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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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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立五常國中 

團隊成員 陳瀅如、柯懿芹、蔡孟桓、吳政治、王信慧、陳美蘭   

跨領域學科 生活科技、資訊科技、歷史 藝術學科 視覺、聽覺、表演藝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力 

1. 木作手工具操作能力 

2. 了解簡單電路接通原理 

3. 能使用錄音設備轉為電腦編輯 

4. 製作電腦簡報能力 

跨領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階段一：期望的學習結果 

既有目標 

1. 從認識校園及社區環境，培養主動關懷與尊重生命的態度及觀察

力。 

2. 欣賞與發現生活環境的美感。 

3. 認識印象派，鑑賞名家作品。 

4. 運用手作木藝、印象派寫生技法及資訊科技創作與表現。 

5.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具體產出 

螢火蟲故事短片動畫 

理解事項○U【Understand 大概

念】 

1. 認識先民開築之瑠公圳，榮星

公園的源頭活水 

2. 認識螢火蟲的生態 

3. 認識印象派 

4. 認識常見光源及電子發光元

件 

5. 認識編劇、配樂與音效的運用

6. 認識手作木藝的製作過程 

主要問題○Q【Question】 

1. 榮星公園為什麼可以發現

螢火蟲？ 

2. 印象派的風格特色為何？ 

3. 如何為劇本選擇適當的配

樂和音效？ 

4. 生活中常見的光源有哪

些？ 

5. 電子零件有沒有正負之

分？ 

學生將知道○K【Know】 

理解核心概念的課本素材(重要知

識內容) 

1. 能認識瑠公圳的由來 

2. 適合螢火蟲生活環境的特色 

學生將能夠○S【Skills】 

學生展現的能力(應用以上的層

次) 

1. 手作螢火蟲一隻(木作與電

子零件焊接) 



3. 印象派的源由和風格特色 

4. 電子發光元件與簡單電路 

5. 攝影的光與視角 

6. 適合劇本的配樂與音效 

7. 木作手工具的正確使用方法 

8. 簡報與短片製作的運用模式 

2. 用印象派手法表現出螢火

蟲生活背景寫生作品一件 

3. 編寫螢火蟲為主角的劇本 

4. 依據短劇腳本完成場景攝

影 

5. 為劇本選用與製作適當的

配樂和音效 

6. 運用資訊科技彙整所有素

材製成短片分享。 

階段二：評量證據 

實作任務○T【Tasks】 

④設計多元評量方式及規準檢視

學生是否理解核心概念(ex.紙筆

評量、分組報告、表單實作……)

1. 印象派鑑賞學習單 

2. 螢火蟲生活背景寫生作品 

3. 木作與電子零件焊接 LED 螢

火蟲 

4. 螢火蟲的故事劇本  

5. 錄製台詞、場景攝影、配樂

及影片後製 

6. 發表分享 

其他證據○OE【Other 

Evidence】 

⑥段考紙筆評量共同審題，檢

視是否符合單元的核心概念 

1.螢火蟲 LED 能成功閃亮 

2.能安全的完成焊接實作 

3.小組能否於時限內完成影片 

評量/

作業 

說明 

評量/作業項目 具體產出 說明 

瑠公圳的前世今生 1 份/人  

木作與電子零件焊接 LED

螢火蟲 

1 隻/人 學習護照 P.12 

螢火蟲的故事劇本 1 部/組  

臺詞、配樂與音效錄製學

習單 

1 份/組  

印象派棲地寫生作品 

(螢火蟲生活背景寫生作

品) 

1 件/人 搭配本校學習護照

P.14七年級色彩學運

用 

螢火蟲的故事短片 1 部/組 搭配本校學習護照

P.13 七年級文書處



理能力運用 

階段三：學習計畫 

學習活動○L【Learning actives】 

⑤設計教學活動引導學生去解答 

課程一、螢火蟲生態：認識瑠公圳的前世今生 

課程二、螢光閃閃：木作、電子零件認識與焊接實作 

課程三、短劇裡的聲音：編劇、音效與配樂、台詞錄製 

課程四、劇中的場景：印象派寫生+螢火蟲故事拍攝 

課程五、簡報與短片後製：聲音、場景出場時間的安排與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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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課程一、螢火蟲生態 

教學時數 2 實施班級 701~3 

實施情形 

瑠公圳的前世今生(七年級上學期) 

教學活動：【瑠公圳 v.s.臺北與榮星公園】 

清領前期臺灣(臺北)的土地拓墾與水利設施 

（一）引起動機：從榮星公園聊起螢火蟲所需的「活水」從何

來？ 

（二）發展活動：介紹清朝時期臺灣水利設施的發展 

（三）總結活動：完成學習單、加深愛鄉愛土的情誼 

 

 

▲歷史老師介紹先民開築之瑠公圳 



 



 

▲學習單優良作品 

 

 

  



單元名稱 課程二、螢光閃閃 

教學時數 6 實施班級 701~3 

實施情形 

生活科技(七年級下學期) 

教學活動：第 1、2 節【認識發光元件、設計我的螢火蟲】 

常件發光元件介紹，性價比 v.s.環保 

（一）引起動機：從省電燈泡說起 

（二）發展活動：介紹燈泡、日光燈、LED等常見發光元件 

（三）總結活動：完成學習單、螢火蟲設計 

 

▲常件發光元件學習單 

 



 

▲螢火蟲設計 v.s.簡繪螢火蟲生態 

教學活動：第 3~6 節【製作我的螢火蟲】 

木藝技法(磨銼成型)、電子零件介紹與焊接實作 

（一）引起動機：欣賞學長姐短片作品 

（二）發展活動：製作自己的螢火蟲 

（三）總結活動：完成一隻會發光的木製螢火蟲 

 



 

▲利用各式銼刀與砂紙，將扁平的木片磨銼成有立體感的螢

火蟲身體 

 

 

 

▲焊接實作講解與操作 

 

 

 



單元名稱 課程三、短劇裡的聲音 

教學時數 6 實施班級 701~3 

實施情形 

表演藝術(七年級下學期) 

教學活動：第 1~2 節【故事寫作：劇本產出】 

（一）引起動機：短片欣賞 

（二）發展活動：介紹影片的種類：紀錄片與劇情片 

（三）總結活動：完成小組劇本 

 

▲學生分組劇本 

聽覺藝術(七年級下學期) 

教學活動：第 1~4 節【聆聽‧感受‧表達】 

（一）引起動機：利用同一部影片，靜音觀賞與正常觀賞感受配

樂與音效在影片中的功能 

（二）發展活動：錄製劇本臺詞與製作音效及配樂 



（三）總結活動：完成小組配樂與音效取樣 

 

▲音樂老師帶領校園的各種聲音賞析講解 

 

▲同學利用雲端硬碟儲存配樂所需各種聲音及音樂檔案 

 

 

  



單元名稱 課程四、劇中的場景 

教學時數 8 實施班級 701~3 

實施情形 

視覺藝術(七年級下學期) 

教學活動：第 1~2 節【認識印象派】 

（一）引起動機：相機發明了→畫家失業了。 

（二）發展活動：介紹印象派的由來與畫風 

（三）總結活動：完成梵谷畫作臨摹。 

教學活動：第 3~8 節【印象派寫生+螢火蟲故事拍攝：分鏡產出】

（一）引起動機：播放老師事先拍好榮星公園的各處照片 

（二）發展活動：用印象派手法繪製螢火蟲生態環境(榮星公園) 

（三）總結活動：完成小組所有分鏡畫面電子檔 

 



 

 

▲美術課螢火蟲分鏡畫面產出 

 

 

  



單元名稱 課程五、簡報與短片後製 

教學時數 4 實施班級 701~3 

實施情形 

聲音、場景出場時間的安排與錄製 

資訊科技(七年級下學期) 

教學活動：【簡報共筆+影片 Time code】 

（一）引起動機：讚許同學們已完成所有素材製作，只差彙整成

影片 

（二）發展活動：利用線上簡報共筆可多人同時做同一份檔案的

特性，完成簡報視覺物件安排。將線上簡報下載成pptx格

式進行聲音與Time code處理。 

（三）總結活動：完成小組短片 

 

▲線上簡報共筆，每人各自有負責的頁面(分鏡畫面) 



 

▲螢火蟲的故事配音，完成後檢視 Time code 是否正確 

 

▲影片作品截圖（影片皆已上傳至 youtube https://ppt.cc/fZSJRx） 

 

 

  



設計理念 

一、課程跨領域 

  螢火蟲生態、木作 LED 螢火蟲、短劇裡的聲音、場景、簡報

與短片後製原屬不同領域科目的能力範疇。 

  「螢火蟲生態、木製螢火蟲」與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相關；

「短劇裡的聲音場景製作」則是屬於藝文領域三個科目的課程內

容；而「影片後製與發佈」則需要資訊運用能力，從無到有完成

短片所需要的能力是跨域的。因此我們想：讓學生分組完成一支

以螢火蟲為主角的短片動畫。 

二、課程在地化 

  五常國中親師生自 2015 年積極參與榮星公園螢火蟲復育工

作，為的就是那份在地的鄉土情感，漸漸的師生對榮星的螢火蟲

也有了期待，我們秉持著「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

驗為重心」的想法，構思一個延續復育工作，以「保育螢火蟲」

為主軸的統整課程─『創藝‧榮星‧螢火蟲』，恰與教育部政策

白皮書揭示—「深度認識台灣、走讀臺灣鄉鎮，發展學校特色」

的教學目標不謀而合。我們相信，本課程設計能增進學生的鄉土

意識、涵養學生的生態素養，並在生活中落實生態保育的行動。 

三、課程專題化 

  十二年國教彈性課程鼓勵學校規劃跨領域統整性主題、專

題、議題探究課程。專題導向學習以解決專題製作過程中遇到的

問題作為學習的主軸，讓學生能進行跨學科領域的「做中學」，

透過主動參與、親自查找資訊或自學技能，並且應用上述資訊或

技能完成專題，進而對知識內容產生較長遠的記憶，也能將所學

技能化為帶得走的能力。 

藝術概念與 

美感元素 
「創藝‧榮星‧螢火蟲」課程設計在音樂課藉由聆賞自然的聲音，



設計影片配樂，培養學生對於音象符號象徵意義與意境之理解。在

表演藝術課藉由短劇劇本的撰寫，學生能集體發想團體創作，亦落

實了藝術專題的規劃與實踐。在生活科技課程「木製螢火蟲」的部

份強調美感元素為設計性思考習慣的培養，除了成功亮起來之外，

也要能在外型上保有個人的獨特性，做一隻有自己風格的螢火蟲。

而在最後負責統整個資訊課裡，學生需充分運用資訊科技能力，在

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小組短劇，這個部分的美感元素為新媒體藝術。 

教學方法 口述、實作 

教學資源 

PPT 簡報、短片動畫相關影片(有聲與無聲)、錄音設備、電烙鐵、LED、傾

斜開關、2032 電池座、熱熔膠、砂磨用具（銼刀、砂紙）、學習紀錄單、

鋼琴、畫具、榮星公園各處近景照片、尺、鉛筆、數位相機、分組電腦、

耳機、投影機、電腦教室、學生 G-Suit 帳號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認知─ 

1. 能認識瑠公圳的由來 

2. 適合螢火蟲生活環境的特色

3. 印象派的源由和風格特色 

4. 能認識電子發光元件與簡單

電路 

5. 能理解攝影需要的光與視角

6. 適合劇本的配樂與音效 

7. 木作手工具的正確使用方法

8. 簡報與短片製作的運用模式

情意─ 

1. 能主動嘗試問題解決 

2. 能歸納分析觀察到的現象 

3. 能與小組成員合作完成作品

4. 能欣賞別組同學的作品 

技能─ 

1. 能正確且安全地完成焊接 

2. 能用印象派手法表現出螢火

核心

素養

三面  自主行動、溝通互

動、社會參與 

九項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行與自我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蟲生活背景 

3. 能編寫以螢火蟲為主角的劇

本 

4. 能依據短劇腳本完成場景攝

影 

5. 能為劇本選用與製作適當的

配樂和音效 

6. 能運用資訊科技彙整所有素

材製成短片分享。 

學習 

內容 

課程一、螢火蟲生態 

課程二、螢光閃閃 

課程三、短劇裡的聲音 

課程四、劇中的場景 

課程五、簡報與短片後製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 從認識校園及社區環境，培養主動關懷與尊重生命的態度及觀察

力。 

2. 欣賞與發現生活環境的美感。 

3. 認識印象派，鑑賞名家作品。 

4. 運用手作木藝、印象派寫生技法及資訊科技創作與表現。 

5.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課程架構 

七年級下學期 【歷史】 螢火蟲生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2 瑠公圳的前世今生 清領前期臺灣(臺北)的土地拓墾與水利設施 PPT 簡報、學習

紀錄單 

七年級下學期 【生活科技】 螢光閃閃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2 認識發光元件、設

計我的螢火蟲 
常件發光元件介紹，性價比 v.s.環保 

螢火蟲「長像」觀摩 

電烙鐵、LED、

傾斜開關、2032

電池座、熱熔

膠、砂磨用具
3-6 製作我的螢火蟲 木藝技法(磨銼成型)、電子零件介紹與焊接 



（銼刀、砂

紙）、學習紀錄

單 

  七年級下學期 【表演藝術】 短劇裡的聲音 

1-2 故事寫作：劇本產出 介紹影片的種類(紀錄片、劇情片) 

創作小組劇本 
電腦、投影機 

  七年級下學期 【聽覺藝術】 短劇裡的聲音 

1-4 聆聽‧感受‧表達 讓學生體會聲音在生活中、影片裡所扮演

的角色與其影響力 

製作小組影片音效與配樂 

錄音設備 

  七年級下學期 【視覺藝術】 劇中的場景 

1-2 認識印象派 介紹印象派的由來與畫風 

教導學生臨摹梵谷畫作 
投影機、榮星照

片、畫具、數位

相機 

3-8 印象派寫生+螢火蟲故事

拍攝：分鏡產出 

以榮星公園各處近景照為素材讓學生自行

創作場景背景，並能完成分鏡畫面電子檔

(拍照) 

  七年級下學期 【資訊科技】 簡報與短片後製 

1-4 簡報共筆+影片 Time 

code 

教導學生利用簡報共筆進行分鏡圖檔與台

詞彙整，再力永 powerpoint 軟體進行聲

音素材彙整，設定各素材出場時間，完成

影片。 

耳機、電腦教

室、學生 G-Suit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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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表演藝術 

劇本 

七年級

下學期

第 1 周

開始 

總時數

90 分鐘

紀錄片與劇

情片片段

集體發想與

團體創作 

合作學習式

教學 

小組劇本產

出 
 

1-6 生活科技 

製作螢火蟲 

七年級

下學期

第 1周

開始 

總時數

螢火蟲照片 設計性思考

習慣培養 

專題與問題

導向教學 

合作學習式

教學 

實作評量 

(依據螢火

蟲的完成度

與完整度及

造型設計) 

 



270 分鐘

3-6 聽覺藝術 

短劇裡的聲音 

七年級

下學期 

第 3周

開始 

總時數 

180 分鐘

影片片段 符號象徵意

義與意境 

探究實作 

合作學習 

實作評量 

完成小組配

樂與音效錄

製 

 

1-8 視覺藝術 

劇中的場景 

七年級

下學期

第 1周

開始 

總時數

360 分鐘

印象派畫作

 

榮星公園各

處近景照

符號象徵意

義與意境 

創造思考教

學 

實作評量 

完成個人榮

星場景印象

畫 

 

1-4 資訊科技 

簡報與短片後

製 

七年級

下學期 

弟 16 周

開始 

總時數

90 分鐘

 互聯網與新

媒體藝術 

專題與問題

導向教學 

合作學習 

實作評量 

完成小組短

片動畫 

 

教學省思與建議 

   在地化的教學素材確實較容易打入學生的心。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計是必經之途，跨

領域合作設計課程，涵蓋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等領域，期能從七年級即培養

學生從觀察、實作、進而運用多元媒材溝通與表達的基礎能力，這年來特別感謝各專案經費

的支持，讓學校這個特色課程能在短時間產出具體的成果，且走出校園跟更多人分享。

未來也將持續結合專案修訂調整，。此外，教學團隊為迎接新課綱的調整，也將繼續發展跨

領域統整課程，期能讓藝術的亮點，就像榮星園夏夜裡的螢光，繼續在我們生活中發光發熱。

教學研發成果 

  未來的社會是孩子們的。跨領域的課程設計帶給學生跨界的思維與整合的能力，除此

之外，努力製作的專題作品完工後，跨到不同科目不同領域有不同的應用，以同一個專題

目標在各個學科中持續產出，也讓學生對學習活動的印象延長，自然而然能有助於將學習

內容存入長期記憶，形成帶得走的能力。 



 
未來推廣計畫 

1.辦理本課程相關研習，讓有興趣的友校老師可了解本課程方案實施方式與內容。

2.擴大共同備課範疇，可跨校實施。 

課程實施紀錄（教學照片 10 張加說明） 



參考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