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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師資培育/合作大學基本資料 

    國立臺東大學建基於「教育卓越、關懷社會、深耕研究、邁向國際」的校務

發展願景上，其師資培育的宗旨為「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專業能力的服務/助人

者」。 

   國立臺東大學已發展為優質精緻型「綠色國際大學」：在整體發展重點學術

特色，並成為支持綠色知識經濟產業發展的國際化大學。不僅注重培養學生的「自

主學習、即時就業、終身學習、適性發展」之專業知能與人文素養兼備的畢業生；

教師們更擁有卓越的教學與特色的研究，並以學術專長提供多元具體的服務，善

盡社會責任。 

  教學重點包括-規劃適切課程、鼓勵創新實作；研究方面-申請研究計畫、進行

產學合作、發表研究成果、舉辦學術活動等；服務方面-參與導師工作、輔導學

生發展、協助推廣教育、參與地方發展等。在系所及研究中心規劃教學研究服務

行動方案則加入拓展適切之夥伴關係，結合社會資源，共同進行具體計畫的落實

與發展。 

一、師資生培育情形簡要說明 

   國立臺東大學師資培育以「適量質精」為目標，透過嚴謹的甄選程序，篩選

出最適合、最有意願擔任教職的學生修習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育學程，以期培養

出具備教育熱忱的新世代良師。本校師資培育主要業務為國小、幼兒教育、中等

教育學程與特殊教育師資生與教育學程生的甄選、教育學程開課、卓越師資培育

獎學金學生甄選、培訓與考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相關業務、在校師資生集中實

習、大五實習、返校座談、教師資格檢定、師資培育計畫等。 

二、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開設情形說明 

    本 109年度跨領域美感課程應用於本校美術產業學系課程『分鏡腳本製作微

電影』教學活動中，上課時段為星期二的上午十點至中午十二點，上學期修課為

大二到大四同學人數為 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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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之連結方式 

109 年度上學期跨領域美感課程發展過程共分三個階段： 

1. 第一階段-「前置課程」，由各個領域的授課教師，進行共同備課會議，

討論如何讓學生透過課程融入專業不同學科。 

2. 第二階段-「發展活動」，在確認繪本發展脈絡後，讓同學除了學會專業

分鏡製作外，能有機會運用分鏡來完成微電影的拍攝製作 

3. 第三階段-「綜合活動」，行分鏡和微電影的成果發表和頒獎，達到推廣

跨領域美感教育之成效。 

 

貳、計畫內容 

一、計畫內容簡述 

  本計畫時程為 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執行人員教授團隊：音樂

系郭美女教授，林岑陵助理教授，美產系張浦騰副教授，資管系林世曄副教授，

師培中心黃柏叡副教授，通識教育中心王蕙萱助理教授，段人鳳助理教授，楊志

偉，執行重點如下： 

（一）協助總計畫於台東縣之輔導種子學校進行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建立課程 

模組，並定期到校協助跨領域美感課程共備協助台東地區性校際交流，結合各學

習階段之跨領域美感教育，並做全面性的普及與推廣。 

（二）在師資培育課程及通識教育課程加入以美感為核心設計跨領域課程之概念，以培

育師資生及通識修課學生之美感素養。 

（三）辦理大學端跨領域美感課程增能工作坊／講座。 

（四）協助總計畫執行跨領域美感相關事務，建構跨領域美感課程理論、實務論述。 

（五）參與總計畫團隊辦理之相關會議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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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計畫期程暨執行項目如下表 

 

109學年度計畫期程 

（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輔導種子學

校進行跨領

域美感計畫

相關事務 

參與種子學校協作會談及訪

視會議 
 ˙ ˙ ˙ ˙ ˙ ˙ ˙ ˙ ˙   

參與種子學校課程觀摩   ˙ ˙ ˙ ˙ ˙ ˙ ˙ ˙   

定期到校協助跨領域美感課

程共備 
 ˙ ˙ ˙ ˙ ˙ ˙ ˙ ˙ ˙ ˙  

辦理大學端

跨領域美感

課程增能工

作坊／講座 

舉辦兩場跨領域美感課程增

能工作坊／講座 
 ˙ ˙ ˙ ˙ ˙ ˙ ˙ ˙ ˙ ˙  

於大學端發展跨領域美感課

程，邀請台東的區輔導團、

種子學校及師資生等共同參

與 

 ˙ ˙ ˙ ˙ ˙ ˙ ˙ ˙ ˙ ˙ ˙ 

協助建構跨

領域美感課

程模組 

帶領師資生於計畫期程內開

發跨領域美感課程 
 ˙ ˙ ˙ ˙ ˙ ˙ ˙ ˙ ˙ ˙  

輔導種子學校發展跨領域美

感課程模組 
˙ ˙ ˙ ˙ ˙ ˙ ˙ ˙ ˙ ˙ ˙ ˙ 

協助總計畫

執行跨領域

美感計畫相

關事務 

參與總計畫團隊辦理之相關

會議與活動 
 ˙ ˙   ˙ ˙    ˙  

協助建構跨領域美感課程理

論、實務論述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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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預期效益 

（一）建構跨領域跨領域美感學習共同體，落實教學目標 

 運用跨領域美感教育之多元整合開展，協助教學現場開發各校之跨領域美感課

程，達到活化教學的目標。透過培訓、輔導與深耕，使各校教師領域間強化連結，

發展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建構跨領域美感課程典範。 

（二）提升師培生之美感知能，拓展跨領域課程設計能力 

透過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師資生研發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強化跨領域美感教學

經驗，增進職前教師美感的知能。並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觀摩、工作坊、講座，

串聯教學現場與師資培育之課程理論，提升師資培育學生跨領域美感教學知能，

拓展學生跨領域課程設計思維之素。 

（三）建立多元教師專業社群，落實跨領域美感資源共享 

 協同其他師資培育機制開發跨領域美感課程方案，厚實跨領域美感教育深度之

外，整合社會人力與資源，連結央團與縣市藝文深耕，落實跨領域美感資源共享，

建立多元教師專業社群，共推國家重要教育政策之資源整合。 

（四）建構跨領域美感理論與論述，提升在地跨領域課程資源之運用 

運用師資培育大學自身之理論資源，以教學現場之實踐為研究對象，建構出在地

之跨領域美感教育理論，厚實課程研究資源，作為後續推展跨領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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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教授：郭美女教授/主任 

服務單位：國立臺東大學音樂系/通識教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辦理跨領域美感課程活動簡要說明 

一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池上國中 

活動時間：109年 10月 7 日 9:00-11: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美感培訓紀實 課程架構與領域設定 

課程內容設計與修訂 課程執行指導與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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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暨教師增能-大王國小 

活動時間：109年 10月 12日 14:00-16: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課程發想與架構 課程初步擬定與設計 

教學內容統論 活動結束大合影 

 

 

 

 

 

 

 

 

 

 

 

 

 

 



 

3 

 

 

 

三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暨教師增能-新生國小 

活動時間：109年 10月 13日 8:30-10:30 

活動地點：新生國小圖書室 

活動照片：新生國小校長開場 課程架構設計 

教授指導課程內容之設計 自然跨域教學設計 

跨領域執行目標與修訂 活動結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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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暨教師增能-蘭嶼國小 

活動時間：109年 10月 16日 14:30-16:3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課程設計與綱要 跨領域理念與目標 

課程架構設計 主題擬定與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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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大坡國小 

活動時間：109年 10月 20日 10:00-12:00 

活動地點：台東縣政府二樓會議室 

活動照片：課程理念與內容簡述 課程共備與討論 

產品與設計討論 美感課程共備與教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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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暨教師增能-新生國中 

活動時間：109年 10月 23日 8:30-10:30 

活動地點：新生國中 

活動照片：教師團隊共備討論 課程設計理念與架構分析 

教師共備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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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台東高中 

活動時間：109年 11月 10日 15:00-17:00 

活動地點：台東高中音樂教室 

活動照片：課程發想與架構 設計理念與架構分析探討 

課程執行與探討 跨領域執行建議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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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暨教師增能-台東專科 

活動時間：109年 11月 16日 15:00-17:00 

活動地點：台東專科學校美術教室 

活動照片：課程理念設計 課程執行工作目標 

架構設計與討論 執行內容建議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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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２學期 辦理跨領域美感課程活動簡要說明 

一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師資培訓課程－新生國小課程理念與設計 

活動時間：110年 3月 15日 8:30-10:30 

活動地點：新生國小   

活動照片：課程設計理念 培訓課程紀實 

教師團隊介紹 培訓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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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臺東專科學校跨域課程設計與執行 

活動時間：110年 3月 15日 16:00-18:00 

活動地點：台東專科美術教室 

活動照片：課程執行說明 教師團隊介紹 

課程設計介紹  美感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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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師資培訓課程－大王國小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執行 

活動時間：110年 3月 16日 13:00-15: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室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課程執行說明 課程理念架構 

課程設計介紹 美感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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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池上國中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執行 

活動時間：110年 3月 16日 15:00-17: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室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課程執行說明 課程理念 

課程設計討論  美感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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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台東高中課程理念與設計 

活動時間：110年 3月 18日 8:30-10:30 

活動地點：台東高中音樂教室 

活動照片：課程理念架構 課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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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共備課程－蘭嶼國小跨領域美感課程架構與設計 

活動時間：110年 4月 6日 10:00-12: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室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課程執行說明 課程理念 

課程設計與討論 美感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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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大坡國小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執行 

活動時間：110年 4月 6日 15:00-17: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室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課程執行說明 課程理念架構 

課程設計與討論 美感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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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會議－新生國中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執行 

活動時間：110年 4月 16日 8:00-10: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室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課程執行說明 課程理念架構 

課程設計介紹 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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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課程共備－蘭嶼國小跨領域美感課程執行與教學指南 

活動時間：110年 5月 14日 15:00-17: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教學指南簡述 執行重點 

課程形說明 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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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大學端跨領域美感課程辦理情形 

專題講座工作坊－ 

講題:跨領域美感從小處著手「美上加美」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莊敏仁教授/國立台東大學郭美女主任 

活動時間:109年 11月 20日 8:30-10:3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104教室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辦理跨領域美感課程活動簡要說明 

一 

活動名稱：專題講座工作坊－講題:跨領域美感從小處著手「美上加美」 

活動時間：109年 11月 20日 8:30-10:30  講師：莊敏仁 教授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104教室 

活動照片：莊敏仁教授自我介紹 美感教育目標與理念 

學生實務操作 講座結束大合影 

活動影片連結：https://studio.youtube.com/video/b-mPipm1crI/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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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名稱：師培大學－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理念與設計 

活動時間：109年 10月 6 日 11:00-13: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美感教育課程紀實 美感教育課程紀實 

美感教育課程紀實 美感教育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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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名稱： 

台東大學師資培訓課程－跨域美感教育課程下學期期初課程規劃與設計 

活動時間：110年 1月 14日 12:00-14: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主題及課程領域設定 運用新科技技術來活絡課程 

跨領域課程講座名稱訂定 活動結束與機器人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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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師資培訓課程－跨領域美感教育如何視訊教學 

活動時間：110年 6月 4日 12:00-14:00 講師：郭美女 教授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辦公室(線上遠端會議) 

活動照片：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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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辦理執行情形: 

   

跨領域美感課程師培生工作坊: 分鏡腳本製作微電影 

STEAM融入教學 - 從故事腳本、分鏡設計到配樂創作以校園為背景的微電影製作 

 

師 培 大 學    | 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音樂系、美術系 

帶 領 老 師    | 張溥騰、林岑陵、王蕙瑄、段人鳯、楊志偉 

跨 領 域 科 目 | 視覺藝術、文學寫作、故事腳本、音樂 

 

第一週上課 

  

段人鳯老師介紹排灣族「巴里的紅眼睛」

與魯凱族「巴冷公主」傳說 

楊志偉老師藉由不同圖案的卡片引導學生

創意發想 

 

第二週上課 

  

王蕙瑄老師介紹介紹故事線結構 王蕙瑄老師現場激盪同學初步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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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上課 

 

學生完成之拍攝劇本「有種感覺叫刻骨銘心」（局部） 

 

劇本「有種感覺叫刻骨銘心」繪製成分鏡腳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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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上課 

  

林岑陵老師介紹原住民音樂在影劇配樂\

中的運用 

林岑陵老師介紹各族原住民歌手及音樂創

作者 

  

學生根據原住民歌謠所畫出之分鏡圖與聆聽原民音樂在影劇作品中運用之畫面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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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上課畫面 

  

《是玩具水槍殺了我》局部分鏡表 《畫中的她》局部分鏡表 

  

《是玩具水槍殺了我》拍攝現場 《畫中的她》拍攝現場 

第六週上課畫面 

  

「分鏡腳本製作」期末小組分鏡表展覽 通識教育中心郭美女主任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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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老師們熱烈討論微電影的獎項 獲獎同學與評審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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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２學期 

國立台東大學跨領域美感課程－主題:基於 STEAM 教育探討北管音樂與臉譜彩繪藝術－機器

人進化編年史 

活動時間：110年 5月 4日 10:00-12:00  講師：陳世曄 老師 

 

109 學年度第２學期 辦理跨領域美感課程活動簡要說明 

一 

活動名稱：國立台東大學跨領域美感課程－主題:基於 STEAM教育探討北

管音樂與臉譜彩繪藝術－機器人進化編年史 

活動時間：110年 5月 4日 10:00-12:00  講師：陳世曄 老師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理工學院 C棟 301教室 

活動照片：課程紀實 活動照片：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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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名稱：國立台東大學跨領域美感課程－講題:STEAM教育新趨勢－北管

音樂探討與欣賞 

活動時間：110年 5月 11日 10:00-12:00 講師：林岑陵 老師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理工學院 C棟 301教室 

活動照片：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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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名稱：國立台東大學跨領域美感課程－講題:進行實體臉譜繪製 

活動時間：110年 6月 1日 10:00-12:00 講師：陳世曄、張溥騰 老師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 (線上講座課程) 

活動照片：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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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名稱：國立台東大學跨領域美感課程－講題:進行實體臉譜繪製(二) 

活動時間：110年 6月 8日 10:00-12:00 講師：陳世曄、張溥騰 老師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 (線上講座課程) 

活動照片：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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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名稱：國立台東大學跨領域美感課程－講題:進行實體臉譜繪製(三) 

活動時間：110年 6月 15日 10:00-12:00 講師：陳世曄、張溥騰 老師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 (線上講座課程) 

活動照片：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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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總計畫執行跨領域美感計畫相關事務 

 

一 

活動名稱：國中小種子學校師資培訓課程－期末美感跨域課程專題講座 

活動時間：110年 1月 12日 12:00-14:00  講師：郭美女 教授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室 人數：19人 

活動照片：各校發表本學期成果 各校發表本學期成果 

與會教師建議與改善方針 活動結束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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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名稱：種子學校師資培訓暨觀課－蘭嶼國小跨領域美感課程自然科學

與美感跨領域教學實作 

活動時間：110年 4月 12日 9:00-12:00 

活動地點：臺東縣蘭嶼國小圖書室 

活動照片：實作課程合影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結束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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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名稱：新生國小教師增能工作坊  

講題:台灣課程的改革與推動-美感教育新思維 

活動時間：110年 6月 16日 8:00-10:00  講師：郭美女 教授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辦公室(線上遠端會議) 

活動照片：改革理念 

 

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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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名稱：跨領域美感課程大學端師資增能－講題：跨領域美感教育之核

心素養 

活動時間：110年 7月 22日 12:00-14:00 講師：郭美女 教授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通識教室中心會議室 

活動照片：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課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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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具體成果與效益 

 

一、參與本計畫師資生之學習成效 

    109年度上學期課程-分鏡腳本製作微電影-課程參與的學生是美術產業學系大二到大四

同學，以學生們最熟悉的台東大學校園為背景，融入 STEAM 教育方法，帶領同學們先透過

認識原住民傳說來理解原創故事的創意，然後藉由編劇技巧完成微電影故事腳本，再以原住

民影像配樂認識影像背景音樂的概念後，採用分組方式進行微電影拍攝製作，並於期末進行

學生的微電影發表，不僅能跨出自身專業領域，也展現同學們互相激盪出的成果。 

     

二、跨領域美感課程開發成果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案例 

STEAM融入教學 - 從故事腳本、分鏡設計到配樂創作以校園為背景的微電影製作 

師 培 大 學 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音樂系、美術系 

帶 領 老 師 張溥騰、林岑陵、王蕙瑄、段人鳯、楊志偉 

跨 領 域 科 目  視覺藝術、文學寫作、故事腳本、音樂 

 

三、跨領域美感課程理念與目標: 

（一）從分析原住民傳說到原創故事創意開發 

（二）透過分鏡畫面認識影像敘事的方法 

（三）藉由編劇技巧完成微電影故事腳本 

（四）透過欣賞電影配樂了解微電影背影音樂應具備的基礎概念 

（五）熟悉如何運用分鏡腳本來拍攝並製作微電影 

四、跨領域美感課程實施歷程: 

（一）課程目的 

    在影像敘事創作的世界裡，一個好的創意需要透過分鏡設計來實踐，成功的分鏡設計不

僅能幫助概念影像化和具體化，也能作為最好的溝通媒介，所以課程學習繪製分鏡的要素與

技巧，從分鏡頭原理、鏡頭調度、構圖方法與連戲風格等方面全面來瞭解如何運用分鏡。課

程期望透過美感教育以藝術媒介、藝術概念、美感元素與藝術資源等作為活化、輔助與融整

其他學科學習的媒介、資源與策略及主軸，建構「以藝術為核心」（arts-based）的跨領域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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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讓學生在不同領域的專業帶領下跨域整合來學習。故本課程提出跨領域美感從故事腳

本、分鏡設計到配樂創作的微電影製作課程，以學生們最熟悉的台東大學校園為背景，融入

STEAM 教育方法，帶領同學們先透過認識原住民傳說來理解原創故事的創意，然後藉由編劇

技巧完成微電影故事腳本，再以及原住民影像配樂認識影像背景音樂的概念後，最後學生以

分組方式進行微電影拍攝製作，並於期末進行學生的微電影發表。 

 

（二）STEAM 教育之理念 

    「STEAM」是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Art(藝術)以及 Math(數

學)5 個英文字的縮寫而成，是由美國政府所提出的教育理念。然而，這項教育政策在初登場

時，只有四個字母「STEM」，美國為了加強 K-12 基礎教育在理工科方面所呈現出的式微，

因而提出的教改政策，期望將這些學科結合在一起，強調運用科學與數學原理，透過科技與

工程實務，將知識轉換成能夠實際動手做的能力，達到跨領域學習，讓學習不再只是各學科

的知識各自單打獨鬥，而是一種跨部門的知識團隊合作，並在教學過程中融入探究、批判思

考、解決問題、創意思考、動手做等不同的層面技能，用來學習和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但是，若只強調科學能力，缺少了人文素養，這樣所教導出的學生容易變成科學怪人，

因此美國政府在 2015 年，將藝術（Arts）整合進這個教育體系中，把「STEM」擴展成「STEAM」

教育。希望在強調科學教育的同時，結合音樂、藝術，除了藉此激發創造力外，也增加了溝

通與表達的能力，讓學習者注重學習的過程，而非注重考卷上的成績，因為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所遭遇的問題是不會分科目的。因此，必須要培養不害怕失敗的能力，透過專題探究的

方式，不斷的嘗試、失敗、檢討、摸索、改進….，直到找到成功的方式為止，同時在過程中

建構起跨學科的知識，學習與現實世界的連結，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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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STEAM 教育新趨勢之理念 

 

 

 

 

（三）微電影拍攝方法與課程設計 

    課程設定學習目標以小組進行微電影拍攝，期末完成微電影並公開發表。課程設計依據

這個目標融入「STEAM」教育方法，邀請具語言學專長的段人鳯老師帶著學生以原住民傳說為

題材尋並發現找神話故事中的創意，緊接著由楊志偉老師透過圖像符號的類比開發學生們的

創意思考。隔週邀請故事編劇專長的王蕙瑄老師讓學生們的創意發展成故事，並改寫成微電

影劇本，完成劇本之後張溥騰老師透過分鏡的繪製原理帶領學生繪製拍攝電影用的分鏡，最

後在邀請音樂系林岑陵老師透過電影配樂欣賞與分析，讓學生認識電影背景音樂的基本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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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跨域美感課程「STEAM」教育方法不同專業的融合 

    為了讓同學能在短短一個學期完成劇本攥寫、分鏡繪製到微電影拍攝，特意以學生們熟

悉的校園為背景，再由同學們自行決定電影的類型，例如：驚悚、愛情等，完成劇本的攥寫，

最後，依據繪製的分鏡圖在校園內尋找拍攝場地進行拍攝，並剪輯影片加上背景音樂完成微

電影創作。 

  

圖 3. 《是玩具水槍殺了我》拍攝劇本     圖 4. 《是玩具水槍殺了我》分鏡 

 

 

圖 5. 《是玩具水槍殺了我》期末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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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作階段 

    跨域美感課程「從故事腳本、分鏡設計到配樂創作以校園為背景的微電影製作應」，以美

術產業系大二專業選修課「分鏡腳本製作」進行教學，讓學生透過課程融入專業不同學科，

讓同學除了學會專業分鏡製作外，能有機會運用分鏡來完成微電影的拍攝製作。最後進行分

鏡和微電影的發表，來達到推廣跨領域美感教育的效果，其預計實作進度如下表所示： 

表 1.課程進度表 

週次 實作內容 

第一週 原住民傳說領讀與故事創意發想/段人鳯老師Ｘ楊志偉老師 

第二週 傳說故事發想與改編/王蕙瑄老師 

第三週 從編劇到分鏡腳本製作/張溥騰老師 

第四週 原住民的古調與近代原住民音樂/林岑陵老師 

第五週 運用分鏡腳本拍攝以校園為背景的微電影/張溥騰老師 

第六週 分鏡腳本與微電影發表/全體老師 

 



 

41 

 

 

圖 6. 「分鏡腳本製作」結合跨域美感計畫期末發表海報 

 

 

五、教學省思與建議: 

    「分鏡腳本製作」這門課主要是分鏡技術的學習，以分鏡作為一種工具讓未來影片的製

作有效率的完成。因為本學期加入了跨域美感課程計畫團隊，讓課程能從創意發想、故事開

發、腳本攥寫、分鏡繪製到背景音樂的製作，才有機會能讓同學們以分組製作方式來完成微

電影製作，皮克斯動畫的創意總監約翰拉薩特（John Lasseter）曾說：「藝術挑戰科技、科

技啟發藝術」。科技技術與藝術創意是彼此挑戰與學習，跨域美感課程計畫就是藝術為核心，

透過不同科技（技術）的應用讓創意能具體的實踐。 

 

   本課程參與的學生全部是美術產業學系大二到大四同學，透過「STEAM」教育方法進行音

樂、文學、創意與故事等跨領域結合確實達成學習成效，但是比較看不到同學間不同領域的

交流與學習，建議未來可以讓不同專業科系的同學一起學習，或許，如此不僅能跨出自身專

業領域，也更能和不同領域的同學激盪出未知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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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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9 學年度輔導種子學校共備課程在課程教學及行政配合的執行問題和解決之方法 

1.課程教學方面 

配合 12年國教之實施，在課程發展前應先確定課程目標與本位，規畫出整體課程的

研發，加強跨領域課程需跨領域老師共同合作，並設計多元化評量策略，落實各領域

間提升學生美感的教學之目標。 

2.行政配合方面 

行政全力支持跨領域團，並扮演聯繫溝通的橋樑以利教師共備和交流更加順利，讓團

隊進行更有效益。 

 

（二）輔導師資生開發跨領域美感課程教案過程中遭遇的執行問題，及後續解決之方法 

STEAM 教育的成功關鍵在師資，教師須有統整課程的設計理念，願意跨領域合作， 

     甚至有意願與能力進行協同教學，我國的師資培育過程，因知識分化，大多培育單科 

     領域的教師，面對跨領域的專門知識問題，則成為教師實施 STEAM 課程的挑戰。 

二、計畫未來展望與建議 

STEAM 教育所強調的做中學，期望賦予學習者終生受益的學習能力，並讓教師與同

學在課堂上一同討論找到最佳解法，實現教學相長的真諦並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109

學年度計畫之執行，本跨領域美感課程即是透過理性與感性之聯動教學；在跨領域美感

教育的教學中以藝術為主軸領域，向外結合其他領域做連結，未來仍可朝這方面持續進

行跨領域整合，讓美感教育落實至各個不同的領域當中，所獲得的效益不只是單純的加

法功效，更是達到乘法的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