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跨 領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中 部 ／ 臺 中 市 立 豐 東 國 民 中 學 

學校名稱 臺中市立豐東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詹校長谷原(召集人)、楊上瑜師(美術、導師)、魏嘉瑩師(國文)、 

伍寒榆師(國文)、陳巧錞師(理化、導師) 

賴孟如師(美術、行政協助)、謝思師(美術、攝影)、楊仲勛師(行政

協助) 

跨領域學科 國文、自然 藝術學科 美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力 

2 年級 3、4 班學生 

1. 具備基本美術素養 

2. 二年級上學期導師曾實施謝師感恩茶會 

跨領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實施模式】 

1. 採用體驗課程理論實際操作模式進行 

2. 體驗課程為慈濟人文茶道課程，令學生身歷其境感受儀式行為如何影

響飲食體驗。 

3. 以生活茶為目標，在國文、自然、美術三種課程建構相關知識。 

4. 以美術課融合前述課程知識，設計謝師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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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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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與跨

領域課

程設計

概念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三點一刻—潮茶道 

教學時數 8 節+午休後休憩時間數次 實施班級  203、204 

實施情形 依教學計畫進行 

設計理念 

「來呷茶啊」，一杯茶水所帶來的或是人情酬對或是休閒小憩，總

能適時拉近人與人的距離與轉化心境。然而現代人往往過於匆促、

忙亂，越來越無法體會生活中找出空檔「閑聽落雨聲，抿茶詩書

裡」的悠然；孩子們對茶水的印象，也常常被便利的手搖杯所占

據。 

於是，我們由上學期曾經辦過的敬師茶會中尋求一個契機，希望在

平時課間，藉由一杯杯茶水，重新幫助孩子省思，如何在零碎時間

中，倒杯茶清口細抿，得到身心靈的放鬆。同時藉由對「茶」有更

多的認識，近而更願意接觸這看似熟齡的生活必需品。 

而飲茶時，週遭環境配飾、茶器擺設等，正是增強這生活美學體驗

不可或缺的一環。 

藝術概念與 

美感元素 

生活美學 

1. 環境布置(動線安排、空間規劃) 

2. 茶席擺設(色彩和諧、擺放搭配均衡) 

3. 活動整體規劃 

教學方法 講述法、分組合作、實作法 

教學資源 活動體驗、影音教學資料、學習單、板書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認知】 
對茶飲文化、茶的種類有所了解 
【技能】 
能基本品茶、並習得一般泡茶技巧 
【情意】 
能將生活美學具體實踐在生活中 

具體目標 能力指標／核心素養 



1. 認知飲食儀式如何影響生活感受 
2. 從糕餅認識在地文化及其美感 
3. 能更生動準確表達飲食體驗 
4. 分組合作辦理活動的能力 
5. 將美感要素融入餐會設計 

【語文領域】 
語 C-3-3-8-4 能修正自己說話的內容，使之更動

聽，更感人。 
語 C-3-4 能自然從容發表、討論和演說。 
語 C-3-4-10-1能和他人一起討論，分享成果。 
【社會領域】 
社 2-2-2-2 認識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

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社 4-3-3-6 描述人類社會中出現過的各種藝術

形式，並舉例說明人類如何藉由各種藝術形式，

進行美感的欣賞、溝通與表達。 
社 5-4-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

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行負責任的評

估與取捨。 
社 5-4-5-4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

生的衝突及解決策略，並能運用理性溝通、相互

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藝術與人文】 
藝 1-4-8-1 覺察人群間的各種情感特質，透過

藝術的手法，選擇核心議題或主題，表現自我的

價值觀。 
藝 1-4-9-5 與同學針對特定主題，規劃群體展

演活動，表達對社會、自然環境與弱勢族群的尊

重、關懷與愛護，澄清價值判斷，並發展思考能

力。 
藝 2-4-8-5 尊重與讚美別人的意見與感受，願

意將自己的創意配合別人的想法作修正與結合。

藝 3-4-8-8 整合各種相關的科技與藝文資訊，

輔助藝術領域的學習與創作。 
【核心素養】 
 J-B1 具備運用各類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

同理心與人溝通互動，並理解數理、美學等基本

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欣賞各

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瞭解美感的特質、認知

與表現方式， 
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2 慈濟人文茶道體驗 體驗何謂茶道生活美學 投影設備、黑板

3、4 如果你來泡茶招待(國文) 透過文本閱讀學習茶飲文化內涵 投影設備、黑板

5、6 茶的故事(理化) 了解茶的理化特性、系統化習茶 投影設備、黑板

7、8 謝師茶會(美術、班級活動)設置茶席款待師長 茶具、茶葉 

9 生活茶(班級活動) 將飲茶休憩融入生活 茶具、茶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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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1、2 
慈濟人文茶道體

驗 
2 小時 慈濟豐原

靜思堂 
儀式性氛圍 協同教學 互動討論 

實作體驗 
 

國

1、2 
如果你來、泡茶

招待 
90 分鐘 簡報說明 文字表述、

歷史文化

媒材賞析 互動討論、

學習單 
 

理

1、2 
茶的故事 90 分鐘 簡報說明 口語表達、

實作體驗

媒材賞析 互動討論、

學習單 
 

班級

3、4 
謝師茶會 90 分鐘 綜合操作 口語表達、

情境布置

創作體驗 實作評量  

班級 生活茶 10 分鐘/ 
數次 

茶具、 
茶席 

視覺、味覺 媒材賞析 互動討論  

        
        

教學省思與建議 

一、 課程研發準備 
1. 跟據上一期操作經驗，認為辦理午餐主題現階段確有其難度，是以本期計畫改以操

作性較簡便之「生活飲茶」融入。 
2. 為能更有效率推展計畫，團隊成員於上學期末即開始共備、建立默契。 
3. 上學期末 203 導師聯合其他班級已試辦學生敬師茶會，讓學生體會茶會活動。 
4. 每一段課程應該分別設計學習單，以了解學生實際學習狀況。 

二、 實際操作 
1. 利用第二、三次段考間時段實施，原計畫認為時間充裕，然因課程無法與現有考試

進度配合，仍需抽離班級活動課程時間，以導師立場而言，執行確有困難。 
2. 移地至慈濟靜思堂辦理學生茶道體驗效果很好，因靜思堂場地、燈光、音效等均較

一般教室感受性更佳。 
3. 茶席擺設原為美學體驗重點，然考量學生實作能力，成效仍與課前預估有所落差。

4. 透過文本閱讀茶話創作、茶知識學習品茶實作、生活飲茶、謝師茶會等知識建

構與實作結合，讓學生更能深刻感受課程內涵。 

教學研發成果 

一、 教學部分 
1. 形成跨領域團隊，團員間彼此有一定默契，有利後續計畫推廣。 
2. 設計本校跨領域教學計畫範例，可使本校教師更了解跨領域美感教育操作。 
3. 各科參與教師跳脫本位框架，以其他科目角度檢視自身教學內函。 

二、 學生部分 
1. 對生活美學有初步認識。 
2. 更願意在生活中稍加改變，以得到更好的生活品質。 



未來推廣計畫 

1. 將課程方案及其他總計畫教案資源在本校分享，有效活化資源。 
2. 輔導室已表示有意願以其生命教育計畫經費延伸本主題，於下學期繼續鼓勵茶生活美學

體驗。 
課程實施紀錄（教學照片 10 張加說明） 

 
 

 
106-1 前導活動--敬師茶會 團隊教師茶園參訪 

靜思堂茶道體驗 茶道體驗 

閱讀茶(國文) 閱讀茶學習單填寫 



生活茶(班級奉茶) 自然茶(理化課) 

席方繪製研習 謝師茶會 

  
 

學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