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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3.0 創課方案 

 110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計畫  █成果 

學校全銜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課程方案名稱 花現埤塘  扇緣相劇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教師姓名） 

 □音樂：（教師姓名） 

 █表演藝術：邱鈺鈞、謝和琳 

 █其他：國語（李淑如） 

非藝術科目： 國語（游世薇） 社會（林家弘）  社會（黃中一）          

其他：_____________ 

*若為多領域、多科目請詳實填寫，填寫方式：科別（教師姓名） 

總人數：6 

實施對象 

（得複選） 

 █普通班 

 □藝才班：（例：美術班） 

 □資優班：（例：數理資優） 

 □體育班 

 □資源班：（例：學習障礙等特殊需求） 

 □特殊教育學校：（例：聽覺障礙） 

 □其他：          

實施年級別： 四、五  

參與班級數：4 

參與總人數： 120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1. 簡單的身體表演經驗與能力 

2. 對水生植物簡單的認識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12 節 

（藝術課程  5 節／非藝術課程 4 節／跨域美感課程  3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全體成員 12人，本次課程開發 6人。  

組成類型：□同校同領域█同校跨領域 □跨校同領域 □跨校跨領域 □其他：     

互動頻率：□定期會議 █不定期/任務導向式會議 █隨時/網路群組 □其他：      

備課內容：█研習、工作坊增能 □實地考察 □課程建構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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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內容：□課後觀看錄影紀錄 █課中共 6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由邱鈺鈞老

師規劃課程架構，其他教師提供修正意見並公同執行。□其他：          

議課內容：█課後檢視、討論與修正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桃園市大忠國小跨領域美感探究課程課程地圖 

 

課程發展理念 

桃園臺地在古早時，是個土壤貧瘠的農業區，居民們為了灌溉，挖池塘來蓄水，

造成桃園臺地水塘遍布的景象，如今埤塘灌溉功能減低，許多埤塘淤塞，美麗的地景

不再。因此大忠國小校訂課程期待強化思考埤塘水文化永續發展的可能性，以銘記先



3 

 

民為家園打拚的心血，傳承攜手共榮的心意，讓孩子們能藉由探古鑑今，開發出文創

商品，喚醒大眾重視水資源的永續管理讓先民對故鄉之愛永續傳承。 

本校善用「戶外教育」此一重大議題為課程模組的前導。在國教院出版的議題融

入說明手冊中明白地講述出戶外教育的價值：「戶外教育提供真實情境的體驗，創造

有意義的學習機會，喚起學習的渴望和喜悅，增進求真、友善、美感的多元學習。」

大忠國小長期關注美感探究課程，同樣也使用戶外教育作為激發學生五感六覺的重要

學習策略。 

然而，戶外教育課程如果只是單一、單點式的課程存在那就太可惜了。如何促進

學生在戶外教學後深入的思考所見所聞？這絕對是需要跨領域課程來搭配方能達成目

標。「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是張璪在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對繪畫創作和審

美觀的論述，也是傳統中國畫的精神綱領。這樣的主張同樣也適合戶外的教育議題。

學生在戶外教學時，介入不同學門的知識體系，會使學生對於現象有多元的思考機

會。我們希望讓學生在體驗戶外時，不是只留下單純的五官感受，更能結合現有知識

體系，得到學習遷移的效用。 

埤塘戶外參訪課程被歸屬於本校十二年國教的校訂美感探究課程中，有穩定的授

課時數。於 108 學年度起試辦至今，有近四年來的發展，建立了一個穩定的探索模

式。我們開展的模式如下，課程的第一部份是「探索埤塘」：先利用戶外踏查課程開

啟學生五感覺知，並理解埤塘發展的歷史脈絡。第二部份是「文創埤塘」：利用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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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創意象和同儕以設計思考的方式發想在地文創商品。第三部份是「推廣埤塘」：

使用表演藝術推廣埤塘文創商品，並和社區弱勢社福單位分享埤塘文創商品。 

而本學期美感探究課程，由埤塘出發。在實際探訪埤塘與創作果凍花後，引導學

生結合國語文元曲「沉醉東風」國語九年級課文，創發傳統戲曲扇子的身段表演。課

程可讓學生理解扇子在傳統戲曲與相聲中的作用：一、指東西，二、模擬物件，三、

搧風。並利用遊戲讓孩子們創發未來可以用於表演的動作素材。最後結合戶外教學的

照片，讓學生他們自己在平板上以 Capcut app 創作，合成自己表演影像與埤塘風

景，呈現一個精緻的表演小品，並分享於網路上。期待此一課程彰顯跨越美感的精

神，讓孩子們可以在多重感官的體驗中、生活體驗美！ 

 

跨領域 

課程類型 

（請單選） 

 □活化型課程：應用藝術知能、策略、資源與活動等，輔助與活化非藝術學科之教學。 

 □交集性課程：聚斂學科與藝術領域交集的知識結構或美感共通性。 

 □議題式課程：運用藝術領域與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關係，發展多元文化議題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以學校為本位發展包含校本課程、特色課程、彈性課程、主題課程、

社區課程等。 

 □窗外式課程：以其他非學校課程之形式進行以在地藝文活動、環境生態、媒材特色、

國際參訪等為主軸之課程。 

 □其他：              

跨領域內涵 

（得複選） 

 █體現藝術領域知識（能） 

 □體現非藝術領域知識（能） 

 █有機連結生活經驗 

 □遷移至新情境的探究與理解 

 □重新思考過往所學的新觀點 

 □克服領域間障礙挑戰的新進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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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元素 

與美感形式 

（得複選） 

美感元素構件 

 █視覺藝術：□點   □線   □面   □空間 □構圖 □質感█色彩 □明暗 

 █音    樂：□節奏█曲調 □音色 □力度 □織度 □曲式 

 █表演藝術：█聲音█身體 □情感 □時間 □空間 □勁力 □即興█動作█主題 

美感原則構件 

 █均衡 □和諧█對比 □漸層 □比例 □韻律█節奏█反覆 □秩序 □統一     

 □單純 □虛實 □特異 

跨領域 

美感素養 

（得複選）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透過美學知識底蘊反身自省以發現自我之定位和認同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培養具創造力且以具體計劃來解決問題的習慣 

 █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培養對藝術活動的探查習慣並應用相關知能於日常生活中 

 □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辨識與理解符號樣式及意涵並能適當運用 

 █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駕馭數位科技媒體並能理解與評價網路訊息 

 □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規劃藝術活動並以之表達對社會的參與 

 █跨域文化與多元詮釋：理解文化多樣性並能嘗試詮釋議題內涵 

12 年國教 

課程綱要 

（連結） 

（得複選）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藝術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1-Ⅲ-4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2-III-6 能區分表演藝術類型與特色。  

3-Ⅲ-5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人文關懷。 

學習內容 

表 E-III-2 主題動作編創、故事表演。  

表 A-III-3 創作類別、形式、內容、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表 P-III-1 各類形式的表演藝術活動。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請依跨領域科目自行增列）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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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之    社會、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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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 知道如何欣賞美的事

物。 

跨領域美感課程構組（皆得複選） 

課程目標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與跨領域/科目學習內容的連結 

 □展現跨領域/科目學習重點與跨領域美感素養之間的應用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對跨領域/科目學習效能的助益 

 █展現對跨領域美感素養的探索動機、培養與應用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對創造、批判、思辨等能力的引發 

 □其他：            

教材內容 

█教材連結學生先備知識、藝術學科與非藝術學科 

 █教材於生活中開展出學生創造、批判、思辨、應用等能力 

 █教材之組成符合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模組及編選原則 

 □教材邀請外部人員參與協作 

 █教材幫助學生建置其學習歷程檔案 

 □其他：            

教學活動 

 □呈現所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類型之特質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教學策略引導教學活動 

 █設計符應跨領域/科目特質之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活動 

 █規劃啟發學生思辨藝術概念與美感經驗之教學活動 

 █規劃激發跨領域美感經驗之延伸學習活動 

 □其他：             

教學策略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問題導向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虛擬實境情境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網路資源體驗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探究式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合作學習式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專題討論式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創意思考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協同教學 

 □其他：             



7 

 

教學資源 

 █使用校內外人力資源、在地文化、硬體設備、空間或博物館、公園等場所 

 □連結至國際，具備國際視野之資源  

 █使用各種形式的儀器、電子設備或程式軟體 

 █以視覺、音樂、表演藝術作品輔助體現學科學習重點及其核心精神 

 █過往實驗課程方案具延展及永續性，或校本課程經驗再應用 

 □其他：             

學習評量 

 █應用融入表現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應用融入表現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應用融入鑑賞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應用融入鑑賞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應用融入實踐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應用融入實踐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應用跨領域美感素養建置學習歷程檔案 

 █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多元化評量策略 

 □其他：              

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 

 █協作兩類以上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關聯各校本課程與校園特色。 

 █連結社區、地方特色或文化資源。 

 █運用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綜合不同時間、地域、人文資源等，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思考與批判。 

 □其他：              

█國際視野： 

 █善用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增進國際視野。 

 □透過國際師資共備、共教，或交換生合作學習，增進國際視野。 

 □強化國家文化認同。 

 □增進國際競合力。 

 □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鍊結全球在地化。 

 █連結多元文化、跨域觀摩與交流，促進在地全球化。 

 □參與國際參訪。 

 □其他：              

█人權正義： 

 □善用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達成人權正義。 

 □透過共備、共教，或其他協作群體，達成人權正義。 

 □統整個人權利、社會法律、國際關係之思辨力。 

 □借鏡並關懷區域與國際事件、種族發展、歷史事件。 

 □參與並實踐人權相關活動。 

 █ 其他：提升臺灣新住民文化能見度，給予新住民族應有之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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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善用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增進性別平等。 

 □透過共備、共教，或其他協作群體，達成性別平等。 

 □強化性別特質、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理解包容。 

 █建構性別與多元文化其他議題間的對話與交融共識。 

 □參與並實踐性平相關活動。 

□其他：              

主題／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以文字描述，依實際課程內容增加列數） 

課程目標 

1. 覺察生活中環境的問題，探討並執行對環境友善的行動。 

2.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 

3. 能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4. 表達對在地議題的關懷 

第 1-4 節  主題／單元名稱：家鄉的埤塘（探索埤塘）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壹、自發的起點】 

看見埤塘—認識埤塘的興衰與轉型 

一、 認識埤塘 

1. 繪本導讀—《埤塘故鄉》 

「埤塘」本是先民們為了用水需求而開挖，通常會

緊鄰聚落附近，荷人治臺時期，招募漢人來臺開墾，

開鑿水井作為飲用水，並且大量設置埤塘。桃園之

所以開發多座埤塘，主要因為桃園臺地含厚實的紅

土及礫石層，紅土質密、土壤貧瘠，地面水不易滲

入，雨水不易保存及利用，致使灌溉水短缺，所以

居民普遍於臺地挖掘埤塘以蓄水，而逐步建構出的

水資源灌溉系統，因而桃園有「千塘之鄉」的美名。

隨著社會變遷，桃園漸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

會，灌溉需求降低，且因工業汙染導致水質不再適

合灌溉，埤塘也就荒廢了；再者因土地需求增加，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不易，原有之公有埤塘，成為優

先考量，形成目前的新風貌：部分埤塘仍發揮源灌

溉功能，另一部分則轉型休閒農業或觀光用途，例

如八德埤塘生態公園、龍潭大池等。 

2. 繪本導讀—《萍蓬草田野筆記》 

「萍蓬草」即「水蓮花」，生長於桃園臺地的埤塘

和水圳，但因埤塘陸化與水圳毀損，以及因水域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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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掃描檔 

 

 

 

 

 

 

 

 

 

 

 

 

 

 

 

萍蓬草田野

筆記繪本掃

描檔 

 

 

 

 

兩本繪本、

一篇報導，

皆以「教師

先行派發任

務、學生自

主預習」的

方式進行，

在第一節課

開始之前，

學生皆已自

主完成閱

讀。 

 

 

 

 

 

透過「學習

吧」平台派

發任務，學

 

 

 

 

學生：平板 

 

教師：平

板、電腦、

觸屏 

 

 

 

 

 

 

 

 

 

 

 

 

 

 

 

 

 

 

 

學生的自

學畫記筆

記 

 

 

學生口述

分享繪本

中提及什

麼、閱讀

繪本後的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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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化、池塘管理不善、氣候變遷與外來種生物入侵

等因素，正面臨絕種命運。 

二、 關心埤塘 

「桃園誌」第 75 期—田中博士吳聲昱長期關心萍

蓬草及其他各種水生植物生態的吳聲昱，因感嘆熟

悉的埤塘今非昔比，決心投入水生植物的復育，他

將不同的植物特性運用於溪流生態、濕地淨化與汙

水處理上，期許藉由復育萍蓬草，重溫兒時記憶也

保育埤塘生態。 

三、 教師講述 

第二節課我們即將出發踏查埤塘，透過《埤塘故鄉》

繪本，先對埤塘的今昔有大致的了解，再藉由《萍

蓬草田野筆記》繪本，了解埤塘與水生植物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最後「桃園誌」介紹萍蓬草復育專

家吳聲昱，文末提及他努力從事埤塘維護、水生植

物復育的想法其實很單純：「希望讓下一代不僅在

書上看到，也能隨時走出戶外體驗自然與人文的奧

妙」。 

四、 小結 

在第一節課，透過認識埤塘、認識水生植物、埤塘

與植物的復育與重現等一連串的課程脈絡設計，期

許激發學生對於埤塘的重視，種下關心的種子，亦

預先為第五節課的果凍花課程，先行建構出學生自

我的埤塘植物意象。  

【貳、互動的歷程】 

「趣」探埤塘—實地走訪踏查 

一、 認識水環境 

1. 實地走訪八德埤塘生態公園，在園方的志工老師帶

領之下，認識埤塘水循環，透過角色扮演與觀察記錄

的過程，引導學生認識埤塘中的生物，發現埤塘生物

的奇妙，進一步促成主動關心環境的行動。 

2. 志工老師解說水的奇妙旅程，帶學生了解埤塘的水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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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期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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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環海

報、生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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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早自習

時間先行以

平板「預

習」，使用

平台內的

「螢光筆畫

記」功能，

教師端可透

過學生的畫

記，檢視預

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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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走入環池步道與溼地平台進行生態體驗，學生透過

觀察與記錄，感受自然環境的變化。 

4. 以生物圖卡進行互動遊戲、認識埤塘生物，並透過

角色扮演與模擬，了解生物消長關係。 

二、 清淨埤塘 

1. 在志工老師的帶領之下，透過問答互動，讓學生認

識埤塘的水生無脊椎動物。 

2. 至埤塘岸邊，分組進行「埤塘水中好朋友」活動：

發給各組小湯匙兩支、調色盤一個、撈網一支、放大

鏡一個、筆一支、記錄表一份、常見淡水無脊椎動物

簡介表一份。 

3. 於流水區附近撈取，再進行觀察與分類，除藉此認

識水中生物外，亦可透過生物數量之多寡判斷水質好

壞。 

4. 以圖卡進行互動遊戲，認識水生植物四大家族，接

著實地走訪園區，再輔以園內的植物說明立牌進行解

說。 

三、 走訪聖蹟亭 

1. 經過一個上午的八德埤塘生態公園踏查，下一站將

前往桃園另一座轉型埤塘—龍潭大池，至大池前，先

拜訪鄰近「臺灣最大惜字亭」—聖蹟亭。 

2. 教師講述：一般認為，聖蹟亭源起古代中國人為了

對傳說中發明文字的倉頡表敬意及對知識之重視而

產生，連帶發展出將寫過字的紙集中焚燒，甚至舉行

相關祭祀或將燒過之灰燼集中放流等習俗。自古以來

客家族群就秉持「晴耕雨讀」的理念生活著，因此對

聖蹟亭之興建自然是不遺餘力，於是全臺所有聖蹟亭

中，客家族群分布地區之所占比例算是較高的。 

3. 教師導覽聖蹟亭環境：庭園間有七個「尖」、庭園

兩側有一對石獅，分別為一公一母，母獅子在一次的

颱風夜遭竊，現在的母獅子為重新補造；門外有兩支

石筆，又稱文昌筆，主體聖蹟亭由方壇襯托，基石呈

八角形，再上是四角形主體，更上則呈六角形，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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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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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

職，撈水

中生物並

且觀察與

分類、舉

手回答提

問 

 

 

 

 

 

 

 

回答提問 

 

 

 

 

 

 

 

 

 

 

 

 

 



11 

 

處以圓頂合之，分別代表八卦、四象、六氣。 

【參、共好的呈現】 

擁抱埤塘—龍潭大池 

一、 簡介龍潭大池 

1. 教師講述：龍潭大池古時因池面長滿菱角，時稱「菱

潭埤」，隨後鄉民建廟，因而稱「靈潭埤」，日治時

期地圖又註記為「龍潭埤」。與其他眾多埤塘一樣，

早期主要功能為調節水量和灌溉農田，現為觀光休閒

之功能，每年端午節更是吸引大票外地遊客前來觀看

龍舟賽。 

2. 池中有座位於人工島的古廟—南天宮，主神關聖帝

君，池旁有湖濱公園，池中央有座吊橋，重新整建過，

氣勢磅礡。 

二、 心得分享時間 

1. 經過了在校內的認識埤塘課程，接著進行一整天的

埤塘實地踏查，此時踏查活動進入尾聲，請學生於湖

濱公園席地而坐，分享活動感想。 

2. 埤塘的今昔變化、埤塘的未來、埤塘中的動植物等，

請小組擇一主題，討論後發表所學或心得感觸。 

 

 

 

 

 

 

 

 

 

 

龍潭大池沿

革 

 

 

 

 

 

 

 

 

 

 

教師講述、

學生討論、

發表 

 

 

 

 

 

 

 

 

 

 

桃園觀光導

覽網、 

 

 

 

 

 

 

 

 

 

 

學生回答

提問、小

組討論與

發表 

課程目標 

1.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2.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3.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第 5-7 節  主題／單元名稱：花現埤塘(文創埤塘)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越南果凍花在越南飲食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透明

質感的果凍有如桃園一口口的埤塘，而鮮豔的果凍

花恰似在埤塘中盛開的花朵一般，這大大小小各式

花朵，五顏六色皆是以天然食材萃取調色創作，嘗

起來別有一番滋味。  

透過果凍花的體驗活動，讓學生認識與欣賞多元文

化，感受生活飲食中的美。 

二、 開展活動 

由果凍花的

食材可以在

學習過程中

認識越南飲

食文化，讓

異國文化融

入在地食

材，創作出

賞心悅目獨

一無二的藝

講述法 

 

 

 

 

 

 

 

 

觀察法 

投影機 

平板 

 

 

果凍花食材 

加熱用具 

製作器具 

透明盒 

能感受埤

塘中 

花的意象 

 

 

 

 

 

能瞭解果

凍花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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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識越南果凍花 

老師介紹果凍花在越南飲食文化中的價值，並展示

果凍花成品的照片，學生感到相當驚奇。 

老師介紹越南果凍花需要使用的食材，大多是日常

生活中垂手可得的天然食材，花卉顏色部分則採蔬

果或花草研磨或榨汁而成。 

2.果凍花實作 

老師示範製作全部流程與需留意的步驟首先是製

作像埤塘一樣的透明果凍，等果凍冷卻成型後利用

針筒把天然色素紅、黃、紫等不同顏色注入到果凍

裡，利用不同的花瓣針頭、角度，果凍裡就盛開了

一朵朵，鮮豔雅致的蓮花， 

學生分組觀察果凍花的食材，發現果凍花是兼顧視

覺、味覺與健康的甜點，顏料都取自天然食品，如

火龍果、蝶豆花、椰漿、牛奶、綠粉等，不添加人

工色素，學生可以放心食用。 

學生小組討論的果凍花樣態，包含花的顏色、大小、

擺放的姿態，以及葉子的數量大小、擺放的位置等

製作細節。 

三、 綜合活動 

教師指導學生一一輪流實作果凍花，學生觀察冷凝

的透明果凍，依據討論結果，選擇花卉的顏色，試

著將低溫加熱中的彩色果凍水吸入針筒，接著緩緩

將針筒中的果凍液體注入透明果凍中，凝成一片片

花瓣。製作過程中學生因為看不到做的花卉對不

對，不時將果凍抬起確認情況。 

學生實作過程從一開始不熟悉的緊張，後來則是駕

輕就熟，還能協助同學正確的操作方法，小組合作

創作出屬於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各組學生展示製作完成的果凍花，同學間互相欣賞

彼此的創意作品，感受。 

 

術品。透過

美食相關體

驗活動，讓

學生藉由認

識多元文化

與欣賞文化

差異，提升

對新住民之

認同，消融

彼此的隔

閡，創造的

友善和諧的

社會。 

 

 

 

 

 

 

 

 

 

 

討論法 

 

 

 

 

 

 

合作學習教

學法 

 

 

 

南文化的

意義 

 

 

 

 

能製作果

凍花 

課程目標 

1. 能理解中國扇子表演之特色並且實際實踐表演技巧。 

2. 能構思中國扇子表演的創作主題動作與姿態。 

3.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扇子展演，並反思其中的美感及提出改進作為。 

4. 能學會去背ＡＰＰ影像編輯技術，並剪輯出自己的學習成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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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2節                   主題／單元名稱：舞扇說埤塘（推廣埤塘）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ㄧ、導入活動 

 元朝白樸創作「沉醉東風」之戲曲身段教學 

 請同學們先圍成圈圈坐好。之後進行手部消毒，

發下扇子後複習元朝白樸創作之「沉醉東風」的

唱法與身段。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柳堤紅蓼灘頭。雖無刎頸

交，卻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

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 

 請同學們配合戶外教學的情境改變所唱的文字。

「點秋江」改為「龍潭池」，「不識字煙波釣叟」

改為「聖蹟亭萬世千秋」 

 然後面向觀眾席再唱一次。 

 

二、開展活動 

物件劇場遊戲，扇子變變變 

 告知所有同學面向圓心坐下」，並物件聯想力的遊

戲。規則如下： 

 每位同學必須利用身體表演，讓扇子變成另一東

西。 

 展現的姿勢，若結合傳統戲曲步伐更棒。 

 同學表演過的創意不重複。 

 不要被扇子的大小形狀限制了想像力，開扇或閉

扇等等形狀都可以拿來用。 

 觀眾猜出正確答案後方可下台。 

 遊戲後請同學用手指出表演最令自己印象深刻的

同學。並說明原因。 

 老師講評動作的準確性與傳統戲曲程式化動作的

發展。 

 

三、 綜合活動 

 老師介紹 Capcut app的去背合成功能，以及老師

協助的實驗作品。 

 老師介紹難度較高的扇子動作給同學參考。 

 分組拍攝與實作，學生短片製作需包含片頭、元曲

表演、戶外教學與美感教學心得、片尾 

元朝白樸創

作之「沉醉

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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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與示範 

 

 

 

 

 

 

 

 

 

 

 

 

 

創造性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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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講述及 

合作學習法 

 

中國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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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 

 

蘋果平板 

 

 

 

 

 

 

 

戲曲身段 

實作評量 

能完整唱

出曲子並

且表演動

作 

 

 

 

 

 

 

 

 

 

 

 

 

 

 

 

 

 

 

 

 

實作評量 

能完成老

師指定的

影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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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用平板完成作品並上傳 google classroom。 

 教師指導短片修正與評量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世薇老師： 

這次的跨領域課程豐富多元，從繪本出發，了解埤塘今昔，再實地踏查，

接著以埤塘課程為基礎，結合歷史元素—走訪聖蹟亭；結合自然領域—檢測

埤塘水質；結合視覺藝術—製作果凍花；結合表演藝術—表演扇子身段；結

合語文領域—元曲說唱；結合資訊課程—運用 APP 剪輯表演成果。走訪一趟

埤塘，原來可以結合多樣化的教學面向，跨領域的學習，學生的學習觸角能

多方探索各個領域，從此「埤塘」在學生的印象中，不再只是一口池子，而

是能體會到原來生活中的許多方面都能緊扣，或許「希望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的想法便會開始萌芽，還能藉由體驗此系列課程感受到，原來生活中的美感，

俯拾即是，端看是否用心去察覺。 

 

鈺鈞老師： 

學生親身探索戶外的感動需要有美感的融入才能使記憶長長久久。除了

結合生活經驗之外，「美感」是讓學生記憶深刻的關鍵元素。本次課程最後

以影片製作，總結所有學習歷程，注視學生做中學，學中思，以短片作為收

集學生歷程檔案的形式，由資訊的吸收者再進階為資訊的提供者。 

 

家弘老師： 

本學期課程中，印象最深刻是「武老師的果凍花教學」，當孩子們享用自

己創作出的果凍花時，臉上洋溢的笑容令人難以忘懷。藉由埤塘踏查、果凍

花製作及扇舞教學，讓孩子們領略了生活之美，也讓孩子們心中有美。 

 

中一老師： 

這次的八德埤塘生態公園的戶外教學，讓孩子們看見埤塘生態的轉型。

隨著桃園灌溉設施的完備，許多埤塘已經漸漸失去了灌溉的功能，而八德埤

塘公園就因此轉型成觀光生態池。透過志工的導覽，孩子們知道了生態維護

的重要性與困難性在哪裡，即使只是小小的拿麵包餵食，都會造成生態的破

壞。而下午的龍潭大池，則是讓孩子們看到由原本的灌溉池經由清淤除臭之

後轉型為觀光甚至變成端午龍舟競賽的場地，此外中間的大廟南天宮也變成

了吸引當地居民的信仰與活動中心，種種變化都讓孩子們學到寶貴的經驗。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kYNe03-Vz8 

110 學年度上學期 美感教育學生回饋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zuLMKc8FU 

110 學年度上學期 美感教育學生回饋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kYNe03-Vz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zuLMKc8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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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vYyAc1GBI 

110 學年度上學期 美感教育學生回饋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2LQR13AFcY 

110 學年度上學期 美感教育學生回饋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C1FdlnFlo 

110 學年度上學期 美感教育學生回饋 5 

 

學生文字回饋 50514姚佩岑： 

參訪埤塘公園龍潭大池聖蹟亭    

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校外教學，一大早便出發前往埤塘公園，在那裡

我看見許多鴨子和水鳥，接著大家走到生態池旁，老師要大家用網子撈撈看，

可能可以撈到昆蟲，實際撈時，卻很難找到昆蟲，不過在老師的指導下，我

們這組成功找到一隻紅色小蟲，牠細細的、短短的，很難被發現。結束這個

活動後，老師介紹了許多水生植物，真是令我大開眼界。下午，我們到聖蹟

亭，老師說也可以稱呼敬字亭，這裡的環境充滿日式風格，老師還跟大家說，

石獅子裡頭有隻小石獅子，那就是母獅子，另一隻就是公獅子了，我以前不

會注意到這個小細節，經過老師解說，現在我愈來愈清楚了。最後一站是龍

潭大池，我們在南天宮稍事休息、聊天，接著走吊橋，老師還給我們幾分鐘

的自由活動時間，活動的尾聲，大家依依不捨的離開，結束這令人難忘的埤

塘踏查之旅。 

推廣與 

宣傳效益 

https://youtu.be/_W_SVH1hloU 

藝術融入生活 大忠國小獲美感卓越獎（中嘉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_7xI5RiNk 

表藝課學唱元曲 大忠國小學生架式十足（中嘉新聞） 

https://www.tbc.net.tw/Mobile/News/NewsDetail?id=9d8a9b6e-d0b2-468d-99cd-

546731c3b79c&newsType=4 

大忠國小表藝課 提早學習歷程檔案（南桃園新聞） 

https://www.tbc.net.tw/News/NewsDetail?id=e0e872de-61ae-4e44-a605-

b699add4a623&newsType=4 

故宮列車開進大忠國小 認識青銅器（南桃園新聞）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https://m.youtube.com/watch?v=TUhu3n84JHE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桃園市大忠國小 跨領域美感課程成果 

 

 

課程進行影像記錄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vYyAc1GB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2LQR13AFc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C1FdlnFlo
https://youtu.be/_W_SVH1hlo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_7xI5RiNk
https://www.tbc.net.tw/Mobile/News/NewsDetail?id=9d8a9b6e-d0b2-468d-99cd-546731c3b79c&newsType=4
https://www.tbc.net.tw/Mobile/News/NewsDetail?id=9d8a9b6e-d0b2-468d-99cd-546731c3b79c&newsType=4
https://www.tbc.net.tw/News/NewsDetail?id=e0e872de-61ae-4e44-a605-b699add4a623&newsType=4
https://www.tbc.net.tw/News/NewsDetail?id=e0e872de-61ae-4e44-a605-b699add4a623&newsType=4
https://m.youtube.com/watch?v=TUhu3n84J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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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埤塘水中好朋友」活動 

 

 

分組撈水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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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志工解說埤塘公園內的動植物和埤塘歷史 

 

 
中一老師解說龍潭大池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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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老師指導學生創做水蓮花花果凍 

 

學生完成果凍花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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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融入多元文化議題，將使穿著傳統服飾授課 

 

課程舉辦教學分享會，邀請陳韻文教授觀課 

 

課程結合科技議題，教到學生如何用ＡＰＰ去除背景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