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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校所屬縣市 臺南市 

學校名稱 臺南市新營區新民國民小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張晉誠、陳婉嫻 

非藝術類教師：李孟蓉、林珊卉、余玉純 

其他：莊蕙元、洪詩茵、陳瑋民 

總人數：8 人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    五    班級數   2     人數   56     
總人數：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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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國語：已學習過人物故事課程，具備摘要文本大意、由文本推論支持的理由、找  

      出不同觀點，並能做有層次的提問。 

二、自然：三年級已認識植物的基本構造與種植蔬菜的經驗；四年級學習過水移動的

原理。 

三、健康：已具備健康飲食與生活的概念。 

四、藝術與人文：已學習過點、線、面、色彩、比例、構成、對稱等美感元素課程。 

教學方案名稱 綠色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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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語文         
非藝術科目：自然、國語             

（若為多領域、多科目請詳實填寫）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   30   堂 
總時數： 20 小時 

設計理念 

透過國內外環保鬥士文本閱讀，延伸學習視角，認識全球環保議題，結合美感教育，推

廣環保意識，關心自己和周遭校園環境，從觀察及介紹植物的過程，體會自然之美。進

行體驗實際的蔬果種植活動，了解植物的生命循環，配合食物擺盤藝術，實踐生活之

美。 

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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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共備方式：教師專業社群、工作坊。 

教師共教方式： 兩 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兩位以上請說明：教師於共備時討論課程裡各自負責

的專業領域部分，進行協同教學授課時，每位老師依據共備課程內容擔任該課程段落的主要授課教師，

另一位老師從旁進行協助教學，觀察學生反應，當小組討論與實作時，兩位教師可以分別給與學生建

議與協助，增加與學生互動的時間，互相支援。 

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藝-E-A2、藝-E-B1、藝-E-B2、藝-E-C3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國-E-C1、國-E-A2、國-E-B2、國-E-C2、國-E-C3 

自-E-A1、自-E-C1、自-E-C3 

學習表現： 

藝 1-Ⅲ-6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

和實作。 

藝 1-Ⅲ-3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

作主題。 

藝 2-Ⅲ-5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

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國 2-Ⅲ-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

見。 

國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

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自 ai-Ⅲ-1 透過科學探索了解現象發生的

原因或機制，滿足好奇心。 

自 ah-Ⅲ-2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分

生活週遭的問題。 

自 tm-Ⅲ-1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

程，探索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係，建立簡

單的概念模型，並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

在。 

學習內容：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 E-Ⅲ-2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 A-Ⅲ-1藝術語彙、形式原理與視覺美感。 
視 E-Ⅲ-2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 P-Ⅱ-1 在地及各族群藝文活動、參觀禮

儀。 

國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

建構、批判等目的。 

國 Be-Ⅲ-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說明書、廣

告、標語、告示、公約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

主。 

自 INb-Ⅲ-7 植物各部位的構造和所具有的

功能有關，有些植物產生特化的構造以適應

環境。 

自 INg-Ⅲ-7 人類行為的改變可以減緩氣候

變遷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自 INe-Ⅲ-12 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環境

因素的影響；環境改變也會影響生存於其中

的生物種類。 

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目標（學習表現）： 

一、 能從閱讀環保人士故事中，了解到環保議題的重要性。 

二、 經過與他人溝通，尊重他人想法，共同討論並向他人宣導重視環保議題的觀念。 

綠色奇蹟 

農園好生態 

農夫體驗 

肥肥大不同 

餐桌上的藝術 

綠影小農夫 

植物的構造 

校園植物照過來 

植物牌解說 

美哉校樹 

尋找環保特工 

國際環保鬥士 

小兵來放送 

環境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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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應用美感各種元素和形式，針對任務完成作品創作。 

四、 認識植物之美後，以關懷與永續為目標，製作校園植物解說牌，喚醒大家對校園

植物的重視。 

五、 透過實際種植蔬果的過程，了解植物的生命循環，能體驗農夫的辛勤與感受。 

六、 能在蔬果收成的教學活動中，學習感恩與分享，實踐生活之美。 

學習內容： 

一、 文本閱讀、整理及發表。 

二、 文案內容、表現與目的。 

三、 多媒材技法設計海報與分享。 

四、 植物知識與觀察實驗探究。 

五、 植物的各種美感體驗與創作。 

六、 設計製作植物解說牌與變身小小解說員。 

七、 體驗蔬果種植之整地、除草、架網、施肥與收成的經過。 

八、 了解生廚餘液肥的製作過程。 

九、 創作餐桌上充滿美感的擺盤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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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有保- 

國際環保鬥士 
2 一、導入活動 

1.發現環保之美 
2.閱讀國內外對環

保有貢獻人物之文

本 

引導啟發 

問思討論 

 

文本資料 紙本文本 摘要記錄  7 

環境有保- 

尋找環保特工 
2 二、開展活動 

1. 環境議題文本探

究和整理 
2 介紹文案產出並

完成學習單  

探究教學 

小組討論 

文案設計 

文本資料 

學習單 

紙本文本 

學習單 

實作 

學習單 

 

1 

 

2 

7 

環境有保- 

小兵來放送 
4 三、綜合活動 

1.完成海報設計 
2.多元方式分享 

海報設計 

多元發表 

文案 

海報設計方法 

範例 

壁報紙 

著色用具 

實作 

發表 

影音紀錄 

1 

3 

4 

2 

7 

美哉校樹- 

植物的構造 

4 一、導入活動 
1.探究植物根莖葉

之美 
2.圖示植物猜猜樂 
二、開展活動 
1.水分傳導實驗的

色彩變化 

講述探究 

演繹歸納 

實驗 

五上康軒版自

然課本：植物

面面觀 

自然課本與電

子書 

水傳導實驗器

材 

實作 

鑑賞 

 

1 

4 

2 

 

美哉校樹- 

校園植物照過來 

5 2.校園植物巡禮 
3.從葉脈拓印發現

自然之美 

協同教學 

設計創作 

校園植物 

拓印技巧 

寫生技巧 

校園植物 ppt

樹葉、圖畫紙 

水彩用具 

設計製作 

鑑賞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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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植物寫生活動 

美哉校樹- 

植物牌解說 

6 三、綜合活動 
1.完成植物解說牌

文案 
2.完成植物解說牌

設計製作 
3.做個小小解說員 

設計創作 

解說發表 

校園植物 

版面設計 

解說員訓練 

圖畫紙 

水彩用具 

木板 

設計製作 

發表 

鑑賞 

1 

3 

4 

2 

3 

綠影小農夫- 

農園好生態 
2 一、導入活動 

1.綠影農園的由來 
2.整地時的生態之

美 
3.完成整地記錄 

課堂講述 

觀察與實作 

合作學習 

紀錄歸納 

土壤的生態 學習單 實作 

學習單 

1 

 

2 

綠影小農夫- 

農夫體驗 
2 4.季節蔬果介紹與

種法 
二、開展活動 
1.七手八腳種種看 
 (番茄、萵苣、草莓) 
2.完成種植記錄 

課堂講述 

協同教學 

共同實作 

認識當季蔬果 

種植方法 

 

季節蔬果介紹

與種法 ppt 
菜苗 

種植工具 

實作 

 

1 

4 

2 

綠影小農夫- 

肥肥大不同 
1 3.介紹生廚餘液肥 

4.完成成長活動記

錄 

示範講述 

操作練習 

 

製作肥料方法 

 

生廚餘堆肥站 實作 

學習單 

 2 

 

綠影小農夫- 

餐桌上的藝術 

2 三、綜合活動 
1.收成蔬果與分享 
2.結合美學的生菜

沙拉擺盤 

協同教學 

創意設計 

蔬果採收 

色彩、對稱、平

衡美學概念與

實踐 

現採蔬果 

自備餐具 

會議室桌椅 

實作 

發表 
1 

4 

2 

3 

本期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 
1. 跨領域之課程方案須由藝術及非藝術學科，複數科目教師共備設計而成。 
2. 連接不同專業背景之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國際視野： 
1. 國際在地化，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增進教學內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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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誠：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一開學就要產出這學期的課程方案就是一大挑戰，還好在共備的過程中，

大家有很高的共識，一開始就擬定出大方向，主要課程也先確定了，之後就邊做邊修正一些細

節。對於教導學生美感的經驗，在和同事討論中發現，每個人的看法差異實在很大，可能是潛化

的、也可以是外顯的，可能是內心感受的、有可以是形式表達的，要如何拿捏，要深化還是要廣

泛，討論得很多，雖然最後定案的課程方案並不是最完美的，也順利完成所有課程和成果，相信

累積這些經驗，下學期的課程內容一定可以更完備，給學生最美的體驗。 

珊卉：剛接手五年級，在尚未了解學生特質下便要進行如此多項的課程活動，是一大挑戰，尤其是文

本的摘要訓練又是一大挑戰，所幸過程中，同事間一次次討論、修正和相互支援，凝聚了前進的

動力，課程活動末，看見孩子慢慢的成長進步，不管是美的體認、團隊的合作或閱讀摘要能力，

更有了下學期繼續前行的動力。 

瑋民：以影片讓學生認識化學肥料和農藥對土地、生物的破壞，再來說明生廚餘堆肥的好處和製作過

程以及要點。為讓學生更明瞭，透過小組摺頁跟學習單，讓學生自己找答案！第二節再到生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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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堆肥站實際操作。整個教學過程，原先只預計一節課，為求深入，臨時延長到第二節，但仍覺

得過於匆促及不夠紮實。若能讓學生將做好的生廚餘桶帶回班上，實際體驗收液肥及稀釋施肥 ，

會更完整。 

玉純：透過這次教學活動,可以發現雖然是一個從小看大到的植物但從未這樣親身體驗，所以學生對此

次活動有高度的好奇心，樂於去研究植物內部，透過自己的操作，去觀察植物如何生存成長、水

分如何輸送。在課程實施的過程中，發現有些學生因為先備經驗及閱讀課外讀物，對於植物的

知識比其他學生相對知道的多，願意分享他所知道的知識，而開啟了其他學生回憶起他們之前

自己個人的經驗而討論熱絡了起來。後期發現學生漸漸能互助合作、互相討論，不再像一開始

剛討論時，學生只有固定幾個在思考、在回答，各個學生在小組內發揮了他們每一個人的長處

互相幫忙、共同完成，每人在活動中皆獲得成功經驗而得到滿足笑靨，這活動是學生學習上的

一大收穫，也是促使老師們安排教學活動的一大動力。這學期在教學活動上的研討，從同事間

學習到許多安排教學實施的能力和執行力，在研討過程中，大家在自己的崗位上都很忙碌但大

家都願意為這教學活動付出一份心力與巧思，這也是教師們難能可貴的經驗。 

孟蓉：在產出海報成果之前，學生對於冗長文本的閱讀、摘要……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深深覺得

閱讀力的提升更形重要。此外，還參與了認識校園植物、製作植物牌、種植、生廚餘堆肥等琳瑯

滿目的美感體驗，過程中充滿歡笑、汗水，這是難能可貴的經驗，這群幸福的孩子也因而擁有了

收穫滿滿的一學期。 
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 
學生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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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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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廣計畫：1.建置校內資源共享平台，將教材內容及學習單上傳供校內老師參考取用。 

              2.在校內舉辦學生的學習成果展。 

              3.融入校內相關課程 

教學研發成果：文本重點摘要學習單、綠影小農夫學習單、自然肥學習單、環保特工海報、校園植物

解說牌、校園植物簡報、季節蔬果簡報、擺盤藝術簡報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環保鬥士文本資料討論            彙整資料文案產出            海報主標題設計教學 

   
     主題式海報設計教學             學生進行海報設計          旋轉咖啡杯分享海報成果 

   
     海報完成張貼分享          自然老師校園植物解說巡禮         製作樹葉葉脈拓印畫 

   
      樹葉故事拓印分享          校園植物解說牌設計教學            解說牌設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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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植物解說牌懸掛              小小解說員活動              綠影小農夫整地工作 

   
       菜苗栽種教學              防蟲防鳥防蝸牛架網工作            蔬菜收成體驗 

   
  生廚餘製作及液肥收取體驗       餐桌藝術擺盤美感教學        外聘壽司師傅教導製作壽司

   
    學生認真製作捲壽司         學生成功完成整體藝術擺盤         擺盤競賽獲勝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