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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力中／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美術老師

壹、前言

視覺藝術在過去有一大部分被用來紀錄人類的生

活，其中包含大量人與自然互動、觀察、和感受，在與

自然對峙的同時，觀察紀錄下自然的樣貌。而工藝品、

雕刻、文學、音樂中常見動植物的形象與符號，人類

文化可以說是與自然習習相關。臺灣一般日常生活環境

中，學校是比較接近大自然的，因為學校大多種植相當

面積的林木，自然而然吸引生物棲息，在都市是難得的

生態綠洲與生物庇護所。

現今大多數學生，因為家庭、生活背景或其他因

素，生活與自然脫節，對校園中的動植物習以為常，「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本教學活動企圖透過遮眼剝奪學

生的視覺，讓學生重新利用其他感官探索校園，以及利

用重新開啟的視覺感官，去觀察並描繪樹葉。再透由科

學繪圖（博物學繪圖）地景藝術、其他植物藝術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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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欣賞自然之美。

跨領域和生物科合作之部分為生態模型製作，請學

生分組製作生態系模型製作，並分組報告其生態特徵，

深化生物課知識與所學。這些活動的成果是難以被衡量

的，學習單僅止於輔助學習活動，不另外進行評量。生

態模型製作成果，透過小組自評與同儕互評的方式給予

成績考核。另外生物教師請學生分組介紹其生態模型的

生態體系，並指出臺灣或世界上某個生態正面臨的威脅

與危機。由於生物老師表示生態課程往往僅只閱讀課本

內容、配合相關影片欣賞，學生缺乏主動學習的動機，

因此想要透過模型製作和分組上臺報告，強化學生的知

能，並與生活當下正在發生的議題結合。

貳、課程設計理念

生物課程中的生態篇章，過去大多是利用相關影片

配合課本進行教學，學生不易產生共鳴，這次在上課之

餘，將請學生進行小組的資料蒐集，探討臺灣各生態系

面臨哪些破壞。美術課的角色是利用生態繪圖的活動，

引導學生仔細觀察樹葉或植物，提升觀察能力和視覺敏

感度，進而培養繪圖能力。希望學生利用各種媒材製作

生態系模型，培養合作精神和展示設計之能力（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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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實施歷程

一、工作坊

（一）藝術與自然生態統整教學

工作坊採取「教師研習」及「學生研習」兩部分進

行，褚天安老師與秀峰高中三位同學一同前來，與北門

高中師生進行交流觀摩，學生在現場示範不同的方式繪

製科學繪圖。褚老師將秀峰高中特有之「喜鵲季」融入

圖 1　跨領域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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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術課程之中，增進學生們對於校園文化認同，發展

出學校特色課程及跨領域協同教學。校園圍牆「喜鵲巷」

及當地汐止車站學生科學繪圖展演都是豐碩的果實。

科學插畫（scientific illustration），簡單的來說即

是：科學的輔助圖像、說明。藝術家透過視覺溝通，闡

明一項科學主題，讓人充分瞭解，也讓科學變得不生硬，

而是生動、活潑。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小時候課本中的圖

解、或是恐龍、銀河的插圖。讓學生透過多觀察、多比

較，甚至動手描繪，就可以快速累積對植物或其他生物

的瞭解與認識（參考圖 2-3）。

圖 2　藝術與自然生
態統整教學（一）

圖 3　藝術與自然生態統整教學（二）

（二）欣賞自然享受科學

依不同的主題內容分為三部分：1. 蝴蝶之美；2. 科

展學生創意呈現；3. 講者國外經驗分享（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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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講解蝴蝶生活史，介紹蝴蝶及科學（生物）繪圖─生

物與美術結合，全世界一致的生物繪圖（點圖）方式，

方能表現出細部與明暗。兩種類的蛹：帶蛹／縊蛹及

吊蛹／懸蛹，透過點圖方式清楚呈現。

2. 介紹學生科展作品「大鳳蝶魔幻衣櫥裡的秘密─鳳蝶

母蝶的型態研究」，不知羽化出的蝴蝶是有尾型或無

尾型，是學生可喜的創意發想。他們的好奇心參觀蝴

蝶園所得到的啟發，與課程內容 (1) 基礎生物第三章

第四節（生物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生物型態會隨環境

改變；(2) 生命科學第七章（基因與遺傳）遺傳也會

造成形態的不同，兩者合成研究動機。研究動機對學

圖 4　講者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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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很重要，另需配合課本知識及觀察，沒有動機一切

難成。

3. 佳昌老師帶著學生去日本發表科展作品國際交流

拓展學生視野。他說明國教科展作品分享的好

處：What is so good in international science project

（more challenging, more work, more communication, 

more understanding, more motivated, more fun, more 

memories, more experiences）?日本國力強而英語語

言能力不佳，但臺灣學生要設法去克服語言障礙與其

溝通與之學習。

三、學習目標

分為筆者自列的具體目標，和參考美術科高中課綱

所列出的能力指標與核心素養。

具體目標： （一）透過觸摸活動認識校園植物。（二）

學習利用觀察能力精細描繪葉片。（三）能

書寫該植物的特色。（四）能推測、思考、

討論相關生態議題與困境。（五）設計並完

成各小組的生態模型。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一）獨自或與他人合作，從自我、社區、

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探討與討論創作的

主題和內涵。（二）運用各種媒材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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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現方法。進行創作。（三）培養多面

相理解美術與其他領域間的關係。（四）綜

合美術於其他學科發展背景進行專題創作。

四、課程發展（參考圖 5）

圖 5　跨領域課程實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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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成果（參考圖 6-8）

圖 6　「我的樹」（摸樹）學習單

（學習單由北門高中資深生物教師─杜東憲老師指導、討論
完成）

圖 7　「我的樹、我的葉」葉子繪圖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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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成果（參考圖 9-19）

圖 9　我的樹：摸樹體驗（一） 圖 10　我的樹：摸樹體驗（二）

圖 11　學習單書寫範例 圖 12　我的樹、我的葉學習
單書寫

圖 8　互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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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湖泊生態系（一） 圖 14　湖泊生態系（二）

圖 15　高山寒原生態系 圖 16　季風林生態系

圖 17　針闊混合林生態系 圖 18　報告實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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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報告實況（二）

伍、�教學省思與推廣建議─藝樹北中‧
生態臺灣

由於配合生物課程，整體課程安排太接近期末，顧

及學生製作生態模型花費的時間，我縮減美術在課程中

的比重，將原本科學繪圖和護樹、生態等相關藝術濃縮

為一堂課進行。這樣的課程安排，造成生態模型和科學

繪圖產生斷層，無法緊密銜接。建議可以安排至少五堂

課，包含摸樹體驗與畫樹葉，或者延伸成為半學期的系

列活動。

筆者建議並非每一項目都需要進行評量，因此「我

的樹」和「畫樹葉」學習單僅希望學生能夠體驗、開發

以往忽略的感官。每個學生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和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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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行為都不同，有些學生畫得精細又好，回答問題

差、有些則相反，僅能觀察學生的投入程度。

由於北門高中擁有豐富的樹木資源，本課程計畫部

分活動將繼續實施，深化學生對於自然保育與護樹的觀

念。建議各校可以搭配其他活動，在下學期另外實施一

次摸樹體驗，結合畫水墨樹，學生也能增進觀察周遭自

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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