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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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學校名稱   蘇澳國小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林台緯 (美勞) 

非藝術類教師： 林秋伯、張秋美、許菊英(社會) 

其他：李坪鍵、張智欽 

總人數：6人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四年級    班級數：3    人數 ：62  

總人數：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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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冷泉形成及特性有基本的認識與概念。 

二、 對蘇澳市區相對地理位置有基本認識與概念。 

教學方案名稱    沿著阿里史溪  尋找22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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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課程 

非藝術科目：鄉土、校訂課程(地方探究)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7堂 

總時數：280小時 

設計理念 
        過去蘇小孩童記憶中的阿里史溪~隨著河川整治加蓋，隱身於車水馬龍的道路

旁，似乎已逐漸被人遺忘，透過感官與自然環境互動，加上老照片時空招喚術，讓孩

子看見阿里史溪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透過秋伯老師生活空間記憶引導及坪鍵主任感

官照相機暖身活動帶領，讓孩子試著關閉過多聲光效果干擾訊息，開啟身體五感對周

遭環境事物的覺知敏銳度，並透過美感筆記的方式，將深刻感受到的畫面如同拍照般

紀錄在腦海裡。 

        冷泉再造背負著許多人的期望，但卻也令人大失所望，沁涼的湧泉上不來，

汙濁的排水混進來，遊客也許到此一遊失望轉身離去，但居民跟孩子呢?這是他們

所生活的環境，因此除了抱怨失望之外，更應該讓孩子了解問題所在，並構思解

決策略，在一旁玩起老照片情境猜謎遊戲，並暢飲清涼有勁的彈珠汽水，似乎讓

孩子擁有學習樂趣更重要。 

       返校後讓孩子同理冷泉和週遭居民，透過觀察冷泉現況與環境感受，用童詩

文學及美感空間創作，表達創作出屬於自己對環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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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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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共備方式：教師增能、課程研討會議、實地場勘、課程檢討 

教師共教方式：1-2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多數時間為一位教師授課，因教學場育部分在戶外，則

由行政教師隨隊陪同，並針對部分學習場域，進行協同教學。 
 

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藝-E-B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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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社-E-B3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

境與文化內涵。 

學習表現： 

藝1-II-8能結合不同的媒材，以表演的形

式表達想法。 

藝2-II-5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作品，並

珍視自己與他人的創作。 

學習內容： 

社2b-II-1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

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方式，並加

以尊重。 

社2b-III-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

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課程內涵 
學習目標（學習表現）： 

透過地方走讀，體認地方之美，並透過媒材表現心中美的價值。 

課程學習內容： 

1.感官照相機 

2.阿里史溪的 

前世今生 

3.五感素描寫生 

4.記憶回顧 

5.影像重現 

6.歷史空間美感創作 

7.阿里史溪文學創作 

感官 

照相機 

阿里史溪 

前世今生 

五感 

素描寫生 

記憶回顧 

影像重現 

歷史空間 
美感創作 

阿里史溪 
童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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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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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官照相機 0.5節 一、導入活動 

1.分享住家到校印象深刻

人事物。 

2.兩人一組，分別飾演攝

影師及照相機，分別去探

究週遭美好的景物。 

1.引導教學

分享 

2.分組學習

感受 

五感相框 

 

荒野保護協

會兒教課程 

遊戲評量 1 1 

阿里史溪的 

前世今生 

1節 一、導入活動 

每個定點讓孩子閉眼想像

過去樣子，張眼後欣賞過

去的老照片 

二、開展活動 

教師敘說照片中當時的情

景與故事。 

1.問題導向 

2.虛擬實境 

蘇澳老照片 蘇澳KPI.創

聚197文史

工作式教師

增能導覽 

口頭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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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素描寫生 1節 二、開展活動 

讓孩子透過五官觀察感

受週遭環境，並用不同

顏色、形狀寫生紀錄在

學習單上。 

1.創意思考 

 

學習單 蘇澳國小校

訂課程 

學習單 1 

4 

2 

記憶回顧 

影像重現 

0.5節 三、綜合活動 

1.發給各組學生一張老照

片，讓孩子分組討論如何

詮釋照片中的情景與故事 

2.讓學生利用默劇或定格

照片影像，讓其他學生猜 

1.合作學習 

2.創意思考 

3.團體發表 

蘇澳老照片 宜蘭縣史館

老照片 

南天書局古

地圖 

蘇澳國小校

友會舊照片 

實作展演 3 6 

歷史空間美感

創作 

2節 一、導入活動 

讓孩子分享這趟旅程印象

深刻之畫面或景物。 

二、開展活動 

1.介紹生活中各種簡單素

材，孩子也可是先從家中

或回收室收及環保素材。 

2.分組進行美感空間創

作，可將每個人想呈現的

原素融入在創作畫面上。 

三、綜合活動 

各組進行五分鐘左右的創

作分享。 

1.合作學習 

2.共同創作 

3.團體發表 

回收素材 教師美感空

間創作參考

作品 

學習歷程創

作評量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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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史溪文學

創作 

2 一、導入活動 

讓孩子說說如果你是冷泉

或附近居民，你的感授為

何? 

二、開展活動 

讓孩子以第一人稱的角

度，進行童詩和文學創

作。 

三、綜合活動 

請同學上台朗誦或分享自

己的文學創作作品。 

問題導向 

探究式教學 

作文簿 蘇澳國小校

訂課程 

學習歷程檔

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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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與建議： 

◎林秋伯老師(四年一班) 

     蘇澳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中，以冷泉最為特殊且無可取代，蘇澳國小的學生們怎能不了解並體

驗其中的樂趣呢？阿里史溪承載著過百年歷史的印記，蘇澳國小的學子在此玩水、打掃、生態觀

察，隨著校舍的更新敦品樓的誕生，阿里史溪被文明隱藏在深處。 

   透過此次課程內容的引導，學生們的學習視角可溯及百年前蘇小的校舍位置及早期垃圾的處理方

式，並目睹照片中大自然水的力量能讓地基掏空，讓平日上學的道路受阻而改道，孩子們讚嘆「尊

敬大自然，才不會被反噬」！ 

    沿著阿里史溪前行，溪流水量不足，仔細觀察河道底下破裂的水泥縫中，隱約可見細小的氣泡

從地底湧出，越接近市區泡泡越多，行至鐵路橋（信號腳）下伴隨著濃濃的磺味，孩子們說：冷泉

味是臭水溝味，是硫磺的臭味！雖然臭，可是好熱喔！可以玩嗎？ 

    雙腳浸泡在冷泉水中，剛開始有一股刺刺的冰涼感，隨後觀察毛細孔，發現每個孔洞都被泡泡

包覆著，寒毛直豎涼感瞬間沁入肌理，一路行走的暑氣全消失在泡泡中，拿起溫度計泡入水中，水

溫下降直指22度，直言：「老師沒有騙我們，真的是22度！」 

    我們能夠享用乾淨無污染的冷泉泉水，需要每個居住在蘇澳的居民共同努力，平日應避免使用

有害環境的清潔用品，垃圾也應該要分類並丟入垃圾車，運用大自然的力量讓蘇澳的冷泉恢復以前

處處乾淨的樣貌。 

建議：需討論行前教育的內容需要多深？行程結束後的知識點的再確認更重要，能釐清孩子的學習

觀念或是遺漏的地方。走出戶外發現自己的所學有限，孩子們的疑問我們回教室再一起精進！ 

◎張秋美老師(四年二班) 

    蘇澳有大自然中最珍貴的寶藏-冷泉，蘇澳國小的學生身為蘇澳的一份子當然更要認識它。蘇澳

到處可以發現冷泉的足跡，這次沿著阿里史溪，我們一路探訪其中的奧秘，發現了許多以前沒有聽

過的故事，也知道原來阿里史溪為什麼會轉彎的原因，以前從那裡經過只覺得豆腐乳窟旁有很多的

石頭，卻不知道原來那是金面山留下的山石，沒有想到人類可以把整座山挖空，讓蘇澳變得非常的

不一樣。這趟阿里史溪之旅感覺好像跨越時空回到過去，讓我們更認識蘇澳原來的樣貌，也滿足了

我們的好奇心。 

    我覺得這次的阿里史溪之旅不僅小朋友收穫很多，老師們也是受益良多。這趟旅程之後，我們

接下來請小朋友將沿途所見所聞分組以多媒材繪製成四開圖畫，呈現小朋友對這趟旅程的感受，小

朋友的創意真的令我感動，為了讓這次的旅程有一個完美的結尾，我們也結合社會領域納入考題，

讓小朋友加深對這趟旅程的印象，以及對這趟旅程有整體的概念。 

◎李坪鍵老師(教務主任) 

    近年來孩子的感官受到3C科技的外在刺激，逐漸喪失敏感度與創造力，透過感官照相機及五感

寫生，孩子一開始無法進入情境，但透過導師協同引導漸入佳境。 

    美感空間創作是最出乎意料的課程，原本以為現在孩子不善手作，但規劃兩節課孩子卻做到欲

罷不能，尤其幾個較完美主義的孩子，堅持要將他們的想法完整呈現。 

    冷泉遷動蘇澳地區整體觀光及生活經濟，冷泉再造失敗令許多遊客和居民大失所望，但失望之

餘，我們更應該培養孩子勇於改變和突破的能力，也許未來利用美感空間再造能讓冷泉整體環境變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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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意見與回饋： 

A生：美感空間創作模型時要想很久，因為左邊有什麼，右邊有什麼要弄清楚才能下手，不然會被其

他組的同學提出疑問。 

B生：走很久的路，泡完冷泉，來一瓶彈珠汽水除了新奇好玩外，真是解熱，也變得很有精神！ 

C生：量冷泉22°C速度要快，不然温度一下就上升了，另外石蕊試紙測量。 

D生：五感寫生剛開始覺得很難，我不知道該用什麼顏色表達，後來隨意憑感覺塗鴉，發現就成為自

己心情的顏色，感覺還蠻有趣的。 

E生：矇眼後不知道同學會帶我去哪裡?但眼睛睜開看到的都很美很驚奇。 

F生：表演猜照片時，我們小組討論要怎們演才能精彩傳神，但後來都會忍不住笑場，這是一個很有

趣且難忘的經驗。 

G生：在寫童詩時，我覺得冷泉很可憐，明明這麼乾淨清涼的冷泉，卻因人類不好的設計和對待，使

它受到批評和討厭。 

◎家長意見與回饋： 

家長A：在地的故事經由孩子的分享，才知道原來真正金面山的山腳下在裸湯處、原來蘇南路才是以

前蘇澳的主要道路，小朋友實際走一圈，比在教室裡聽課還要深刻，雖然記得不多，但知道要珍惜

環境！ 

家長B：聽孩子分享許多老照片，就在我小時候的記憶，環境的變化很大很快，謝謝學校安排這樣的

課程，讓孩子更懂得珍惜家鄉的環境。 

家長C：協助孩子班級去校外教學攝影，看見老師分享歷史空間對照，之後孩子創作的美感空間令我

們十分驚艷，很驚訝孩子的創造力無窮。 

未來推廣計畫： 

1. 教學計畫及紀錄檔案分享。(已於6/3週三進修分享給全校教師) 

2. 納入本校校訂課程。 

3. 部分課程融入相關領域常態實施。 

教學研發成果： 

1. 教學發展歷程與學習成果影片(4分54秒)。 

2.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3. 美感空間再造成果作品。 

4. 蘇童地方文學創作。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感官照相機分組操作                             沿著阿里史溪~沿路尋找22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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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涼的冷泉水~讓孩子們身心舒暢                用舊照片講述過去冷泉與居民的生活關係 

        
    利用五感寫生紀錄感官所接觸的感覺              利用小組創藝表演~重現當時生活故事 

       
     孩子們五感寫生記錄學習單                    學生創作的冷泉心情 

           
     分組進行團體美感空間創作                       美感空間創作上台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