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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所 屬 區 域 ／ 學 校 全 稱 

學校名稱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團隊成員 朱玉芳(國文)、王鶴琴(音樂) 

跨領域 

學科 
國文 藝術學科 音樂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一、教學對象：音樂班一年級學生 

二、先備能力： 

（一）國文：高一上時，國文課已經上過新詩的創作(鄭愁予、紀弦等)；

資訊課已經上過電腦圖文排版的課程。 

   （二）音樂：已具基礎之樂理及音樂創作的技巧與表現。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實施模式】 

一、配合學校友善校園的活動，由國文老師帶領同學進行新詩創作及寫景取

鏡的課程，透過實地到校園各角落尋訪，找出屬於校園之美及生命力的

景物，以手機或相機拍攝出一張張滿意的校園照片，再從中找尋自己特

別有感覺的一張照片，並寫下自己的心境與情感。撰寫詩作的過程，必

須與同學及老師共同討論，且不斷反覆誦讀，成就出一首首情景交融的

作品。 

二、接著利用資訊課學習過的圖文排版技巧，以資訊媒體的方式去呈現詩

作，期間必須注意文字的大小與顏色、照片的切割、圖文位置的調整等。

三、最後，完成的圖文詩作交由音樂老師一起分享討論，試著找出自己內心

最真實的感受去詮釋這個詩作，並且嘗試用不同的方式去誦讀與搭配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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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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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與跨領域

課程設計

概念 

 

教學計畫 

單 元

名稱 
「詩」書禮「樂」 

教 學

時數 
六週，每周 1 小時 實施班級 101 班(高一音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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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情形 

 本活動實際教學自 106.05 至 106.06 共一個多月，從探討新詩創作的風格到

譜曲的實作與發表。 

設 計

理念 

 從課程中使學生學會涵養體察和鑑賞美感、文化及藝術之美，並且有效運

用各種藝術媒介和工具，表達對羅高校園之美的思想、情感與觀念，並能與他

人溝通和分享經驗或見解。 

藝 術

概 念

與 美

感 元

素 

 國文與藝術的結合，透過不同媒介，讓學生明白校園之美的表現手法是多

元的，有圖、有文、有音符、有情感……。此外，也能透過實作真切了解一首

歌曲的完成需要美學的營造，讓”校園美景”也能成”樂”然紙上。 

教 學

方法 
講述法、實作法、資訊媒體應用教學法、大師講座研習法、成果發表法 

教 學

資源 
電腦、投影機、PPT、新詩創作及樂曲創作相關書籍、錄影機、手機、相機 

教學目標 

單

元

目

標 

 依據普通高中必修科目「國文」與「藝術與生活」課程綱要內容進行設計：

一、 統整文學與藝術兩大學科的知識內容，使學生奠定分化專精和適性發展的基

礎。 

二、 本級課程以性向試探為主，使學生在課程中能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三、 重視學生的異質性，課程著重在使每一名學生都能學習成功，開啟藝術與文

學的潛能，使藝術融入生活、文學中於無形。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課程設計的具體目標以「生活美感

之體驗與創作」為中心理念規劃課程方

案，希望學生能在每一個美感課程上發

揮思考、應用與設計的能力，將藝術中

的視覺、聽覺與文學中的寫作，口語表

達裡的分享技巧等，三者合一，形成一

個完整又豐富的跨領域美感課程。 

一、國語文能力 

（一）應用技巧表情達意，交換意見。 

（二）針對不同場合適當的說明意見，分享經

驗。 

（三）廣泛利用文化知識，輔助閱讀。 

（四）鑑賞與評論作品。 

（五）善用技巧遣詞造句。 

（六）善用寫作技巧，流暢的表情達意。 

二、藝術能力 

（一）鑑賞與評論作品，能認識及應用不同藝

術素材或媒體，透過多樣的創作活動啟發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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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 

（二）能欣賞國內外具代表性的音樂作品， 拓

展藝術視野，提升個人藝術品味。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 

工具 

第一週 課程說明 介紹課程內容、校園巡禮拍照 PTT、手機、相

機 

第二週 新詩創作 選擇照片進行新詩撰寫 電腦、手機、

相機 

第三週 新詩圖文排版 進行校園之美排版設計 電腦 

第四週 譜曲創作 配合詩文表現形式進行譜曲創作 電腦、樂器

第五週 譜曲修改 大師講座研習會後進行修改及練習 電腦、樂器

第六週 成果會及省思分享 成果發表會及省思回饋 
PPT、錄影機、

相機、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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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課程內容、校

園巡禮拍照 
05/11 上午第 2 節

PTT、手機、

相機 
取鏡藝術 視覺藝術 視覺  

1 
選 擇 照 片 進 行 新

詩撰寫 
05/18 上午第 2 節

電腦、手機、

相機 

情景交融的

風格創作
視覺文學 

文字

創作
 

1 進 行 校 園 之 美 排

版設計 
05/21 上午第 4 節 電腦 

資訊排版技

巧 
資訊設計 設計  

1 配 合 詩 文 表 現 形

式進行譜曲創作 
06/08 上午第 4 節 電腦、樂器 譜曲、演奏 音樂素養 

音樂

創作
 

1 
大 師 講 座 研 習 會

後 進 行 修 改 及 練

習 

06/13 上午第 4 節 電腦、樂器 譜曲、演奏 音樂素養 
音樂

創作
 

1 成 果 發 表 會 及 省

思回饋 
06/20 下午第 7 節

PPT、錄影

機、相機、樂

器 

音樂及圖文

設計分享

口語藝

術、音樂

演奏 

總結

性評

量

 

教學省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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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發成果 (圖文創作、音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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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廣計畫 

1. 延伸更多的美感媒介投入課程，如：表演藝術 

2. 加深加廣加長課程實施的時間與內容 

3. 製作課程講義，讓每位老師皆能參考且實施 

4. 辦理大型成果發表會或是教師經驗分享課程 

5. 邀請地區性高中前來觀摩並交流 

課程實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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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新詩創作及樂曲創作相關網站及書籍、作曲藝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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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課程自我檢核表 

學校：___國立羅東高級中學____跨領域學科：____國文___藝術領域：______音樂_____ 

單元名稱：__詩書禮樂___教學時間：_106-2 學期_ 教學地點：__圖書館、教室、音樂教室__ 

檢核

層面 
檢核重點 

觀察評估 

建議與回

饋（以文字

描述） 

備註
非
常
適
當 

適
當 

尚
待
加
強 

未
呈
現 

課程 

1. 展現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建構概念  V   
美 感 課 程 跳

脫 紙 本 操

作，融入實作

課程，更增多

元及豐富。 

 

2. 應用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教學策略 V    

3.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策略之使用時機  V   

4. 應用藝術媒介與藝術資源  V   

5. 連結藝術概念、美感元素與學科知識  V   

6. 呈現課前教師共同備課與課程研發  V   

教學 

1. 呈現與藝術概念、美感元素融合之教材內容 V    
教 學 時 以 學

生為出發，重

視 文 學 與 藝

術 的 融 合 與

展現，符應當

今 的 課 綱 素

養。 

 

2. 應用跨領域美感課程之教學策略引導教學
活動 

V    

3. 設計符應學科特質之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
活動 

 V   

4. 規劃啟發學生思辨藝術概念與美感經驗之
教學活動 

V    

5. 規劃激發跨領域美感經驗之延伸學習活動  V   

6. 教師於課中協同規劃教學活動之具體作為  V   

評量 

1. 應用融入藝術概念、美感元素之形成性評量  V   

多 元 評 量 與

實作成果，使

學 習 成 效 更

豐碩。 

 

2. 應用融入藝術概念、美感元素進行總結性評量 V    

3. 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多元化評量策略 V    

4. 應用學生美感實作進行記錄與評量  V   

5. 採用符應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目標之評
量方式 

 V   

6. 教師於課後共同評估檢討課程  V   

推廣

價值 

1. 有助於跨領域學科學習效能之提升 V    美 感 與 文 學

的 價 值 不 再

侷 限 於 課 本

時，人人亦可

輕 鬆 跨 領 域

教學 

 

2. 有助於學生美感素養之提升 V    

3. 有助於跨領域學科教師美感素養之提升 V    

4. 有助於跨領域學科其餘學習單元之轉化應用 V    

5. 有助於未來延伸推廣之發展性  V   

綜合 

建議 

 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投入研發跨領域美感的課程，此外為了豐富學生的美感經

驗，又礙於學習時間的有限，若能結合更多的學科一起投入跨領域的美感教育課程，

真正落實美感生活與美感營造的校園氛圍與學習內容，將使這份教案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