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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學校所屬縣市 宜蘭縣 

學校名稱 蘇澳國民小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一人 

非藝術類教師：六人 

其他： 

總人數：七人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五年級   班級數：三   人數：78  

總人數：411人 

普通班 

□ 藝才班（請說明）： 

□ 資優班（請說明）： 

□ 資源班（請說明）： 

學生先備能力 
1學生低中年級累積陶藝課程基礎。 

2.學生對於閱讀理解及文學創作。 

教學方案名稱  泉鯖躍世界-鯖之美 

跨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美術 □音樂 表演藝術 

 非藝術領域：社會、國語、自然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 九 堂 

總時數：十六小時 

設計理念 

    蘇澳是鯖魚的故鄉，漁業文化在蘇澳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而蘇小長期

發展美感教育，尤其陶藝教學，但多仰賴藝文課程及師資為主軸，此次將美感

教育跨領域融入校訂課程，並配合社會、自然及語文領域進行教學活動，相關

議題橫跨海洋、文學與環境教育，期待美感教育在蘇澳國小不再是單一領域課

程，而是跨領域的美感主題式課程，更是迎接新課綱 12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 

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圖 

 

 

 

 

 

 



2 
 

教師共備方式：跨領域美感教學團隊包含行政單位、課程研發小組、班級導師及藝術專業教師，團隊

除了定期聚會討論外，還會針對協同部分個別共備觀議課，若遇到戶外課程時也會實際到教學場域勘

查，即便許多課程為第一次教學嘗試，但教學團隊皆相當用心準備，也寄望此跨域美感課程能深根成

為本校校訂課程，讓孩子具備國際與在地化的視野。 

教師共教方式： 1-2 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 

兩位以上請說明：一線成網透過長駐討海人文化館的蘭博志工老師協同教學，海洋詩歌則有全學年欣

賞日本舞踏表演，陶魚之美部份則協同學校陶藝教師協助共同教學創作。 

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藝-E-C3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

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學習表現： 

藝 1-III-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社 2a-III-2 

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題的關懷。 

 

學習內容： 

藝視 E-III-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社 Ab-III-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

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目標（學習表現）：學生實際走察南方澳，了解在地產業與人文，透過美感創作

表現出對於家鄉特色的情懷。 

學習內容：學生觀察漁業和魚市場內的運作，了解漁港的人文風情，並運用陶藝、編

織與漂流木創作，結合學校空間美學將作品永存於校園中。 

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依實際課程內容增加列數） 

單元名稱 節次 

文字描述 填選項* 

教學活動 教學策略 教材內容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美

感

元

素 

與

形

式 

跨

領

域

美

感

素

養 

一線成網 二 

一、 導入活動 

1.介紹魚網基本構造、結繩工

具與用法 

2.練習一條線基本結繩法 

二、 開展活動 

讓孩子小組練習漁網結繩，透

過不斷重複編織逐層累積漁

網面積。 

三、 綜合活動 

協同教學 

合作學習

式教學 

邀請蘭博

志工老師

進行協同

教學 

 

1.討海人

文化館 

2.結合校

訂課程進

行實作探

究 

實 作 評

量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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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漁網完成品，衍伸運用在

生活中的各種用途，如購物

袋、籃網…等。 

海洋詩歌 二 

1.導入活動 

欣賞日本舞踏表演-白鯨之

舞，太田直史舞踏家全程只

有音樂無旁白的表演，引導

學生進入深層的海洋世界。 

2.開展活動 

  欣賞戲劇表演後，孩子將內

心的感觸透過文字及畫作，表

達出對海洋環境的理解與期

望。 

3.綜合活動 

  進行海洋詩歌作品分享及

編輯，透過公益市集活動，向

家人及民眾傳達愛護海洋環

境的理念。 

問題導向

教學 

透過欣賞

演出，反

思並創造

對海洋環

境情感之

文字 

邀請國際

日本舞踏

家 展 演 -

白 鯨 之

舞，呈現

海洋生物

受破壞之

影響。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評量 

2 

3 

1 

7 

漂流之木 二 

一、 導入活動 

1.介紹藝術家以漂流木媒材的

創作作品。 

2.回顧電影-心中的小星星中

小男主角利用廢棄物創作的影

片。 

二、開展活動   

  學生以繪畫、組裝等方式以

漂流木、廢棄物創作魚的造

型。 

三、綜合活動 

以漂流木魚為主角，錄製海洋

宣言。 

共同創作、 

創作引導

教學 

ppt、 

電影片段 

色彩學及

幾何構圖 

實作評量 

影像記錄 

１ 

４ 

１ 

２ 

３ 

陶魚之美 三 

一、 導入活動 

透過觀察鯖魚的形體和

色調，畫出屬於自己心中

可愛造型的魚體設計。 

二、 開展活動 

透過陶藝老師協同教

合作學習

式教學 

創意思考

教學 

將觀察魚

體結合陶

藝美感創

作 

配合新校

門改建工

程，今學

生美感創

作品安裝

在電動門

實作評量 

 

1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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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利用過去所學過的陶

版製作，變化出一個空心

的球狀魚體，透過小組創

作黏貼、刻線等不同創作

法，最後加上釉彩，最後

創作出一隻隻獨一無二

的蘇澳鯖陶魚。 

三、 綜合活動 

結合新建校門口落成，將

班級創作之陶魚鑲在電

動校門上面，成為校門口

最亮眼的裝置藝術品，每

天看著校門開關、魚兒優

游景象，孩子相當開心參

與校園公共藝術創作。 

上 

本期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運用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國際視野：增加國家文化認同與國際競合力。 

教學省思與建議： 

鐘文立老師(漂流之木)：學生剛拿到自己所撿拾的漂流木，都躍躍欲試。在之前學生已有線條、色彩

的練習，對廢棄物的創作都有自己的想法，而有美學基礎的或創意的學生，在創作過程中能充份的發

揮。對於新工具的使用學生比較不熟悉，發了較多的時間，可以多一些木工工具的使用。整體而言，

學生在創作的過程中是愉悅及享受的，也對於新工具及新媒材的使用有興趣。 

 

李坪鍵老師(一線成網)：學生對於編織漁網具有濃厚的興趣，但對於不熟悉結繩的孩子確是一大挑戰，

所幸配合蘭博志工老師耐心教學，也有不少組學生能挑戰成功；雖然現代漁網多用機械取代，但孩子

在漁港參觀時也常見外籍漁工在修補魚網，而他們更訝異於網編織能變化成籃球網、購物袋等生活實

用品，未來若能配合編織圖解說明，相信對於孩子學習一定能有更大突破，漁網製成率也相對提高。 

 

劉惠卿老師(海洋詩歌)：原以為無旁白的舞踏表演應該會很沉悶，但日本舞踏家表演相當投入，結合

背景音樂營造海洋情境現場，配合校內翻譯老師介紹解說，孩子更能體會白鯨面對海洋污然的困境；

會後我們也引導孩子以白鯨為主角，進行詩歌文學創作，每個孩子都能將自己的情感透過文字、圖畫

描述成一首首童詩。 

 

劉銘軒老師(陶魚之美)：第一次帶領孩子進行陶魚創作，陶土是個可塑性高的素材，透過與台緯老師

協同教學，每一個孩子都化身藝術家，利用各種過去所學技巧與工具，將平凡無奇的陶球，變化出相

當具特色的陶魚，而這次作品將永久保留在校門口的裝置藝術上，對孩子而言將會是一輩子難忘的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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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 

蔡昕恬：學生剛拿到自己所撿拾的漂流木，都躍躍欲試。在之前學生已有線條、色彩的練習，對廢棄

物的創作都有自己的想法，而有美學基礎的或創意的學生，在創作過程中能充份的發揮。對於新工具

的使用學生比較不熟悉，發了較多的時間，可以多一些木工工具的使用。整體而言，學生在創作的過

程中是愉悅及享受的，也對於新工具及新媒材的使用有興趣。 

未來推廣計畫：將此方案納為校訂課程中，讓每一屆的孩子都可以運用這樣的課程模組；若有校際交

流的機會，也可以帶領學生實地進行教學體驗。 

教學研發成果：相關成都放在學校網站，供家長與未來實施的老師參考。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海廢之惡 

 
拜訪魚鄉~到漁市場觀察各種魚的形態之美 

 
捕魚之法 

 
一線成網-運用各種生活工具進行編織漁網 

 
一線成網 

 
漂流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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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之木 2 

 
陶魚之美 

 
陶魚之美 2 

 
陶魚之美 3 

 
海洋詩歌-日本舞踏藝術家演出 

 
海洋詩歌-海洋詩集封面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