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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南 區 ／ 高 雄 市 立 小 港 高 級 中 學 

學校名稱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團隊成員 方姿文、鹿森詒、朱君梅、郭靜宜 

跨領域學科 國文 跨領域學科 國文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教學對象：高二下學期 

國文：學過古典詩詞與新詩 

美術：學過媒材使用、基礎設計、文創商品設計、電腦排版等等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實施模式】 

國文教師進行新詩與宋詞教學，透過詩詞說明場景意境與文字表現的

關聯，並以歌詞、簡訊文學等引導創作。美術教師進行插畫教學，以

幾米繪本共讀讓學生體會畫面與文字的關係，並深度探索插畫家的生

命與插畫表現的密不可分，讓學生理解自己的心境也是可以透過插畫

表達。利用工作坊講座讓學生實際體驗肢體感受、畫面與文字之間的

關聯，再將自己的經驗與感受轉換成插畫創作，並將其插畫創作與文

字結合，製成客製化馬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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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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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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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詩畫情——當青春在寧靜中喧騰 

教學總時數 17節課 實施班級數 4個班 學生數 161 

實施情形 

1. 國文教師以詩詞教學讓學生進行文字創作，由景入情，談創作的

意境。 

2. 美術教師以插畫家的生命歷程為題進行教學，以幾米的繪本共

讀、上台簡報、觀賞紀錄片、回饋與省思的方式，讓學生理解表

現出自己生命內在情境的插畫魅力所在。 

3. 大量閱讀與理解各國的插畫表現方式與文字和插畫之間的關

聯，作為創作時的參考依據。 

4. 學生以自己認為重要的畫面為題，進行插畫創作，媒材和表現形

式不拘，可加入文字作為畫面的輔助，創作期間老師會在旁協助

他們爬梳自己想表現的畫面與意境。 

5. 將插畫製作成專屬的馬克杯。 

設計理念 

在國文教學中學生見物卻不能十足掌握其具備的象徵之意，或知其意

卻無法以精確的文字加以描繪。在插畫教學中，學生常常僅止於模仿

他人創作，而不去思考屬於自己的重要畫面為何，於是，想為學生生

命現場的瞬間留下痕跡，讓寫作與繪畫發乎於情，深化創作教學的意



義與價值。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插畫創作、媒材應用 

教學方法 講述、專題講座、繪本共讀、上台簡報、線上補充教材、創作引導 

教學資源 國文課本、美術課本、影音資訊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能理解詩詞創作、插畫創作與生活情境中的關聯，深度理解創作意

涵，並將自身的體驗與感覺，透過插畫與短詩的創作表現出來。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1. 能知道插畫與文字創作都是乘載著一個

時代的價值觀和表現方式。 

2. 能夠體會插畫與文字之間密不可分的關

係，並欣賞插畫家創作的作品。 

3. 能夠將自己的感覺、經驗透過文字與插

畫的創作表現出來。 

4. 能將自己的插畫作品做進一步的應用 

自主行動：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

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溝通互動：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藝術

涵養與美感素養 

社會參與：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

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 文字探索 

利用課本中現代詩作〈上校〉、〈因為風的緣

故〉，宋詞〈浪淘沙〉、〈一剪梅〉以及相關

詩作，透過分組討論，四人一同利用舊經驗中

「意象」之定義，分析詞彙之「象徵」意涵，

並且透過影片捕捉生活中的印象，透過短句勾

勒意象，協助學生建立文學創作的模式。 

課本、PPT、線

上影片 

2 繪本共讀 

兩人一組共讀一本繪本，討論後將其整理成一

分鐘的行銷，需包含繪本看點與最喜歡的一張

插畫， 

幾米繪本若干 

3 故事魅力 

從上學期的藝術史發展開始，介紹古今中外的

插畫作品，透過插畫說明去深度認識其創作的

目的與承載的價值觀，並談及現代插畫的創作

與多元應用 

課本、ＰＰＴ、

線上教學影片 



4 靈感孵育 

透過工作坊講座，讓學生體驗肢體伸展與周遭

環境的關係，並透過引導將其想法利用文字敘

述表現出來。透過上述活動刺激感官對於生活

細節的感受力，以捕捉日常中的靈感。同時，

在工作坊中，透過鼓勵學生彼此分享作品的流

程，建立學生的創作自信，營造友善的創作環

境，使學生願意創作並加以發表，以得到成就

與心靈滿足。 

PPT、講義 

5 插畫創作 

讓學生自行利用文字與插畫創作，由草圖與媒

材實驗開始，嘗試將自己的感覺和想法表現出

來，並利用創作好的作品利用印刷技術創作屬

於自己的周邊商品（大部分的學生是製作熱轉

印馬克杯） 

媒材範本、歷年

學生作品、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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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探索 4節課 課本、補充

講義 

以詞表

意、以字傳

情、意象的

形塑、文字

的畫面感 

短詩創作

時須能觀

察短片中

的細節，

包含光

影、色

彩、畫面

構成 

小組與教

師互評 

 

2 繪本共讀 2節課 課本（插

畫）、幾米

繪本 

插畫創作 

插畫的構

圖、色彩、

線條、意境

的表現方

式 

共讀繪本

需要同時

理解文字

與畫面的

關係 

小組與教

師互評 

兩人一組

共讀，可

以充分進

行討論，

在結束後

全班票選

最想閱讀

的繪本 

3 認識幾米 1節課 ＤＶＤ 創作者的

生命歷程 

透過對創

作者的認

識，深入

體驗感覺

的陳述可

形成性評

量 

 



以透過文

字也可以

透過插畫

表現 

4 故事魅力 1節課 課本、ＰＰ

Ｔ、線上影

片 

史前洞窟

壁畫、西方

宗教插

畫、慕夏、

中國木刻

版畫、日本

浮世繪、現

代音樂動

畫ＭＶ 

透過文史

的協助來

理解一張

插畫的深

度 

形成性評

量 

因為課程

進度因

素，有些

講述型的

內容轉成

線上

youtube影

片提供學

生自學 

5 靈感孵育計畫 2節課 ＰＰＴ、講

義、線上影

片 

感官開

發、藝術創

作的交流

與品評 

透過肢體

活動刺激

感官，透

過引導進

行個人的

靈感捕捉

與創作 

實作評量 以外聘講

師的方式

四個班同

時進行 

6 插畫創作與馬

克杯設計 

6節課 媒材範

本、歷年學

生作品、草

稿與設計

圖 

構圖、形式

構成、色彩

計畫、質感

等 

透過插畫

創作結合

文字與圖

像，進行

深度的表

達 

實作評量  

7 筆試 1節課 上課內容

內容、美術

課本 

插畫藝術  紙筆測驗  

教學省思與建議 

姿文 

    跨領域合作到第二個學期，關於行政部分的核銷與講座規劃已比較上手，減輕

較多負擔，這次跟國文科的合作讓我自己重新思考如何將插畫作品談得更有深度，

但也必須更生活化。因為跟國文老師共同討論的關係，喚起了在學時學習國文的感

動，也談及創作來自生活場景的初衷，因此計畫了繪本共讀，利用一節課的時間讓

學生共讀幾米繪本後，上台做一分鐘的簡報。往年在談幾米的作品時，總覺得學生

對他的感動並不深刻，經過這次實驗之後發現，單張的作品不太能展現其情感脈絡，



若把時間給學生，他們能夠更深入並且以自身的方式去解讀繪本的深度，是意外的

收穫，雖然因此拖延到原本的課程進度，變成要用線上影片的方式做補充授課，但

是不論在看完幾米紀錄片後學生的回饋，或者是他們在畫圖時有更高比例會以自己

的感受、感動出發去展示自己的想法，還有期末筆試時比往年高出超過 10分的平均

成績，都讓我覺得這樣的改變與付出，都是往自己的理想再更靠近一點。 

    因為自己的課務太忙，沒有機會直接參與國文詩詞講述的課程覺得有點遺憾，

但是很感謝鹿森詒老師精心為學生準備的講座，透過肢體體驗，用空間與畫面做書

寫的課程的體驗非常新鮮，對學生而言也是有很多的啟發，這些陪著學生一起創作

的課程能夠更貼近他們的想法與價值觀，希望以後還能夠再繼續發展，給學生更多

屬於他們的舞台。 

森詒 

  感謝姿文的熱情邀約，促成了本次與美術課程結合的跨領域合作。文學即是美

學，然而長久以來，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往往將文學作品視為考試讀本，那些體

會文字美好的能力，逐漸被獵射分數的能力給取代。於是，慢慢地忘記了如何品讀

文字，忘記如何感受生活，更遑論用文字細細講述生活感觸。 

  在和姿文研擬合作的過程中，我們的共同目標就是希望學生能夠找回自信，那

一股對於感受生活、表述自我的自信。於是，多方思考下，我們選擇了「意象」這

個題材。「意象」在美術和文學中同樣通過物相，以傳達創作者的思想情感，而兩

者差異在於文學必須進一步將眼前所及，轉化為文字，並在此轉化過程中，融入個

人感受，再揀選適切字句加以輸出，以表達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為了鼓勵

孩子勇於創作，我們雙管齊下，在各自的教學中結合了圖像與文字的媒材，以期孩

子們透過課程能夠領略「意象」的形塑，並鎔鑄個人經驗，進一步建立與自己生命

經驗相關的「意象」。 

  學期末，一個孩子拿著馬克杯和我分享他的創作心得，但是話尚未說出口，我

已從杯上圖像與詩句，察覺到孩子的心緒，於是當他分享完，我們相視而笑，似乎

一切盡在不言中，卻又已經不言而喻。心的距離如此貼近，我想這便是創作得以傳

遞自我與他者共感經驗的美妙之處吧。 

教學研發成果 

1. 每個小組一分鐘簡報幾米的繪本 

2. 每個同學創作短詩一首 

3. 每個同學創作插畫一張 

4. 每個同學製作一個插畫與詩文結合的專屬馬克杯 

5. 舉辦一場插畫展覽與比賽（預計下學期執行） 

未來推廣計畫 

1. 以此次的合作經驗為題開設講座，與其他教師分享課程設計與操作的經驗，以期

達到更多人共同參與的目的。 



2. 以此次合作計畫持續發展成學校的特色課程，並透過定期展覽讓其他科目的老師

可以認識跨領域美感教育與學生創作的價值。 

3. 鼓勵有能力與興趣的學生持續發展插畫創作，期待有一天他們可以用插畫來畫屬

於學校的故事。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張加說明） 

 

屏東女中游淑如老師來

校舉辦工作坊 

 

工作坊現場，老師們都非

常認真聆聽 



 

游淑如老師提供食材體

驗，讓老師們用文字去描

述經驗與感覺 

 

高雄中學陳育萱老師來

校舉辦工作坊，照片為讓

學生調整呼吸靜坐體驗 

 

工作坊現場 



 

移至視聽教室說明如何

將剛剛的體驗化為文字 

 

寫作試探 

 

小組用各自的詩句組成

短詩的體驗 



 

熱烈討論中 

 

繪本共讀：利用 2-3人一

起共讀幾米繪本，看完整

個故事之後，一起討論內

容與自己感受最深的一

張圖 

 

繪本共讀 



 

繪本共讀報告：上台發表

一分鐘，利用實物投影機

讓學生立即性的分享自

己所看到的內容 

 

繪本共讀報告 

 

插畫創作：草圖計畫 



 

插畫創作：利用光桌描

圖，可將作品處理到更精

緻 

 

插畫創作：學生自由使用

各種媒材表現作品 



 

插畫創作：學生自由使用

各種媒材表現作品 

 

插畫創作：插畫中的短詩

練字中 

 

插畫創作：再製成馬克杯

之前的修圖 



 

馬克杯製作：將轉印紙用

耐熱膠帶固定 

 

馬克杯製作：熱轉印紙加

熱中 

 

馬克杯製作：杯子燒烤完

取出 



 

拿到作品的滿足感 

 

作品完成 

 

作品完成 



 

好朋友大合照 

 

全班與作品合照 

 

全班與作品合照 



 

全班與作品合照 

 

學生作品：馬克杯 

 

學生作品：馬克杯 



 

學生作品：馬克杯 

 

學生作品：馬克杯 

 

學生作品：馬克杯 



 

學生作品：馬克杯 

 

學生作品：馬克杯 

 

學生作品：馬克杯 



 

學生作品：馬克杯 

 

學生作品：插畫 

 

學生作品：插畫 

 

學生作品：插畫 



 

學生作品：插畫 

 

學生作品：插畫 

 

學生作品：插畫 

 

學生作品：插畫 



 

學生作品：插畫 

 

學生作品：插畫 

參考資料 

華興美術（二），第七章 

台灣人物誌Ⅱ：幾米（Discovery） 

幾米繪本：（繪本共讀用）（大塊文化出版） 

《微笑的魚》1998 

《向左走·向右走》1999 

《月亮忘記了》1999 

《地下鐵》2001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2002 

《布瓜的世界》2002 

《幸運兒》2003 

《又寂寞又美好》2004 

《履歷表》2004 

《遺失了一隻貓》2004 

《躲進世界的角落》2008 

《星空》2009 

《走向春天的下午》2010 

《時光電影院》2011 

《擁抱》201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1%E5%B7%A6%E8%B5%B0%C2%B7%E5%90%91%E5%8F%B3%E8%B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4%B8%8B%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9F%E7%A9%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