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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東 區 ／ 國 立 臺 東 高 級 中 學 

 

 

 

 

 

學校名稱 國立台東高級中學 

團隊成員 地理科許先媜老師 音樂科謝翠玲老師 資訊科 康育慈老師  

跨領域學科 地理科 藝術學科 音樂、藝術生活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教學對象】：高二選修課學生 

【地理課程】：已學習學過第一冊海岸地形。 

【音樂課程】：具備基礎讀譜能力。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從地理課程中認識台東海岸地形，透過地理實察並以新興工具-空拍機,拍攝海岸地景短片，

經由「影片製作工作坊」學習影片後製，並佐以學生的音樂創作為背景樂曲，深化生態永

續、文化發展等生生不息的態度與理念。 

 

 

主題：故鄉書寫二部曲-一個地理的觀點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應用策略】(請勾選) 

地理-

國土淪亡記

音樂-

音樂創作

看見‧臺東-

東海岸線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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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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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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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故鄉書寫二部曲-一個地理的觀點 

實施時間 16週（每週 2堂） 實施班級 高二選修樂曲創作 

實施情形 高二選修課【樂曲創作】學生為授課對象 

設計理念 

曾經有一首歌，這樣的吟唱：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婆娑無邊的太平洋，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照耀著高山和原野。」 

    這一首「美麗島」唱遍了一個時代，唱醒了一個騷動世代，更把臺灣的命運從一個夢

幻中搖醒，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逐漸覺醒，開始正視自己腳下的土地和蘊育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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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闊海洋。 

 

    沿著台 9線，並緊接台 11線蜿蜒前進，一路向北。左邊是忽地拔起的山壁，右邊則是

一望無際的藍色海洋，從淡藍、灰藍、深藍到湛藍；層次豐富，變幻萬千，「我們的名字叫

做美麗，在汪洋中最瑰麗的珍珠」。 

 

    海岸沒入了海成了岩石，海水日夜拍打譜成動人的生命之歌；太平洋的黑潮帶來世界

的生命訊息，季節性的風更吹動命運的轉動；這裡有相繼不斷的波濤洶湧，更有無數跌宕

起伏的動人的故事。「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蓽路藍縷以啟山林；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

命、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在這個熱帶島嶼上，我們胼手肢足，繁衍後代；這裡是

大洋之濱，這裡是美麗的東海岸。 

    臺灣海岸急速流失的危機與過去二十年來全球所有臨海國家所面臨的難題一致，其主

因就是海水面的相對變遷及海岸的侵蝕。 

地理環境變遷是亙古以來的生命定律，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包括地球。因此我們體驗

生活，經歷時間的旅行，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甚至運用各式各樣的敘述說明我們內心

的迴響、共鳴，更據此調整步伐、適應未來的可能變化；譬如，我們用日出、日落的天體

運動來定位變化，適應光線的明暗來安排生活步調。 

    故鄉書寫二部曲-一個地理的觀點，我們延續首部曲-舞動我的故鄉我的歌，以歷史的

觀點來關懷土地、書寫故鄉；這一次我們嘗試以地理的視角，感受海岸線的變遷，並以旋

律的抑揚頓挫，節奏的輕重緩急，來感受生命與環境的變化。 

    事實上，東海岸線不斷退縮，美麗的景致將逐漸消失，這是一個危機，反思我們如何

用友善的態度與這塊土地和平共存，進而永續發展。這樣的故鄉書寫方式是對生命不同的

感觸,它與其他科學數據或任何形容生命的語言及文字一般，是理性與感性交織而成的啟

發；甚至於有些時候，它更跳脫窠臼，帶來了新的意義。這正是跨領域美感教育的真正目

的，不侷限單一領域的視域來看待事物，再一次以不同方式領略生命中的美與感動。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以海岸線的變遷為軸（經線），樂曲創作為緯線，利用數位媒材來呈現，使影像、音樂、文

字與地理，互文互釋，鑲嵌其中，成為一個多元、豐富而完整的數位作品。 

教學方法 講述、實作、 

教學資源 空拍機、音樂打譜軟體 Finale、iMovie、影片剪輯軟體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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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目標 

1.能理解與國家海岸的地形特徵。 

2.能具備關心國土流失與侵蝕的現況。 

3.能具備掌握音樂符號表達的能力。 

4.能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媒體的素養。 

5.能具備藝術感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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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善的人事物，  

 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 

6.培育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行動力，積 

 極致力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等生生不息的地球公民。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地理】 

1. 認知形塑地表景觀的自然營力系統  

與人文系統 

2. 幫助學生體會環境的多樣性及複雜 

   性，培養其欣賞及包容的態度 

3. 透過地理實察了解人類活動及地理   

   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音樂】 

1. 理解音樂三大要素的意義 

2. 運用音樂符號溝通表達 

3. 以數位方式存取創作之作品 

4. 體會藝術創作與社會、歷史及文化之間的互動

關係。 

 

 

 

 

 

【地理】 

1.能以地理觀點提出問題 

2.能利用各種不同的工具蒐集地 

  理資料 

3.能分辨地形所構築成的複雜自然運作體系及其相互  

  關係 

4.能進行野外實察，並利用實察所獲得的資料進行討  

  論. 

 

 

【音樂】 

1.U-B1 具備掌握各類符號表的能力，以進行經驗、思想、

價值與情意之表達. 

2.U-B2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3.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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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善的人事

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 

【故鄉書寫二部曲-一個地理的觀點】課程內容 

週次 

〈每週

二堂〉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模式／教學目標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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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至 

六 

週 

 

音樂- 

寫一首簡

單的歌

(1) 

壹、音樂感知實作： 

    藉由實際操作打擊樂器感

知音樂三要素:旋律、節奏及和

聲，在教師說明各特性後以打

擊樂器實作，體驗旋律高低、

節奏緩急及和聲色彩。 

     

     圖 1 音樂元素說明 

貳、合作學習 

一、分組合奏： 

    (一)、節奏(杯子舞) 

 

    (二)、音階進行+節奏合 

          奏 

    (三)、和聲+旋律組合奏 

     

 

     圖 2 音樂元素實作體驗 

二、創作初體驗 

    (一)、以「卡農」和弦進

行   

          為基礎，進行旋律

創       

          作。 

     (二)、和聲組+旋律創作

合 

           奏 

三、記錄我的作品 

    (一)、學習音樂打譜軟體

操 

◎講述教學法 

◎練習、實作教學法 

               

                 

 

 

 

 

 

 

 

 

 

 

 

◎差異化教學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學習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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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二)、將作品以數位方式

記 

錄，便於修改。 

    

 
 

圖 3 學習音樂軟體 Overture 

 
 

圖 4  記錄我的作品 

 

 古典與新

意-詩歌

欣賞與吟

誦  

工作坊 

 

 

◎講述法  

第 

七 

至 

地理- 

國土淪亡

記 

壹、地理實察(杉原海灣) 

一、東海岸線的災情-國土流失 

    (一)、杉原海岸的海岸地

◎講述 

◎地理實察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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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週 

 形  

          特性(東岸唯一沙岸 

          地形)。 

    (二)、杉原海灣地理實察:     

          杉原海灣原貌與現      

          況對照。 

     

 

圖 5林金蒂小姐保存的杉原海    

    岸原貌鳥瞰圖 

 

 

圖 6 106年 4月 17日杉原海岸    

      退縮景況 

二、空拍機實作 

   (一)、空拍機操作 

   (二)、海岸地形巡禮拍攝 

 
   圖 7  空拍機實作課程 

 

 

 

 

 

 

 

 

 

 

 

 

 

 

 

 

 

 

 

 

 

 

 

真實評量 

〈教師觀察〉 

 

 

 

 

 

 

 

 

 

 

 

 

 

 

 

 

◎學習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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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麗灣爭議事件 

一、環保意識-守護東海岸線 

    (一)、美麗灣開發案始末 

    (二)、海洋生態 

    (三)、護漁行動 

    (四)、環境保護 

    (五)、永續發展 

 

 

圖 8   美麗灣開發案始末 

     (台東大學廖秋娥教授) 

第 

九 

至 

十 

一 

週 

音樂- 

寫一首簡

單的歌

(2) 

 

壹、典範教學 

一、作品分析 

    (一)、全心全意的愛你 

        (詞:吳晟 曲:吳志寧) 

    (二)、青花瓷 

      (詞:方文山 曲:周杰倫) 

二、融合本次地理實察主題: 

   「海岸退縮，國土流失」  

    及「環境保護」議題創

作。  

     

貳、樂曲創作-填詞、寫詞 SOP 

一、作曲•配樂 

    (一)、設定主題、情境 

       1.正與負 

       2.敘述故事與抽象 

       3.時間 

       4.地點 

       5.感知 

    (二)、段落分析 

       1.幾個段落，有無橋段 

       2.重複幾次 

◎講述、師生討論 

 

 

 

 

◎口語評量 

 

 

 

 

 

 

 

 

◎作品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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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長度比重 

       4.主、副歌關係 

 

第 

十 

二 

至 

十 

三 

週 

錄音工程

實作 

壹、錄音室系統介紹 

一、正確使用錄音器材 

二、線路邏輯 

 
      圖 9 錄音室器材介紹 

 

貳、錄音軟體介紹 

一、Lagic Pro 音訊製作 

 
     圖 10 錄音軟體 Lagic 

Pro   

      音訊製作 

 

參、自己的歌曲自己錄 

 

 
      圖 11 錄製我的創作作品 

 

 

 

實作評量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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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的實施 

一、教學現場實施與師生互動情形 

 

 
 

 

 

    圖 12 少年錄音師初體驗 

第 

十 

四 

至 

十 

六 

週 

資訊- 

威力導演 

壹、軟體「威力導演」實作 

一、威力導演操作實務 

二、剪輯空拍機影片 

三、影片佐以學生的音樂創作

為 

    背景樂曲，完成一完整數

位 

    影音作品。 

 

資訊教學 

 

 

 

 

 

 

 

 

 

 

◎作品評量 

第 

十 

七 

週 

看見• 

台東-東

海岸線 MV 

 

壹、作品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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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認識東海岸地形 海濱公園實察 

  
記錄我的作品 旋律創作作品 

  

音樂-音樂三要素 音樂-音樂三要素實作體驗 

  

音樂-寫一首簡單的歌               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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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與新意-詩歌欣賞與吟誦 工作坊 

台東大學 許秀霞教授 

古典與新意-詩歌欣賞與吟誦 工作坊 

       台東大學 許秀霞教授 

  

林金蒂小姐提供杉原海灣原貌     林金蒂小姐提供杉原海灣原貌 

  

杉原海灣-海岸退縮景況 杉原海灣-海岸退縮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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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乍現-創作歌曲 美麗灣一隅 

  

東海岸沙岸地形地理實察            走出校園實地踏查 

  

      錄音軟體 Logic Pro 實作           少年錄音師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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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彈自錄           認識錄音室設備 

  

        跨領域美感共同備課社群 研發故鄉書寫三部曲 

 

   

主題單元活動設計 

 

課程主題 故鄉書寫二部曲-一個地理的觀點 

單元名稱 音樂調色盤-音階 

教學對象 選修樂曲創作 II課程之高二學生 

教學對象分析 此班選修創作課程 II之高二學生，大部分皆上過樂曲創作 I課程，因

此在音樂基本能力上已具有基礎能力，並也有創作經驗。 

教材來源 歌曲參考華興音樂二之範例歌曲 

設計理念 先有文本與歌詞再進行編曲是【舞動．我的故鄉．我的歌】的教學流

程；在此課程進行前，各組以故鄉文本創作的詩詞皆已完成，為使學

生能創作出符應歌詞意涵之旋律線及音樂調性而進行【音樂調色盤】

課程，其中包含西洋大小調、中國音階之介紹。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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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知部分 1-1能理解西洋大調音階之音程結構。 

1-2能理解西洋小調音階之音程結構。 

1-3能理解中國五聲音階之音程結構。 

2.情意 2-1能欣賞並說明樂曲所傳達的情感。 

2-2能演唱並說明樂曲所傳達的意境。 

3.技能 3-1能明確指出樂曲的音樂調性(大、小調及五聲音階)。 

3-2能自熟知的樂曲中聽辨出音樂的屬性。 

3-3能演唱大、小調及五聲音階。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模式/評量方式 

 

2-1 

 

 

 

3-1 

 

 

壹、引起動機： 

ㄧ、教師彈奏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

【合唱】中〈快樂頌〉旋律，詢問

學生此旋律給人的感受及腦海中的

畫面。 

二、教師將〈快樂頌〉旋律改為小

調彈奏，請學生討論並發表此旋律

與前者的不同。 

 

 

5’ 

 

 

 

 

5’ 

 

 

創意思考/ 

口語表達能力 

 

 

 

 

 

 

1-1 

 

 

1-2 

 

 

2-2 

 

 

 

1-3 

 

 

3-3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說明第一段音樂旋律屬於

西洋大調音階並詳述其結構。 

 

二、教師說明第一段音樂旋律屬於

西洋小調音階並詳述其結構。 

 

三、教師彈奏台灣民謠〈雨夜花〉

並帶同學演唱。詢問學生此曲風予

人的感受為何？ 

 

四、教師詳述中國五聲音階之音樂

構。 

 

五、實際演唱中國五聲音階宮調式

上下行。 

 

 

10’ 

 

 

5’ 

 

 

5’ 

 

講述法/ 

師生互動 

 

 

 

 

 

創意思考/ 

口語表達能力 

 

3-1 

3-2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彈奏歌曲〈再別康橋〉詢

問此樂曲屬於何種音階形態？請各

 

10’ 

 

 

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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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1 

 

 

 

3-2 

組討論此音樂歌詞意涵及旋律的關

係後上台報告。 

 

二、請一位同學上台演唱一段魯凱

族歌謠〈鬼湖之戀〉，各組搶答歌

曲屬於哪一種音階？ 

 

三、請各組討輪各組所創作之詩詞

適合以何種調性進行創作？各組以

一分鐘說明。 

 

 

 

 

 

3’ 

 

 

 

7’ 

 

 

 

 

 

 

 

 

合作學習 

 

課程教學的成果 

一、學生作品 

給海 

 

作詞 陳瑋琪 

作曲 陳瑋琪 

 

 

(主 1)一個人靜靜地走遍 這寂寞的沙丘 

有誰能聽見心的吶喊 

於是悠悠地坐在 這漫長的海岸線 

仰望天空多麼湛藍 

 

(轉)深深記憶裡 你陪我成長 

而今回憶裡 只能獨自堅強 

 

(副)看著你悄然離去 而再也握不住你 

好想緊緊擁在深藏的心底 

歲月已寂然逝去 只能默默想念你 

聽不見陣陣拍打的聲音 

 

 

(主 2)微微的海風 帶著獨一無二的氣味 

裏頭夾雜莫名的感傷 

然而洶湧的潮水 好像心被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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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酸陪伴陽光燦爛 

 

(轉)深深記憶裡 你陪我成長 

而今回憶裡 只能獨自堅強 

 

看著你悄然離去 而再也握不住你 

好想緊緊擁在深藏的心底 

歲月已寂然逝去 只能默默想念你 

聽不見陣陣拍打的聲音 

 

(橋)蔚藍的天空與你對照 

你屹立不搖 

持續為世界閃耀 

 

【不知何時再見妳】 

 

作詞:謝翠玲 

作曲:陳瑋琪 

 

如刀的風吹在防風林 

直狠狠刮著苦楝樹的痛 

分辨不出妳的面貌 

約好四月洄瀾的浪花 

許諾再見妳的面 

何以潮水淘去站立的岩 

遇不上去歲飛來朝南的燕 

 

夜昏昏  月沉沉 

幾多孤星垂樹影 

趁著曦光未醒 

眾手牽起罟  一聲聲唱和在海唇 

嗨喲 嗨喲  嗨唉喲 

魚兒網中躍  依舊換不來笑 

汛期渺渺 烏金逶迤 

青花遲遲歸晚 

西刀一年一年小 

無端怨嘆春風吹得早 

 

濱岸的菟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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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黑嫩白的臉龐和緋紅的頰 

枯黃爬上了身纏繞細長的腳 

些許是青春傷逝抑或北風淒厲 

林頭孤單搖晃 

成欉手足兄弟年來一一失散 

馬鞍藤匍匐聚首已三三兩兩 

圍不成圈圈  點不著篝火 

沒人尋思如何熱鬧 

 

這裡不再適合遠眺 

天的灰藍緊接著海的灰藍 

昔日鑲著金黃邊的海岸 

徒留一張張書寫廣告的文案 

躊躇的腳印 

踏在鬆軟的沙洲 

紅樹林裡的夥伴 

請幫我借問 

潮間帶的居民水筆仔  紅海欖  海茄苳 

可曾遇上徘徊的彈塗魚  寄居蟹與海螺 

豎起耳   請仔細傾聽呀   海風吹拂沙灘的呼喚 

 

二、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學習成效表 

 教 學 目 標 學生學習達成率 說明 

ㄧ 能理解國家海岸的地形特徵。 90%  

二 能具備關心國土流失與侵蝕的現況 100%  

三 能具備掌握音樂符號表達的能力 80% 無音樂學

習歷程的

學生較難

產出完整

作品。 

四 能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媒體的素養。 90%  

五 能具備藝術感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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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善 

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 

100%  

六 培育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行

動力，積極致力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等生生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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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地球公民。 

 

課程特色與省思 

 

一、課程特色 

    從地理課程中認識台東海岸地形與長時間的變化，以社會重大爭議事件為破

口，深入理解臺東「美麗灣開發案」–開發與環保間的拮抗與平衡關係，同時通

過新興工具-空拍機，對地理環境變遷做實地踏察,以鳥瞰方式拍攝海岸地景短

片，結合運用資訊課程所學習「影片後製剪輯」技術，並配合學生的音樂創作為

背景樂曲，深入人文向度，深化生態永續、產業發展、人類文明等遠源流長、生

生不息的理念與精神。 

 

二、 教學省思與建議 

 （一）、地理方面： 

  將環境保護議題帶入課程當中，是課程開發中的一段小插曲，未料卻成為

此課程中的一個重要的主題，此主題涉及公民科領域，若有公民老師加入課

程進行公民討論課程必定會有更精深紮實的二元思辨……；然，囿於教學時

數已不足以再插出另一枝葉，留待未來的課程加入公民議題。「故鄉書寫二部

曲-一個地理的觀點」課程將成為本校 108課綱中的校定必修課程的選項之

一，此課程內涵融合了學校本位、跨領域(地理、音樂、資訊、國文及公

民)、美感及實作的多面向學習，確實能拓展學生的視野，並且運用數位科技

將創作作品品質更臻於完美，較「故鄉書寫首部曲－舞動我的故鄉我的歌」

時的作品更有了科技的詮釋。 

    (二)、音樂方面: 

        本校具有音樂學習經驗的學生並不多，尤其此堂課的多元學習內容使無

法掌握音樂符號的學生更加吃力。因此，在選課學生音樂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能

夠真正完整呈現作品的學生寥寥無幾；除此之外，攝影、錄音技術得以經由教師

講解，學生實作後熟悉操作，然而，創意需要時間醞釀、詩詞更要通過大量的閱

讀及敏銳的心境才能充分表達情意，這一堂融合了多元而豐富的跨領域課程實在

有一定的難度，倘若能在此課程中熟習操作並能創作一首簡單的歌，這首歌烙印

著青春歲月的軌跡，在未來十二年國教大學升學 X+Y+P的學習歷程檔案中，相信

這青春之歌必定是最動人的篇章。  

  

結論: 

 

飛翔一直是人類的夢想，從折紙飛機開始，到用削薄竹片模仿蜻蜓，進而製

成風箏逆風飛起，而後領悟了氣漩流動，開啟了熱氣球的飛行；最終，我們在發

動機上裝上了翅膀，藉此人類視野離開了陸地，向遙望的蒼穹飛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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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像鷹的飛翔，俯瞰大地，細細品味日常活動的軌跡，也觀察這個變換。

視野的變化觸動心境的流轉，讓我們不斷省思要如何與這塊土地相處，也讓我們

更深刻體會人類與土地之間的辯證關係。「跨領域美感實驗課程」讓傳統教學有了

新意，並發展了無限可能性；「空拍機」翱翔於天空，就如同我們的眼睛在天地間

游移，但重要的是，我們的心被開啟了另一扇門，由此我們走向一個更遠大、更

深刻的夢想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