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108學年度師資培育暨合作大學成果報告書」 

 

壹、 師資培育/合作大學基本資料 
(一) 屏東大學的師資培育以教育學院和師培中心課程為主。 
(二) 本校目前並未開設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跨領域概念會在教師課堂以概念講授方式

傳達。本人擔任師培中心及教育學院「寫字及書法」課，一班人數約四十，教育學

院一到四年級，師培生為大學部與研究生。108-1教育學院及師培各一堂，共兩班
上課。108-2教育學院一班。一學年共三個班級。 

(三) 透過增能講座，拓寬藝術知識領域，培養未來跨領域教學能力。本計畫執行由兩位
助理負責行政與課程紀錄工作。 
 

     

貳、 計畫內容 
(一) 計畫內容簡述 
計畫名稱：書寫的美感—身體與文字的對話 
以「寫字及書法」為核心技能，配合跨領域美感教育理念，讓學生從書寫當中體會身

體姿勢與藝術活動之間的關係；從技能與實踐當中，掌握漢字藝術美感與身體認知經

驗，進而融入生活與其他科目的學習。 
 

(二) 計畫預期效益 
1.建立以書寫經驗為主的身體感知，強化學習效果，實踐生活美學。 
2.培養師資多元化，具備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能力與素養，提供豐厚資源與輔導機制，
與在地文化連結。 
3.深化藝術教育，普及美感經驗認知，結合種子學校，協助發展跨領域美感教育理念
落實。 
4.建構跨領域美感教育理論及實務能力，創制跨領域美感教育典範。 

 

參、 計畫執行情形 
(一) 輔導種子學校跨領域美感課程辦理情形 

1. 2019.11.05於屏東縣立公館國小演講：書寫的藝術與漢字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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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屏東縣昌隆國小教案修訂與備觀議課 
108.12.19 跨領域課程教案研討（附件一） 
109.01.14 跨領域課程公開觀摩（附件二） 
109.06.30 跨領域課程方案諮詢輔導會議（附件三） 

 

(二) 大學端跨領域美感課程辦理情形 
 
上下學期總共辦理三場增能講座，內容分別為篆刻，碑拓，種子學校跨域美感教學經驗

分享 
 
方寸之美～石頭・文字・藝術 
演講者：陳俊光（佛光山寺人間大學書法篆刻課程講師） 
時間地點：2019/12/2 10:10-12:00 國立屏東大學人文館403R  
 
戲說碑拓～談跨域的賞鑑歷程 
演講者：康益源（興榮製漆工業有限公司研發部經理，府城謙受堂主人） 
時間地點：2019/12/2 13:30-15:20 國立屏東大學人文館403R 
 
書法教育在公館～種子學校經驗分享 
演講者：劉崧浩（公館國小教務主任）  
主持人：李國揚（公館國小研發組組長）  
時間地點：2020/06/01 10:10-12:00 國立屏東大學人文館40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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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講座內容： 

方寸之美	
—印章‧文字‧藝術	

	

課堂進程	

	

主持人朱書萱老師介紹

主講者陳俊光老師	

書法教育在公館
教育部跨領域美感卓越計畫

跨領域美感教育增能講座

演講者：
公館國小教務處 劉崧浩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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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公館國小研發組組長 李國揚 老師

�����ᴍɿᅳཱሯ౦େላຽੜߍე
ਓจؗࣨڭ���

歡迎各方賢達與種子學校一同參加！
㚱摳㎉苌
椓䢌㨀桴嶬搮㔕⛄削苌
⊾硺䰟ↅ瞗瓴悾腩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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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光老師開始介紹此次

講座的主題—方寸之美	

	

老師首先談論到印章在

我們生活中其實很常

見，但我們有把它視為一

種藝術嗎?	 	 	 	

	

也許我們其實對印章不

是那麼熟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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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我們所看到印章，有

私章、公司行號、機關部

門……	

	

台灣的印章呈現方方正

正的形狀，且有分成陰

刻、陽刻。	

日本的印章則呈現圓圓

的形狀。	

	

再來看看中華民國之

璽，他的材料是翠玉，使

用陰刻而成，用於外交事

務的文件上。	

而榮典之璽，他的材料是

羊脂玉，看著這塊玉石，

我不禁想到膚如凝脂這

個成語，色澤溫潤，用於

勳章證書及褒揚令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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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說到印章，免不了還有這

充滿小時候回憶的乖寶

寶章，擁有可愛的圖案及

俏皮的文字，是我們小時

候最喜歡的印章。	

	

說到印章我們一定會提

到的蓋章狂人－清乾隆

皇帝，看看底下這張圖，

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裡

面充滿大大小小琳瑯滿

目的印章。以前總聽說乾

隆皇帝是個收藏家，收藏

了許許多多的書畫，而且

還會在這些書畫上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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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他到此一遊的印章。	

	

這些是從乾隆收集的書

畫中收集下來的印章，裡

面有正方形、圓型、長方

形大小各異的印章，其中

還有分為陰刻和陽刻兩

種刻法。	

	

之後老師提到關於文人

篆刻的起源與盛行，其中

老師說到，自王冕以葉蠟

石作印後，石質印材被廣

泛使用，文人治印，風氣

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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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風氣大盛後，刻石印

材越來越多樣化，以下老

師和我們提到了幾種石

材。	

	

第一種為田黃石和雞血

石。田黃石質地較軟，溫

潤凝膩，且仔細的看其中

含有石花，尤其珍貴。雞

血石硬度不高，全體大致

呈紅色。溫潤的田黃石在

照片上看來凝膩剔透，非

常漂亮，而雞血石整體通

紅，猩紅耀目，有一種威

風凜凜的感覺。	

	

第二種為芙蓉石，芙蓉石

似白玉而純粹，玉不受

刀，遜於芙蓉矣。芙蓉石

以其清白明瑩，凝結明

朗，宛若不入俗世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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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看著這玉石，我想

到<詩經>中「言念君

子，溫如其玉」。我想這

是最符合芙蓉石的一句

話了，像謙謙君子般溫潤

如玉。	

	

第三種為青田石，青田石

以石質細膩透明為上

品，就像是把他的紋路冰

凍起來一般，外面一層透

明晶瑩，整體呈現半透明

狀，且其中紋理又多樣

化，像中間的這個刻石印

材讓我想到中國古典文

化最具特色的青花瓷，紋

理交織渲染，讓人移不開

眼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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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種為巴林石，色澤

炫麗，質地溫潤，且其紋

理奇特，由七種色素加上

多變的色調交織而成，斑

斕燦爛讓人目不暇給。	

	

講座近尾聲時，是老師帶

來的篆刻作品賞析，由俊

光老師在現場篆刻印章

讓大家欣賞學習。	

	

老師要開始刻印章前拿

出了他種類繁多的雕刻

工具，光是雕刻刀就有好

多把，大小不同、用途也

不同。	

	

這是要刻印章前，老師先

畫出一個印章的輪廓大

小，再來將要刻的內容先

用篆書寫在一張小小的

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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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寫好之後再放置在印

章上，將其沾濕使黑色的

毛筆線條印在即將要雕

刻的那顆印石上。	

	

這次的印章是以陽刻的

手法，將字以外空白的部

分去除，在蓋章之時其字

為印泥的顏色，字以外的

空白部分則為白色。	

	

其中老師提到在刻字

時，他經常使用的刀法為

切刀法跟衝刀法，在現場

他也為我們展示了這兩

項刀法，看似輕輕的將石

材一刀一刀刮開，但其實

仔細一看老師執刀的手

是緊緊出力的握著刀

柄，一下一下的刻著，而

老師泰然自若的神色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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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輕鬆，好似這石材是

軟的一般，十分輕鬆地便

能雕刻完成這一枚小小

的印章。	

	

隨後，老師結束刻印後開

始介紹起他琳瑯滿目的

篆刻用具，首先是刻刀、

印泥、毛筆、墨汁、還有

一本小小的書法字

典……	

	

最後是這個，非常奇特的

印床，負責固定刻石用。

為甚麼對它印象特別深

刻呢?因為它的長相像古

代的機關盒，一開一闔，

彷彿下一秒就會有隱藏

的機關跑出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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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告一個段落後，書萱

老師邀請俊光老師一同

觀賞課堂上同學的作

業，是老師指定的六字練

習，俊光老師說這些學生

的結構掌握得非常好，只

是筆畫看起來不是那麼

熟練，若同學能繼續勤練

的話，那將會更上一層樓

的。這些話為在場的同學

帶來莫大的鼓勵，之後執

筆的眼神都更為堅定，一

字一畫都想要讓自己的

能力有所提升。	

	

戲說碑拓	
—談跨域的鑑賞歷程	

課堂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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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進行前，由書萱老

師介紹康必寬老師，他

是府城謙受堂的主

人，同時他也是一個收

藏家，收藏許多的拓

片、善本、叢帖、石刻。	

	

看這一字排開的七幅

拓印作品，這些多來自

東漢的石碑，從上面拓

印下來的。且老師說到

碑帖的價值提到，當這

些文字時代越早，就會

越值錢。	

	

看向右邊的第一幅拓

品，字跡模糊，石頭多

有磨損，但他是先秦唯

二從原石上拓下來的

拓片，更顯得難得而珍

貴。	



 15 

	

除了掛式的拓品，康老

師還帶來了一本又一

本的拓本，裡面皆是細

部拓印的每一個部分。	

	

老師說，要收藏這些碑

帖，石鼓文是收藏家最

基本的配備，石鼓文是

處在一個承先啟後的

時代，承秦國之書風，

開小篆之先聲，是中國

最早的刻石文字。	

	

老師又提及了一個專

有名詞「黑老虎」，他

提及在碑帖鑑賞的領

域中，最害怕遇到的就

是這種黑老虎，他是先

拓再裱，這其中會有很

多加工的程序，曾經有

一個大家以為所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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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拓珍本，卻沒料到竟

是翻刻、重摹本。所以

說，這若在這個領域遇

到這樣的事，老師表示

心裡是會很嘔的。	

	

再來，老師提到了碑帖

的鑑定方式，可以看墨

色來鑑定的，由墨色可

以看出其拓印的大概

時間點，同是黑色，而

這樣的黑色卻是有新

有舊，像這幅拓品的墨

色就比右手邊的另一

幅拓品還要深，由此可

見這幅拓品比右手邊

的拓品拓印時間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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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拓本是道教經典<靈

飛經>，是唐代著名的

小楷之一，從此拓本上

可以看到他的筆勁圓

潤，字形精妙，老師說

後人常以此為練習小

楷的範本。	

	

老師的講解結束後，採

取讓學生觀摩的方

式，每一區域都會有專

業的老師負責講解，並

且也可以記下問題等

到觀賞時間結束後再

來發問，由康老師解

答。	

	

在觀賞期間，老師也有

教大家如何正確地翻

閱拓本，以一根手指插

入拓本內頁底部來翻

動，盡量不要觸碰到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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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的正面。	

	

	

最前面的這本拓本是

褚遂良所寫的老子<西

昇經>，從此拓本可以

看出其來自於筆意的

華美，一筆一畫皆是細

膩又飄逸的線條。	

上面的的拓本是來源

於顏真卿《送劉太沖

敘》，筆法豐腴雄渾有

力，通篇看來氣勢凜然

卻少不了他下筆的那

份單純。	

	

在另一個區域，是拓印

一些奇特的圖案或者

少見的雕刻，例如瓦當

上的圖案，或是柱子上

雕刻的少見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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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拓片便是前面所

述，秦代唯二從原石上

拓下來的拓片，上面寫

的是篆文，因原石年代

久遠多有破損，所以字

形只能隱約地看出輪

廓，十分可惜。	

	

這個拓本是墓誌，上面

還有細細的龜甲紋

路，十分特別。老師說

這是北朝最有名的龜

形墓誌，現在是十分難

得的拓本。	

	

這個像太陽一樣的圖

案是甚麼呢?經過身旁

老師的講解後，大家才

知道這是一片瓦當的

拓本。至於為甚麼要拓

瓦當呢?是因為其保留

了漢代獨特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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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這個，是一個更

細緻的瓦當，其中的圖

案更為繁雜，是一隻老

虎的圖案，讓人驚訝其

雕刻的精細。	

	

這是一列整齊的龜形

六角狀，不禁讓人想到

高中的化學課，苯也是

如此模樣的六角環

烃，拓下這些奇特的圖

案，讓我們都開了眼

界。	

	

這幅拓品最讓大家眼

睛一亮的是其顏色是

硃砂的顏色，這時老師

就講解到，朱色的拓片

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只

有初版的拓印才能用

其餘都只能用黑色，可

是到了後代漸漸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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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不管這個禁忌

了，愛拓甚麼顏色就拓

甚麼色，當下聽到這個

轉變的心情覺得十分

可惜，初拓顯得難能可

貴，若不再重視這項規

矩，這拓印的藝術也好

似少了那一點神聖隆

重。	

	

這是老師帶來最壯觀

的一幅拓印品，名為摩

崖石刻。	

其中有書有畫，書包含

了篆隸草行楷五種書

體，而旁邊密密麻麻線

條則是畫，其中有白

鹿、黃龍、嘉禾、木連

理、甘露降等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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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西狹頌》也是剛

剛的摩崖石刻中的隸

書部分，此字形有些像

《石門頌》，但其少了

一點石門的飄逸而多

了一點嚴勁，且其更讓

人覺得厲害的一點是

其結構方整雄偉，所有

筆畫的首尾無一缺

失，嚴謹中有帶有一絲

靈動，十分可貴。	

 

最後一幅讓人眼睛一

亮的拓品是那羅延神

王，前面看了那麼多書

法的拓品，第一次看到

如此清晰的拓像，其裙

帶的轉折及衣服的皺

褶，還有其身體部分和

衣服部分用顏色深淺

來區隔開來，製造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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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可見其拓印之人

的用心。雖非本品，但

看此拓像卻也能見其

莊嚴肅穆。	

	

	

自由觀賞時間結束

了，也進入講座結尾，

由學生向康老師提出

問題，有同學問：「關

於拓片的鑑定和流

通，有哪些參考的渠

道？」老師的回答讓大

家都靜靜地思考許

久，他說：「書法和拓

片的關係很密切，對書

法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之後，才能欣賞刻在石

頭上的文字作品，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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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藝術與文化很多保

留在石刻上面，那樣的

美感兼具歷史的滄

桑，需要更多人生的經

驗和時間的浸淫才能

領略，一如陳酒。人生

的美，也是如此。」我

不禁想像，原來藝術與

人生有相同的道理在

啊！	

	

書法在公館增能講座：公館國小結合自然與藝術領域，反白書教學	

活動照片（上課內容此處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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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助總計畫執行跨領域美感計畫相關事務 
1.參加 2019/2/22(五)上午 8:30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行「師培大學／合作大學共識會議」。 

2.參加跨領域美感教育屏東種子學校成果發表會 

時間：109 年 7 月 17 日，9:00-15:00 ，預計 8:40 開始報到 

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林森校區，音樂館圓廳 105。 

 

 

肆、 計畫具體成果與效益 

 
(一) 參與本計畫師資生之學習成效 

寫字及書法課身體經驗紀錄	

體育碩班	歐佳怡	：	

距離上次學習正確寫字及坐姿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現在重新學習寫字是希

望自己的字能再更美。	 	用正確的握筆姿勢寫字，手指不太協調；手指小肌肉

及虎口都感受到痠。	

教育碩班	李妍堇	：	

從小寫字就不是很好看，甚至連筆順有時候都不對，練習硬筆字可以培養耐心

和專注力，正好是我需要加強的。	

教育學系	許明維	：	

在完成這份功課的時候，手會不自覺太用力；而且過程一不小心寫錯或是感覺

怪怪的，就會整個擦掉，紙差一點就被我擦破了。當然也因為一直來回擦寫，

心浮氣躁的，所以就聽著鋼琴、純音樂，讓自己靜下來，或是起身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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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寫字時，心的靜跟穩很重要。而且寫字時，自己也要有某種感覺；就是

手感。有這些要素還有姿勢的修正，自然字就美了。	

心輔學系	廖佩倚	：	

會感覺內心有一種寧靜，書寫時雖然會跑過許多想法，但會因而把內心的平靜

拿出來。透過每一筆、每一畫，更能看清楚所寫字體的架構、粗細，以及哪個

地方該重壓、哪個地方該輕描。寫字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沉澱心靈，以及找回自

我的一種方法，隨著所感受到的筆觸，緩慢寫下，似乎能感受到字體的力量。	

中文學系	范姜建發	：	

在寫硬筆字的時候，真的很不習慣。沒辦法像平時寫字時依樣輕鬆。不僅花費

力氣較多；時間一久沒辦法快速寫完字體的焦慮也愈來愈嚴重。我想我中間的

字也許有受到心境的影響，可能沒有前面來的靜心，在發現自己有些急躁時，

我有先放下手中的筆，給自己一些時間調解一下，隨後接著完成這份作業，結

束的瞬間，得到了滿滿的成就感。	

心輔學系	葉佳妮	：	

練習完這份作業之後，開始覺得寫字真的有著一定的規則，尤其是字的位置或

筆畫的空間配置，透過練習有慢慢抓到一些感覺，在板書的練習上也十分有感

觸，但練習時我也發現，要把練習的內容內化，並應用在日常寫字是十分不易

的。	

心輔學系	鄭佩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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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太專注在握筆上，所以有點用蠻力寫，當身體放鬆，姿勢調整達平衡後，

寫字漸漸平穩。	

心輔學系	黃楷婷	：	

寫到中斷時心感受到非常寧靜，只有自己沒有其他雜想；很開心有這種體會，

到後段也比較順。	

教育學系	許星辰	：	

練習完這十六個字，手掌心冒了很多汗，而且在寫的過程中，手也會不自覺的

抖，書寫的動作也很慢，有些字的筆畫因為手會抖變得不是很直，下筆輕重在

慢慢控制。	

教育學系	邱馨俞	：	

我之前也有練過硬筆字，雖然寫得不是很好，但是這次書寫，有漸漸找回之前

的感覺。寫硬筆字需要非常專注，心靜才能寫得好，這次寫字的過程是在經由

寫一兩行字，心慢慢靜下來後，就能進入狀況。不想別的事，專心控制線條、

字形。如果過程中中斷，跑去做別的事再回來寫，就需要再重新把心靜下來，

才能把字寫好了。	

教育學系	詹育純	：	

這項作業對我來說並不輕鬆，本身我的字體就沒有很工整，加上右手食指受傷，

握筆姿勢總不如之前握的一樣。要時常變換姿勢，深怕會壓到傷口，導致我寫

一個字都要寫很久。當我看到其他同學寫完時，心裏挺急的，但我發現我愈心

急，寫得愈慢，因此我還是決定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寫，雖然作業花了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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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寫好，也是我沒想到需要花那麼久時間完成，但我也漸漸體會到寫字一筆一

畫皆是學問，在過程中了解，寫字時，需要靜下心來，心一急反而寫不好。	

教育學系	劉乙瑩	：	

之所以參加這門課程是因為自己認為當一個老師需要寫字好看才能要求學生寫

字工整，並且想要增強自己寫書法的能力。雖然新訓時學長說這門課很硬，但

我想這樣才能促使我成長。上完第一堂課後認為我選對課了，因為本來就有脊

椎側彎，但練字時需要坐姿端正，我想這能矯正我的坐姿。並且在練習時真的

需要靜心才能寫好每個字，讓我回思今天發生的事。雖然這門課需要很多精力

學習，但我相信未來的教學路上一定有幫助。	

教育學系	郭怡君	：	

這是我第一次用格線寫字，也算是第一次這樣練字，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來練

習，整張紙不斷寫了又擦、擦了又寫，但這樣證明我還有很多進步空間，也希

望能夠望透過這堂課，加強自己的板書能力。	

教育學系	何欣蓉	：	

一直很想找個機會學習硬筆字，修了寫字及書法這堂課後讓我能用更加正確的

方法學習寫字。然而，初次寫字就感受到相當大的挑戰性，手感生澀、下筆力

道過輕、筆畫不平順…等，整體而言，仍需要相當多的練習，慢慢磨筆，培養

手感，相信一定會越寫越好的。	

教育學系	楊仕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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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就被爸爸要求寫字端正，自己對字也很要求，國小時最喜歡寫生字簿的作

業，但要靜下心來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寫真的不簡單，不過會讓自己沉靜，會

忘記周圍的紛擾，在過程中更加認識自己，也能藉此知道自己的不足。	

教育學系	柯怡潔	：	

第一次寫硬筆字手真的是很不習慣，而且發現到簡單的二、三、八我都可以寫

得很歪斜，可見硬筆字真的是需要靜下心來才可以掌握的好，尤其多練習後，

我發現字會開始聽話，而且對於放在格子內哪裡最好，自己心中才有一定的概

念。我想這個新領域會是我想要深入認識的。	

教育學系	陳慧靜	：	

一開始寫字的時候真的很煎熬，因為我原本握筆方式是錯誤的，覺得很彆扭，

很難靜下心來，後來有漸入佳境的感覺，但手感又在停下來休息後消失了。	

教育學系	吳羿潔	：	

練字的過程心很平靜，雖然還需加強，但相信努力的練習一定會更好。	

教育學系	祝奕鋒	：	

我覺得自己寫字不是很好看，所以寫的時候其實壓力有點大，但慢慢寫靜下心

來有覺得比較流暢。	

教育學系	吳采蓉	：	

第一次認為寫字是件不簡單的事，我自己在寫字方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陳科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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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時代，3c 產品成為現代人習慣使用的工具，除了過多的訊息讓我們難以

靜心之外，也無法感受文字的溫度。因此，透過硬筆書法可以讓我們感受到文

字的生命力，並可達到靜心。從小媽媽常告訴我「字如其人」；字寫得好，人

就漂亮嗎？起初，我對這句話不甚理解，但在學習成長過程中漸漸能理解這句

話的涵義，意即，間接了解一個人處事及學習態度。能寫出一手好字，並無捷

徑，唯有練習、練習、再練習，然而從練習過程中，除了可以讓內心更平靜，

也可以培養我們的耐心及審美觀。雖然每個筆畫看似簡單，但要將這些筆畫組

成一個字，且是漂亮的字，也真是一門學問。希望透過這堂課，讓自己的書法

更加精進。	

教育學系	林志瑜	：	

第一次寫字練習，讓我們了解到自己平時寫字時許多不足的地方，希望以後能

多多自我練習，改正自己的缺點。	

視覺藝術學系	蔡素琪	：	

當我們拿到這一張作業紙時，讓我想到中學時期常常馬馬虎虎的去應付書法課

的硬筆作業，還有小學剛學寫字的時候。	

開始寫的時候，心裏想著挺簡單的，應該很快能完成。可是事實並沒有很快。	

在寫的過程，寫著寫著很認真，很專注去寫也會很認真去看每一個字要怎樣配

置才會好看，要在哪下筆跟收筆才對等等問題。	

寫完之後才發現，到大學後也沒好好拿過筆認真寫一下字，已經快忘記拿筆寫

字的感覺。也發現心靜下來寫字也可以放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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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	鄭展舜	：	

我是一個字體很醜的學生，當初選擇書法課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我的字體更好看

一些，但是第一次在這張紙上寫字並不感到那麼順利，要按照上面的規格寫實

在是無比的困難，我這時候有點後悔小時候沒有好好的要求字的工整，所以現

在要寫正一個字都那麼的困難，過程中，我覺得最難寫的字是「九」這個字，

無論我用什麼樣的方式寫，他的比例還是比範例差了許多，所以日後修正這些

寫不好的字是我的最終目標之一。	

教育學系	吳晨菱	：	

第一次寫硬筆字練習覺得很不習慣，每個筆畫都有它需要注意的地方，也不可

以寫太快，還有握筆的方式也得正確，所以對我來說是一項大挑戰。	

教育學系	高聖禎	：	

第一次寫硬筆字手非常抖，簡單的一筆一畫都無法順暢的書寫，希望多次練習

後能更加熟練。	

教育學系	戴育寧	：	

練習寫這張，應該是第一次寫硬筆字。寫出那些字不難，但是要把它寫好看卻

真的很難。而且每個字的每一個筆畫都要細細的模仿，才能寫出比例好看的字，

只要一個不注意或是恍神，那個字就得擦掉重寫，雖然寫完這張確實花了我不

少時間，但寫完之後卻對寫硬筆字產生了興趣，有空時可以多加練習，增強把

字寫好的功力。	

教育學系	洪昭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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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想像中還要迷惘，有些字怎麼練習都長的怪怪的，但是看到自己有一點進步

還是蠻開心的。希望持續練習後，字會有顯著的進步。	

教育學系	陳泓翰	：	

覺得寫起來手很抖，有些直線都歪歪的，跟平常寫字的感覺很不一樣。	

教育學系	李光憲	：	

「八」字最難，越寫到後面，筆抓越緊，手越酸。	

教育學系	王欣茹	：	

第一次用不同握筆方式來書寫文字，有點困難，都要寫好幾次才能勉強和範例

的字有些相似，期望自己繼續努力，把字練好，通過板書初級檢定。	

教育學系	蔡函倢	：	

寫字過程中，心很平靜。但要將字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對我來說有點困難，期

待自己能夠慢慢將字寫好，呈現出好看的板書，也可以將舊有的寫字習慣改正，

字體不要再歪斜，對於以後再從事教職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教育學系	王亭懿	：	

雖然不是第一次練習硬筆字，但是暑假過完，沒再練字，寫起來還是會不順，

不過這份作業也是越寫越好。	

教育學系	卓采研	：	

雖然在高中有練習寫過，但時隔太久，所以寫起來的時候很不順，手也很痠。	

教育學系	謝汶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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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坐姿和握筆姿勢的過程很有挑戰性，完成練習，很有挑戰性，完成練習後，

很有成就感；也有所收穫，希望之後能越寫越好。	

教育學系	王蘊婷	：	

剛開始接觸這堂課時，覺得非常有趣，寫硬筆字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是。需要

有正確的坐姿，和優良的握法，希望之後能夠更精進。	

教育學系	吳瑜芳	：	

剛開始老師糾正了我的握筆方式，才發現一直都有錯誤的地方。剛開始練習硬

筆字時，發現自己原來的字大小不一，而且結構幾乎都是錯的，我覺得範例的

字體非常漂亮，希望勤能補拙，有朝一日練成一手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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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領域美感課程開發成果 
 

教案一：對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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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

印章設計 對聯書法

國語文領域

白氏草堂
記

對聯格律
毛筆禪繞

畫
篆書臨帖

  	 10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學校所屬縣市 屏東縣 

學校名稱 映雪國小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 

非藝術類教師： 

其他： 

總人數：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  六  班級數  1   人數   24    

 

總人數：	 	 24	 	 人 
□ 普通班: 
V   藝才班（請說明）：學校安排學生對於書法及美術方面有專精學習之班級 
□ 資優班（請說明）： 
□ 資源班（請說明）： 

學生先備能力 具備國文知識及有學習美術及書法篆書之基礎經驗 

教學方案名稱 對稱之美 

跨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v視覺藝術/美術	 □音樂	 □表演藝術 

非藝術領域：國語科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	 	 10	 	  堂 
總時數：400分鐘 

設計理念 
以書法美感中的對稱性元素為主題延伸，以篆書的對稱結構結合對聯的平仄及字數對

稱、印章設計的字形及位置對稱，透過這樣的教學，讓學生認識對稱在不同領域上的

應用。 

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圖 
 
 
 
 
 
 
 
 
教師共備方式：授課老師透過意見整合產生授課主題，並開始蒐集相關資料，設計課程大綱，在授課

過程中進行記錄，作為課後的檢討與省思。 

教師共教方式：	 2	 位教師在一個班級授課。兩位以上請說明：	

十二年國教*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藝-E-A1，藝-E-A2，藝-E-A3，藝-E-B3，藝-E-C2，藝-E-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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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國-E-B3，國-E-C2 

學習表現： 
語文領域(國語文) 
1-Ⅱ-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是否切
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互

動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重禮貌，並養
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2-Ⅲ-3 靈活運用詞句和說話技巧，豐富

表達內容。  
2-Ⅲ-4 運用語調、表情和肢體等變化輔
助口語表達。  
2-Ⅲ-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
與結構邏輯。 
2-Ⅴ-3 鑑別文本中立場相異的評述，說
出個人見解，表達其中觀點相異之美。 
2-Ⅴ-4 樂於參加討論，分享自身生命經
驗及對文本藝術美感價值的共鳴。 
藝術領域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
受與想像。 
1-Ⅱ-3 能試探媒材特性與技法，進行創
作。 
1-Ⅱ-6 能使用視覺元素與想像力，豐富
創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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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Ⅱ-7 能描述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 
3-Ⅱ-5 能透過藝術表現形式，認識與探
索群己關係及互動。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
和實作。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
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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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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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語文領域(國語文) 
Ab-Ⅱ-13 書法名家故事 
Ab-Ⅳ-8 各體書法與名家碑帖的認識與欣
賞。 
藝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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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 P-Ⅲ-1 在地及全球藝文展演、藝術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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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目標（學習表現）： 
1. 以書法為主要素材與教學核心，培養學生對美感形式的掌握。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的藝術領域及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增加學生對藝術形式中對稱性之表
現的認識，以理解在書法和國語文領域中，如何運用對稱來創造藝術形式和表現情

感。 
2. 學生需運用觀察力和自身的創意，嘗試在所學到的技巧中去做一番新的嘗試，透過
身體對藝術的操作與感知，書與印的融合，去親身體會其中的相同與差異。 

學習內容：	

1. 毛筆禪繞畫 
2. 篆書臨帖-鄧石如白氏草堂記 
3. 印章設計 
4. 對聯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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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筆禪繞畫 1 一、 導入活動 

文房四寶的擺

放正確位置及

寫書法的正確

坐姿。 

開始學習畫螺

形蚊香，鼓勵

同學不可中途

停 筆 再 繼 續

畫，要一筆到

底，且粗細要

均勻。 

二、 開展活動 

畫完六個螺形

蚊香後讓同學

相互欣賞。 

請同學開始以

各 種 形 狀 作

畫，但要要求

同學必須將圖

指導學生正確

的 執 筆 與 坐

姿，然後請學

生用毛筆畫出

粗細均勻的圓

形線條，環繞

成蚊香狀。 
 
螺形紋在畫的

過程中，筆畫

盡 量 不 要 斷

掉，且黑色的

地方要粗，留

白 的 地 方 要

小。  
 
教師講解毛筆

線 條 中 的 美

感，讓學生明

白線條所具備

的藝術特徵。 
 
在進行禪繞畫

時，筆畫也要

投影片、毛邊

紙、宣紙、毛

筆、硯台、墨

汁 

圖片，影片 
 
對稱圖例 

螺形紋的筆畫

粗細及流暢。 
禪繞畫的圖形

設計及筆畫流

暢度。 
 
墨色，水分控

制。 
 
線條均勻度。 

1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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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做對稱的創

作。 

三、 綜合活動 

同學將自己的

作品與身旁的

同學交換，請

同學分享在畫

的時候遇到了

甚麼困難，或

者是有發現甚

麼技巧能畫得

比較好。 

盡 量 維 持 不

斷，粗細盡量

維持一致，要

符合圖形需對

稱的規則。 
 
 
請同學交換作

品互相欣賞，

並找出對方的

優點與缺點。 

篆書臨帖-鄧石
如白氏草堂記 

2 
3 
4 
5 

一、導入活動 
講解篆書的歷

史。 
 
介紹歷史上重要的

篆書家及作品。 
 
 
二、課程開展 
介紹鄧石如的

生平故事，講

解篆書白氏草

堂記的內容，

及其筆畫和字

形特色。 
 
三、延伸閱讀 
補充白居易的《廬

山草堂記》寫作緣

起，鄧石如藝術的

歷程，如何以篆書

的手法表達這篇文

章。 
 
四、技法練習 
發下鄧石如白氏草

堂記的字帖，教師

在黑板貼上水寫

布，試寫其中較難

的字給同學觀看，

再讓同學進行臨

摹。 
 
 

請學生準備字

體發展表。分

組報告。一組

選五個篆書字

體，講解字形

特徵與字義。 
 
老師帶入書法

作品介紹。 
 
教 導 篆 書 筆

畫、筆順及《白

氏草堂記》中

特殊的字形寫

法。	

	

挑出較為明顯

對稱形狀的字

體練習，並示

範對稱線條的

運筆方式及需

注意的身體力

道。以對稱為

特色，使字形

看起來四平八

穩。 
 
 
臨摹練習。 
 
 
作業：自己姓

名 的 篆 書 寫

作。 
 

字 帖 、 水 寫

布、宣紙、毛

邊紙、毛筆、

硯台、墨汁。 

圖片，字帖，

影片臨白氏草

堂記。 

學生的用心程

度及其對篆書

筆 畫 的 熟 練

度。 
 
學生的筆畫是

專注或是草草

下筆。 
 
完成六屏的整

體視覺，筆畫

是否融洽，細

節是否細膩。 
 
訂正完成是否

有改正錯誤及

不好的地方。 
 
習作點評。學

習心得發表。 

1 
4 

1 
4 

印章設計 6 
7 

一、導入活動 
認識印章的種類，

功能，使用情境。

印章的空間配置與

線條特徵。與書法

線條的關連性。 

將各式各樣印

章 給 學 生 觀

察，分辨印章

內容，判斷文

字形體特徵。 
講解這些印章

硃 砂 墨 、 小

楷、毛邊紙 
各式各樣的印

章圖片，印章

規則，實體印

章。 

筆畫設計，空

間分配，創意

設計，整體視

覺美感。 

1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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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展活動 
觀賞歷代經典作

品，在刻製印章前

會先繪出印章的草

稿。 
 
設計自己名字的印

文，講解印章分布

的空間規則。 
 
請學生先用毛筆畫

出草稿。 
 
製作特殊的形狀的

印章，像是長方形

的閑章及圓形的壓

角章。 
 
挑兩個有意義的詞

彙，一個作為閑章

一個做為壓腳章。

而後尋找他們的篆

刻字和篆書字。 
 
三、綜合活動 
將同學所創作的印

章剪下護貝，讓同

學上台發表自己選

的閑章意義，及其

設計理念。 

的製作過程，

以及印章運用

的 對 稱 性 元

素。 
印章的空間分

配及字形設計

許多都是講求

平 衡 和 對 稱

的，這樣看起

來 會 較 為 和

諧。 
 
 
觀賞完製作印

章 的 影 片 之

後，請同學開

始繪製印章的

草稿，將毛邊

紙切成六格大

小，用硃砂寫

名字在方格中

排 版 成 為 印

文。 
 
製作閑章及壓

腳 章 的 草 稿

圖，使用硃砂

色繪製排版，

將兩個詞語設

計在兩個印章

上。 
 
 
 

戶外活動奮力

揮灑-廣場寫對
聯及對開詩經

四字接龍 

8 
9 

一、導入活動 
欣賞寺廟及重要場

合中的對聯。 
說明對聯的歷史及

其功能。 
二、觀察對聯的格

式 
三、創作的規則 

1.兩聯字數要
相等且不能使

用重複字。2.

上聯末字需是

仄聲，下聯末

字需是平聲。

3.兩聯的句式

需相當(結構相

應 ， 詞 性 相

當)。4.上下聯
平仄須相對。」	

	

四、用篆書字體創

投影片 
 
請學生歸納出

對聯在形式及

聲 律 上 的 規

則。 
 
舉出常用的經

典對聯。讓學

生自行解讀其

意義，老師補

充說明。 
 
請學生說出對

稱性的審美感

受。並試作對

聯。 
 
 
用篆書書法完

成對聯創作。 

毛筆、墨汁、

硯台、宣紙、

毛邊紙、文鎮 

歷代楹聯文字

及圖錄 
分組討論 
 
意見發表 
 
能說明對聯規

則 
 
用簡單的規則

寫出成意義的

聯句 
 
能用篆書寫出

對聯中的文字 

1 
4 

1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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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成  
 
 
 
 
 

成果作品展覽 10 一、規劃策展 

將課堂所學的所有

作品呈現：白氏草

堂記、對聯、姓名

印章與閒章、禪繞

畫。 

三、活動安排 

讓學生介紹自己的

作品，從這些作品

中發現書法藝術的

奧妙，帶領參觀者

體驗書法的美，流

暢的線條，交錯的

暈染，及印章方正

的字中帶有一點俏

皮，禪繞的線條，

繞出每個人不同的

情感。全程以錄影

的方式記錄同學這

一個學期的心得。 

展覽名稱內容

討論 
 
 
作品擺放區域

選擇與規劃 
 
 
討論作品形式 
與空間關係 
 
 
由學生自己來

設計場地的佈

置。要如何擺

放 自 己 的 作

品，要如何呈

現主題「對稱」

的美感。 
 
由學生介紹自

己 展 覽 的 作

品，創作的理

念，排版的設

計，線條中帶

有的感情，以

及學習漢字書

寫一學期的美

感體驗，思考

如何在生活中

運用對稱性元

素 裝 飾 與 表

現。 

學校場地空間

配置圖 
 
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 
 
全校師生 
 
社區民眾 

學生作品、心

得分享。 
 
參 觀 者 的 回

饋。 

1 
4 

1 
2 
3 
6 

本期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 
1. 參與人員先行蒐集資料共同備課。 
2. 授課時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討論及創作。 
3. 至校外進行課程創作的內容。 
4. 成果展演。 

國際視野： 
1. 學習其他亞洲國家對於書法的態度，例如:日本 

2. 仿照日本書寫對開大字的活動並融入中國古代曲水流觴的詩聯創作。 

教學省思與建議：無 

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無 

未來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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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計劃及紀錄檔案分享 

2. 計畫之成果發表於美術/美感教育成果展覽 

3. 將小班級授課推廣為各個國小的教育課程 

教學研發成果：無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張加說明）無 

 
 
教案二：穿越時空與你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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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第      學期 

學校所屬縣市 屏東縣 

學校名稱 國⽴屏東⼤學附設實驗國⺠⼩學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1 
⾮藝術類教師：2 
其他：0 
總⼈數：3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   6    班級數    2   ⼈數  60     
 
總⼈數：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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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定的閱讀基礎，對電腦與資訊操作具有簡單能⼒與知識，能⾃如使⽤搜尋引擎等，
且具有與他⼈溝通、合作的基本能⼒，對漢字元素與結構有基本的認識。 

教學⽅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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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領域、⽣活領域、社會領域、綜合領域 
⾮藝術科⽬：  國語、綜合、社會、⽣活    
（若為多領域、多科⽬請詳實填寫） 

教學時數 
跨域美感課程共  10  堂 
總時數：      20     ⼩時 

設計理念 
書法是傳承漢字⽂化的藝術，內容涵蓋歷史和⽂學的龐⼤系統，⽽中國⽂字與美學具
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書法在發展史上與社會形態、⽂字演變和藝術⾵格的產⽣息息相
關。在這樣的背景下，結合書法與社會、語⽂教育，融⼊實⽤與審美觀念的薰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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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與培養美感經驗的⼀劑良⽅，為本課程設定的⽬標。 
 
（⼀） 審美觀念的薰陶：如果以前的書法教育⽬的是為了訓練⼈的專注⼒與書寫能

⼒，那現在的書法教育應著重在美感與協調性的培養。從⽂字的⾓度上看，因
為漢語為單⾳節，漢字的書寫是⽅塊形，從象形⽂字的發展脈絡直⾄現今的楷
書，字體形成⽅正協調狀，在美學的最基本意識上（也就是協調），⽂字絕對
是這個年齡層孩⼦最頻繁接觸並容易發⽣興趣的，因為學童每天都在書寫⽂
字、閱讀⽂字。透過學習書法的結構⽅式與基本知識，可促進其在諸多校園參
訪時對美感與藝術作品的理解。 

（⼆） 融⼊⽣活 
單就書法⽽⾔，在學習上仍然有不夠貼近⽣活的情況，為除去對書法的僵化思
維，需要利⽤不同領域的結合與學習，如使⽤國家政府機關所提供的資料庫，
⼜或是使⽤資訊資源遠程博物館導覽等，都是相對新穎活潑，且搭配實務操作，
激發想像與⽂學跨域結合，讓書法也能成為⼀種思考的元素，⽐如為書家進⾏
撰寫故事、設計⼈物、⾓⾊等操作讓學⽣的思維不再僅只於紙本操作，⽽是可
以透過各種連結，讓這⾨久遠的技藝「活」起來，這將會是本次教學當中最重
要的⼀個部分。 

我們堅信，學習是永無⽌盡的，但學習也需要能夠在⽣活當中實踐，因此在國⼩將近
尾聲的六年級，讓孩⼦發揮⾃由想像的空間，不限縮他在不同領域的發展，可以透過
藝術的歷史和技能，將書法中的美感元素與⽂本結合，透過歷史的解讀，瞭解⾃⾝⽂
化的優勢與特徵。在現今社會中，已經有諸多的案例是書法家與新興創業⻘年的合作；
⼜或是⽼⽂物擁有者、政府機構與學⽣或學校展開建教合作的經驗，都⼀再的讓傳⽂
化的精神融⼊到更活躍新穎的空間。活化的⽬的，是為了讓傳統與現代重新連結，讓
彼此在時間的洪流當中不被湮滅，更為了讓美感與資訊傳播爆炸的年代能夠真切地留
下⼀些屬於世代交替的傳承。期許透過這樣以故事引導、實務操作為輔的⽅式，讓孩
⼦們擁有更多對前⼈的關注與歷史的情懷，無論是在書法裡徜徉⼜或是以書法發想作
為出發點，舒暢⾃在地表達出⾃⼰的想法與規劃，讓古⽼的⽂明透過藝術和歷史⼈物
鍵結，⽽不再只是存在於紙上看似漠不相關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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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全⺠美育等規劃） 
 
 
 

 
 
 

教師共備⽅式：1、介紹書法的相關知識：由國語文專業老師負責。 

              2、利用暑期討論課程規劃。 

              3、每堂課後討論教學狀況與互相檢討、製成檢討表以方便後續總結。 

穿越時空與你相遇 
（10 節，20 ⼩時） 

國語領域 
 

藝術與⼈⽂領域 
 

社會領域 
 

綜合領域 
 

歌詞・文本・

歷史 

跨越次元的相遇、為你量

⾝訂作⼀個紀念 

漢字藝術化的物質條件

與歷史淵源 

發現生活中的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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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彼此了解課程內容與需求、共同製作教案。 

5、督導分組過程當中留下紀錄以方便檢閱。 

教師共教⽅式： 3 位教師在⼀個班級授課。 
兩位以上請說明： 
教師的搭配原則上為⼀個班上課時間：⼀位國語⽼師、⼀位美術⽼師或⼀位國語⽼師、⼀位班導師或
綜合⽼師。這個搭配會在兩個班級當中輪替（國語⽼師為固定⼀個班級不挪動，避免課堂間的連接可
能出現⼤幅度的不同），美術⽼師主要負責講解與說明實際操作時幫助學⽣進⾏美術指導，國語⽼師
主要負責⽂本的教學，以及掌握課程進度與節奏，隔週輪替為另⼀位班導師（或綜合⽼師）這樣的⽬
的是為了要在過程當中以⾮國語⽂教育的⾓度，去了解在同學⼼中的審美觀點與分組合作中的協調
性。 
 
搭配⽂本： 
1、康軒⽂教事業 108-1 六年級上學期國語課本統整活動（⼀）、統整活動（⼆） 
2、康軒⽂教事業 108-2 六年級下學期國語課本統整活動（⼀）、統整活動（三） 

⼗⼆年國教* 
課程綱要 

藝術領域核⼼素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活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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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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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化的多元性。 
⾮藝術領域核⼼素養： 
⽣活領域： 
⽣活-E-B1 使⽤適切且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的想法、與⼈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想法。 
⽣活-E-B2 運⽤⽣活中隨⼿可得的媒材與⼯具， 透過各種探究事物的⽅法及技能，對
訊息做適切的處理。 
⽣活-E-B3 感受與體會⽣活中⼈、事、物的真、善 與美，欣賞⽣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社會領域： 
社-E-A3 探究⼈類⽣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畫，並在執⾏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
持續調整與創新。 
社-E-B1 透過語⾔、⽂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類⽣活的豐富⾯貌，並能運⽤多
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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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國-E-B3 運⽤多重感官感受⽂藝之美，體驗
⽣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創作與 欣賞
的基本素養。 
國-E-C2 與他⼈互動時，能適切運⽤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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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E-A3 運⽤國語⽂充實⽣活經驗，學習
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 問題，並探索多 
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活適應
⼒。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對 學
習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學習的範疇，
並 培養審慎使⽤各類資訊的能⼒。 
綜-E-A3 規劃、執⾏學習及⽣活計畫，運
⽤資源或策略，預防危機、保護⾃⼰，並
以創新思考⽅式，因應⽇常⽣活情境。 
綜-E-B3 覺察⽣活美感的多樣性，培養⽣
活 環境中的美感體 驗，增進⽣活的豐富 
性與創意表現。 
⽣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事、物的⽅
法並理解 探究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
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 
⽣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事、
物的特性 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
事、物的⽅法、理解道理，並能進⾏創作、
分享及實踐。 
 

⼒表達個⼈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 樂
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
要性。 
社-E-C2 建⽴良好的⼈際互動關係，養成尊
重差異、關懷他⼈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 了解⾃我⽂化， 尊重與欣賞多元
⽂化，關⼼本⼟及全球議題。 
社-E-A1 認識⾃我在團體中的⾓⾊，養成適

切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我的發展。 

社-E-A2 敏覺居住地⽅的社會、⾃然與⼈⽂
環境變遷，關注⽣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
解決⽅法。 
綜-E-C2 理解他⼈感受，樂於與⼈互動，學
習尊重他⼈，增進⼈際關係，與團隊成員合
作達成團體⽬標。 
綜-E-A2 探索學習⽅法，培養思考能⼒與⾃
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常
⽣活問題。 
 

跨領域美感 
課程內涵 

課程⽬標（學習表現）： 
1、 培養對美的覺知：美的呈現⽅式有許多種，透過教師引導，讓學⽣在每⼀個環境或

情境之下，擁有對「美的知覺」，懂得去發現與欣賞⾃⼰找到的美，和欣賞與尊重
別⼈眼中的美。 

2、 透過培養對美的覺知，覺察⽣活中的美感與提⾼靈敏度：透過擷取⽣活經驗與創作
的過程，促使學⽣對美感有初步的領略與了解，經由這樣的經驗，獲取對美感的養
分，增加對⽣活中美感的鑒賞⼒，建構個⼈的審美素養。 

3、 學習並意識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與必須性：引導學⽣在初期建⽴團體活動概念中，明
⽩團體並不只是⼀起⽣活，⽽是有協作的夥伴可以共同達成⽬標，並從中了解在未
來的學習過中，需要與他⼈在有限的時間中⼀起完成⼀個⽬標。 

4、 瞭解文化藝術形式的生成環境：社會歷史的古往今來，美感的無處不在。 

5、 具體化⾃⼰的思考與想像：「腦中的幻想」與「實際呈現」有⼀定的差距，讓學⽣
從抽象的虛幻構思中提取可實施的項⽬，⽤⽂字敘述或圖⽂創造，將⽬標物或學習
任務「具體化」。 

學習內容： 
第⼀部分：認識漢字藝術的物質條件與社會基礎（藝術、社會領域） 

1、 比較歷史上各種國度文字記錄的素材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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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講解魏晉南北朝時期漢字藝術的發展與社會風氣。 

3、 楷書練習：唐楷結構原則與形式美感。 
第⼆部分：講解⽂本內容與背景（語⽂、社會領域） 

1.講解⽂本：以⽊蘭⾏和蘭亭序，配合《忘川⾵華錄》⾳樂歌曲中的⽂字意涵與歷史

情境為主。 

2.瞭解藝術形式與內容的配合：說明《忘川⾵華錄》設計背景與故事內容；參照台灣

故宮、北京故宮衍伸設計之⽂創。 
 
第三部分：創意實踐（綜合、藝術領域） 

1、 參考《忘川⾵華錄》以書畫與相關歷史⼈物作為創作範圍。 

2、 角色塑造與故事創作結合：⽤類似⼼智圖的⽅式將設計理念、設計巧思、獨特特點

環繞做書寫；創作為故事或者⾓⾊：⼈物：⽵林七賢、蘇軾、顏真卿、柳宗元 
字帖：顏真卿《祭姪⽂稿》、懷素《⾃敘帖》、⽂徵明《醉翁亭記》、孫過庭《書
譜》 

3、 發表成果：分組報告內容，分享學習與創作經驗，組員需於報告結束後說明⾃⼰在
過程中做了什麼、學到了什麼、應⽤了藝術中的哪些部分作為成果的發想元素，課
後每⼀位同學書寫學習單與回饋單並交回教學團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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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的 歷 史 與
材料 

1 
2 
3 

一、引起動機 

播 放 五 月 天 《 倉

頡》。 

討論歌詞內容。理

解文創的涵意。 

討論文字對人類的

意義和功能。 

安 靜 聆 聽 歌

曲，注意歌詞

內容。 

 

觀看各種古代

文字，記錄方

式 ， 形 體 特

徵，產生的社

會背景等。 

音樂影片。 

 

陶符，楔形文

字，聖書字，

瑪雅文字，甲

骨文 

 

 

 

https://day

daynews.cc/

zh-hant/his

tory/19218

口 頭 回 答 問

題。 

 

分 組 討 論 與

記錄。 

 

楷書習寫，組

合部件，呈現

美感要素。 

1 
2 
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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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展活動 

1.漢字藝術化的條

件與過程，成立的

時代與社會氛圍。

各階段的字體特徵

與歷史背景。 

 

2.魏晉時代的風氣

與審美觀，書畫家

軼事。對後代的影

響。 

三、綜合活動 

楷書練習， 

部件組合。 

 

 

 

 

分組討論，收

集資料，口頭

說明。 

 

認識各時代的

書體，特徵，

形式美感，書

寫材料等。 

 

教師講解歷史

與文化。 

 

講解唐楷結構

的原理原則，

其中的審美性

質。 

 

習作臨摹。 

 

 

 

 

 

 

 

 

 

 

 

 

 

示範基礎書法

筆法，於課前

為班級學生搜

集字帖範例，

並要求他們一

同練習書寫。 

7.html 

 

ppt 為主。 

 

 

翰林版國語課

本：王羲之的

行書 

顏真卿的楷書 

 

字帖：顏真卿

多寶塔碑 

 

需自備兼毫大

楷毛筆，墨汁

與硯台用具則

由學校提供。 

實際操作前，

先以 ppt 教學 

，影片作為次

要輔助。 

文字記錄的內

容與多媒材的

混合 

4 
5 
6 
7 

一、導入活動 

播放《忘川風華錄》

中的《好字唯之》 

二、發現歷史情境 

三、討論影片表現

手法 

四、講解文本 

五、延伸閱讀 

 

 

 

 

 

 聆聽與討論。 

 

與蘭亭序的關

係。 

探索歷史人物

的內心世界，

與 歌 詞 的 內

容。 

 

影音畫面的表

現方式探討。 

 

說明藝術作品

由來，與藝術

形式的表現。 

 

從《忘川風華

錄》開始，起

初並不說明歌

《好字唯之》

歌詞。 

 

蘭亭序文本。

（白話本） 

 

木蘭行。 

 

歷代洛神賦書

法作品。 

https://ww

w.youtube.c

om/watch?

v=N_sBpaTf

iWE 

 

《 忘 川 風 華

錄》是對岸大

型國風音樂計

畫，由知名網

路作家、音樂

創作者、網路

音樂公司與虛

分 組 閱 讀 蘭

亭 序 不 同 段

落。 

 

自 行 查 閱 內

容 ， 理 解 文

本。組員輪流

解說。 

 

觀 察 藝 術 作

品 的 不 同 特

徵 ， 描 述 風

格。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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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意圖與歌曲

背景，邀請學

生 一 同 認 真

聽，並從歌曲

ｍｖ當中找出

有限的蛛絲馬

跡，透過類似

追查的方式去

找出歌曲的主

要題材與核心

美感觀念，透

過這樣的過程

啟發他對歌曲

的好奇心，歌

來自哪裡？說

的是什麼事？ 

《 忘 川 風 華

錄》的系列歌

曲當中，旋律

大多與現今台

灣社會當中熟

知的歌曲有相

當大的差別，

初入耳容易引

起同學的好奇

（歌曲大多橫

跨多音域，演

唱者為電子歌

姬，有電子音

的質感，容易

讓學生對歌曲

產 生 一 種 碰

撞，引發他的

興趣。甚至其

中多有以京劇

腔、崑曲等多

元和音，亦可

豐富同學們對

於歌曲多元的

視野）。 

 

擬歌姬的大型

合作企劃，背

景以一首歌曲

一件古文物為

創作載體。 

專注於古文物

與 現 今 的 碰

撞，以先秦至

唐宋年間的古

文物與書畫遺

跡為主角，說

明文物背後承

載的歷史背景

與擁有者的愛

恨情仇，以虛

擬歌姬作為主

要的演唱者，

營造科技與傳

統的差異，結

合大型視頻網

路平台發佈歌

曲 與 故 事 背

景 ， 企 劃 從

2018 年 開

展，至今已發

佈 31 首 歌

曲，歌曲中皆

搭配精美的插

畫與小動畫，

於歌詞中從文

物的角度去開

展對於文物持

有者的看法與

生平。 

將文物集成歌

曲，歌曲集則

名為《忘川風

華錄》意為在

彼岸風華絕代

的他們彼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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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時間多寡，

挑出與書法相

關的三首作主

要說明： 

1.好字唯之：以

鼠鬚筆作為主

題開展。帶出

主要人物王羲

之的風骨傲然

與生平簡述。 

其歌名當中的

「好字」是代

表王羲之於書

法中的書聖地

位，「之」則

是致敬其在彼

時頗負盛名的

蘭亭雅集中寫

出的天下第一

行 書 「 蘭 亭

序」，蘭亭序

中 二 十 一 個

「之」字皆有

不同之筆畫可

見其書法的境

界，為最符合

本課主題的歌

曲。 

 

2.木蘭行：挑

選此曲最主要

的原因除其為

漢代著名樂府

詩代表外，更

可結合性別平

權概念。此曲

簡 介 中 提 及

「 昔 為 烈 士

雄，今為嬌子

容。親戚持酒

賀父母，始知

遇，又與現如

今 的 我 們 相

遇。 

此企劃至今已

累 計 有 超 過

2500 萬 點 閱

率，出版過一

次專輯與多次

的周邊商品，

是近期內推展

傳統文物與文

化的最佳代表

之一。 

（於本教程中

將以「多情岸」

（ 洛 神 賦 手

稿）、「好字

唯之」（王羲

之鼠鬚筆）、

「木蘭行」（木

蘭詩）作為主

要閱讀討論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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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女與男同。」

這句精辟的點

注，也是現今

社會當中推廣

教育極為重要

的一環。 

3.多情岸：創作

原型為洛神賦

手稿，為曹植

所創作之詩

賦，詩中所說

的洛神即為河

伯之妻，後多

有懷疑為曹植

稱讚自己之兄

嫂（相傳為甄

宓，真實姓名

不詳），本歌

曲中敘述洛神

賦與曹植的傳

說。節選此歌

曲是因歷史上

諸多名家都寫

過洛神賦書

法，如：王獻

之、趙孟頫、

王寵等。 

 
 
跨 越 次 元 的 相
遇 

8 
9 
10 

一、 生 活 中 的 文

創： 

以台灣故宮與北京

故宮周邊產品作為

主要範例。是同學

們在學習過程中較

易取得之物，此處

將以精品故宮（台

灣）中販售以王羲

之快雪時晴帖作為

設計理念的文具作

為 主 要 的 說 明 範

現今社會當中

書法結合生活

推出的文創層

出不窮，請學

生收集生活中

可見的含書法

文創品。如故

宮推出的「快

雪時晴」系

列，便是以王

羲之的快雪時

晴帖上「神」

介紹日本韓國

的文創品，以

書法為設計概

念，或包含書

法元素的日常

可見之物。 

 

 

 

 

 

 

投影片。 

網路資源，圖

錄資源。 

 

作文範例。 

 

毛筆用具，圖

卡 紙 ， 海 報

紙，膠帶、色

筆等。 

聆聽與口語表

達能力評估 

 

觀察能力與文

字記錄能力 

 

寫作質量。 

 

文創構想的文

字敘述。 

 

網路資源運用

1 
4 

1 
2 
3 
5 



 61 

例。 

 

 

二、 選定角色說故

事 

透過說故事與古人

物的「軼事」引起

同學的好奇心，啟

發 他 們 對 於 突 破

「次元壁」去認識

過去人物，並為其

塑造形象，敘寫小

故事。先以我所認

識的某某為題。 

三、 古與今的對話 

：當我遇見你。 

 

四、 為你量身訂作

一個紀念：美

感落實。 

 

 

 

字與其餘節選

做成文具用

品，融入生活。 

 

 

限定以藝術家

為主要人物範

圍。 

分組進行對人

物生平背景的

資料蒐集，作

品，時代環境

的理解。 

 

 

想像力的發

揮：寫作，異

時空的交會。 

 

討論故事中的

重點，提取可

以作為文創的

元素。 

 

設計構想說

明。可以圖繪

表示。需要有

書法元素。 

 

 

 

 

 

 

古代藝術家傳

記。 

中國美術全集 

。 

寫作範例。 

 

運用書法相關

的工具網站。

如書法字典，

故宮書畫資料

庫等。 

 

能力。 

 

本期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 
故宮書畫典藏檢索系統： 
https://painting.npm.gov.tw/ 
精品故宮： 
https://www.npmshops.com/mainssl/modules/MySpace/index.php?sn=npmsho
ps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98%E5%B7%9D%E9%A3%8E%E5%8D%
8E%E5%BD%95/24270922 
萌娘百科： 
https://zh.moegirl.org/%E6%9C%A8%E5%85%B0%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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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bili 忘川⾵華錄：
https://space.bilibili.com/326258472?from=search&seid=557960872553479524 
視覺素養學習網：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11/chap11-04.htm 
國際視野：⽇本韓國的書法活動與⽇常⽣活中的書法 

教學省思與建議：（因為未實際實施，故以預計困難點做整理與解決⽅案論述） 
一、 教學內容難以引起共鳴：課程當中會穿插較多二次元（即動漫與流行的元素），透過搭配影

片與異於平常的教學內容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再輔以分組活動討論，課程中亦有實作課程，相較

於全理論的說明與講座形式，這樣的帶動與連動教學方式應該能減低此類狀況發生。 

二、 學⽣對於⼩眾⽂化不理解：以忘川風華錄作為主要的重點介紹項次，除卻他有許多內容貼合

與書法的學習相關外，便是因為他與台灣的主流文化呈現完全相反的態勢，電子歌姬再加上文化

不同與陌生的處理方式，便是因為社會環境大不相同。在日本的次文化中，台灣的學子普遍對這

些文化的接受程度較高，而因為各種因素與社會氛圍會特別提防接觸到的中國文化，但因《忘川》

主要推展的概念便是對古文物與文化的保護，在這樣的背景下，選用次文化當中的一些具有文化

特徵的代表在這裡就尤為重要，擁抱多元差異與相近的文化，在介紹的過程與接觸當中，也可以

幫助學生在同類語言中有類同的資訊與文化可以去接近。 

三、 學⽣實際操作的時間不夠：課程當中的設計是，十堂課為一個週期，兩個小左右為一節次，

學生習作的時間在這裡大幅的展延至三堂（也就是六個小時）目的就是為了要讓學生有充分的時

間討論，再者，課堂中安排兩名老師輪流照應不同狀況的組別便是擔心會有組別特別超前，而有

組別特別落後的情況發生，這樣的情形在學習中本來就是常見的，因為分組學習一定有較為默契

與需要磨合的組別，多安排一位教師的目的就在此，且在課程設計當中亦希望可以挑選跟他們更

為親密的教師作為優先合作對象，就是希望能夠幫助學生在面臨到困難的時候，不會害羞或拘泥

與教師間的距離，造成問題遲遲不能解決進度拖沓的問題。 
四、 課堂間互動不⾜：因為有兩名教師交替配合，在學習過程中更容易引起學生的好奇，「為什

麼需要兩位老師？這堂課有什麼特別的？」且兩名老師也可以交互配合，彼此哄抬一下課間氣

氛，拉近與學生間的距離感，而不再是純粹制式化的上課內容，這樣應可避免互動性不足的問題。 
五、 學習過程當中容易遺忘：在課程中一共安排了四次學習單的書寫，且有家庭作業的佈置，目

的就是為了要加深學生對書法知識與相關工具網站的應用印象，避免容易因為時間的拉長與課程

逐步推展造成遺忘的情形等。 

六、 對書法的認識不⾜：學習書法雖為本次課程設計十分重要的一環，但因為需要銜接不同領域

的學習，所以在這裡大幅度的縮減對於書法本身的練習時間。再者，普遍沒有學習書法習慣的學

生，並不會因為本次課程就對書法產生濃厚興趣，頂多是起到啟迪的作用，若過多的強加練習於

此，容易消耗他對新事物的好奇程度與瞭解意願，與其在這裡強硬地逼迫他學習書法的「硬操

作」，不如增加軟實力與欣賞的培養。讓他在未來的生活經驗與學習歷程中，對書法持有較為新

穎與活潑的想法，以保留他對書法的好印象。 
七、 學⽣無法發現美感所在：於課程當中也反覆的有提及對於美感的一些觀點，其實在使用書法

工具網站的過程當中，他需要閱讀大量的內容與篩選，他們在選擇自己更有興趣與想要往下設計

的目標主題時，本身就是一種對於美的趨向。「唯有他覺得順眼，他才有可能繼續往下。」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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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不僅僅只是學習如何欣賞書法或培養審美標準，在課程教育的選材當中，特意選有大量的小

眾、性別平權、時事議題、團隊合作概念，就是希望學生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有大量的時間「擁

抱不同」在這個彼此交融與互動的過程當中，他需要去傾聽別人的想法，尊重他人的審美，並試

圖在過程當中將自己所認為美的部分推薦甚至說服其他組員認同的過程當中，便是讓他體會到美

學的必須要件：「尊重所有差異，欣賞所有與你不同的事物」。唯有在這樣的前提下，在課程結

束之後，他才會記得他所學習的並非只是一個單一的技能，而是對於美學的價值觀。 
八、 學習過程當中因時間過短⽽搪塞作業與功課內容：對於這個情形，學習單與回饋單就顯得尤

為重要，盡可能讓他們在課堂上填寫的原因就是為了要避免為了搪塞作業而隨意填寫的可能性，

盡可能讓他們的學習狀態更具體的在學習單上呈現，每一堂課結束之後教師間的討論與檢討都會

根據孩子們的學習單與內容所提到的學習反饋做些為的調整，及時在問題發生後尋求解決的方

案，應可以較大程度的避免消化不良。 

九、 學⽣在成果展現時有⽐較⼼態：正如第七點所提及，要尊重所有不同的差異。在課間所進行

的活動，所有人都有機會被教師團隊指導與協助，但一定會有學生在策劃與規劃上做得更好，有

的學生則是對此項掌握程度不高，故，在最後一堂課的小獎品顯得尤為重要，倘若只給予天秤兩

端：最好的或最差的二者獎勵或懲罰，比較心態就會由上而下的影響所有學生，在這裡進行分類，

這是最不樂見的情形，所以教師團隊不對任何成果展現做出「誰比較優秀」的評價，而是針對各

組做得好的與不好的分別做說明，甚至不做說明，只做總體小結與發送禮物，完成一個故事與產

品的設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五六年級生正值自尊心旺盛的時候，若是有太多的比較，會容易

造成班級的不協調，所有人一起獎勵，是為了要獎勵在過程當中所有人都「認真」的完成並且「尊

重」了其他人的想法，人人有獎，更勝似一種慶功，會更容易讓競爭心態快速弭平，不對學生造

成太多的影響。 

⼗、 分組操作後分⼯不均，造成同酬不同⼯：這也是為什麼要安排兩名教師的主要原因。如果只

有一名教師，很容易不能顧全所有人與小狀況的發生，尤其是分組活動！但如果從開始到結束都

有一名專職負責的老師持續關注學生的狀況，就可以大程度的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在初萌芽時便

將紛爭與分工不均的情況扼殺在搖籃中。且在分組操作時，兩名教師都可以空下手關注學生的情

形，多了一名老師注意分組的情況。在這樣的設計下，若有分工不均的情形，應也只是小範圍不

至於影響同學之間的緊密與班級的感情。 
學⽣／家⻑意⾒與回饋： 

未來推廣計畫： 

教學研發成果：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 10 張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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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執行計畫期間遭遇之困難及解決方案 
寒假本預計辦理書篆藝術工作坊，因新冠疫情發生，改為增能講座。因此下學期亦舉

辦「書法在公館」之增能講座。 
(二) 計畫未來展望與建議 

跨領域可讓教師從各種視角看到事物的整體性，在不同學科中掌握到共同相似的性

質，是很有意義的啟發。但有時這些質素未必跟美感有關係。 
各學科領域皆有其相應的美感經驗，當深入一門學科之後，自然比較能有意識地認

知這種美感，而且是深刻的。之後再連結到其他不同領域，會比較有重點與方向。

美感教育應該要有發展和教育的階段性目標，這需要經過仔細的籌擘和教育方針的

擬定，讓第一線的教師根據一種抽象的理念來施作，有時未能切重要旨。 
國小的跨領域教學，教師對美感的知識和認知有限，教學重點不清楚，缺乏中心理

念，課程易淪為美勞手工藝教學。而且跨領域的學習，往往為求趣味活潑，內容輕

薄短小，缺少相應的教材為美感教育鋪墊基礎。在短時期的嘗試後，如何將學習的

知識技能轉化為持續性的、累積性的經驗和能力，而不只是因為計畫才實施這種教

育方法，具體落實不受現實因素影響，仍有待努力。 
從本次計畫成果發表中發現許多教學，對自己文化中的美感經常視而不見，或全然

無知，無法充分掌握可以運用的材料，教學內容過度西化，所帶領出來的所謂美感

經驗，通常只是表面的形色組合，希望在未來，美感教育能結合自身文化內涵，孕

育出對自己文化產生興趣、主動學習的積極態度。 
關於師資生培育的問題，事實上，很多技能與知識無法在一學期內通熟，遑論應用

於教學現場。現買現賣式的教育，無法帶領出學生持之以恆的探索能力，有時還容

易傳播錯誤的經驗與觀念。跨領域教學更容易減低各科的難度，據實習學生的經驗，

跨領域被視為是很好操作，而且較為輕鬆的一種教學。這牽涉到整個教師培育體系

的問題，希望未來跨領域美感的教育，能從更為關鍵和基礎的地方著手，植基於教

育體系之內，讓學生真正學習與體會到美感為何物，將美感具現於日常生活各方面，

而不只是在教育現場表面的連結幾個領域，或作作美勞而已。 

陸、 附件 

 
(一) 附件一 輔導屏東縣昌隆國小教案修訂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108 學年度上學期	種子學校會議記錄	

學校名稱	 屏東縣昌隆國小	

會議性質	 █共同備課	c增能工作坊/研習	c課程觀摩/公開分享會	

c其他	 	 	 	 	 	 	 	 	 	 	 	 	 	 	 	 	 	 	 	 	 	 	 	 	 	 	 	 	 	

主題	 課程方案編寫輔導	

時間	 108.12.19	 地點	 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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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屏東大學朱書萱副教授	

參與人員	 朱書萱、趙恩陸、鄭雅文、歐怡佩、陳震蔚、吳月玲	

內容記錄（約 200~500 字）	

1. 閱讀完璧歸趙劇本課文，分析課文中的角色有表現出哪些情緒、人格特質、
劇本中列出的角色動作、人物的表情跟語氣、場景呈現的氣氛等。	

2. 朱教授從老師所設計的課程方案，指導教學理念是否呈現跨領域美感教
學，學習目標與學習表現的陳述是否聚焦於學習內容、如何教學生肢體美

感表達、文本可以先經過充分討論，帶出教學重點，教學生如何從聲音跟

動作表達情緒，結合藝術領域呈現出美感。	

3. 教授也建議因教學時數不長，可以聚焦於某些重點教學，例如指定某幾個
人物的情緒跟肢體表現，學生一起來揣摩學習，不需設計太多跟主題較不

相關的活動，教學時間才能互相配合。	

心得與回饋（約 300 字）	

1. 謝謝老師的指導，在教案設計方面還需要作一些調整。	
2. 原本有設計讓學生暖身跟開發肢體、表情的活動，在實施上確實會遇到教
學時數過長的問題，內容也跟文本比較沒有相關，會在教學流程部分討論

修正。	

3. 配合課本的情境設計相關的情緒表達，會更聚焦在教學重點。	
4. 因為我們的課程是比較短的主題式融入，導入活動引起動機的部分不必每
一節都設計一個活動，比較符合這個課程的教學流程。	

5. 教授所指導的在課程設計上作一點設限很實用，學生可以聚焦在人物性格
的討論，對於角色的分析能更深入。	

影像記錄（至少 6張照片與文字說明）	

	

教授說明計畫的目標	
	

教學課程方案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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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課程設計內容	

	
給予教學重點建議	

	
討論課程調整方向	

	

朱教授針對角色分析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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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二 公開觀課，屏東縣昌隆國小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108 學年度上學期	種子學校會議記錄	

學校名稱	 屏東縣昌隆國小	

會議性質	 c共同備課	c增能工作坊/研習	█課程觀摩/公開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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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	 	 	 	 	 	 	 	 	 	 	 	 	 	 	 	 	 	 	 	 	 	 	 	 	 	 	 	 	 	

主題	 課程觀摩分享會	

時間	 109.1.14	 地點	 四甲、電腦教室	

講師簡介	 屏東大學朱書萱副教授	

參與人員	 朱書萱、張文忠、趙恩陸、鄭雅文、歐怡佩、陳震蔚、吳月玲	

內容記錄（約 200~500 字）	

1. 首先進行一節課的公開授課，邀請師培委員朱書萱副教授蒞校指導，並請
校內老師一起參加觀課，教學對象為四年級，主題為藝起遊「戲」，進行

國語及表演藝術的跨領域教學。	

2. 教學結束後舉辦回饋會談，朱教授也給予教學團隊肯定，課程的執行能根
據之前輔導過後的修正意見作調整，課程內容更能聚焦在教學重點。任課

老師在針對國家關係、歷史背景的複習很清楚，善用比喻讓學生了解抽象

的概念，在實施劇本演出教學時也能適當指導學生的語氣、肢體動作的表

現。並從相關教學延伸、教材內容、培養學生儀態的部分給予具體建議。	

心得與回饋（約 300 字）	

1. 學生第一次參與表演藝術教學，感覺很新鮮，以本單元的教學表現來看已
經很不錯了。平常在進行語文領域的劇本教學時，很難針對肢體表演、情

緒表情等作深入的指導，通常會較著重在國語的教學，將課程結合藝術美

感教育可讓學生學到表演的技巧，也能對這個單元有更深刻的印象。	

2. 在課程中可以補充表演藝術的美感是什麼，如何在表演的時候呈現出美
感，讓學生能建立美感的概念。	

3. 教學時間足夠的話，可以針對劇本的角色一起討論練習如何呈現出各角色
的特質或動作，讓學生體驗各種不同角色的肢體表演經驗。全班一起練習，

讓比較害羞的學生也有機會接觸主角的口條、動作練習。	

4. 老師可以從劇本中的空白發揮創意，讓比較沒有戲份的角色能增加一些表
現，如侍衛加動作程縣內心戲、大臣多一點對白，讓角色表現較平均，學

生能多一點成就感。	

5. 學生上完課能提高自主學習的動機，查詢歷史相關資料。	

影像記錄（至少 6張照片與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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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課程公開授課	

	

跨領域美感課程公開授課	

	

學生演出劇本內容	

	

召開回饋會談分享	

	

召開回饋會談分享	

	

朱教授給予教學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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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三：輔導屏東縣昌隆國小課程方案諮詢輔導會議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108 學年度下學期	種子學校會議記錄	

學校名稱	 昌隆國小	

會議性質	 █共同備課	c增能工作坊/研習	c課程觀摩/公開分享會	

c其他	 	 	 	 	 	 	 	 	 	 	 	 	 	 	 	 	 	 	 	 	 	 	 	 	 	 	 	 	 	

主題	 課程方案諮詢輔導會議	

時間	 109.6.30	 地點	 圖書室	

講師簡介	 屏東大學朱書萱副教授	

參與人員	 朱書萱、張文忠、趙恩陸、鄭雅文、歐怡佩、陳震蔚、吳月玲	

內容記錄（約 200~500 字）	

1. 教授對於本次教案設計表示肯定，在教學內容編寫及課程充實度方面均較
上學期進步。也可參考一些得獎教案，學習他人的優點。	

2. 課程名稱：你是我的「菜」，因使用的是流行語，從標題解讀較不清楚跟
課程內容的相關性，建議方案名稱應配合課程的特殊性與學習內容來發想。	

3. 設計理念的描述可依學生能力與學習程度做調整，如「鑑賞」修正為「欣
賞」、「各類藝術形式與作品呈現」範圍太寬，可聚焦在本課程內容即可。

所以課程目標也需注意是否有具體描述學生學習的技巧或美感元素。	

4. 本課程結合視覺藝術、自然科學，但製作小書的文字紀錄也有使用到擬人
法，教師教學需指導擬人的形跟內在、個性結合做文字創作，跨領域部分

需再加入國語文領域。關於基礎的語文能力或錯別字等基本功也是課程的

重要元素。	

5. 學生要經教師指導才能學習美感，使用的教材要經過篩選，例如小白菜的
色彩呈現有不同層次，教師可以準備畫作範本或藝術作品，引導學生參考

各種小白菜作品的呈現姿態，學習色彩或色差。	

6. 教師指導學生創作小書，要限制範圍，避免過度自由而自行設計出跟主題
無關的造型。小書標題的設計也可經由提問引導學生深層的認識命名跟小

書內容的關係。	

7. 歡樂慶豐收單元的節數比重高，教案內容較精簡，可將教學流程再描述清
楚。成長日記學習單鼓勵減少填空的制式化格式，訓練學生自己紀錄。	

心得與回饋（約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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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目標要清楚、具體，才可依據要達成的目標設計教學活動。	
2. 這學期的教案設計將自然與藝術的部分結合，從自然領域的種小白菜單元
延伸到小書創作，將完整的領域教學內容跟小書教學編寫入課程中，教學

內容顯得較完整，教案設計不夠嚴謹的地方經由教授指導可再進行修正。	

3. 學生的語文能力有差異，指導寫作需花費許多時間，若再進行味覺、色彩
描寫等詞彙語句表達，並達到一定的教學效果，恐會花費更多時間，外加

課程怕會壓縮原班教學進度，可以融入國語課進行。	

4. 藉由教授的輔導，發現美感教學可以從多方面的作品欣賞來進行，多蒐集
各式從古至今的白菜藝術作品提供給學生觀察，會比講述更容易體會到作

品的美感。	

5. 感謝老師的指導，讓我在跨領域教學及教案設計方面學到很多。	

影像記錄（至少 6張照片與文字說明）	

	
朱書萱老師到校輔導	

	
審視本學期教學方案設計	

	

指導教案設計注意事項	
	

對於小書作品的回饋	

	
針對教學設計的回饋與建議	

	

教學方案相關問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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