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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第       學期 

學校所屬縣市 台南市 

學校名稱 國立北門高中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張力中老師 

非藝術類教師：國文科馮華君老師 

其他：外部戲劇教師：曾靖雯老師 

總人數：3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   三   班級數   1     人數   36     
 
總人數：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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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國高中的學科訓練中，對於中國古典文學具有一定的認識，閱讀過相關的文本

（留侯論）或民間故事（八仙過海、孔明娶妻、白蛇傳等）。高二於美術課學過基礎

的排版設計與文字學。大部分學生在國中階段皆有表演藝術學習經驗。 

 

教學方案名稱 走讀戲金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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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藝術科目：    國文科           

（若為多領域、多科目請詳實填寫）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  26  堂（每週 2 堂，含畫報繪製時間） 
總時數：＿26＿＿小時 

設計理念 

金唐殿是距離學校最近的古蹟之一，其歷史可追溯至 17 世紀，堪足以見證本地區

的發展歷史，也是本地區的一大信仰中心，其中留存大量的汕頭匠師何金龍的剪黏作

品，細緻華麗，堪稱全台少見，其題材與其他廟宇相類，都是傳統戲曲的主題；匠師

把戲劇扮相的人物塑像，安排布局在一個個「壁堵」中，成為「凝結」狀態的戲劇，

過去在「劇照」尚未普及的年代，這不啻是一種雕塑家對於故事、戲劇的呈現與想法。 

本校為社區型高中，許多在地學生都有進出過金唐殿，但甚少人對此廟的歷史有深

入的理解，更遑論仔細觀看壁堵上的精細剪黏。多數時候我們容易對生活中的事物習

以為常，進而不見不聞。所以本計畫希望透過三位教師，帶領學生仔細觀看廟宇，除

了學習廟宇相關的傳統文化與文本，再透過戲劇工作者的引導，將壁堵中的戲劇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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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演出。 

美術教師先帶領學生參觀廟宇，從大處著眼建築的整體，請學生找出廟宇的各種「身

份證明」來推斷廟宇年代，再由細處著眼，觀賞壁堵上的剪黏，透過手繪剪黏作品，

更能深刻認識此項工藝之美。對若干壁堵的戲曲故事，國文教師用相關的古文加以說

明，同時深化學生的古文閱讀能力。最後學生對戲劇文本已有相當的理解，透過戲劇

教師的引導，重新討論傳統戲曲中的人情與戲劇張力，透過「定格模仿」壁堵剪黏，

再重新演繹出新的故事和思考。 

 

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圖（可使用心智圖、各式系統圖說明課程，內容可涵蓋活化學科教學、融會藝術

知能、培育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落實全民美育等規劃） 
 
 
 
 
 
 
 
 
 
 
 
教師共備方式： 
國文與美術教師在暑假先行討論課程，邀請戲劇教師暑期共備一次，並進行金唐殿的現場考察，與戲

劇教師共同討論合作的方式與節數。開學後，礙於戲劇教師在外接案工作繁忙，只能藉由成立通訊軟

體 Line 群組和雲端硬碟更新教學進度。開學後美術與國文教師利用課後時間進行 3、4 次討論課程進

度安排、成果作品操作與課程走向。 

教師共教方式： 2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兩位以上請說明： 
由於要帶學生外出校園參訪金唐殿，實地觀察廟宇的剪黏作品，所以國文與美術教師共同帶學生出門

（一領隊一押隊），國文教師在參訪後接續說明剪黏的故事內涵，美術教師講解版面編排與設計。後

半部國文老師審核完文字稿，學生繪製畫報則由美術老師來授課。 
另外戲劇教師是校外師資，對場地較為不熟稔，且同學較陌生，則由美術教師協同。 

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U-B1活用藝術符號表達情意觀點和風格，並藉以作為溝通之道。 

藝-U-B3善用多元感官，體驗與鑑賞藝術文化與生活 

藝-U-C2透過藝術實踐，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增進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國 S-U-B3 理解文本內涵，認識文學表現技法，進行實際創作，運用文學歷史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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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欣賞藝術文化之美，並能與他人分享自身的美感體驗。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相處之道，認知社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

積極參與、學習協調合作的能力，發揮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 

 
學習表現： 

美 1-V-5能整合藝術知能與重要議題，進

行跨領域藝術創作。 

藝生 1-V-2能理解各類藝術型態之創作原 

則、組合要素及表現方法。 

藝生 2-V-2 能了解藝術與社會、歷史及文

化的關係。 

藝生 3-V-1 能認識文化資產，豐富藝術生

活。 

國 2-Ⅴ-5 運用各類表演藝術的形式，進

行文本的再詮釋。 

國 5-Ⅴ-4 廣泛運用工具書及資訊網絡蒐

集、分析資料，提高綜合學習和應用能力。 

 國 6-Ⅴ-1 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

求撰寫各類文本。 

 

學習內容： 

美 E-V-5跨學科專題創作 

美 A-V-3文化資產、臺灣美術 

藝生 E-V-5 身體、聲音、戲劇、舞蹈之即興

與創作* 

藝 A-V-3設計與影像 

藝 P-V-6表演藝術應用、生活、職涯、傳統

文化與公民議題 

 

國 Be-Ⅴ-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自傳、新聞

稿、報導、評論、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應用文本） 

國 Cc-Ⅴ-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

等文化內涵。 

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目標（學習表現）： 
視覺 1 欣賞建築裝飾剪黏作品 
視覺 2 分析報紙的排版設計與規劃 
視覺 3 規劃小組創作的版面編排 

 
表演 1 了解身體 
表演 2 讓身體具有表達性 
表演 3 練習創造台詞 
表演 4 練習與他人合作 
表演 5 盤點生活 

 
國文 1 搜尋並瞭解剪黏作品的故事 
國文 2 拆解傳說與故事並重新編寫或改寫 

 
學習內容： 

視覺 1-1 觀察剪黏在廟宇空間的分佈 

視覺 1-2 觀察剪黏的材質 

視覺 1-3 觀察何金龍剪黏作品的特色 

視覺 1-4 賞析何金龍先生如何「構圖」安排人物，以及擷取故事的什麼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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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 2-1 觀察報頭、欄位、留白、圖文安排、標題寫法 

視覺 2-2 設計報紙的報頭、安排大中小標題、分配圖文版面、「廣告」欄位 

視覺 2-3 文字的配色 

 

表演 1-1 透過重心的轉移，感受身體的動作 

表演 1-2 透過五感接收的訊息，辨認身體感受 

表演 1-3 透過兩人一組的身體觸碰，感受身體與他人的信任關係 

表演 2-1 組成靜物畫面 

表演 2-2 組成抽象畫畫面 

表演 2-3 組成人物照片 

表演 3-1 透過兩人一組的雕像接龍，創作具情境性的對話 

表演 4-1 從個人到兩人、從兩人到小組的創造畫面 

表演 4-2 從即興到先討論再呈現的創造畫面 

表演 5-1 對目前生活的滿意度 

表演 5-2 對目前生活的「喜愛、滿足」與「不喜愛、不滿意」 

表演 5-3 用 3句話描述目前生活 

表演 5-4 面對接下來的高中生活，希望自己像什麼動物 

 
國文 1-1 能透過書籍資料與網路資源查找傳說故事 
國文 2-1 瞭解此傳說的故事背景 
國文 2-2 能重新改寫此故事，成為適合當代人閱讀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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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

2 節

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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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訪金唐殿 1 

2 
全班徒步至金唐

殿，由美術教師進

行導覽，學生完成

學習單，並拍攝一

尊自己喜歡的剪

黏，畫在學習單上 

真實學習 
教師導覽 

學習單 金唐殿廟方文

史資料、網路

資料、書籍 

學習單 1  

剪黏故事 3 
4 
5 
6 

一、 導入活動 

回顧上週在廟宇中

看到的剪黏 

口述法 授課 ppt 金唐殿廟方文

史資料、網路

資料、書籍 

課堂參與、小

組口頭發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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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展活動 

國文教師挑選幾組

剪黏作品進行深度

講解，並說明畫報

任務 

三、 綜合活動 

小組討論要深入探 

頭版版面解析 5 
6 

一、 導入活動 

請分組抽一張頭版

報紙，畫出並分析

版面各欄位的安排 

二、 開展活動 

教師說明報紙的排

版有什麼要點 

三、 綜合活動 

請各組討論版面編

排與主標題 

實做法 
講述法 
團體討論合作

學習 
創意思考 
協同教學 

報紙、授課 ppt 金唐殿廟方文

史資料、網路

資料、書籍 

版面分析圖、 
小組討論筆

記與草稿 

1 
4 

 

2 

再訪金唐殿 7 
8 

全班全班徒步至金

唐殿，請各組針對

自己的主題進行更

進一步拍攝與討論 

剩餘時間進行老街

導覽 

真實學習 
協同教學 

 金唐殿廟方文

史資料、網路

資料、書籍 

小組口頭發

表 
1 4 

畫報設計與編

排 
9 
12 
13 
14 
16 
17 

繼續完成畫報，過

程中請同學有問題

找教師諮詢，教師

也隨時注意各組進

度與分工狀況 

合作學習 
專題探究 
創意思考 
協同教學 

  成果作品、最

後進行自評

他評 

1 3 
4 
7 

戲劇課程 
（增能研習） 

10 
 
 

探索身體與伸展 

練習各種位移 

接力完成即興照片 

合作學習 
創意思考 

   3 
4 

3 

戲劇課程 
（增能研習） 

11 
 

暖身 

接力完成即興照片 

加入台詞 

剪黏故事的停格畫

面與台詞 

合作學習 
創意思考 

   3 
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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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課程 
（增能研習） 

15 生活近況檢視（心

情溫度計） 

愉快與不愉快來源

的感覺書寫 

未來我希望像什麼

動物？ 

問題導向 
創意思考 

 彩色筆 
動物卡牌 
白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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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12345 
連結在地廟宇信仰中心金唐殿，連結在地文化、與宗教空間場所。 
以視覺、音樂、表演藝術作品輔助體現學科學習重點及其核心精神。 

國際視野：24 
2 增加國家文化認同與國際競合力。 
4 在地國際化，連結多元文化、跨域觀摩或比較，以強化美感素養。 

教學省思與建議： 

馮華君老師（國文）：這堂跨領域的課程，從構思、企劃，到實踐、收穫，讓我充分感覺到 1+1+1 大

於三的教學成果。民俗廟宇故事的踏查、剪黏藝術的美感觀賞乃至於故事的變形創新與應用，學生吸

收了故事的內容、排版的技巧加上了獨特的新世代觀點， 另外還有解放與發掘自我的戲劇展演，在

在變化出了舊瓶裝新酒，滋味妙不可言！ 

踏出國文課本的領域，生活中無處不可跟文學結合，在給予學生的同時，我同時也學習到了更深刻的

美感教育經驗以及教學相長的悸動。 

 

張力中老師（美術）：我原本以為讓 3 年級學生製作畫報，把原本的民間故事或傳說演義重新改寫，

以及四個人合力製作一張頭版，不是什麼很困難的任務，畢竟學測前應該練習過許多次的作文，沒想

到學生的動作超乎想像的慢。經過國文老師的說明，才瞭解這個活動必須讓學生閱讀許多文本資料（各

種不同版本的故事），綜合後加以討論出畫報文字要呈現的觀點，加上他們從來沒有作過類似程度複

雜任務，對敝校學生來說是一大挑戰。版面規劃的過程也算順暢，但是大家的進度仍是十分緩慢。最

後成果很不錯，回頭想想其實這已經算是再創作，類似文創，把老東西（民間傳說）重新編纂，用新

一代的呈現方式表現，非常有意思而且值得廟方採用。 

 

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 

康莚和：如果沒有這次的課程，可能這輩子都不會盡到金唐殿裡頭，也不會認識到它的歷史意義，感

謝老師用心為我們講解剪黏的背景、歷史及其故事內容，如果沒有老師講解我能不會曉得原

來剪黏是很有趣的。 

李明璋：看到早期的剪黏作品，才知道原來有這一種方式呈現作家的想法，而不是用色彩塗一塗而已。

戲劇課看似放鬆但是很燒腦，要一直不斷想新的東西迎合老師的主題，不過也讓我知到期石

並不是一定要動筆畫畫才是藝術。 

黃詩婷：平常去廟裡拜拜不會去注意寺廟的小細節，藉由這次的活動瞭解很多相關的故事。戲劇課過

程充滿笑聲，讓我很放鬆，這堂課是很不同的體驗，讓我從不同方式認識自己。 

洪筠婷：看到很多剪黏的細節，平常根本不會那麼仔細的觀察，可以看到很多傳說與傳統文化，我覺

得很有趣，很多故事都是小時候聽過的，可以找回那個記憶很棒，也可以聽到許多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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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品禕：在第三堂表演課中，回顧自己的生活，好像讓自己的負面情緒得到出口，所以謝謝老師籌備

這次的活動。 

王清霖：真想不到表演藝術有這麼多細節值得我們細細探討，像是角色之間的高低相對變化、方向的

調整，這些細微的不同都能帶給觀眾截然不同的體驗。 

未來推廣計畫： 

多元選修課程 

和金唐殿合作出版作品 

教學研發成果： 

剪黏再創作畫報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第一次上課時間全班前往金唐殿 

                    

左）美術老師帶導覽，觀察歷史證據—旌義碑，同學完成學習單 

右）第二次參訪，各組已鎖定要發揮的主題，專注拍攝與討論剪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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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產出的圖文草稿，文字經過國文老師

的批改 

  

在美術老師講解完報紙的版面安排，請同學分組規劃自己的報紙頭版 

國文老師和同學討論文字安排與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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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教師指示同學進行剪黏畫面的角色肢體塑造

與即興對白 

動作與對白即興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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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分組創作之畫報成果 

 

校內展覽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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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發表新聞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