式。 

學生對於齊柏林《看見台灣》有基本的認識。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級任包班 

□科任教學 

▇其他 

級任包班與

科任協同教

學 

（例如：校

訂課程、彈

性課程、主

題課程等） 

 說明：  

    課程實施班級為美術班六年級學生，導師高月蓮為語

文、綜合、藝文老師，因此在班級內進行了跨域的教學。並

與另一位視覺藝術老師(葉王盛)，結合空拍機進行地景藝術

教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評量模式:  展演實作、影音紀錄。 

跨領域 

美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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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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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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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________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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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影音紀錄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跨領域課程架

構與設計概念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方案名稱 藝術與自然的對話—校園地景藝術 

教學時數 8+6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六年級 

實施班級數：1 

各班級人數：25 人 

特色班級： 

藝術與自然的對話 

六年級美術班 

視覺藝術 

肢體動覺 

音樂藝術 

閱讀理解(語文) 

環境教育(綜合) 

研究與探討 

實驗歸納 

資訊整合(資訊) 

資訊媒材應用 
尋找下一個可能 

 議題/生活關照 

(綜合、彈性) 



 ▇美術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理念 

 

    在設計美術課程時，除了傳統的藝術創作，老師也希望學生能多元學習。

教學者本身在研究所進修時，看到了許多校園空間改造計劃的案例，當時便思

考著我又能帶著即將畢業的六年級學生為學校做些什麼呢?於是，校園空間改造

計劃的念頭油然而生，在六上設計課程之後，進行了第一步的校園空間改造計

劃，讓學生透過觀察與討論，發現校園環境的美與醜，進而思考如何改善。 

    接著讓學生以近年來國內外都極為盛行的地景藝創作方式，進行校園的美

化及創作工程。希望學生透過這樣的教學活動，體驗生活中的藝術創作也可以

這麼貼近自然。 

    而附小本身資訊教育發展成熟，學校有 30 臺的 ipad 及空拍機，因此希望透

過資訊軟體，能夠將這短暫但對環境友善的藝術創作方式化為永恆，並且賦予

視覺藝術創作新的視角及生命。 

    課程規劃中，第一個部分先進行的是小組共同創作，讓學生能夠進行有效

率的討論與溝通，接著第二個操場第境藝術創作，則是需要全班學生與老師們

共同合作，希望在創作的過程中能激盪出藝術火花，並能覺察人與環境的互動

友善關係，並體會藝術創作也可以不破壞自然。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音樂：節奏、曲 調、音色、力度、織度、曲式等音樂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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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形式原理：反覆、對比、均衡、統一等 

 ▇美感判斷：愉悅感、理解力、想像力與共通感等 

 □美感經驗：引發審美知覺的表達媒介、審美知覺、意義、情感、意象等 

 ▇活動實踐：藉由繪畫性、數位性、立體性、鑑賞等創作活動 

說明：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視 1-Ⅲ-2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視 2-Ⅲ-2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

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

同的藝術與文化。 

視 3-Ⅲ-2 能應用設計式思

考，試探改變生活環境。 

表 1-Ⅲ-3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

式，從事展演活動。 

表 3-Ⅲ-1 能根據自己的興趣

核心 

素養 

藝-E-A1 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A2 認識設計式的思考，理解藝術

實踐的意義。 

藝-E-B2 辨別資訊、科技媒體與藝術的

關係。 

藝-E-B3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

富美感經驗。 

藝-E-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社會議題。 



與能力，參與表演藝術活動。 

國 5-Ⅲ-10 大量閱讀多元文

本，辨識文本中重大議題的訊

息或觀點。 

綜 1d-III-1 覺察生命的變化

與發展歷程，實踐尊重和珍惜

生命。 

綜 2b-III-1 參與各項活動，

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

色，協同合作達 成共同目

標。 

綜 3d-III-1 實踐環境友善行

動，珍惜 生態資源與環境。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

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 受文藝之美，

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

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國-E-C1 透過文本的閱讀，培養是非判

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會的關

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生

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綜-E-B3 覺察生活美感 的多樣性，培養

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增進生活的豐

富性與創意表現。 

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

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並遵守道 規

範，培養公民意識。 

科-E-A3 具備運用科技規劃與執行計畫

的基本概念，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 

科-E-B3 了解並欣賞科技在藝術創作上

的應用。 

 
學習 

內容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

創作表現類型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

術、環境藝術 

表 E-Ⅲ-1 聲音與肢體表達、

戲劇元素(主旨、情節、對

話、人物、音韻、景觀)與動

作元素(身體部位、動作 /舞

步、空間、動力/時間與關係) 

之運用 

綜 Ad-III-1 自然界生命現象

與人的關係。 

綜 Bb-III-2 團隊運作的問題

與解決。 

綜 Cd-III-1 生態資源及其與

環境的相關。 

 

單元目標 

1.能發現校園空間中美與不美的角落，並拍攝影像分享。 

2.能表達對環境的看法，並提出改善方案。 

3.能利用校園中的自然物，設計藝術創作。 

4.能嘗試不同形式的創作，表現人與自然的關係。 

5.能透過操場草皮變化，關懷校園環境與周遭人事物，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

體現人與自然的友善關係。 

6.能嘗試將科技與藝術創作結合。 



7.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協同合作達成地景藝術的創作。 

表現任務 

1.能完成校園空間規劃的學習單。 

2.能在校園中找到適切的空間，完成大地之美的藝術創作。 

3.能透過 ipad、電腦軟體完成影音製作。 

4.能與老師、同學協同合作，完成操場地景藝術的大型創作，並分享整個創作

歷程與欣賞成品。 

單元規劃 

節次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2 校園地景藝術(一) 

校園改造計畫(綜合

課) 

分組討論後利用 ipad 拍下校園的美景與待改善或閒置的空間，全

班一同欣賞照片並討論如何改善或美化。 

 

2 從空中看地球 

(語文課 1 節) 

 

地景藝術 

(視覺藝術課 1 節) 

欣賞”從空中看地球”的文章，欣賞法國攝影師楊亞祖貝童拍攝

從空中看地球的面貌，並且欣賞齊柏林《看見台灣》了解台灣的

美麗與哀愁，進而感受愛護環境的重要。(語文課 1 節) 

欣賞 安迪‧高茲渥斯以自然為工具、材料、主題，使用天然的

材料，創作的地景藝術，他的作品與周遭環境看來十分協調，幾

乎像是自然的一部份。他在自然中尋找天然的藝術原料，運用

花、冰、葉、松果、雪、石頭、樹枝、刺等元素進行創作，製作

出自然的「雕塑」，學生進而思考他們可以怎麼做。(視覺藝術

課 1 節) 

2 大地之美 

(視覺藝術課) 

學生利用校園中的落葉、花朵，各組拼湊出美麗的動植物，透過

ipad 做影像的紀錄。 

2 短暫的永恆 

(資訊課與視覺藝術

課協同) 

協同資訊老師指導學生利用電腦進行照片的後製，資訊老師指導

電腦技術，藝術老師指導作品如何呈現美感，在協同指導下學生

產出一幅幅的地景藝術的相片及動畫作品，讓短暫的美景成為永

恆的美，並將成果在校園中展示，讓大家看見不一樣的藝術創

作，感受自然之美。 

1 校園地景藝術(二) 

創作規劃 

草皮管理分工 

(綜合課) 

1.學生學習進行創作規劃，共同思考創作巨幅作品可能遇到的問

題與解決方法；擬訂計畫後，分組進行執行。(1/2 節) 

2.依天氣預報排定除草、鋪設、靜置等待期間管理草皮、移除草

堆等執行工作；由學生排定流程進行分組分工。(1/2 節) 

2 草原畫布 

(視覺、表演藝術課

協同) 

以身體勞動探索身體、工具、廢草桿與青草之間的聯結，以肢體

延伸與動作節奏嘗試爬梳草地時的各種可能(內在感受與外在顯

現)。整個創作把視覺藝術結合表演藝術，視草地為一塊畫布、

同時也是一個舞台，進行平片圖像之創作的同時，身體展現出各

式的體態，個人與群體之間又是一個活動圖案的展現。(視覺藝

術課) 



2 我來說故事 

(資訊課與視覺藝術

課協同) 

透過創作過程的影像紀錄，以個人或小組方式進行影音作品製

作，結合資訊與敘事能力進行影像編排與剪輯，將作品以影音方

式呈現。 

1 你說我聽 因敘事方式因人而異，同樣的素材，有不同的呈現順序與方式，

藉由分享影音成果，讓創作者同時也是觀賞者，彼此共享整個創

作歷程與欣賞成品的喜悅與滿足，進而觸發更多的想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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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2 校園地景藝

術(一) 

校園改造計

畫 

80 分鐘 ·˙電子影像 

˙平面設計 

˙校園空間

活化再生資

源網 

˙特色學校

資訊網 

美的原理原

則應用 

綜合(環

境教育) 

學習單 

2 地景藝術 80 分鐘 ˙電子影像 

˙地景藝術

網路資源 

地景藝術的

核心概念 

語文 

與視覺

藝術課

程統整 

口頭發表 

2 大地之美 80 分鐘 ˙自然媒材 

 

 

孩子視角的

地景創作與

美的原理原

則應用 

視覺藝

術 

實際創作 

拍攝照片 

2 短暫的永恆 

(影音記錄) 

80 分鐘 ˙影像後製

軟體 

影像敘事的

方法:順敘篇 

視覺藝

術與科

技 

照片後製 

製作動畫影片 

1 校園地景藝

術(二) 

 

40 分鐘 ˙操場空拍

圖供學生分

組設計參考 

美的原理原

則應用 

視覺藝

術 

創作規劃學習單 

整地(維護草皮) 

 

2 草原畫布 80 分鐘 ˙空拍機、 

DV 

肢體與遊戲

即興。 

美的原理原

則應用 

表藝、

視藝與

綜合展

演 

共同鋪排操場地景圖案 

肢體動作展演 

2 我來說故事 80 分鐘 ˙威力導演

編輯 

影像敘事的

方法:倒敘、

插敘篇 

語文、

視覺、

資訊整

合 

製作影片 



1 你說我聽 40 分鐘 ˙影音檔案 互評分析 綜合 歷程及作品分享 

教學省思與建議 

    雖然從校園改造計畫出發，但在走完整個課程計畫後並沒有將校園進行實質的改造，不

過過程中一直不斷利用校園現有物，如：花、葉、樹枝、草等來拼湊出創意的想像。看似有

些文不對題，但核心思想就是關於地景藝術中大地景觀和藝術作品本身不可分割的聯繫，崇

尚自然物對環境的最小衝擊；材料來自然，作品展現自然，最後回歸自然。做到美是透過巧

思，整合自然物，而非人工化的製造人工美。此核心概念可推廣至校內改造工程，甚至各級

學校，善用自身環境特色，發展以在地自然環境為主的校園地景主題。 

    由於本課程發展面向過於繁雜，有部分的計畫是為跨域而跨域，實施後並未達預期效

果，如：草原畫布單元，加入了肢體即興，但由於天氣炎熱與時間緊迫(接近六年級畢業系列

活動)，以至於很多問題是在上課時突然出現，協同教師與同學們見招拆招，較缺乏完整的肢

體引導協助大部分學生做好他們想表達的肢體動作與意境。同時也因上述時間問題，沒有進

入我來說故事與你聽我說的單元，無法完整看到每個孩子編輯影像素材的差異性與獨特性。

建議這類課程須於學期初即展開活動，如此才能擁有更多時間，彼此對話，醞釀更精采的歷

程與成果。 

 

教學研發成果 

1. 學生從關懷校園環境為出發，是比較有感的。學生開始對校園角落美更有感，想改造閒置

空間或不美觀的角落。 

2. 學生利用校園中的落葉、花朵，拼湊出一幅幅美麗的動植物，透過 ipad 紀錄，並且利用

電腦進行照片及影片的後製，產出一幅幅的相片及動畫，這樣視覺藝術與資訊結合的課程

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且能完整記錄學生學習成果。 

3. 學生學習利用天然材料進行組合創作，既能美化環境又不會留下任何公害，引發學生關注

藝術創作與環境的關係。 

4. 從小而大的創作過程，循序漸進，學生透過學習--反思—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可以發展

出不同的學習成效。 

5. 學生創作，過程需要的知識可看出累積的教學成果。 

6. 這樣的活動不只可以在高年級美術班進行，也可以讓其他低中高的學生透過綜合(生活課

程)及藝術課程的結合，發展不同階段的地景藝術(藝術與自然的對話)。 

7. 學生對自然的對話，越玩越有創意。只要給學生時間與對話的空間，透過老師適時的引

導，成果讓人驚艷(地景構圖、資訊能力、表藝)。 

未來推廣計畫 

1.以關懷校園環境出發，到空中看校園的活動，勾起學生對生活周遭事物的關懷,以美的形式

來改造自身生活的環境，進而推廣到學生住家的觀察，慢慢拓展到美麗市容的營造夢想！ 

    例如:與客雅溪的對話，竹塹故事情 

2.跨域(環境教育:植物的生長—施肥/水份—草地的顏色) 

3.用科學的方法讓自然植物的顏色控制更好，色階更鮮明作品更精準呈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F%E8%A7%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A%E6%9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A%E6%9C%AF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1)雖然清華附小創校將近 80 年，但其間

經過多次的校園空間規劃及改造。學生

透過影像拍攝，仍覺察到校園中的空

間，存在著美醜問題。(照片為學生所拍

攝) 

 

 

 

 

 

 

 

 

 

(2)本作品為老鼠娶親，原本作品創作在水泥地上，經由

老師引導，改到花圃裡，與樹根形成的天然洞穴，成了

藝術創作與自然環境結合的最佳寫照。 

 

接著，學生在透過影像軟體進行照片的後製。 

 

 

 

 

 

 

 

 



(3)接著，老師與學生討論操場地景藝術的設計圖，以及規劃、計算實施的路徑及方式。 

 

 

 

 

 

 

 

 

 

(4)依照設計圖，老師帶學生現場丈量，

以簡單比例尺將設計圖稿放大，以耙子為畫筆，草堆為顏料，草地為畫布，開始畫畫。 

 
 



(5)過程中有人突發奇想，覺得這樣一座山脈、覺得那像期待畢旅的營火晚會等等。一邊在草

地上畫畫，一邊停下來玩遊戲。教師在

旁協助紀錄過程。 

 

 

 

 

 

 

 

 

 

 

 

 

 

 

 

 

 



 

 

(6)現場非常炎熱，計畫不斷受到挑戰，不斷討論，不斷修正，一直更改。 

 

 

 

 

 

 

 

 

 

 

 

 

(7)漸漸在草地成型的集體創作。(搭配分組的肢體即興) 

 

 



 

 

 

 

 

 

 

 

(8)完成後，把自己當成生命之樹的一

部分，擺個姿勢合照一張。(紀錄高度

為 65 公尺) 

 

 

 

 

 

 

 

 

 

 

 

 



 

 

 

(9)將逐格動畫的概念帶進作品，加入樹開傘花的影片創作。 

 

 

(10)經過一星期等待，將乾草堆移除，得到一幅天然的生命之樹圖案，為畢業生在校期間送給

母校的最後一件作品。(紀錄高度為 55 公尺) 



 

參考資料 

十二年國教領綱(教育部網站) 

校園空間活化再生資源網 http://revival.moe.edu.tw/index.asp 

地景藝術 https://kknews.cc/zh-tw/culture/33p4g.html 

OK Go - I Won't Let You D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1ZB_rGFyeU 

特色學校資訊網 http://ss.delt.nthu.edu.tw/ 

 

 

https://kknews.cc/zh-tw/culture/33p4g.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1ZB_rGFye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