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小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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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國民小學 

團隊成員 吳玉梅、江美秋、賴玉密、郭淑禎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 其他領域 社會、本土語言、音樂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視覺藝術 

1.上學期開始進行手環編織課程，具有三股編與六股編、十二股編能力。 

2.對於線材的配置與選色已有初步的概念。 

社會領域 

1.對於太魯閣族群的編織文化在生活中已有接觸，但對於背後文化意涵有待了解。 

本土語言 

1.能透過拼音系統讀出族語 

2.認識顏色的族語單字，如 banah 紅、bhgay 白、qalux 黑、brhibung 黃、qliyang 藍 

音樂 

1.習唱過編織歌 Tminum，但不夠精熟。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級任包班 

□科任教學 

■ 其他 

彈性課程_ 

學校特色 

（例如：校訂課

程、彈性課程、

主題課程等） 

 說明： 

    本校於 106 學年度開始透過彈性課程實施學校在地的文化特色課

程，每週實施一節。低年級為部落故事(認識在地的部落環境以及美

食)_；中高年級為傳統技藝(包括陷阱製作以及射箭)以及傳統藝文(包

括陶藝以及編織)。 

    上學期學生已開始練習編織以及配色概念，本學期更是在跨領域

美感教育課程計畫經費支持下，同時結合另一個彈性課程裡的社團活

動，採兩位老師協同教學的模式，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傳統編織的相關

文化意涵以及認識相關的單字詞彙，實際在平行織的概念下進行配色

與編織，期能對於織具以及編織的工藝多一些的認識與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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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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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實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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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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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織太魯閣之美~我織故我見~ 

教學時數 16 節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四年級 

實施班級數：1 班 

各班級人數：10 人 

特色班級： 

 □美術班 

 ■其他：全部的學生皆為太魯閣族原住民 

設計理念 

1、 發展學生對在地傳統文化學習經驗，以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 

2、 擴充學生多元化學習管道，實踐跨領域美感素養融入生活。 

3、 認識太魯閣族傳統藝文—編織並透過實作體驗織布的美。 

4、 增進對太魯閣族傳統藝文—編織的認識進而提升自我文化的認同與自信。 

 

美感教育
(傳統編織)

本土

語言
_織具與顏
色字彙

音樂

_織具歌與
織布歌

社會
_文化意涵
與演進

視覺

藝術

_平行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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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專心聆聽他人分享 

2.與他人合作完成創作 

3.能完整唱出織布相關歌曲 

4.能以族語說出織具與顏色名稱 

5.能正確使用桌上機進行織布 核心 

素養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

美感體驗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學習 

內容 

1.能瞭解太魯閣族織布文化意涵 

2.能認識傳統織織具及其使用方法 

3.能理解平行織設計織概念 

4.能藉由歌謠吟唱認識族語詞彙 

5.能藉由平行織創作認識顏色之族語 

教學目標 

視覺藝術 

1、 認識太魯閣族傳統織布。 

2、 學會使用桌上型織布機。 

3、 學會平織織法及學會數種平織變化織紋。 

社會領域 

1. 瞭解太魯閣族織布文化意涵。 

音樂 

1.學會織布古調。 

教學方法  

單元規劃 

節次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1 編織- 

認識織布文化背景 

太魯閣織布的文化背景－  

敘述太魯閣族女生從小就要開始學習織布的傳統。 

織布是太魯閣女性的重要技能，女性要會織布才有資格紋面。 

2 編織- 

認識織布文化背景 

認識傳統織布工具、線材(苧麻)。 

 

3 認識平織 1、 上線及下線 

2、 織紋變化 

4 編織- 

認識桌上型織台 

認識桌機 



5 平織設計圖 1、 學會如何畫設計圖 

6 平織設計圖 1、 學會如何畫設計圖 

7 基本平織理線 

顏色變化 

1. 綁綜絖線 

2. 繞線(60 至 100 組，一上一下為一組) 

8 基本平織理線 

顏色變化 

1、 綁綜絖線 

2、 繞線(60 至 100 組，一上一下為一組) 

9 平織織法教學 1、 認識上、下線梭口 

2、 穿線打緊 

3、 學會換色換線 

4、 維持織面的寬度 

5、 注意布邊的平整性 

10 平織織法教學 1、 認識上、下線梭口 

2、 穿線打緊 

3、 學會換色換線 

4、 維持織面的寬度 

5、 注意布邊的平整性 

11 平織織法教學 

織布古調教唱 

1、 認識上、下線梭口 

2、 穿線打緊 

3、 學會換色換線 

4、 維持織面的寬度 

5、 注意布邊的平整性 

6、 織布古調教學---織布歌 

12 自由創作 1、 已了解織紋變化，發揮自己的想像進行創作。 

2、 利用 excel 設計平織圖。 

13 自由創作 1、 已了解織紋變化，發揮自己的想像進行創作。 

2、 利用 excel 設計平織圖。 

14 平織織法教學 1、 認識上、下線梭口 

2、 穿線打緊 

3、 學會換色換線 

4、 維持織面的寬度 

5、 注意布邊的平整性 

15 平織織法教學 

織布古調教唱 

1、 認識上、下線梭口 

2、 穿線打緊 

3、 學會換色換線 

4、 維持織面的寬度 

5、 注意布邊的平整性 

6、 織布古調教學---織衣歌 



16 欣賞與分享 1、 完作二件作品 

2、 分享學生學習心得 

3、 說明自己作品設計理念 

4、 欣賞同學作品 

5、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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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編織- 

認識織布文化

背景 

40 分鐘 台灣原住民

族文化知識

網 

美感經驗：引發
審美知覺的表
達媒介 

應用藝術
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

學 

觀察 

互動 

2 編織- 

認識織布文化

背景 

40 分鐘 台灣原住民

族文化知識

網 

美感經驗：引發
審美知覺的表
達媒介 

應用藝術
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

學 

觀察 

互動 

3 認識平織 40 分鐘 Ppt 

織帶 

視覺藝術：包含
點、線、面、空
間、構圖、色彩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應用藝術
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

學 

觀察 

互動 

4 編織- 

認識桌上型織

台 

40 分鐘 桌上型織台  應用藝術
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

學 

觀察 

互動 

5 平織設計圖 40 分鐘 學習單 視覺藝術：包含
點、線、面、空
間、構圖、色彩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美感判斷：愉悅
感、想像力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協同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互動評量 

6 平織設計圖 40 分鐘 學習單 視覺藝術：包含
點、線、面、空
間、構圖、色彩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美感判斷：愉悅
感、想像力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協同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互動評量 

7 基本平織理線 

顏色變化 

40 分鐘 桌機 

棉線 

視覺藝術：包含
點、線、面、空
間、構圖、色彩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美感判斷：愉悅
感、想像力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協同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互動評量 

8 基本平織理線 

顏色變化 

40 分鐘 桌機 

棉線 

視覺藝術：包
含點、線、面、
空間、構圖、
色彩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
比 
美感判斷：愉
悅感、想像力 

合作學
習式教
學 
協同教
學 
實作教
學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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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平織織法教學 40 分鐘 桌機 

棉線 

視覺藝術：包含

點、線、面、空

間、構圖、色彩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活動實踐：創作

活動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協同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10 平織織法教學 40 分鐘 桌機 

棉線 

視覺藝術：包含

點、線、面、空

間、構圖、色彩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活動實踐：創作

活動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協同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11 平織織法教學 

織布古調教唱 

40 分鐘 桌機、棉線 

歌譜 

視覺藝術：包含

點、線、面、空

間、構圖、色彩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活動實踐：創作

活動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協同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12 自由創作 40 分鐘 電腦 

學習單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活動實踐：創作

活動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

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13 自由創作 40 分鐘 電腦 

學習單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活動實踐：創作

活動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

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14 平織織法教學 40 分鐘 桌機 

棉線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活動實踐：創作

活動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

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15 平織織法教學 

織布古調教唱 

40 分鐘 桌機、棉線 

歌譜 

美感形式原

理：反覆、對比 

活動實踐：創作

活動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

教學 

實作教學 

實際操作 

 

16 欣賞與分享 40 分鐘 織帶成品 活動實踐：藉由

繪畫性、數位

性、立體性、鑑

賞等創作活動 

協同教學 

應用藝術

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

學 

口頭發表 



教學省思與建議 

美秋老師 

1. 很期待織布課程的開始，一直以來很想在學校內教學，種種因素無法開課。去年底有機會接觸傳統

地織，認識了一群熱衷傳統織布的織女們，心中的織布魂被燃起。一次很偶然的情況，織女老師到

學校教我織布的技巧，恰巧總務主任看見，主任看我對織布很有興趣，立刻允諾要買傳統地機讓我

練習，後來因織布需要大量線材，跟總務主任要錢買線，主任二話不說的答應了。學校都那麼支持

了，還有不好好學的道理嗎？ 

2. 四年級是以前教過的班級，學生和我都不陌生，上起課來也還輕鬆。在介紹傳統織布的文化背景時，

學生都感到很有興趣，課堂間有問有答，歡樂的上課氣氛。 

3. 綁綜絖線時，反覆的打結讓學生有些不耐煩，邊聊天邊綁，老師一同協助，綁線的速度快多了。 

4. 學生認識桌上型織布機，學生很想快點上機。原本機上的織帶讓學生試著織，因為還沒有抓到訣竅，

織帶後小段幾乎是毀了。 

5. 幾經挫折，學生對織布技巧是越來越熟稔，也慢慢的更加有耐心。 

密子老師 

1. 介紹孩子幾種常見的傳統織紋後，仍鼓勵孩子打破框架，自由創作，放膽嘗試，結果孩子的織布作

品時常出乎意料，令人驚艷。 

2. 孩子因為接觸織布喜歡編織，時常上網搜尋影片自學手環編織，即便沒有桌機在旁，只要有線材，

孩子就可以上手。 

編織課程讓孩子、家長、老師產生了共同的興趣、共同的話題，編織成了我們的日常。 

玉梅老師 

1. 「做中學」是這次編織很大的學習亮點，彼此互相切磋並成為彼此的幫助，進而熟練了織布的技

巧及文化更深層的認同。 

2. 練就更多的欣賞及耐心在機台上，同時也增進親師生更多的互動，建立友好溝通平台，培育未來

部落新生力。 

教學研發成果 

    在此次的跨領域美感實驗課程的開發過程中，我們看見教師團隊與學生之間共同在編織一個美麗

的藍圖與夢想，從過去的耳聞織布老阿嬤們的故事，到如今師生共同體會編織之美，並理解在太魯閣

祖訓(gaya)中對女性特別要求依定要具備的技能的緣由，在一線一織的過程中不僅是對美的感知更是看

見一個耐心與沉靜的美好特質！而在具體的研發成果則包括： 

1. 教師團隊的形成與凝聚並藉此由下而上的教師專業社群帶動校內主動課程研發風氣 

2. 配合計畫產出課程更加符應太魯閣族在地文化課程的需要並增列到 107 學年送審課程計畫 

3. 學生產出的作品成為最美好的作品與禮物，在城鄉交流活動以及畢業展當中都可成就學生心意 

未來推廣計畫 

    隨著此計畫的推動除了團隊的教師積極主動地推動課程外，校內老師教職員也同時被帶動起興

趣，更加肯定織布課程對學生、對家長以及社區紛紛待來對於美的感受與期待，我們也期許在未來更

可縱向延伸與橫向統整校內傳統藝文課程進而推至不同年段的對應課程，而此次的織布工作坊的辦理

引起老師與社區家長們的回響，更希望能不斷地持續推廣，讓人透過編織看見更多美好的故事!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設計圖教學 綜絖線製作 

  

綜絖線製作 綁綜絖線 

  

認識桌上型織布機 用 excel 畫出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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