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小 階 段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所 屬 區 域 ／ 學 校 名 稱 

學校名稱 南投縣國姓鄉長福國民小學 

團隊成員 柯志忠、鄧瓊慧、廖婉雯、徐吉清、黃惠冠、鄭宜萍、劉淑鳳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 其他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1.學校教師並無專業藝術與人文教師，僅由校內非專長教師及鐘點教師擔任藝文領域

教學。 

2.學童在視覺藝術方面著墨較深，除大量平面作品創作經驗外，另有校園圍牆創作及

彩繪經驗、校園階梯設計及彩繪經驗。 

3.學童在音樂方面以口琴及非洲鼓為主要演奏樂器。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級任包班 

■科任教學 

□ 其他 

藝術與人文 

綜合活動 

彈性課程 

 說明： 

課程包含「植物觀察與記錄」、「植物日光顯影」、「與大樹共舞」

及「大樹與我」的肢體創作四項。 

其中，「校園植物觀察記錄」與「大樹與我」於彈性學習課程進行，

「植物日光顯影」於藝術與人文領域進行， 

「與桃花心木共舞」於綜合活動領域進行。 

 

跨領域 

美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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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跨領域課程架

構與設計概念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方案名稱 與大樹共舞 

教學時數 32 節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三、四、五、六 

實施班級數：4 班 

各班級人數：三年級 4 人，四年級 5 人，五年級 6人，六年級 10 人 

特色班級： 

 □美術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理念 

長福國小的校園裡，有著許多大樹，桃花心木、樟樹、龍柏、南洋杉、龍眼……，

都是創校那兩年由當時的孩子和老師們親手種下的，都有四、五十歲的年紀了。九二

一地震，長福國小校舍全毀，在重建認養人游標榮先生「大樹不能動」的堅持下，大

樹們僅進行了小幅度的修剪。因此，即使校舍全數重建，大樹們還是被完整地保留下

來。 

老校友們回到長福，師長們換了，校舍變了，唯一沒變的，是這些校園裡的大樹。

與樹共舞 

成果展演 

彈性學習課程 

生活中的 

植物朋友 

自然與生活科技 

日光顯影 

藝術與人文 

與大樹共舞 

綜合活動 

植物觀察與記錄 

自然與生活科技 



這些大樹，不僅見證了長福的創立與變動，見證了長福的校史，見證了孩子的成長，

也和每個孩子的小學生活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在樹下遊玩、追逐觀賞隨風飄落的樹

葉、在落葉中撿拾翅果……，是所有長福的孩子共同的回憶。 

我們可以安排什麼樣的課程，讓長福的孩子更熟悉這些大樹？可以進行什麼樣的教

學，讓孩子感受這些大樹們的美與大樹們帶給我們的美好？是我們設計這組「與大樹

共舞」課程的動機。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音樂：節奏、曲 調、音色、力度、織度、曲式等音樂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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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形式原理：反覆、對比、均衡、統一等 

 □美感判斷：愉悅感、理解力、想像力與共通感等 

 ■美感經驗：引發審美知覺的表達媒介、審美知覺、意義、情感、意象等 

 ■活動實踐：藉由繪畫性、數位性、立體性、鑑賞等創作活動 

說明：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能欣賞生活中大自然的美。 

2.能運用自然中的媒介創作。 

3.能在自然活動中探索自己。 核心 

素養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生活美學 學習 

內容 

1.美感元素。 

2.校園植物。 

3.攀樹裝備。 

教學目標 

1.能透過長其觀察與記錄，發現並欣賞生活中的自然之美。 

2.能運用生活中的自然素材，加以創作，並與同學分享。 

3.能透過攀樹等戶外活動，在自然環境中探索自己。 

教學方法 實作、討論分享 

單元規劃 

節次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22 植物觀察與記錄 每月至校園角落進行植物觀察，記錄各植物變化，年度結束後，歸納各

植物生長週期 

4 日光顯影 以日光顯影的方式完成樹葉「攝影」。 

4 與大樹共舞 攀樹、滑降、猴爬樹、巨人梯等戶外教育活動 

0 樹的想像 在留言版隨時寫下關於樹的想法與想像 

1 樹的舞蹈 用肢體動作表演自己熟悉的、喜歡的樹 

1 生活中的植物朋友 走出校園，找找看，哪裡有我們熟悉的植物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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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1-20 植物觀察 106年 9月～

107 年 6 月 

 美感形式原理 合作學習 學習單 

21-22 植物變化 107 年 6 月  美感形式原理 合作學習 學習單 

23-26 日光顯影 106 年 10月  視覺藝術 合作學習 展演實作 

27-30 與樹共舞 107 年 4 月  表演藝術 合作學習 展演實作 

31-32 成果展演 

樹的想像 

107 年 6 月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美感經驗 

合作學習 遊戲評量 

教學省思與建議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 

參與長福國小跨領域美感教育「與大樹共舞」戶外教育課程中，我是一邊教學一邊學習著，運用

個人所學專長，教著這些國小學童，體驗大自然之美的同時，自己也開始探索自然環境的美。參與植

物觀察之後，自身漸漸對植物的種類熟悉許多，起初不熟悉爬藤類植物，一度找不到蒜香藤與紫藤，

透過素描得觀察，現在到各地都是特別留意著。像校園裡的桃花心木，在大量落葉後，立即長出新芽，

此時由下而上的樹葉像漣漪的波動。對觀察過程中羅漢松、使君子葉子被蟲吃光光的，卻可以休息幾

個月後恢復生命而感到訝異。對射干的念法與型態有感到新奇，一開始分辨不出香果與山黃梔是哪一

棵，到隨著季節變化，辨識出他們的特性差異，還有處處可見的金露花，怎麼校外、公園、路邊的金

露花結花累累，校園內的金露花都是果多多呢？難道是我認錯了嗎？ 

至於攀樹一直都是每年四月的活動，在第一次攀樹時個人更是收穫良多，不只是校方原先希望給

孩子用不同的視野看世界，個人在攀樹時，因要解決自身下降的問題，讓當時全心全意重心都在育兒

的我，許久未體認到「自我」的覺悟，那當下的感動我思索了許久並慢慢將重心轉移到自我的生活規

劃，於是讓家人分擔、協助家事和孩子的照護，規劃自身的進修之路。 

每個月的植物觀察，希望給學生們感受大自然之美外，還希望因為瞭解植在大自然中各個生存的

考驗，學習到對生命的韌性；每每攀樹課程的到來，總是希望這個課程可以帶給學生不同的感受，發

覺自我內心的需求。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 

跨領域美感課程應包含兩個重點：美感與跨領域。「美感」的抽象性，使其不易進行教學，鄧老

師在藝文課中曾依《美感入門》進行美感元素的教學，也於這一年間進行校園圍牆彩繪與校園階梯彩

繪兩課程之美感教學。美感的部分，已有基礎。「跨領域」的部分，本來就是小校的優勢，也是我們

的強項。在美感方面的跨域教學，我們曾以彩繪結合數學，進行長度測量、面積計算及比與比例的練

習；也曾以編織結合數學，進行四則混合計算與測量學習。那麼，在數學之外，還可以怎麼結合？因

此，這次我們選擇與自然做結合。山上的學校，就應該好好運用山上的自然資源，校園裡的植物，不

管是外形、味道，觸感，還是存在著規律的生長週期……，都有美感的存在。雖然不是快速而強烈，

但透過長時間的課程，孩子卻實慢慢發覺其中的美感。 



在進行跨領域美感課程的過程中，教師應該要確認「美感」的教學目標，有意識的進行，否則，

美感雖然存在其中，仍然無法被所有的孩子意識到。 

 

教學研發成果 

教學設計 校園植物觀察記錄 

學童作品 「蝶」倒．「蛹」敢．「蟲」生 

未來推廣計畫 

於 107 學年度修正後再實施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張加說明） 

1.校園植物觀察 

 

 

 

 

 

 

 

 

 

 



2.校園植物觀察 

 

3.校園植物觀察 

 

 

 



4.以植物為素材創作 

 

5.日光顯影 

 



6.日光顯影 

 

 

7.攀樹準備 

 

 

 

 



8.與樹共舞～攀樹 

 

9.與樹共舞～滑降 

 



10.植物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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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能工作坊實施紀錄表格式 

▋ 國 小 階 段 增 能 工 作 坊 實 施 紀 錄 ▋ 

學校名稱  

主 題  

講師簡介  

參與人員  

時 間  地 點  

內容記錄（簡述工作坊內容，約 200 字） 

 

 

 

 

心得與回饋（約 300字） 

 

 

 

 

影像紀錄(包含 10張照片及文字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