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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 第二學期 

學校所屬縣市 桃園市 

學校名稱 瑞塘國民小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1人 

非藝術類教師：4人 

其他：1人 

總人數：６人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六年級 班級數 1班  人數  29人     

 

總人數：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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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 

已有六年級上學期學生國語文理解程度。 

音樂： 

對於傳統樂器的分類與特色已有基礎的認識，對於傳統樂器的演奏方法也已

有概念。 

表演： 

能夠了解教師指令，對低中高的空間概念有基本認識。 

視覺: 

對於色彩有基本與初步的認識與了解。 

教學方案名稱 藝創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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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 
非藝術科目：國語文、資訊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十二 堂 

總時數：8小時 

設計理念 

在生活中能夠對美有所感受,對於生活情境能有所細膩觀察，是落實美

感教育的不二法門。語文課中的『空城計』是經典的文學題材，也是六年級

的語文課文之一。課程設計以此作為文本，故事的主題，將感受情境中的不

同與情緒變化作為課程的主軸。文學中的文字，讓學生領略場景與角色的情

緒變化，並作為課程的出發點，體會不同人物的感受與氛圍。以音樂元素為

材料，讓學生們感受不同音樂所能散發出來的情緒，並轉化為文字記錄，再

次強化情景帶給人的不同感受，可以透過不同媒介來表達。 

藉由學習數位平板的媒介，學生能將情緒與情景的關係，以數位音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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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現創作的平台，展現出獨一無二的作品，讓音樂、情緒、情景三者之間

可以互流感受。最終以表演課程作為課程融合的總結。在表演的課程中，學

生再次感受不同角色與場景的氛圍，藉由不同的媒介—文字、音樂、肢體，

傳達情景與情緒透過音樂互流湧動之感。螺旋式地讓學生領略場景與角色的

情緒變化，音樂與表演中的氛圍。透過不同的媒介傳達意境及情緒的表達方

式，讓學生從不同的領域中，細細品味情境、情緒與音樂感受的變化。 

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圖 

教師共備方式：個別課程研究、小組會議討論、專家學者增能、線上群組討論、教學策略

共享 

教師共教方式：共計五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兩位以上請說明：國語課程由團隊夥伴討論授課內

容，共同備課，由導師負責授課，音樂領域課程由由團隊夥伴討論授課內容，音樂老師授課。表演

藝術課程邀請合作夥伴學校教師到本校備課、授課並由社群教師進行觀課紀錄，作為授課老師回饋

及參考方向。接續表演與視覺課程，邀請桃園市藝術輔團團團員協助，與本校教師共同討論備課，

研發課程內容，邀請專業教師進行授課，並以協同教師角色協助，以利課程進行。 

教師共教方式：五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兩位以上請說明： 

十

二

年

國

教* 

課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 理解藝術實踐的 意義。 
藝-E-B2  

識讀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特質及其 與藝術的關係。 
藝-E-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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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綱

要 

善用多元感官， 察覺感知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 學習理解他人感 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學習表現： 

1- Ⅲ-5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 行簡易創

作，表達自我的思 想與情感。 

2-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 現創作

主題。 

3- 2-Ⅲ-3 能反思與回應表演和生活 的關係。 

4- 3-Ⅲ-4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 作或展

演，並扼要說明其中 的美感。 

5-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 發想和

實作。 

6- 1-Ⅲ-7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 內容。 

學習內容： 

音 E-Ⅲ-5 簡易創作，如：節奏創作、 

曲調創作、曲式創作等。 

音 A-Ⅲ-3 音樂美感原則，如：反覆、 

對比等。 

表 P-Ⅲ-1 各類形 式的 表演 藝 術活 

動。視 E-Ⅲ-1 視覺元素、色彩與構成

要 素的辨識與溝通。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 現

類型。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內

涵 

課程目標（學習表現）： 
1-Ⅲ-2 根據演講、新聞話語情境及其情感，聽出不同語氣，理解對方 所傳達的情意，

表現適切的回應。 

2-Ⅲ-4 運用語調、表情和肢體等變化輔助口語表達。 

2-Ⅲ-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見。 

5-Ⅲ-4 區分文本中的客觀事實與主觀判斷之間的差別。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Ⅲ-8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 點。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 現創作主題。 

1-Ⅲ-5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表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  

1-Ⅲ-8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 展演活動。 

2-Ⅲ-1 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現，以分享美感經驗。  

3-Ⅲ-4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感。 

1-Ⅲ-4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2-Ⅲ-3能反思與回應表演和生活的關係。 

3-Ⅲ-2 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並表現尊重、協調、溝通等能力。 

學習內容： 

Ac-Ⅲ-4 各類文句表達的情感與意義。 



4 
 

Ad-Ⅲ-1 意義段與篇章結構。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與寓意。 

 Ad-Ad-Ⅲ-4 古典詩文。 

Cc-Ⅲ-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音 E-Ⅲ-3 音樂元素，如：曲調、調式等。 

音 E-Ⅲ-5 簡易創作，如：節奏創作、曲調創作、曲式創作等。 

音 A-Ⅲ-2 相關音樂語彙，如曲調、調式等描述音樂元素之音樂術語，或相關之一般性

用語。  

音 P-Ⅲ-2 音樂與群體活動。 

表 E-Ⅲ-1 聲音與肢體表達、戲劇元素(主旨、情節、對話、人物、音韻、景觀)與動作

元素(身體部位、動作/舞步、空間、動力/時間與關係)之運用。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容、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表 P-Ⅲ-2 表演團隊職掌、表演內容、時程與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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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話

三

國 

一

、

二 

ㄧ 
導入活動 
前進三國 
看圖說話 
二、 
開展活動 
內容深究 
故事結局 
三、 
綜合活動 
教師補充 
教師總結 

教師發問 
小組討論 
白板紀錄 
個人發表 
小組發表 
 
應用融入

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

合作學習

式教學。 
應用融入

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

創意思考

教學。 

*文閱空城勝敗* 
準備活動：教師準備課文深究單，學生預習課

文 
前進三國：教師簡介三國演義，讓學生對三國

的歷史背景及人物有初步的概念。 
看圖說話：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文情境圖，並

提出問題討論： 
從課文情境圖中，你看到的人物有哪些？ 
仔細觀察這些圖片，你認為他們在做什麼？分

別把它說出來？ 
在情境圖中，不同的人物顯現出不同的表情，

你覺得他們的心情為何？為什麼？ 
依據課文的標題以及看圖討論過的內容，請你

試著說說看這一課的內容是什麼？ 
內容深究 
故事開端 
1、士兵快馬回報何事？為何回報需要「快 
馬」？ 
2、城中狀況如何？ 
3、此刻的情節氣氛為何？ 
4、士兵所表現出的情緒為何？ 
二、故事發展 
1、面對十五萬敵軍來犯，孔明要求士兵採 
取哪些行動來應對？ 
2、面對十五萬敵軍來犯，孔明自己又做了 
哪些準備？ 

教

學

簡

報 
電

腦 
單

槍

投

影 
課

文

深

究

單 
磁

性

白

板 
白

板

筆 
 

課

文

深

究

單 
 

ㄧ

、 
3.
表

演

藝

術

：

情

感

、

主

題

等

戲

劇

或

舞

蹈

元

素

。 
二

、 
4.
美

4. 
符

號

識

讀

與

脈

絡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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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刻的情節氣氛為何？ 
4、孔明所表現出的情緒為何？ 
三、故事的關鍵轉折 
1、司馬懿的先鋒來到城下看到眼前狀況， 
有何反應？ 
2、司馬懿聽了先鋒回報，親自前往觀察， 
他看見了誰？對方有什麼狀態或舉 
止？ 
3、此時城外的情節氣氛為何？城內的情 
節氣氛又為何？ 
4、先鋒在此時所表現出的反應為何？ 
5、司馬懿在親眼查證先鋒的回報後，有什 
麼反應？ 
 
四、故事結局 
1、司馬昭為何覺得不該輕易退兵？ 
2、司馬懿為何堅決撤退？ 
3、此時城外的氛圍為何？ 
4、司馬昭和司馬懿在到底是否撤兵這件事 
情上，各有何種情緒表達？ 
5、孔明判斷司馬懿會往何處撤退？並有何 
戰略？ 
6、眾人如何稱讚孔明？ 
7、此時城內的氛圍為何？ 
8、孔明對自己的判斷展現出何種態度？ 
9、眾人在此時的情緒反應為何？ 
※教師補充※ 
情節氣氛：危急、輕鬆、悠閒、嚴肅、喜 
悅、緊張、懸疑、壓力沉重、平靜祥和、 
有驚無險 
情緒表現：緊張、害怕、憂心、沉著冷靜、 
自信、焦急、驚訝、讚嘆、擔心、從容、 
無懼、喜悅、佩服、堅定、懊惱、無奈、 
放鬆、猜忌懷疑 
 
伍、教師總結 
「空城計」所以能奏效，主要在於諸葛亮非常 
瞭解司馬懿一向行事謹慎，料他必定算不到自

己只有兩千五百名士兵，還敢那麼逍遙自在，

司馬懿一定會起疑心，不敢放手一搏。所以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有助於在面對事情

時，能掌握勝算。 
 

感

形

式

構

件

：

對

比 

文

閱

空

城

勝

敗 
 

三 ㄧ、 
導入活動 
回想故事 
二、 
開展活動 
文意深究及

延伸 
文本改寫 
三、 
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教師發問 
小組討論 
白板紀錄 
個人發表 
小組發表 
 
應用融入

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

合作學習

式教學。 
應用融入

引導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回想「空城計」的故事內容。 
文意深究及延伸 
  一、空城計中，孔明表現得沉著、冷靜，一 
      點都不懼怕司馬懿的十五萬大軍。你覺  
      得除此之外，他還有其他內在情緒嗎？ 
      請說明你的理由。如果有其他的內在情 
      緒，為何外表看不出來？ 
  二、從文中哪裡可得知孔明與司馬懿已交戰 
      多次，瞭解彼此的個性。 
三、司馬懿在落入「空城計」的過程中，他  

教

學

簡

報 
電

腦 
單

槍

投

影 
學

學

習

單 
 

ㄧ

、 
3.
表

演

藝

術

：

情

感

、

主

4. 
符

號

識

讀

與

脈

絡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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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

創意思考

教學。 

    的想法和行動產生了哪些變化？請整 
    理後描述出來。 
四、將城門大開是非常冒險的事，孔明為何  
    敢下令將城門大開，使用「空城計」呢？ 
讀完本課後，你認為「空城計」的勝敗  
    關鍵是什麼？請說明你的理由。  
角色互換，如果司馬懿對孔明實施空城 
    計的話，也會成功嗎？請說明原因。 
 
叁、文本改寫 
    課本中的空城計是以故事的方式進行敘述，

全文以「第三人稱」的觀點敘述，直接說出孔

明和司馬懿的名字，以旁述取代直述來說故

事。教師請學生將空城計改寫，試著用「第一

人稱」敘述故事，可以選擇孔明或司馬懿的觀

點，用他的角度，將空城計的故事寫出來。 
 
肆、教師總結 
    故事中，孔明從容鎮定、有謀略，冷靜分析

司馬懿的性格弱點，設計了“空城計”對付敵

人，免去敵人的攻擊。 
    生活中如果遇到危險，要臨危不亂、冷靜沉

著，認真分析應對方式，才能夠化險為夷，解

決問題。 

習

單 
磁

性

白

板 
白

板

筆 
 

題

等

戲

劇

或

舞

蹈

元

素

。 
二

、 
美

感

形

式

構

件

：

對

比 

音

創

三

國 

四

、

五 

ㄧ、 
導入活動 
這是誰的聲

音啊！ 
二、 
開展活動 
音樂說故事 
數位樂器真

驚奇 
我是小小配

樂家 
三、 
綜合活動 
 

教師發問 
小組討論 
白板紀錄 
小組操作

練習 
小組創作 
小組發表 
 
應用融入

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

合作學習

式教學。 
應用融入

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

創意思考

教學。 

＊詞現曲音感知＊ 
壹、 前置課程 
一、 學生已有 Ipad 平板操作與練習經驗 
二、 已認識 Garageband 的 App 
三、 學習如何新增 Garageband 檔案 
四、 了解如何選定適合演奏及創作的樂器 
五、 學生了解與熟練古箏的演奏方式及演奏手

法 
六、 學生了解與熟練琵琶的演奏方式及演奏手

法 
七、 學生了解與熟練二胡的演奏方式及演奏手

法 
貳、 引起動機:這是誰的聲音啊！ 

教

學

簡

報 
電

腦 
單

槍

投

影 
磁

性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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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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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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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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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展

演

實

作

：

創

作

作

品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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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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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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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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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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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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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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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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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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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學生用心聆聽教師所播放的音樂片段，

把所聽到的四段音樂與樂器配對出來，將

答案記錄在學習單上。 
 
二、 教師揭示相對應的正確答案，並複習中國

傳統樂器的分類依演奏方式分為吹、彈、

拉、打。 
三、 教室說明今天課程中將會聚焦在彈撥及拉

弦樂器。 
四、 教師提問：在空城計中諸葛孔明所彈奏的

樂器可能可能是哪一個樂器?為什麼? 
五、 說明諸葛孔明所彈奏的樂器為古琴，並說

明古代文人具備的『琴棋書畫』的能力，

琴所指的就是上述出現的古琴。 
六、 介紹古琴的特色與歷史地位。 
 
參、 活動ㄧ：音樂說故事 
一、 教師引導，在空城計中有許多情景及心情

的變化，將語文學習單中曾接觸的關鍵詞

再次複習出現。 
二、 教師發下記錄單，教師播放已準備的四個

音樂片段，請學生專注聆聽音樂，將聽到

音樂的感受或心情，可參考關鍵詞（例

如：快樂、難過、緊張、輕鬆…），分別

記錄下來 
三、 完成聆聽並記錄下感受之後，請學生提出

樂曲給自己的感受，並將發言學生的感受

書寫在白板上，統整與討論，相同的樂曲

是否只有一種感受與答案？同一首樂曲不

同人的感受是否有相同的概念或邏輯？教

師引導為什麼有這些異同呢？ 

層

、 
節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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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總結: 因為每個人的經驗和背景不同，所

以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但在聆聽相同的音

樂之後，因為音樂中有節奏、拍子、音高、樂

器（音色）、旋律等元素影響，雖然感受不完

全相同，但在音樂中有元素或概念連結，這些

感受是有相通及邏輯性的。說明音樂的確能夠

表達不同感受，在音樂之中還有更多的想像空

間，就算是相同的音樂，也有可能會給人不相

同的感受。 

戲

說

三

國 

六

、

七 

ㄧ、 
導入活動 
暖身：肢體

與情緒的表

達 
二、 
開展活動 
文本回顧：

說書人領讀

文本 
音樂照片：

運用靜像畫

面、思想追

蹤，並結合

先前音樂課

錄製的配樂

進行表演 
三、 
綜合活動 
課程總結 
課程預告：

三國 Line
一下 

教師口令

指導 
依角色分

組 
小組討論

動作 
搭配音樂

練習演出 
靜像畫面

演出呈現 
 
應用融入

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

合作學習

式教學。 
應用融入

跨領域美

感素養之

創意思考

教學。 

＊講古空城演藝＊ 
零、自我介紹及默契建立。 
壹、暖身：肢體與情緒的表達。 
聽音辨聲(遊走與反應)：讓專注力集中在聆聽與肢

體的反應上。 
加入情緒:肢體有不同水平表現，並能與他人合作

的即興表現:一家人因為某件事情而高興、生氣、

緊張害怕、傷心…等 
創意道具介紹-彩色水管 
即將進入三國時代，老師這裡準備了一件寶物給同

學們使用，水管能夠依據你的創意變成各式各樣的

物品，大夥一起試看看吧。進行單人一水管、多人

多水管的使用介紹與實作。 
貳、文本回顧： 
教師將場域分成二邊(魏/蜀)：如附件一 
請學生抽選角色紙卡，並站到可能的位置。請學生

回憶課文內容，想想自己的角色大約在哪個階段出

現？ 
告知同學等會在進行文本帶讀時，請相關人物角色

上做出反應， 
教師入戲，說書人領讀文本，內容如下： 

 
【大軍來襲、諸葛布局】(司馬軍當觀眾) 
場景來到西城縣，話說諸葛亮派出大軍前往運糧，

城中只剩少數兵力，突然在前線蒐集情報的諸葛探

子發現城外有大軍集結，回城中報告 (請諸葛探子

小心的移動到前線，做出該有的情緒反應大吃一

驚、急急忙忙，然後定格不動)。此時城中沒有大

將只有一群文官，聽到消息之後，，…(請諸葛文

官出場，由老師扮演探子回報，做出該有的反應如

臨大敵，不知所措，然後定格不動)。這時諸葛亮

氣定神閒、好整以暇，傳命所有人將旌旗收起，所

有百姓在家躲好，不准出來，百姓感到(請百姓出

角

色

圖

卡 
彩

色

水

管 
播

音

設

備 

展

演

實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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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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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做出該有的動作與反應心驚膽顫、四處張望，

然後定格不動)，命令城門士兵，大開四門(請城門

士兵出場，做出該有的動作與反應擔心害怕、心慌

意亂，然後定格不動)，接著派出打掃士兵扮作百

姓進行打掃(請打掃士兵出場，做出該有的動作與

反應汗如雨滴，心急如焚，然後定格不動)，孔明

在小僮的陪伴下登上城門開始彈琴(請小僮出場，

做出該有的動作與反應心神不寧、如坐針氈，然後

定格不動)。 
(教師請諸葛軍全體原地坐下當觀眾) 
 
【兵臨城下、司馬疑惑】(諸葛軍當觀眾) 
場景來到城外，司馬懿大軍在城外整頓完畢，司馬

士兵們各個手持兵器、軍容壯盛(請司馬士兵出

場，做出該有的動作與反應英姿煥發、雄壯威武，

然後定格不動)，司馬前鋒來到城下，見了如此模

樣，皆不敢進(請司馬前鋒出場，做出該有的動作

與反應無所適從、不知所措，然後定格不動)，急

報司馬將領，將領們進行討論，有人提意出兵、有

人提議再觀望一陣子(請司馬將領出場，做出該有

的動作與反應疑惑、恐懼，然後定格不動)，最後

請出司馬懿，請他做出決定(請司馬懿出場，做出

該有的動作與反應深思熟慮、恍然大悟，然後定格

不動)，下令全軍撤退(所有人往反方向做出該有的

動作與反應如臨大敵、兵荒馬亂後定格)。 
(教師請司馬軍全體原地坐下當觀眾) 
 
【諸葛神機、空城退兵】(司馬軍當觀眾) 
司馬懿退兵後，眾人知道計謀成功，因為諸葛亮的

神機妙算大家躲過一劫(請諸葛眾人，做出該有的

動作與反應逃過一劫、歡欣鼓舞，然後定格不動) 
學生角色： 
諸葛亮(諸葛文官組)1 
諸葛探子(諸葛士兵組)2 
諸葛文官(諸葛文官組)2 
諸葛城門士兵(諸葛士兵組)2 
諸葛打掃士兵(諸葛士兵組)2 
諸葛小僮(諸葛文官組)2 
諸葛百姓(諸葛文官組)4 
司馬懿(司馬將領組)1 
司馬先鋒(司馬士兵組)2 
司馬將領(司馬將領組)4 
司馬士兵(司馬士兵組)6 

     
 
參、音樂照片：將學生分成四組，分別扮演諸葛士

兵、諸葛文官、司馬將領、司馬士兵，運用靜像畫

面、思想追蹤，並結合先前音樂課錄製的配樂進行

表演，想像在每個階段扮演人物的情緒狀態，分組

合作將畫面呈現。 

、

節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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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分配：挑選故事中最精采的兩個段落進行畫面

討論、排練。 
司馬懿大軍來襲---諸葛亮城中無兵 
諸葛亮開城彈琴---司馬懿懷疑撤軍 
各組排練 
進行各組畫面編排 A-B 
司馬組：大軍來襲---懷疑撤兵 
諸葛組：城中無兵---開城彈琴 
加入配樂(利用前面課程自製的音樂) 
每組成員要有一句關鍵性台詞 
上台發表 
各組分別上台，各就各位後蹲下。 
教師說明進行方式：當老師的故事說到哪一組人所

代表的一方，那群人就要做出動作及表情，做完動

作及表情後定格不動，隨著故事的進行，如果需要

變換動作時，需要以慢動作進行移動及呈現(老師

示範)。 
第一次呈現：教師扮演說書人，依序說出故事(司
馬懿大軍來襲---諸葛亮城中無兵---諸葛亮開城彈琴

---司馬懿懷疑撤軍)，各組依序進行靜像畫面呈

現，老師在每次指示下達後會到各組訪問關鍵性台

詞。 
第二次呈現：老師依續念出故事，接著請音控下配

樂(每組5-10秒)，各組依次呈現1-2幕畫面。 
第三次呈現：老師依續念出故事，音控直接下配樂

(每組5-10秒)，各組依次呈現1-2幕畫面。 
肆、課程總結： 
與學生討論為何老師要讓學生扮演文本中著墨較少

的配角人物，希望藉由小人物的角度來讓學生體會

故事中的情境，並更能發揮想像力進行表演活動。 
藉由音樂畫面的演出與學生討論在戲劇或舞台表演

中，配樂有何重要性，能給予表演怎麼樣的幫助。 
伍、課程預告：三國 line 一下 
請各位同學想像一下以下畫面： 
如果三國時代人人有手機的話，他們在空城計時會

有甚麼樣的 line 對話？例如：司馬懿大軍來襲時，

諸葛亮一方的 line 群組會有什麼對話；當諸葛亮在

空城計時，司馬懿一方的 line 群組會有什麼對話。 
 
下次的課程將挑戰各位同學的想像力，來場跨越時

空的三國 line 一下吧！ 
 

三

國

Lin
e 一
下 

八

、

九 

ㄧ、導入活

動 
分類喜怒哀

懼的圖片 
二、開展活

動 
根據教師說

明的三種情

景，學生依

自己的大頭

貼在放大版

ＬＩＮＥ上

教師口令

指導 
分組討論 
 
從小人物

角度出發,
當資訊不

全時,情緒

與發言(文
字)間的關

係 
透過 line

＊三國 LINE 一下＊ 
學習重點: 
1.從小人物角度出發,當資訊不全時,情緒與發言(文
字)間的關係 
2.透過 line 的貼圖工具,揣摩當下的情感,運用貼圖表

達外顯的情緒 
 
 
【line 群組】每人扮演一種角色,在限有的時間中

(line 貼圖及發言次數) 
【諸葛士兵組】:探子,城門士兵,打掃士兵 
【諸葛文官組】:小僮,文官,百姓 
【司馬將領組】:先鋒,將領 

表

情

圖

片 
 
大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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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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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討論。 
三、綜合活

動 
學生發表回

饋 

的貼圖工

具,揣摩當

下的情感,
運用貼圖

表達外顯

的情緒 

【司馬士兵組】:將領,士兵 
 
【分類情緒貼圖】 
情緒做為人的情感外顯的表徵, 研究發現，人共有

27種情緒，每一組都有３０個情緒貼圖，有許多是

相似的，請在大紙上先將貼圖分類。 
【情景圖】 
A. 司馬懿大軍來襲---諸葛亮城中無兵 
B. 諸葛亮開城彈琴---司馬懿懷疑撤軍 
 
第一 LINE【諸葛士兵組】【諸葛文官組】 
場景來到西城縣，話說諸葛亮派出大軍前往運糧，

城中只剩少數兵力，突然在前線蒐集情報的諸葛探

子發現城外有大軍集結，回城中報告 (請諸葛探子

小心的移動到前線，做出該有的情緒反應大吃一

驚、急急忙忙，然後定格不動)。此時城中沒有大

將只有一群文官，聽到消息之後，…(請諸葛文官

出場，由老師扮演探子回報，做出該有的反應如臨

大敵，不知所措，然後定格不動)。 
【諸葛士兵組】城門士兵和打掃士兵得知消息後，

緊張的在 LINE 群組互傳消息.. 
【諸葛文官組】小僮將消息告知留守的文官之後,
文官們的反應.. 
 
第一 LINE【司馬將領組】【司馬士兵組】 
城外，司馬懿大軍在城外整頓完畢，司馬士兵們各

個手持兵器、軍容壯盛(請司馬士兵出場，做出該

有的動作與反應英姿煥發、雄壯威武，然後定格不

動)，前往攻城。 
【司馬將領組】將領們英姿煥發的前往,他們互

聊… 
【司馬士兵組】將領告訴士兵們，他們穩贏的.. 
------------------------------------------------------------------
--- 
第二 LINE【諸葛士兵組】【諸葛文官組】 
【諸葛文官組】這時諸葛亮氣定神閒、好整以暇，

傳命所有人將旌旗收起，所有百姓在家躲好，不准

出來，百姓感到…,與文官和小僮們以 line互通有無,
小僮 PO 出他所看到的情景..(請百姓出場，做出該

有的動作與反應心驚膽顫、四處張望，然後定格不

動) 
 
【諸葛士兵組】命令城門士兵，大開四門(請城門

士兵出場，做出該有的動作與反應擔心害怕、心慌

意亂，然後定格不動)，接著派出打掃士兵扮作百

姓進行打掃(請打掃士兵出場，做出該有的動作與

反應汗如雨滴，心急如焚，然後定格不動)，孔明

在小僮的陪伴下登上城門開始彈琴(請小僮出場，

做出該有的動作與反應心神不寧、如坐針氈，然後

定格不動)。探子 PO出他所看到的情景,大家皆不知

所以然,紛紛在群組中揣測.. 
 
第二 LINE【司馬將領組】【司馬士兵組】 
【司馬將領組】司馬前鋒來到城下，見了如此模

樣，皆不敢進，急報司馬將領，將領們進行討論。

片 
 
Ｌ

Ｉ

Ｎ

Ｅ

對

話

捲

軸 

體

、

情

感

、

時

間

、

空

間

、

勁

力

、

即

興

、

動

作

、

主

題

等

戲

劇

或

舞

蹈

元

素

。 
 

馭

數

位

科

技

媒

體

並

能

理

解

與

評

價

網

路

訊

息

。 
 



12 
 

司馬前鋒 PO 出他所看到的情景 
【司馬士兵組】就在司馬將領們進行討論時，一位

將領把消息傳到了士兵們的群組, 司馬將領 PO 出他

所看到的情景士兵有的想建功立業,有的卻思鄉情

却..他們在群組中激烈著爭辯著… 
 
 
第三 LINE【司馬將領組】【司馬士兵組】 
最後司馬懿做為一名將帥,他做出決定(請司馬懿出

場，做出該有的動作與反應深思熟慮、恍然大悟，

然後定格不動)，下令全軍撤退(所有人往反方向做

出該有的動作與反應如臨大敵、兵荒馬亂)。將領

和士兵們尚不知發生何時,彷彿前方有發生什麼大

事一樣,僅留下司馬前鋒查看情況,這時【司馬將領

組】【司馬士兵組】邊跑邊用 line互通有無（每人限

發言一次）… 
一日後，司馬前鋒將西城中的真實情況(城中無

兵)PO 在群組裡…司馬將領也轉傳照片在士兵組

裡… 
 
第三 LINE【諸葛士兵組】【諸葛文官組】 
司馬懿退兵後，士兵文官們鬆了一口氣，頓時腿軟

攤坐在地。諸葛亮等大軍走遠後，才關上城門向大

家解釋他的計謀。當大家各自回到崗位上後，仍心

有餘悸的在群組中討論起來… 
 
一日後，小僮和探子分別把司馬大軍撤退的狼狽樣

ＰＯ在群組裡… 
 

偶

遊

三

國 

 
十

~
十

二 

ㄧ、導入活

動 
運用「三國

LINE 一

下」課程中

的對話，以

四格漫畫呈

現各場景的

情境。 
二、開展活

動 
探究服裝樣

式與色彩、

環境的關

係，並以討

論結論彩繪

各角色的活

動紙偶。 
 
透過紙偶的

操作，將對

話情境再敘

說 
三、綜合活

動 
運用科技藝

小組討論 
小組操作

練習 
小組創作 
小組發表 
 
學生先回

顧四個場

景 
A司馬懿

大軍來襲 
B 諸葛亮

城中無兵 
C 諸葛亮

開城彈琴 
D 司馬懿

懷疑撤軍 
 
用簡單漫

畫方式畫

出每一組

在四個場

景會出現

的情景。 
服裝色彩

探究 

＊編導創樂空城＊ 
跨領域課程：藝術領域（視覺）---「偶」動三國 
學習重點: 
運用「三國 LINE 一下」課程中的對話，以四格漫

畫呈現各場景的情境。 
探究服裝樣式與色彩、環境的關係，並以討論結論

彩繪各角色的活動紙偶。 
透過紙偶的操作，將對話情境再敘說 
運用科技藝術 StopMotion，將四格漫畫內容拍攝成

偶動畫。 
 
【課前】學生分四組 
(諸葛士兵組):探子2,城門士兵3,打掃士兵2 
(諸葛文官組): 文官2,小僮2,百姓3 
(司馬將領組):先鋒3,將領4 
(司馬士兵組):將領2,士兵5 
 
【活動一、四格漫畫】 
■讓學生先回顧四個場景（每個場景會出現的人物

有?出現的物品道具？出現的背景？） 
A司馬懿大軍來襲 
【諸葛士兵組】探子回報… 
【諸葛文官組】小僮將消息告知留守的文官之後,
文官們… 
【司馬將領組】將領們英姿煥發的前往,他們互

Ｌ

Ｉ

Ｎ

Ｅ

對

話

捲

軸 
 
圖

畫

紙

、

紙

卡 
 
紙

偶

底

稿 
 
兩

腳

釘 
 
著

實

作

：

各

組

發

表 

一

、

美

感

元

素

構

件 
1. 
視

覺

藝

術

：

點

、

線

、

面

、

空

間

、

構

圖

、

3. 
藝

術

探

究

與

生

活

實

踐

：

培

養

對

藝

術

活

動

的

探

查

習

慣

並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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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StopMotion
，將四格漫

畫內容拍攝

成偶動畫。 

從身份地

位、衣服

功能來進

行紙偶製

作 
 
利用動畫

軟體

StopMotio
n進行偶

動畫製作 

聊… 
【司馬士兵組】將領告訴士兵們，他們穩贏的.. 
 
B 諸葛亮城中無兵--C 諸葛亮開城彈琴 
【諸葛士兵組】士兵大開城門、打掃士兵扮作百姓

進行打掃… 
【諸葛文官組】諸葛亮上城門彈琴，傳命所有人將

旌旗收起，所有    
              百姓在家躲好，文官反應… 
【司馬將領組】司馬前鋒來到城下，皆不敢進，領

們進行討論。 
【司馬士兵組】士兵知道後，有的想建功立業,有
的卻思鄉情却.. 
D 司馬懿懷疑撤軍 
【諸葛士兵組】【諸葛文官組】士兵文官們鬆了一

口氣，諸葛亮關上城門向大家解釋他的計謀…一日 
後，小僮文官討論司馬大軍撤退的狼狽模樣… 
 
【司馬將領組】【司馬士兵組】司馬懿下令全軍撤

退。將領和士兵匆忙撤退…一日後，司馬前鋒得知

城中無兵… 
 
■發下4開海報紙，請學生對折2次分成四格，每一

格代表的就是一個場景。 
■請學生用簡單漫畫方式畫出每一組在四個場景會

出現的情景。 

 
【活動二、服裝色彩探究】 
@教師提問：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每個朝代的衣

服樣式、色彩與紋飾都有其代表的文化背景。如果

不去真正考究三國時期的真實情況，請各組同學們

試想看看： 
三國時期的社會現況是怎樣？請各組搶答。 
空城計故事中，想想每個角色的穿著材質或是樣式

是怎樣？如果從角色的身分地位、功能、經濟能力

來看呢?（文官、 將領、 士兵、百姓） 
◎學生操作： 
A.各組桌上都有三國時期各種角色的身體服飾圖卡

與頭部圖卡，請各組討論之後，將身體服飾圖卡與

頭部圖卡配對排好。 
B.隨機挑選若干組，說明為何是這樣配？ 

色

用

品 
 
剪

刀 
 
手

機

（

Ｓ 
T 
O 
P 
 
M 
O 
T 
I 
O 
N 
） 
 
音

樂

檔

案 

質

感

、

色

彩

等

。 
 

相

關

知

能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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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空城計的故事裡，想想每個角色（文官、 將
領、 士兵、百姓）會有的色彩、紋飾應該是怎樣？  
●從地形、氣候來想： 
  諸葛亮-蜀國：在漢中盆地，周遭地形崎嶇、氣候

溫和司馬懿-魏國：位在中國北方，黃河流域、腹

地大、氣候乾燥寒冷。 

 
●從身份地位、衣服功能來想： 
  文官：多在室內，常與帝王見面 
  將領：是軍隊的頭，在外打仗、風吹日曬 
  士兵：在外打仗、風吹日曬 
  百姓：大部分經濟不好 
◎學生操作： 
A.各組桌上都有諸葛亮與司馬懿的圖卡，請各組依

照上述原則  
  討論之後，將兩個角色的顏色塗上。 
B.請各組再依照上述原則，討論之後，將兩個角色

的紋飾畫上。 
 
【活動三、繪製紙偶】 
依據上面討論的服裝配色，使用四格漫畫裡與活動

二配對的紙偶，： 
(諸葛士兵組):探子,城門士兵,打掃士兵 
(諸葛文官組):文官,小僮,百姓 
(司馬將領組):先鋒,將領 
(司馬士兵組):將領,士兵 
●教學提示：學生需要分工，彩繪、剪裁。 
●活動紙偶製作：關節打孔注意事項： 
    A.打孔位置務必要置中，偏一邊容易斷。 
    B.邊緣修出圓弧，不要留邊角，關節轉動時較美

觀也不易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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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兩腳釘安裝時請勿壓平或拉緊，務必保持關節鬆

動。 
                    

 
【四格 LINE 一下】 
各組學生檢視前次 LINE 對話內容後，將內容提取

成四句話（一格一句），每一句要能反映與呈現每

個情境。 
將四句話分別寫在對話紙條上面 
 
【認識格動畫軟體】 
教師講解介紹動畫軟體 StopMotion（撥放影片） 
教師利用範例的紙偶簡單拍攝出走路的10張照片，

並輸出影片給學生看。 
                      
偶動三國任務執行 
 
各組在課堂中尋找可以當成手機平板拍攝的架子用

綁的或是黏貼的方式架上去。 
1. 以白色 4 開圖畫紙為底圖，開始拍攝

照片。 

2. 各組使用製作好的紙偶按照四格漫畫

裡的情境，開始拍攝逐格動畫。 

3. 每一格大約拍攝 50張。 

4. 輸出影片 

5. 加入音樂。 
 

本

期

卓

越

校內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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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不同專業背景之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連結不同時間、地域，並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思考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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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點* 
國際視野：國際在地化，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增進教學內涵。 

教學省思與建議： 

        學生在學習的階段多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感受，透過優美及適切的文句，呈現出

自己心裡的畫面。然而，除了文字，音樂也能表達出人的情緒，透過課程的設計，引導學

生試著感受音樂帶給人的感覺，並用文字表達出來，學生的發表一開始都是使用較簡單的

詞語，雖然簡單，但都能清楚表達想法，在多次練習感受之後，學生漸漸能更清楚說明完

整的意境感受。   
學生試著運用平板電腦創作。在分組討論相關情節之後，組員們選定覺得適合的樂

器，接著嘗試用該樂器進行創作，學生創作出的作品，多數能讓同學感受到相同的創作想

法。在這個活動中，學生從一開始充滿新奇到漸漸進入情況，在討論的過程中，每個人提

出的想法越來越多，想嘗試的創作技巧也越來越多，因此，所呈現的創作配樂，也越來越

豐富。透過這樣的課程，能讓學生的美感領域更廣泛，感受美感的深度更加提升。 
孩子在這個學習過程當中，讓我驚訝他們的分工合作能力，四格漫畫的主筆，繪製出

簡單有力的人物與分鏡圖，組員也能適時的給予不同的建議。教師在色彩的教學上主要是

讓學生能夠將自身投射在三國的社會環境中，以自身對於衣飾樣式與紋飾還有對色彩的經

驗與敏感度，說出並畫出具有意義的紙偶人物，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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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廣計畫： 

透過專業教師社群分享，複製團隊運作模式與備課歷程，發展更多元與有深度之跨領域課程。 

邀請他校教師，分享課程內容並進行交流。 

教學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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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紀錄 

  
語文領域：教師利用三國的勢力分佈圖

來說明空城計的歷史背景。 

語文領域：引導學生利用空城計的故事

發表情節氣氛與人物的情緒表現。 

  
語文領域：學生小組討論，腦力激盪，

熱烈討論老師所給的問題． 

藝術領域（音樂）：學生討論聽到音樂

的感受與變化，並將其記錄下來。 

  
藝術領域（音樂）：教師將學生聽到的

四段音樂，請學生在白板上記錄下來，

並討論這些感受的共通性。 

藝術領域（音樂）：學生聽音辨樂，從

聆聽音樂中喚醒過往的傳統樂器經驗。 

 
 

藝術領域（音樂）：學生分組操作平版

的 APP，有極高的學習動機與專注力。 

藝術領域（表演）：學生一教師指令暖

身，進行空間與肢體的對話。 

  
藝術領域（表演）：每位學生拿到一張

身份卡，代表每位學生的角色，學生思

考自己所飾演角色的情緒與動作。 

藝術領域（表演）：老師擔任說書人，

學生依據文本故事進行，再次思考所要

演出的角色與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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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領域（表演）：飾演魏國將領與士

兵，準備攻打蜀國的情景。 

藝術領域（表演）：飾演蜀國諸葛亮，

使用計謀『空城計』焚香彈琴，故弄玄

虛，使得司馬懿心生懷疑，不敢進攻。 

   
藝術領域（表演）：以空城計的故事

中，依角色將學生分成四個 Line 群組 

藝術領域（表演）：看到 LINE 上的貼

圖，分別在群組中發聲 

  
藝術領域（表演）：每位學生拿到屬於

自己的大頭貼 

藝術領域（表演）：四個群組依照相同

敘述，因身份不同，形成不同的對話 

  
藝術領域（視覺）：將各種角色的身體

服飾圖卡與頭部圖卡，討論後配對排

好。 

藝術領域（視覺）：發下 4 開海報紙分成

四格，每一格代表一個場景 

  
藝術領域（視覺）：討論服裝配色，將

四格漫畫裡的紙偶上色 

藝術領域（視覺）：學生學生分組拍攝

與操作偶動畫 

  
藝術領域（視覺）：教師介紹格動畫軟

體 StopMotion 

藝術領域（視覺）：學生拍攝偶動畫排

版畫面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參考網址：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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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hp?Lang=zh-tw 

＊請參考下頁「美感課程模組元件」項下的序號謄寫。 

 
 
 

感謝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國立臺東高級中學提供課程方案以供範例，切勿修改、他用 

敬請閱覽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填寫範例：https://www.inarts.edu.tw/plan_performances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元件： 

 美感元素與美感形式（請填編碼） 

一、美感元素構件 

1. 視覺藝術：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2. 音    樂：節奏、曲 調、音色、力度、織度、曲式等。 

3. 表演藝術：聲音、身體、情感、時間、空間、勁力、即興、動作、主題等戲劇或舞蹈元

素。 

二、美感形式構件 

4. 均衡、和諧、對比、漸層、比例、韻律、節奏、反覆、秩序、統一、單純、虛實、特異

等。 
 

 跨領域美感素養（請填編碼） 

1.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透過美學知識底蘊反身自省以發現自我之定位和認同。 

2.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培養具創造力且以具體計劃來解決問題的習慣 

3. 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培養對藝術活動的探查習慣並應用相關知能於日常生活中。 

4. 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辨識與理解符號樣式及意涵並能適當運用。 

5. 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駕馭數位科技媒體並能理解與評價網路訊息。 

6. 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規劃藝術活動並以之表達對社會的參與。 

7. 跨域文化與多元詮釋：理解文化多樣性並能嘗試詮釋議題內涵。 

 

 跨領域課程構組 

一、課程目標：覺察教育現況，具備跨領域／科目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其核心理念、課程

欲培養之素養與學習重點 

1.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領域課程綱要，連結各領域學習重點，增加對生活環境、

當代趨勢、生命本質之敏感度，引發學生探索動機並增進教學內涵。 

2. 激發學生跨出教室框架，走讀多元文化，觀察日常美感，瞭解國際美學實踐趨勢，開拓

國際視野。 

3. 推廣跨領域美感教育的效益與重要性，觸及更多群眾，向全民美育邁進。 
 

二、教學活動：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引起動機之課程教學活動、課後教學

等活動 

1. 呈現所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類型之特質。 

2.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教學策略引導教學活動。 

3. 設計符應跨領域/科目特質之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活動。 

4. 規劃啟發學生思辨藝術概念與美感經驗之教學活動。 

5. 規劃激發跨領域美感經驗之延伸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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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協助學習者達成每個教學目標的詳細計畫 

1.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問題導向教學。 

2.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虛擬實境情境教學。 

3.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網路資源體驗教學。 

4.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探究式教學。 

5.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合作學習式教學。 

6.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專題討論式教學。 

7.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創意思考教學。 

8.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協同教學。 
 

四、教材內容：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能引起動機之媒介、教師研發之課程

教 材，可建立學生學習檔案 

  1. 教材連結了學生先備知識、藝術學科與非藝術學科。 

2. 教材於生活中開展出學生創造、批判、思辨、應用等能力。 

3. 教材之組成符合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模組及編選原則。 

4. 教材邀請外部人員參與協作。 

5. 教材幫助學生建置其學習歷程檔案。 

 
五、教學資源：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課程研發參考文獻、課程引用之資

源、學生產出之學習成果 

  1. 使用校內外人力資源、在地文化、硬體設備、空間或博物館、公園等場所。 

2. 連結至國際，具備國際視野之資源。 

3. 使用各種形式的儀器、電子設備或程式軟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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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過往實驗課程方案具延展及永續性，或校本課程經驗再應用。 
 

六、學習評量：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的課程中，使用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多元

評量模式、評量指標之設計、學習成就評量效度檢測，評核是否達到擬定之課程目標，

可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1. 學習單 

 2. 試題測驗 

 3. 遊戲評量 

 4. 專題報告製作 

 5. 展演實作 

 6. 影音紀錄 

 7. 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8. 其他請說明 
 
 
 本學期卓越亮點（請填編碼） 

一、 校內外連結：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校內跨領域共備、校本課程應用、

校 外社區關懷等校內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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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與各校內校本課程、校園特色產生關連之趨向。 

4. 與各校校區、地方特色產生連結之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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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用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6. 連結不同時間、地域，並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思考與批判。 
 

二、 國際視野：具備跨學科內涵及美感素養之課程中，具國際情勢探討、多元文化體驗、國

際在地化，在地國際化 

1 豐富國際視野，瞭解國際跨領域美感教育趨勢。 

2 增加國家文化認同與國際競合力。 

3 國際在地化，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增進教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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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