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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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                    □計畫  成果 

 

學校全銜 臺北市建國中學 
課程方案名稱 萬紫千紅-藍染的科學探究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陳宣義（研發教師） 
  □音樂：  
 □表演藝術：  
 □其他：  
非藝術科目：化學科（王慶豪/研發教師、授課教師）生活科技（溫敬和/研發教師） 
授課教師：化學科：（曹淇峰、楊傑超、譚利亞、胡子寧、楊蓉、陳佳琪） 

生物科：（林聰慧、黃慧茹、林郁婷、朱信翰） 
其他：實驗研究組兼化學科召集人：張均瑋組長 
總人數：15人（研發教師+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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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  
參與班級數：       24班 
參與總人數：      每學期約480人，每學年約960人       
課程屬性：      部定必修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上學期上課學生：具備國中基礎能力與知識 
下學期上課學生：高一上學期物理與地科組探究與實作課程能力。 

教學節數 課 程 總 節 數 ：  36   節 
（藝術課程     節／非藝術課程      節／跨域美感課程   36   節） 

202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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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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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課內容：□課後觀看錄影紀錄 課中共  2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 
每個班級皆由一位化學科教師與一位生物科教師共同授課，例如由化學科楊蓉老師、

生物科林聰慧老師，在同一班級裡輪流授課與輪流協助，即一位教師主授、另一位教

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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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是從「教師 I do（基礎科學技能訓練）」，「教師與學生 We do（中藥

植物染實作訓練）」到「學生 You do（自主植物染探究與實作）」三階段。 
 三階段科學探究與實作，為螺旋式課程設計，不斷地疊加與外拓實作技能與科學

知識，引導與陪伴學生學習獨立科學探究的技能，更透過植物染的主題，不僅讓

學生了解科學理論的簡約、科學思考的嚴謹與複雜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更讓學

生從實作中學會欣賞科學的美與生活藝術的美。 
 探究學習內容著重於科學探究歷程為：發現問題、規劃與研究、論證與建

模、表達與分享。 
 實作學習內容為可實際讓學生操作的科學活動：觀察、測量、資料蒐集與分

析、歸納與解釋、論證與作結論等。 
 基礎科學訓練除了實作技能建立外，也替後續植物染的探究歷程奠定基礎。 

課程發展理念 

建中生化組（生物化學）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發展理念：陪伴學生走過科學家走過的路。 
以學生生活經驗為探究的問題起點，例

如，學生班服不小心沾到咖啡、紅茶等生活問

題為起點，透過科學思維的探究歷程（假設、

實驗與驗證），動手實作天然藍泥建藍與加入

水、酵母菌、葡萄糖、氫氧化納、氧化鈣（馬

美感素養 

自主植物染
探究與實作 

中藥植物染 
與藍染實作 

基礎科學 
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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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磨碎泡水發酵），學習與建立科學探究知能，進而有經驗與自信，分組自行設計植

物染的實驗，控制不同變因（例如：不同植物、酵母菌種、醣類、溫度、時間、綁

法、重覆染次、布料…），染出專屬自己的美感布樣。課程以「陪伴學生走過科學家

走過的路」為理念，體驗生活無所不在的探究精神與美感素養，實現廚房即是實驗室

的青年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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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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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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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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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請依跨領域科目自行增列） 
 對應之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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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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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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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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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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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紫千紅-藍染的科學探究 主題／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 

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規劃研究」、「論證建模」以及「表達與分享」能力 
 培養學生欣賞與創作具「美感」的科學 

第  1-10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基礎科學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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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與實作化生組課程介紹準備及實驗

室安全規範 

 基礎科學能力介紹 

二、開展活動 

 基礎科學能力實作(一)水密度的測量與分

析 

常溫時，水的密度固定，以容器量取水

的體積，常出現在飲食、飲水、配藥等

日常生活中，要精準量取水的體積，是

用試管、滴管、定量吸管、燒杯、錐形

瓶、量筒、定量瓶、滴定管，還是廚房

中塑膠製的大量杯呢？為什麼？要如何

證明呢？ 

 基礎科學能力實作(二)鹽水的密度測量與

濃度分析 

食鹽是廚房中常見的調味料，亦是人體

中不可或缺的電解質。不同濃度的食鹽

水可用在不同的用途上，比方說：飽和

食鹽水可用來醃漬鹹鴨蛋，但隱形眼鏡

的人會需要點生理食鹽水以維持眼球表

面的濕潤。不同濃度的食鹽水其濃度與

密度是否有相關性呢？我們是否可利用

密度的變化得知飽和食鹽水的濃度呢？

我們是否可以利用量測密度的方式標定

三樑天平與相

關實器材 
 

三階段的主題

單元皆以下列

內容為主： 
 觀察 
 測量 
 資料蒐集與

分析 
 歸納與解釋 
 論證與結論 

問題探究 

社群教師

自行研發

學習單 

水密度與

鹽水的密

度測量與

濃度分組

書面報

告： 

 

發現問題 
 

規劃與研

究 
 

論證與建

模 
 

表達與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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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濃度食鹽水的濃度呢？ 

三、綜合活動 

 基礎科學能力檢討與上台報告 

第  11-20  節  主題／單元名稱：植物色素萃取實作訓練(上學期為中藥植物染、下學

期為藍染-植物藍染與化學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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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藍介紹、藍染產業 

 化學建藍 

二、開展活動 

 天然藍染：打藍與建藍 

 合成藍染：化學製藍（冰浴、抽濾） 

三、綜合活動 

 期中分組報告準備：自主探究與實作的

研究規劃 

 期中分組報告：自主探究與實作的研究

規劃 

馬蘭葉 
氧化鈣 
酵母粉 
醣類 
2-
Nitrobenzaldeh
yde 
丙酮 
氫氧化鈉 
保險粉 
 

 

 

色素萃取

及染布試

驗實作 

 

實驗前：

撰寫實驗

預報 

 

實驗後：

撰寫染布

實驗報告 

社群教師

自行研發

課堂簡報

與預錄自

製的實驗

影片 

色素萃取

及染布試

驗分組書

面報告 

 

自主探究

規劃的分

組口頭報

告 

第  21-36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自主植物染探究與實作的研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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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自主探究與實作的研究規劃 

二、開展活動 

 自主探究活動(一) 

 自主探究活動(二) 

 自主探究活動(三) 

 自主探究活動(四) 

三、綜合活動 

 期末報告準備 

 期末報告週 

 期末實作測驗週 

學生自主規劃

的藍染研究： 
馬蘭葉、各種

醣類與酒、不

同酵母粉、氫

氧化鈉 
保險粉 

 

 
 

學生自主

規劃探究

與實作活

動 

學生自主

規劃探究

與實作 

30公分見

寬的藝術

染布 

 

實驗書面

報告與口

頭報告

（該研究

報告的產

出，即可

作為該學

期之具有

「差異

化」的學

習歷程檔

案） 

 

期末筆試

與實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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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社群共備讓授課教師從擔心轉化為信心 
 教師擔心課程設計是否正確？學生實驗是否可順利完成？教材內容

是否充實？教材難易度是否恰當？教材內容是否生動有趣？如何設

計學生活動來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擔心自己對「植物染」完全不擅長的情況下，卻要教學生，中間可

能牽涉到許多化學反應或變化，非本行專長，有點焦慮。 
 對色素材料的不了解的，多查資料，但仍缺乏完整性的生物概念 
 利用共備會議集思廣益，多利用網路搜尋相關知識及活動。 
 因為是第一次授課，對於課程整體的情況都不是很了解，起初真的

有點擔心，但還好有另外一位老師的幫忙協助！ 
 課前藉由網路搜尋大量知識去備課，並且從學生的實作與報告內得

到些歸納與總結，甚或新知。 
 一開始的擔憂是沒上過探究，有點緊張；然後就到處問人，感謝慶

豪容忍我的叨擾，接著開始上課，認識學生後，一切都步入正軌

了！ 
 自主探究的主題是植物染，因為從未接觸過相關課程，會擔心如何

帶領學生入門。幸好有超級強大的建中探究與實作團隊，除了自己

備課之外，還有同儕可以互相討論，設計課程，所以很多問題都迎

刃而解，更體會共備的效用強大。 
 擔憂耗材用量太大及項目太多難以準備，以及同學的實驗安全。很

感激每位老師竭盡所能的找尋資源和比價，此次項目很多，包括

布、五種中藥材、酒精、各種玻璃器材、媒染劑等等，每次上課前

都有繁雜的準備工作，靠大家同心協力一起佈置完成，也一起拍攝

實驗影片，讓同學可以先行觀看，更熟悉步驟！ 
 

 行政支援教學，讓探究與實作從 STEM 變成 STEAM 
 行政長官，例如容伊主任、均瑋組長也都很支持，化生實驗室的秋

琴、秀冬姊都很幫忙，感謝大家！ 
 謝謝容伊主任和均瑋組長的協助與關懷， 
 謝謝有默契的團隊夥伴！謝謝行政端的各種支援！謝謝慶豪老師規

劃課程之外，還要準備各種器材並解決疑難雜症，讓我們要什麼有

什麼！謝謝楊蓉老師的陪伴，讓我這個生手也能得心應手！ 
 謝謝慶豪老師幫我們顧前顧後，張羅好所有事務。謝謝團隊裡的每

位老師都很願意分工合作。 
 最想感謝的人當然是慶豪了，沒有慶豪，就沒有建中生化的探究，

慶豪，謝謝您！第二個是搭配的信翰，感謝幫忙，合作愉快！ 
 然後高一自強樓辦公室的慧茹老師，提供一些期末考題的靈感，謝

謝！ 
 其餘的老師，幫忙拍影片，準備收拾器材，感謝大家！ 
 謝謝團隊中每一位認真付出的老師 
 各位老師辛苦了！尤其是慶豪老師像哆啦 a 夢一樣，可以生出各種物

品協助幫忙，萬分感謝！還特別感謝敬和老師當大家的隨行攝影

師，紀錄課程的點點滴滴，常常上課、研習時手忙腳亂，多虧敬和

老師讓我們回去還能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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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慶豪老師全心全力的投入課程的規劃 
 謝謝敬和老師美感提升的計劃，讓探究與實作從 STEM 變成 STEAM！ 

 
 好還要更好，教師精進課程的未來挑戰與期許 

 如果每年都要設定新的主題，每年帶領的老師也不同，在器材和人

力上面確實是很大的負擔。目前有計劃經費支持之下，可以繼續開

發新的主題，將來如果沒有經費，可能只能重複舊的主題了！ 
 需要課程開發，部分教材需每學期設計 
 探究課程的師生比應該要再提高，因為要常常和學生討論之外，要

批改的作業量實在非常龐大。 
 校園空間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大片花圃來種植可染色的植物，在探究

課程中結合生態觀察。 
 線上授課指導學生自主探究實驗挑戰高，學生在實驗的設備與器材

較不齊全，容易讓學生產生挫折。 
註：此部分的教師省思與上學期相同，惟獨增加線上授課的危機處理與調整。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科學不再是背誦於考試用，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在以前（國中）的生物或是理化課程中，都只有熟讀課本中的內容

而沒有這種實際自主探究的經驗，但在探究與實作課程中，我們卻是

花大部分的時間在自主探究上面。所以我認為我在這門課程最大的改

變就是我不再是只會背書、考試而是也會自己構思一個問題，並且用

科學方法解決它了。 
 不只是在課本講義中看到的實驗，步驟一二三然後結果這樣，而是小

組自己思考步驟，並且身體力行的實作，實驗才真正的被自己掌握。 
 在之前（國中）的實驗中，我都是食譜式地進行實驗，且也不嚴謹。

但經過了一學期的磨練後，我現在已經能完整地進行一次的實驗，從

事前的準備到實驗中的操作到實驗後的分析。 
 我覺得我在科學的思維上有很大的長進，原本的我不知道如何嚴謹且

縝密的思考構想實驗，而現在的我可以說是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及獨

立思考的能力。 
 對科學實驗從恐懼到保持未知的心態改變 

 我認為我不再對「科學實驗」有盲目的恐懼，能保持著探究理性實驗

發現未知的心態進行實驗，並找出可能影響變因。且在課程後我也對

於團隊合作有更深刻的體悟，並增強了我的抗壓性、自主探究能力以

及領導能力。 
 以前算是完全不碰化學實驗這一塊，更是不碰自己設計的實驗，只碰

已經有實驗步驟的實驗，因為擔心其危險性，但是這次的自主探究兩

者皆符合，所以算是讓我在化學探究上踏出的第一步。 
 對於自己設計實驗以及在沒有老師的監督之下做實驗的能力增強了許

多 
 在上這門探究課程之前，我並不非常了解實驗操作的實際步驟，即便

知曉原理，在實際操作實驗時仍然可能不清楚該從何處著手，但在經

過這學期課程的洗禮後，我更加熟稔了實驗的操作，從最基本的「水

的密度測量」實驗開始，到更深入的藍染實驗，我因為此次課程而逐

漸上手了實驗操作。 
 我學習到如何自己組織實驗設計，並在實驗過程中學到如何解決遇到



10 
 

的各種問題，在最後討論實驗結果時也提升了自己的邏輯思考和報告

能力。 
 美感、生活與科學融合的學生學習經驗 

 利用科學創造美感，兩種看似不相干學科的融合。 

 透過這學期的藍染實驗操作，我了解了布的綁法、染法、發酵狀況等

等對布顏色的影響，也感受到了不同顏色、花紋的布的獨特美感。 
 我覺得我們同組在設計花紋上花了很大的心思，嘗試很多不同的綁染

技巧，同時為了讓花紋能染色成功，我們染缸的處理上都有特別改

良。 
 我覺得藍染的科學實驗讓我的美感增加許多，因為我知道要如何去選

擇好看的花紋，並且利用一些小工具讓我的綁染過程可以更順利，最

後做出好看的成品。 
 以前我認為重複的畫不好看，但看到自己做的染布卻覺得別有風味。 
 「生活中處處藏著美」，製作藍染布時，我們沒有特別想要以什麼方

式染布，卻染出頗具美感的圖案，讓我體認到美都是來自出其不意

的。 
 用植物藍泥及化學建藍，製作出的漸層染布，超好看。 
 在自主探究時我混用不同媒染劑染出的花紋布，它們的漸層顏色真的

滿美的。 
 這讓我想起了小學的時候，有一堂剪紙課，老師也是讓我們隨意發

揮，創造出自己的作品，兩者創造出的花色性質頗類似，主要都是以

對稱的概念來去做設計 
 有被同組成員的染布驚艷，對於綁染有了更多的想法 
 我們染出了各形各色的幾何圖案，並以此想像出許多物品或動物。 
 我了解了藍染與植物染的製程。 

 課程兼顧主學習與副學習，學生有感自己的改變 

 我認為我過往的生活中完全不曾有類似這門探究與實作的經驗，尤其

是有大量的與同學的合作實驗，讓我充分學習了如何有效率的和他人

合作，很大程度提升了我和同學的合作能力 

 與同學討論問題的技巧 

 改變了我做事的細心程度 

 與其他人討論、分工合作的能力有所提升，做實驗以及整合報告的技

巧也有很大的進步。 

 受疫情影響的遠距上課，學生期待更多支持 

 這學期由於疫情導致停課的關係，希望老師可以提供更多幫助，否則

進行實驗不是那麼的方便。 

 遠距線上的探究進行方式應該要進行調整，雖然說實驗可能自己還要

補些時間，但是畢竟那兩小時也是時間，因此希望不要每次都排一個

進度報告。 

 在實體和線上的結合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中途有線上課程，所以希望以後可以有更完善的配套（像是器材

或是藥品的分配等） 

 請幫我們準備實驗材料，不要叫我們自己買 

 由衷的希望課程能多點彈性時間，例如在自主實驗前後多預留個一

周，讓小組能有更多的時間進行更進一步的實驗，以及能為突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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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時間(這次感覺針對疫情的影響應是需事先安排好對策並提供相

關實驗藥品，例如葡萄糖或酵母粉等)  

 可以考慮疫情上很多難以製作，需有替代方法 

 我認為整體課程安排都很不錯，每次 classroom發的通知也能讓我了

解目前該做什麼。唯有本學期遇到線上課程，自主探究實驗有些被打

亂，希望未來遇到類似的情況有更好的配套措施。 

 實驗經費負擔高，學生期待有更多經費 

 我覺得可以提供多一點的材料，因為這樣比較能減輕一些實驗費用的

負擔 

 可以選擇較便宜的實驗，要上山去採藍或買藍泥比較難 

 校訂必修課程負擔亦重，同一學期安排二門重課吃不消 

 可盡量將專題寫作 地球科學以及化生探究取兩個做為一學期的課程

就好，盡量不要三門課都在同一學期，否則在有趣的課程在連續的疲

勞轟炸下也只會顯得索然無味 
 這門課的壓力很大，與專題課放在一起簡直是人間煉獄，雖然這是排

課表的問題，但還是希望可以建議學校將這兩堂課可以分開一堂上學

期、一堂下學期完成，才不會搞的這麼累。 

推廣與 
宣傳效益 

一、採用教育部部定必修-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融入美感教育的課程設計，

培養學生科學思維時，兼具美感素養涵養，本學年已有900多位學生參跨

域美感課程，美感教育在單所學校的擴及層面較廣。 
二、藉由參與跨域美感計畫機會，在剛硬的科學課程裡，融入相對柔軟的美

感課程與元素，豐富科學探究課程的學習與體驗。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教師針對學生報告給予回饋，可讓下一次

的成果發表、海報製作明顯進步 

 
△三樑天平的原理探究。非填壓式的教學，

提供問題而不提供答案，讓學生產生高度的

學習動機 

 
△數位工具成為記錄實驗過程的好幫手 

 
△數位工具成為記錄實驗過程的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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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與新北市郊山，有許多藍染工業的

遺址與地名。依循「菁、礐」等地名，潮溼

郊地旁，用心留意，可發現藍染的植物馬

蘭。 

 
△教師自行開車上山，尋找與採集馬蘭。 

 
△各種不同酒類，成為實驗室的實驗材料。 

 
△教師自採的馬藍植物，成為課堂上的實驗

材料 

 
△化學建藍的冰浴法 

 
△每一組實驗變因，產生一個小小藍缸 

 
△化學建藍的抽濾法 

 
△染布後的沖洗著色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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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使用不同技法，產生不同藍染紋路 

 
△期末跑檯報告，學生直呼「海報展嘴巴好

累 q」 

 
△教師共備增能，讓課程同步實施於全校一

年級。 

 
△教師自建天然藍缸，從中獲得指導學生的

經驗 

 
△教師學習化學合成建藍 

 
△教師學習化學合成建藍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一、 計畫網站豐富的資源，讓第一次參與美感計畫的新手，可以盡情參考與使用，而

不會覺得恐慌，希望網站可以不斷更新。 

二、 美感計畫是一個紮根計畫，希望教育部能一直持續，普及更多的學校，直到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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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都能有相關課程研發能量。 

三、 美感是需要持續紮根的素養，建議教育部把經費持續放置給執行學校運用於課程

與教學，毋須過度追求量化指標或是過度追求標新立異的科技。 

四、 本校參與計畫著重於每位學生皆能受益於美感課程，故為全校高一學生，但也由

於人數眾多，故每位學生所能分配的資源較少，課程開發與實踐相對會受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