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課程單元名稱 : 音樂的時代美感--「聲」援前線 

貳、課程設計動機與理念: 

1， 緣起音樂課程中 Beethoven Symphony No. 7,  2nd mov.在電影《王者之聲》中的

渲染作用。 

2， 公民課程中對於公民運動中透過音樂的感召與社會議題的各層面探討。 

3， 美術課程中對主題式應用設計的實作課程結合。 

4， 設計活潑豐富具有變化的課程。 

5， 銜接美術課程的運用。 

参、單元目標：掌握音樂與公民課程中美感元素的融入與體驗 

肆、融入議題：與文史、音樂等思想性科目之間的整合；與環境品德教育的結合。 

伍、教學對象：高一綜合高中 

陸、教學時間：3 節，單元配合教學。 

柒、教學方法：講授、討論發表與實作法。 

捌、教學資源：美術教師 熊世明、教務主任 蔡明雄、音樂教師 張耀邦，公民教師 

黃品瑄，環境媒體、網路資源、製作材料。 

玖、延伸教學：透過同學相互討論合作。提供多面向、跨領域的主題表達，多面向理

解美感與各科的成就關係。 

拾、評量策略：過程性評量 

  



 



拾壹、課程架構： 

 

課程總名稱 

 

單元名稱 

 

 

子題  

 

 

 

 

 

           

 

子題目標 

 

 

音樂的時代美感--「聲」援前線 

 

一
，
交
響
樂
簡
介 

二
，
音
樂
情
境
的
認
知 

三
，
主
題
音
樂
與
支
援
性 

  

音樂主題運用 

 

主題式設計應用 

一
，
音
樂
與
意
識
的
整
體
呈
現 

二
，
視
覺
的
設
計
與
安
排 

三
，
製
作
物
的
效
應
呈
現 

一，知道自己對課

程的想法 

二，了解不同音樂

表現的結果 

三，有效的觀察，

尊重教學場域

的和諧。 

一，能完成單元要求作業

(學習單)。 

二，從學生自己的角度去

安排圖面。 

三，結合環境教育完成媒

體創作作業，並完成

傳遞功能。 

 

公民運動的主題與

過程探討 

一
，
公
民
運
動
簡
介 

二
，
音
樂
與
公
民
運
動 

三
，
主
題
情
境
的
設
計
與
安
排 

一，認識完整的公

民運動條件。 

二，尋找學生自己

具有特別意義

的角度。 

三，環境對學習與

學生生活的影

響。 



拾貳、教學活動設計 

＊子題一: 音樂主題運用     (第 1 節課) 

教

學 

重

點 

核心 

能力 

● 認識交響樂的內涵。 

● 體會音樂在各種領域的運用模式與設計方式。 

思考 

教材 

範疇 

● 交響樂介紹 

● 音樂的運用 

 

教學目標 

● 第一階段，介紹交響樂知識。 

● 第二階段，理解配樂的設計內涵。 

● 第三階段，透過討論，介紹各種音樂的表達能力。 
教學融 

入議題 

 美術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跨領域整合 

教學媒體與

資源 

投影機、影片、音響、電腦、網路、音樂教室 

教學活動 

一，Beethoven Symphony No. 7,  2nd mov. 

在電影《王者之聲》中的渲染作用 

二，分組討論下列主題表現 

• 《渡漳之歌》、《垓下歌》、四面楚歌 

• 法國大革命 vs.浪漫主義 

• 美國反越戰運動＆《Blowin‘ in the wind》 

• 天安門事件＆《一無所有》 

• 野百合學運＆《感謝老賊》、《我們不再等》 

• 太陽花運動＆《島嶼天光》 

• 香港雨傘革命＆《海闊天空》 

•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獻給你的進行曲》 

三，跳脫單純課本教學的學習機會。 

 

50 

分
鐘 

評量方式 分組討論並審視表現結果與音樂與視覺呈現的交互運用 

延伸教學 

▫ 學堂樂歌 

▫ 抗日救亡歌詠 

▫ 反戰歌曲 

▫ 愛國歌曲／淨化歌曲／校園民歌 

▫ 學運歌曲 

 

 

 

 

 



＊子題二: 公民社會的參與(第 2 節課) 

教

學 

重

點 

核心 

能力 

● 理解公民參與社會的定義。 

● 分析公民運動中個元素的角色與呈現方式 

觀察 

教材 

範疇 

● 公民參與 

● 集會遊行 

● 公民不服從運動 

 

教學目標 

● 第一階段，認識公民參與的核心價值。 

● 第二階段，對社會運動如集遊法、政治事件抗爭的客觀認知。 

● 第三階段，能對案例事件討論分享。 
教學融 

入議題 

 環境與公民、品德教育 

教學媒體

與資源 

一般教室、投影機、筆電、PPT 

 

教學活動 

一，透過案例分析，切中問題核心。 

二，分析說明並對照課程內容，說明並討論、分享心得。 

三，對議題(主題)探討與設計方式教學。 

 
 

50 
分鐘 

 

評量方式 作業 

延伸教學 
●勞基法修正的始末。 

●媒體與政府機構扮演公民參與的角色探討。 

 



＊子題三: 主題式美術運用     (第 3 節課) 

教

學 

重

點 

核心 

能力 

● 對活動主題的認知與理解。 

● 運用設計製作物達成設定的目標與效果。 

思考 

教材 

範疇 

● 圖案設計 

● 美術設計運用 

 

教學目標 

● 第一階段，製作物的設計流程。 

● 第二階段，視覺圖像的思考與製作。 

● 第三階段，透過討論，介紹各種製作物的程序。 
教學融 

入議題 

 美術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跨領域整合 

教學媒體與

資源 

投影機、影片、音響、電腦、網路、昇華印表機(專用墨水)、熱轉印機(平面)、可轉

印旗幟、可轉印 T 恤、美術教室 

教學活動 

一， 支援前線的主題學習單，講授美術設計應用範疇與技術。 

創意思考與美感、目標行為三者的關係。 

二，分組討論自訂”聲援前線”主題表現。 

三，跳脫單純課本教學的學習機會。以旗幟製作與 T 恤印製來完成作

業，美感與實務並重。 

 

50 

分
鐘 

評量方式 分組討論並審視表現結果與音樂與視覺呈現的實務操作的方法與重點 

延伸教學 

▫ 自信心的建立 

▫ 美感表現的具體素養形成。 

▫ 合作與分享。 

 

 

  



 

拾參、評量的具體作法：過程與實作評量 

單元評量：課程單元名稱 : 音樂的時代美感--「聲」援前線 

 

評量時間：  年  月  日      （  ）班姓名（           ）座號（   ） 

 

1. 分組學習討論   

2. 實務操作，觀摩與分享 

3. 說明: 音樂、美術、公民課程三者均計算分數。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實施計畫 
 
 

學校名稱 台北市立木柵高工 

團隊成員 
教務主任蔡明雄、教學組長楊乃雯、音樂科教師張耀邦、公民科教師

黃品瑄、美術教師熊世明 

跨領域學科 音樂、公民 藝術學科 美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學生無需先備能力：課程選高一綜合高中學生。 

 教師需先備能力：視覺美感的表現基本理論與解析、美感的條件，選

擇題材與上課方式表達美感的連貫性。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工作坊： 

1.請旅美知名作曲家: 師大音樂教育碩士/紐約大學作曲博士張紅蘋。分享

音樂的時代意義與台灣、美國的現況與民情，讓課程進行中能有更寬廣

的視野與深度。 

2.請留學西班牙的攝影大師: 中國科大藝文中心主任林侃生教授，分享視

覺運用的中西橫向觀念與發展。另談到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的銜接發

展。 

3.請美術史與藝術教育專家: 武陵高中美術教師姜昌明分享社區資源與美

感教育的體現(跨領域美感實驗伙伴學校)。 

操作課程：教師講授，學生分組討論與操作 

成果評量：製作成品、展示分享。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應用策略】(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資源之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 



課程架構與

跨領域課程

設計概念 

課程架構: 

 

關鍵字：聲援 

壹、理念、意義與價值 

一、音樂與公民活動的抽象價值與實務體現、在美感條件下學習。 

二、設計主題與表現能力的實踐。 

三、表達自己並與他人合作，是學生在表達方式中較弱的一環。 

四、培養學生觀察、自覺式的美感體驗。 

五、運用多元思考、互相學習的方式展現美感的表達。 

六、培養未來十二年國教學生基本能力之需求，並結合本校綜合高中

分流模式的特色。 

七、運用自由度高的設計，讓學生強化完整處理作業的能力。 

貳、課程內涵 

一、加強綜高學生對美學的認知的重要性 

二、連結藝術與專業領域，強化學習的效果。 

三、自設主題式、自發性創意表達，對比限制性媒材與元素的運用能力。 

 

參、課程設計 

一、校本認同-公民與音樂的原有課程導入表現技法。 

二、課程延伸-自我的認知開法與表達 

三、領域認同-公民與音樂、美感的表達。 

四、實踐體驗-製作旗幟與 T 恤的成就感。 

五、跨域延伸-思考與實踐力。 

 

肆、課程實施 

一、理論介紹與說明，與學生跨領域充實美感經驗與實務。 

二、利用主題實踐的表現法，說明美感的經驗造成的美感效果。 

三、旗幟與 T 恤製作原則與美感。 

四、說明音樂背景與視覺美感的關聯。 

五、公民意識的正確觀念與正確表達方式。 

六、作品多元化評量方式加強學習效果。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教學時數   6 小時 實施班級 
綜合高中一年級 

(綜一孝先行實施) 

設計理念 將本校綜合高中學生在分流前達成跨領域的美感教育。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主題表現技法、構圖與平衡美感 

教學方法 講述與實作 



教學資源 音樂、美術、公民課本，基本設計、表現技法、製作材料與設備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音樂的時代美感--「聲」援前線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透過公民課程，了解視覺與音樂的實務表現 

結合設計主題學習轉印技法與美學要求 

圖案元素為主的基本設計練習 

 

 直覺的美感條件 

 應用美學的理論與實際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  公民參與  集遊法、公民不服從、公民參與 資料與媒體 

    2  交響樂的介紹與運

用 

 貝多芬九大交響曲，電影配樂、公民

活動的主題音樂介紹 

資料與媒體 

    3  主題宣傳製作物  設計主題方式、表達方式、製作方式 資料與媒體、轉

印設備、電腦編

輯設備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評量模式 備註 

    1    講解說明 106 年 12 月

20 日第 2 節 

電影 

影視畫面 

美的構成

要素與視

覺安排 

直覺的視

覺美感要

求 

討論與報

告 

音樂 

    2    講解說明 106 年 12 月

22 日第 6 節 

電影 

新聞畫面 

視覺呈現

效果 

主題透過

視覺美感

的表達 

討論與報

告 

公民 

   3    製作 106 年 12 月

26 日第 5 節 

範例 

電腦軟體

運用 

設計應用

的美感呈

現 

主題透過

操作與成

品的表達 

報告與實

作 

美術 



教學省思與建議 

一，綜高學生在一年級基礎學科學習後在二年級分流為職業學程或普通高中學程。面

臨選擇的考驗，本跨領域課程能提高學生的視野與豐富的思考空間，協助學生能

建立信心，對選擇學程有直接的助益。 

二，第二期實驗計畫能擴及技術高中、私立學校，對專案計畫的廣度有很大的效果，

希望未來能繼續增加。本期特別施作在綜高具有特別的意義與成果。 

三，合作的跨領域教師對自身與教學內容的美感提升，有著強烈的興趣與信心，可解

決技術高中幾乎無法在 107 課綱的校本選修、必修等課程加入社會科目、美感、

藝術課程。而能在原有的專業課程中加入美感課程內容，是非常必要的 

未來推廣計畫 

一，繼續推廣至綜高其他三班(本校目前有四個班級)。 

二，繼續研發其他跨領域課程，目前音樂科教師有強烈意願提供更具主導性的美

感計畫。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6 月 12 日第 6 節製圖科一年級孝班學生

在製圖教室上”製圖實習”由製圖科主任 

■學生仔細聆聽，與教師討論、互

動。 

  

■製圖實習課程內容為上課主軸。 ■ 教師上課的方式也是跨領域學習

的範圍，互動與翻轉教學都是可

以互相學習。 



 

 

■學生分組設定音樂與主題，並繪製圖案。 ■將草稿討論後作成完稿。  

 

 

運用電腦軟體:photoshop、illustrator 將完
稿掃瞄並製成曲線檔、利用昇華墨水印表機
印出反轉圖案準備熱轉印。 

運用 185 度高溫轉印至人造纖維製成
之 T 恤與旗幟。 

  

■根據主題設計並印出 T 恤，依照不同尺

寸與主題模式分組印製。 

 

■旗幟印製具備有較長的保存期與贈與

性，單價也較低可大量印製。 



學生回饋 

 
 

1. 原有的課程中，加深加廣、跨領域 (音樂、公民 )結合，讓課程更精彩，學習更有趣活

潑，效果當然更好，也希望推廣到其他班級。  

2. 具備繪畫基礎的同學會有更大的迴響，但目前技術型高中，除了音樂美術各兩學分外，

若有藝術與設計課程的選修會是非常受歡迎。  

3. 對獨立思考、討論、執行，檢討有完整的操作，建立相當的自信。如此多了解未來進

路，由各領域老師合作，有很好的效果。  

4. 期待更多科目的加入，感謝學校，跨領域實驗小組的支持 !!!! 

 

 

 

  



學生作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