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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區 ／ 新 竹 縣 立 大 坪 多 元 智 能 生 態 美 學 實 驗 小 學 

學校名稱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 

團隊成員 徐瑞珠、黃慈雲、孫德瓊、范曉婷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其他領域 資訊（研究）、語文、自然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視覺藝術：學生已學過色彩三原色及調色技巧，並進行相關習作。 

表演藝術：學生已有將食農教育垃圾減量、製作生菌水的重點，改編成戲劇，創作詩

歌、改寫歌詞，上台表演的經驗。 

資訊（研究）：學生已熟練中文輸入法，並學會如何搜尋資料。 

語文：學生在進入三年級這個學習階段時，已經具備認識文章的各種表達方式、主

旨、取材及結構（如：敘述、描寫、抒情、說明等），能夠針對本課文本的內容架構

有清楚的概念，學生亦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本的大意，以自己提問自己回答的方

式，幫助自己理解文章的內容。 

自然：學生在動植物分類已有概念的架構，能知道微生物範疇。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級任包班 

■科任教學 

■其他-校訂課

程、彈性課程、

主題課程 

以國小翰林國語第六冊第二課發現微生物的人為基礎，進行跨領域課程

統整。 

一、 資訊（研究）課出發，運用圖書的閱讀，以及網路資料的蒐集統整，

讓學生分組探討相關議題（微生物、凸透鏡、顯微鏡、雷文霍克），

並找出其中的美。 

二、 語文教學，透過先前資訊（研究）課的探討，學生對文本有感，更

能體會出文章的美，並進行課文改寫創作劇本。 

三、 自然科教學，實際操作複式顯微鏡，觀察水中草履蟲或標本。學生

diy製作簡易顯微鏡，觀察蝴蝶鱗粉中的造型與色彩之美。 

四、 視覺藝術中，透過顯微鏡下的微生物、鱗粉、洋蔥細胞等的觀察，

認識點、線、面在視覺形式裡的構成，將看到的微形之美，做變形

蟲圖案設計，應用於剪貼及服裝彩繪創作。 

五、 表演藝術讓學生發揮想像力，將課文中雷文霍克發現微生物

的故事改編成劇，再透過角色扮演來模擬微生物的特色，並

將製作顯微鏡發現微生物的動態編成舞蹈，讓學生在享受表

演樂趣的同時，向大家介紹微生物的生活習性，共同完成戲

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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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評量模式 

■學習單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其他口說表達 

   自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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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美「視」界 

教學時數 1080 分鐘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三年級 

實施班級數：1 班 

班級人數：17 人 

特色班級： 

 □美術班 

  ■其他：____普通班___ 

設計理念 

以主題統整學習領域，讓學生透過多元智能從不同的管道去體驗學習，資訊（研究）課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行動實踐；透過語文課文賞析、劇本改寫；自然生態觀察、體驗

與實作；藝文結合生活美學、戲劇表演，將學到的知識融入美感經驗與藝術人文精神，

透過戲劇活動與數位媒材呈現。 

藝術概念與  ■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美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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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動作、主題等戲劇與舞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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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能分析思辨資料，並上

台報告。 

2.語文：運用改寫、縮擴等技巧

寫作。 

3.自然: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

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4.視覺: 能使用視覺元素與想像

力，豐富創作主題。 

5.表演:能創作簡短的表演。 
核心 

素養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溝通互動】 

科技資訊與美感素養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習 

內容 

1.資訊：善用科技資訊之能力。 

2.語文：故事、童詩、現代散

文、少年小說及兒童劇。 

3.自然：生物需要能量（養

分）、陽光、空氣、水和土

壤，維持生命、生長與活動。 

4.視覺：點線面創作體驗、色彩

感知、造型探索。 

5.表演：開始、中間與結束的舞

蹈或戲劇小品。 

教學目標 

1.能透過資料蒐集統整，了解發現微生物的相關議題。 

2.能欣賞文本內容之美，並進行文本改寫成劇本。 

3.能製作簡易顯微鏡，認識顯微鏡的原理。 

4.能運用點、線、面進行變形蟲設計，應用於服裝彩繪創作。 

5.能發揮想像力改寫劇本、角色扮演介紹微生物。 

教學方法 協同教學、討論教學、啟發式教學、練習教學、發表教學 

單元規劃 

節次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一～三 發現、發明與利用 資料蒐集統整、簡報製作 

四～七 發現微生物的人 文本閱讀、形式深究、課文改寫 

八～十一 顯微鏡與微生物 簡易顯微鏡製作、複式顯微鏡操作 

十二～十九 變形蟲設計與應用 變形蟲圖案設計、造型剪貼、服裝彩繪 

二十～二十七 雷文霍克與微生物 劇本改編、說故事劇場、即興舞蹈、學習歷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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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 引導活動：議題（微生物、凸透鏡、顯微鏡、雷文霍克）

分配，任務說明。 

發展活動：圖書的閱讀，以及網路資料的蒐集統整，並製

作簡報。 

綜合活動：上台報告，分享各議題探討成果。 

120分鐘 圖書、網路資源 美感經驗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

習教學、合作學習

式教學、專題討論

式教學、協同教學 

專題報告製作 

四 引導活動：課前預習，尋找優美詞句。 

發展活動：文本閱讀，優美詞句賞析，尋找雷文霍克擁有

的品格。 

綜合活動：完成國語習作。 

40分鐘 課本、自編教材 美感經驗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創造思

考教學 

學習單 

五～七 引導活動：寫作思考架構引導-人、事、時、地、物 

發展活動：課文內容為背景，進行改寫創作劇本。 

綜合活動：作品分享、賞析。 

120分鐘 自編教材 美感經驗 

活動實踐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創造思

考教學 

展演實作 

八～九 引導活動：藉由到菜園觀察蔬菜引起學習。 

發展活動：討論哪裡會有微生物，並實際到水池，土壤尋

找。 

綜合活動：顯微鏡觀察尋找到的微生物，操作並口說見到

的微生物。 

80分鐘 繪本閱讀、複式顯

微鏡 

視覺藝術 

美感形式原理 

美感判斷 

美感經驗 

活動實踐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展演實作 

口說表達 



十～十一 引導活動：用顯微鏡觀察標本，發現顯微鏡中觀察到的小

生物或植物構造。 

發展活動：了解複式顯微鏡結構，能蒐集生活中的材料。 

綜合活動：運用生活中的材料製作簡易顯微鏡。 

80分鐘 複式顯微鏡、標

本、簡易顯微鏡材

料 

視覺藝術 

美感形式原理 

美感判斷 

美感經驗 

活動實踐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創造思

考教學 

展演實作 

十二～十九 引導活動：欣賞名畫裡的點線面。運用點線面等造型元

素，將看到的微生物造型之美進行創作，繪稿

於藝文筆記本。 

發展活動：設計變形蟲圖案完成水墨創作 

將表現素材轉換於彈性衣上進行彩繪與賞析。 

綜合活動：穿上自己彩繪的變形蟲服裝走秀，檢視服裝視

覺效果，或修正。 

80分鐘 

 

 

160分鐘 

 

80分鐘 

 

簡報、網路資源 視覺藝術 

美感形式原理 

美感判斷 

美感經驗 

活動實踐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學、網路

資源之體驗學習教

學、協同教學、創

造思考教學 

遊戲評量 

展演實作 

二十～二十

七 

引導活動：閱讀繪本探討微生物的特性，分組利用肢體動

作體驗彈性衣的表現效果，呈現不同微生物分

列特性與視覺美感效果。 

發展活動：認識說故事劇場形式與特色，探討劇中角色特

質與表演形式，揣摩劇中角色言行舉止，掌握

聲音情感與肢體動作， 

          肢體開發、設計微生物創意舞蹈動作，配合音

樂情境與節奏，完成微生物之舞。 

綜合活動：配合服裝、音樂上台表演並錄影；表演結束觀

賞影片自我評量，寫下學習歷程與心得。 

80分鐘 

 

 

160分鐘 

 

 

 

80分鐘 

繪本、簡報、網路

資源影片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美感判斷 

美感經驗 

活動實踐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學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

習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遊戲評量 

展演實作 

自評/互評 



教學省思與建議 

雷文霍克與微生物對孩子來說，本來是件陌生的人與物，但透過這次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孩子們

漸漸對學習有感。有著研究課的基礎，再加上資訊課融入，孩子們具備蒐集資料與簡報製作的能力，

但有別以往，這次是小組報告，一開始小組成員各自獨立運作，接著意見分歧，甚至起爭執，到最後

孩子們學會如何與他人分工合作完成一份小組報告。 

在語文課部分，因為有各領域的引導，孩子對文本有感，能正確指出課文中的寫作美學與品格之

美，最後進行故事創作，透過課文閱讀與資訊主題報告，寫出雷文霍克一生的故事。 

（資訊、語文 黃慈雲老師） 

 

透過繪本能精準又快速的對微生物有基本認識，也引發興趣。手作簡易顯微鏡是以多元的方式進

行，在調整顯微鏡的部分尤其印象深刻，大部分的學生為了能透過玻璃珠看清楚標本而努力，最後產

生學習的成就感。 

（自然 范曉婷老師） 

 

從看見微生物造型到設計變形蟲圖案，用墨汁大膽繪製在牛皮紙上，再運用壓克力顏料繪製在彈

性衣上的過程中，彈性布與壓克力顏料因為是初體驗，所以顯得較為生澀，但幾次嘗試後也就能大膽

的繪製起來，甚至發現在強烈色彩的彈性布上的配色與原先的設想有差距後，也能進行修正與補強。 

（視覺藝術 徐瑞珠主任） 

 

誇領域學習提供師生許多新的嘗試與挑戰，發現說故事劇場的形式對三年級學生太具挑戰性，只

好取其可運用的元素結合創意舞蹈，讓學生發揮想像力，從學習歷程中去發現問題，發展解決問題的

能力。 

（表演藝術 孫德瓊老師） 

---------------------------------------------------------------------------------------- 

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提供師生許多新的嘗試與挑戰。讓孩子對學習有感覺，引發強烈動機，不受

領域侷限，知識不被切割，所學能與生活連結，在真實情境中實踐運用，以適應現在生活與面對未來

挑戰。 

在此課程設計過程中，教師提供本身專業，透過共同備課、協同教學，走出侷限，與各領域進行

教學合作，完成跨領域主題課程統整，創造教學樂趣。 

 

教學研發成果 

1. 作文：發現微生物的人 



 

 

2. 自製簡易顯微鏡 



 

3. 變形蟲圖案設計 

 

 
4. 彩繪彈性衣 



 

5. 戲劇舞蹈表演影片 

 

6. 學習回饋與心得 



 

未來推廣計畫 

落實共備觀議課機制，提升主題網教學效能，持續開發美感教育課程，強化跨領域之統整應用。 

課程實施紀錄 



 

到圖書館進行小組資料蒐集 

 

在網路上搜尋微生物相關資料 



 
文本閱讀、優美詞句賞析 

 

劇本角色揣摩 



 

自製簡易顯微鏡 

 

使用顯微鏡觀察土壤與水中微生物 



 

水墨變形蟲創作 



 

運用壓克力顏料彩繪彈性衣 



 

穿上彈性衣走秀 

 

雷文霍克與微生物戲劇展演 

參考資料 

 翰林國語課本第六冊第二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i5CaNibk8 說故事劇場---國王的驢耳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i5CaNibk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