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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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 第 二 學期                     

學校全銜 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 

課程方案名稱 永續環境。唯美行動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視覺藝術/美術：張銘修 

 □音樂：（教師姓名） 

 □表演藝術：（教師姓名） 

非藝術科目：社會：翁瑜旻、葉眉伸、許芝瑜、蒲明德、賴俊廷 

            英文：林聲華、雷雅名 

            國文：陳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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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 

實施對象 

（得複選） 

 ■普通班 

 □藝才班：（如美術班） 

 □資優班：（如數理資優） 

 □體育班 

 □資源班：（如學習障礙等特殊需求） 

 □特殊教育學校：（如聽覺障礙） 

 □技術型高中：（科別）  

 □其他：          

實施年級別：七年級 

參與班級數：全年級 6 班 

參與總人數：   154 人     

課程屬性：□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校定課程、部定課程   

學生先備能力 
學生上學期進行社區走讀課程，進行社區質感踏查，繪製社區地圖與簡報發表，對於色

彩與質感有初步認識與體驗。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21  節 

（藝術課程 5 節／非藝術課程 13 節／跨域美感課程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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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課程發展理念 

 

玉山國中在 111 學年度上學期，帶領全部七年級班級學生，到學區內的社區進行

走讀，從中理解老屋與在地文化，並探討社區轉型議題。然而，透過學生觀察，提出社

區為甚麼有那麼多垃圾，依著學生想改變社區環境的心意，並且呼應 108 課綱的自主

行動與社會參與、溝通互動等三個面向，開發了「永續環境。唯美行動」跨領域課程方

案，以環境議題串連閱讀、英文、社會、藝術領域，讓學生從跨領域課程中進行環境永

續、海洋垃圾議題、減塑認知的理解，搭配戶外走讀、淨街活動、創作分享，運用實際

探索從情意導入體驗與同理，進而嘗試改變自身生活習慣，並帶著學生校內外公開宣導

環保減塑觀念，讓學生透過實際行動，為環境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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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成式課程：涵蓋面對面教學、同步網路學習與非同步學習之混成式課程，綜整不同

的教學策略、教學方法、教學媒體、教學科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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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內涵 

（得複選） 

 體現藝術領域知能 

 體現非藝術領域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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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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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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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領域核心素養：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 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對應 國文 領域核心素養： 

國-J-A2 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 有效處理問題。 

國-J-C1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活環境，主

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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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J-C2 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力，在

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對應 英文 領域核心素養： 

英-J-A1 具備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將學習延伸至課堂外，豐富個人知識。運用各種

學習與溝通策略，精進英語文學習與溝通成效。 

英-J-B1 具備聽、說、讀、寫英語文的基礎素養，在日常生活常見情境中，能運用所學

字詞、句型及肢體語言進行適切合宜的溝通與互動。 

英-J-C2 積極參與課內及課外英語文團體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議題融入實質內涵（請依議題融入情形自行增列） 

融入  環境議題    之學習重點： 

1、 環境永續概念的建立。 

2、 海洋垃圾議題探討與分析。 

3、 垃圾減量及減塑認知的理解。 

4、 因應環境永續，改變自我習慣之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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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閱讀)：玉山無塑任我行／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全球性視野，了解 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內涵，進而關懷周遭環境。 

2.能對文本進行閱讀及統整摘要，進而學習同主題不同文本的雙文本閱讀策略。 

3.能辦識數位文本品質與正確性，搜尋取得有用的資訊。 

4.能持續關心周遭環境塑膠危害問題，思考減塑方案。 

5.透過小組合作設計出減塑日記，培養減塑愛護地球的理念，真正落實減塑生活。 

第  1  節    玉山無塑任我行  主題／單元名稱：   塑膠海洋–漂流垃圾無國界   

教材內容 SDGs佈展的書籍 

教學資源 圖書館書展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在圖書室教學區擺設 SDGs小型書展，帶領學生至圖書室分組上課，營造情境，引起

學生對 SDGs 永續發展目標的興趣。 

二、 開展活動 

1.利用簡報、影片等多媒體，讓學生了解目前世界面臨的危機以及為什麼我們的世

界需要改變？ 

2.設計提問，老師藉由和學生的一問一答，逐漸引導學生聚焦於環境議題上。 

三、 綜合活動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前方 SDGs 佈展的書籍，之後各小組組長挑選書籍回各小組進

行重點閱讀。 

2.小組重點閱讀後進行討論，將書中觀點濃縮成 30 個字來介紹這本書。 

3.老師發下學習單，請各小組填上書籍資訊及九個關鍵字詞，於下次上課時繳交並

報告。 

 

 

 

分組合作 

學習單 

 

 

 

問答評量

小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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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節    玉山無塑任我行  主題／單元名稱：   你我的未來–SDGs環境閱讀   

教材內容 文本：「海洋塑膠危機等到 2050年就太遲了」、「170兆塑膠顆粒恐淹沒復活島」 

教學資源 圖書館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教師以上星期的學習單進行小組發表，每組 1 分鐘進行發言，教師統整各組重點

後以塑膠危機為引導，帶領學生進入本單元主題。 

二、 開展活動 

1.教師發下文本一「海洋塑膠危機等到 2050 年就太遲了」，帶領學生進行閱讀，學
生準備螢光筆畫出文本的重點，小組討論做摘要整理。 

2.教師以 ppt 簡報進行文本一的補充說明，讓學生了解海洋塑膠的來源絕大部分是
來自陸地的塑膠垃圾，強化學生減塑觀念。 

3. 教師發下文本二「170 兆塑膠顆粒恐淹沒復活島」，帶領學生進行閱讀，學生準
備螢光筆畫出文本的重點，小組討論做摘要整理。 

4.小組腦力激盪，進行雙文本比較，合作完成學習單。 

三、 綜合活動 

1.各小組學生就小組討論完成的雙文本學習單進行小組發表分享。 

2.教師對各小組提出減少塑膠用量的提議進行統整，並宣布下星期要進行一週減塑

日記的活動，請設備股長預先向學校登記借用平板使用。 

分組合作 

學習單 

問答評量

小組發表 

 

第  4  節    玉山無塑任我行  主題／單元名稱：   吾居無塑–我的減塑日記   

教材內容 海洋生態 ppt 

教學資源 平板電腦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以 ppt解說現今海洋生態面臨最大威脅是塑膠廢棄物。每年有 800萬噸塑膠垃圾流

入海洋、90%的海鳥肚子都有塑膠垃圾、每兩隻海龜就有一隻誤食塑膠垃圾。強化學

生對於減塑行動刻不容緩的觀念。 

二、 開展活動 

1.看見問題現況，思考解決方案。各組進行小組減塑活動設計討論。 

2.運用平板搜尋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幾種塑膠用品，並搜尋可以替代這些塑

膠用品的方案。 

3.經討論統整後各小組設計出一週減塑日記單。 

三、 綜合活動 

1.學生上台分享小組設計的減塑日記單，並發表這個課程所學到的感想。 

2.教師進行統整，學生將所學觀念帶到社區淨街，及具體落實日常生活減塑行動。 

小組合作 

 

實作日記 

小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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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社區小尖兵／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關懷社區發展，參與鄉土社區發展的行動，盡一己之力。 

2.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 

3.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技能，培養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情操。 

4.能夠完成減塑議題行動企畫書設計。 

5.能夠執行企畫書設計方案與他人分享學習心得。 

第  1  節    社區小尖兵  主題／單元名稱：   我是海塑兇手嗎？   

教材內容 《台客劇場便利人生一週累積多少垃圾？》影片、一秒鐘的改變影片 

教學資源 平板電腦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1.觀看《台客劇場便利人生一週累積多少垃圾？》影片，請學生發表影片中的行為

是否在自身的生活中也常出現。 

2.老師發下《我是海塑兇手嗎》學習單，請學生填寫當日早餐裡使用了多少塑膠用

品，再回想昨天一天除了早餐裡的塑膠，還製造了多少塑膠垃圾？ 

2.引導學生思考垃圾的產生對環境可能產生那些危害？學生舉手回答，發表個人看

法。 

可能的答案有：圾垃掩埋造成土壤與水源的污染、燃燒垃圾耗費能源與空氣汙染、

生活環境的髒亂、海洋的汙染 

3.我們居住的環境是乾淨的嗎？我們是如何處置每天製造出的垃圾呢？從學校周

圍社區開始，進行街道垃圾調查。 

二、 開展活動 

1.將全班分成六小組，規劃學校周圍街道為各組責任區，發下平板各組繪製責任區

圖。 

2.進行小組討論，確認淨街當天需攜帶的物品，不能使用一次性物品（如：垃圾袋），

因此需思考以甚麼物品替代（如：用過的塑膠袋、飲料杯），避免又製造出更多的

垃圾。 

三、 綜合活動 

1.觀看繪本一秒鐘的改變簡報，讓學生再度深思自身的生活型態如何影響環境。 

2.提醒學生淨街當日，攜帶水壺與帽子，學校不發放礦泉水。 

問答教學法 

分組教學 

學習單評

量 

問答評量 

第 2、3 節    社區小尖兵  主題／單元名稱：  淨街行動 & 垃圾議題探究   

教材內容 社區淨街、 

教學資源 垃圾紀錄表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1.將學生集合在中庭，確認各小組工具完備，明瞭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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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長致詞，提醒學生課程進行中注意安全，在社區裡的禮儀與行為得當，用心

記錄與觀察。 

二、 開展活動 

1. 出發到學校附近社區淨街，將沿途的垃圾分類帶回，無法在時間內完成清運就

拍照記錄。 

2. 中庭集合，清點學生人數。各小組撿回的垃圾彙整，秤重並記錄。 

3. 請各小組推派代表簡短發表淨街過程心得，並完成小組垃圾紀錄表 。  

4. 進行小組討論後回答下列問題： 

（1）根據觀察，街道上的垃圾可能是如何產生的？ 

（2）呈上題，那麼我們如何讓街道上的垃圾減少呢？ 

（3）透過此次活動，我們還可以為學校附近社區環境做些什麼事呢？ 

（4）跟大家分享你居住的社區環境整潔狀況，說明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提出解

決之道。 

三、 綜合活動 

1.請各小組推派代表回答上述 4 個問題，每個人負責回答一題。 

2.發下個人學習單，下週上課繳回。 

 

 

分組合作 

戶外踏查 

表格管理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第  4  節    社區小尖兵  主題／單元名稱：  一分鐘為減塑發聲   

教材內容 全球塑膠公約連署廣告、影片《小福小智減塑小撇步》 

教學資源 《一分鐘為減塑發聲》計劃書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1.收回上週的個人學習單 

2.老師簡介綠色和平組織，播放全球塑膠公約連署廣告，讓學生再度體認一個人

的力量雖然微弱，但可以以每個人的力量去影響更多人。 

二、 開展活動 

1.播放影片《小福小智減塑小撇步》，配合閱讀課吾居無塑課程，先讓學生思考可

以如何改變個人的生活習慣進行減塑。 

2.發下《一分鐘為減塑發聲》計劃書 

   可以以個人或小組來設計一個行動，以一分鐘向同學或家人、甚至社區居民，表

達減塑的重要性、或是分享自身的減塑經驗，或是推廣減塑的方法。 

三、 綜合活動 

1.各組統整出計畫書內容。 

2.交由老師安排時程進行。 

3.有任何需要協助隨時向任課老師提出。 

分組合作 

行動計畫 

計劃書評

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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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地球行動家／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 

課程目標 

1.學生需了解氣候變遷產生的環境變化。  

2.能夠意識到環境改變，對生態、經濟、社會的影響。 

3.思考如何適應環境改變和減緩全球暖化的議題。 

4.理解消費品的生命週期和環境管理的概念（包括重複使用、回收、保護環境資源） 

5.覺察使用環境資源方面的責任，能夠辨認、永續地使用當地、自然資源。 

6.評估環境問題，討論替代解決方案。 

7.公開且尊重地溝通，與當地、全球環境和諧相處並降低風險。 

第  1  節    地球行動家  主題／單元名稱：   我地球怎麼了？   

教材內容 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圖片、影片 

教學資源 網路資源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利用圖片、影片等，讓學生認知到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對於環境造成巨大的改

變，不僅是動、植物，對我們自身的影響，結合永續發展 SDGs 指標認識主題單字 

1. What is Earth? Earth is our home.（地球是我們的家） 

2.There is / are _____ on earth.  （地球上有什麼） 

二、 開展活動 

1.播放地球暖化，環境被破壞的影片，討論影片中發生什麼事，小組寫下來。 

2.思考解決暖化問題方法。 

三、 綜合活動 

When is Earth Day? 

作業：上網查找資料 

What can we do to save the Earth? 

分組討論 

問答教學 

問答評量 

作業評量 

第  2  節    地球行動家  主題／單元名稱：   Caring for Our Planet主題導讀   

教材內容 Caring for Our Planet 文章 

教學資源 平板電腦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請各小組指派一人分享查找的資料 

二、 開展活動 

分組閱讀 Caring for Our Planet 文章，小組討論完成學習單題目 

三、 綜合活動 

各組進行討論，班級聚焦在一個主題重點，以利活動二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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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節    地球行動家  主題／單元名稱：   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教材內容 低碳生活相關文章  

教學資源 黑板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1.複習地球日單字、片語及問答 

2.全班分成兩大組，分配創作及報告的成員，每位小組成員都須有任務 

二、 開展活動 

1.根據世界地球日主題，討論標語及相對應的活動 

2.各小組指派一人報告說明草稿 

3.創作組開始製作黑板畫 

4.演出組開始撰寫講稿及排演，準備道具與服裝 

三、 綜合活動 

小組報告進度，其他組給予建議並進行修正調整 

分組合作 

發表教學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第  5  節    社區小尖兵  主題／單元名稱：   綠色行動，守護家園（環境行動劇場）   

教材內容 各班級世界地球日黑板畫 

教學資源 朝會全校集合發表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利用朝會時間進行各班發表，由英語老師開場說明地球日及其意義。 

二、 開展活動 

各班依序上台演出行動劇，一個班級 3-5 分鐘。 

三、 綜合活動 

1.徵求學生上台發表課程參與心得。 

2.生活中可以實踐哪些部分? 

成果發表 發表評量 

視覺藝術：環境思索／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 

課程目標 

1.了解從杜象開始的當代藝術思考脈絡。 

2.理解環境藝術與環保藝術的差異。 

3.從環境藝術家的作品理解藝術的不同功能與價值。 

4.了解集合藝術的創作形式以及其藝術家的表現方式。 

5.以實際收集生活中垃圾，引發學生對於垃圾問題的反思。 

6.運用複合媒材創作手法完成自己的集合藝術作品。 

7.了解自己的作品與環境藝術的相關性。 

8.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性，並從生活習慣進行改變，進行環境的愛護行動。 

9.對於裝置藝術的初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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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節    環境思索  主題／單元名稱：   環境藝術到環保藝術   

教材內容 環境藝術藝術家 ppt 

教學資源 單槍投影設備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1.介紹當代藝術家杜象，說明現成物概念《現成的自行車輪》。 

2.杜象《噴泉》：印象主義以來強調視覺性繪畫觀念，轉移至語言、思緒和視感動

作交互作用的領域。 

二、 開展活動 

1.介紹當代藝術創作中的環境藝術家，以克里斯多、史密斯為例。 

2.因環境與環保議題的重視，許多藝術家開始針對環保議題進行藝術創作。 

3.澳洲藝術家 WBK：選擇用各式各樣的廢棄鍵盤組成一幅幅名人的肖像。 

4.美國藝術家 克里斯．喬登：運用大量消費過後的廢棄物，透過藝術手法表現，讓

人們重視環保議題。 

5.德國行動藝術家 Ha Schult：展開「垃圾人 TRASH MAN」計畫，將許多廢棄的

電腦零件、廢金屬、保特瓶、飲料鋁罐等廢棄物，填充出等身的人型裝置藝術。 

三、 綜合活動 

1.介紹日本女雕塑家 Sayaka Kajita Ganz 環保雕塑：將日用品棄之垃圾重組作品，或

許它們也想用另一種方式活著。 

2.下星期會運用自己帶過來的垃圾，進行藝術創作，除了會用到淨街的垃圾，也請

自己收集自身所產生不可回收類別的垃圾。 

問答教學 問答評量 

第 2、3、4 節    環境思索  主題／單元名稱：   集合藝術創作   

教材內容 集合藝術家 ppt 

教學資源 淨街回收垃圾、個人收集一般垃圾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介紹集合藝術，它是把身邊能發現或撿拾的消費文明的廢物、機器的殘片湊合

在一起，成為立體作品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 

二、 開展活動 

1.介紹集合藝術家阿爾曼，及其作品。 

2.介紹法國女藝術家，妮基•桑法勒早期射擊藝術作品。 

3.引導學生從妮基的作品形式，將自己收集的一般性垃圾，進行集合藝術創作創作，

首先先用保麗龍膠黏著一部分垃圾。 

4.接著再利用補土將作品固定，並黏著持續帶到學校的垃圾，持續將作品黏滿，並

讓局部的垃圾造型露出在外，讓別人可以看出這是什麼垃圾。 

案例教學 

實作教學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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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讓整個作品呈現完整的補土底層，並有豐富的集合所帶來的垃圾藝術。 

三、 綜合活動 

1.教師進行個別作品評分。 

2.再次說明集合藝術的概念，以及這次創作的環境議題在藝術當中所要呈現的意義。 

第  5  節    環境思索  主題／單元名稱：   裝置展覽   

教材內容 課程反省單思考、集合藝術作品 

教學資源 學校穿堂展覽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策略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讓學生修整自己要加強補土的地方，完成作品。 

二、 開展活動 

1.發下課程反省單。 

2.教師講解題目，依序讓學生完成學反省單內容(共三題，如下)。 

(1)經過環境議題所設計的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是否願意從自己生活著手，讓自己

調整為減塑和垃圾減量，長期的實際行動者。⼞ 很願意  ⼞ 嘗試看看   ⼞ 很難

改變 

(2)在環境思索單元中的「集合藝術創作」，請你觀察一下創作中所應用到的垃圾。 

問題一：哪一項是生活中最常出現的垃圾？ 

問題二：在生活中我能透過那些習慣的調整，讓這一項垃圾減少或不使用？ 

(3)經過上學期社區走讀、下學期社區淨街活動，英文領域環境議題教學，以及視覺

藝術進行的環境思索課程，以生活上的垃圾為材料，進行集合藝術創作，請寫下這

次的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心得。 

三、 綜合活動 

1.教師帶領全班，拿著自己的作品到學校穿堂進行裝置佈展。 

2.教師請學生看了全部集合在一起的作品，有什麼感想？進行裝置藝術的概念說

明。 

 

 

 

 

 

 

 

 

 

 

 

發表學習 

反省單思考 

 

 

 

實作評量 

學習單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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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學生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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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與 

宣傳效益 

▲推廣與宣傳效益：共＿8＿校曾參與貴校辦理之活動。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國文(閱讀)：01SDGs 永續發展目標內涵介紹、影片導讀，學生統整發表。 

  

國文(閱讀)：文本閱讀及重點摘要分組教學與討論。 



20221202 

  

國文(閱讀)：海洋塑膠危機課程，各組進行減塑活動設計討論。 

 

閱讀×社會：吾居無塑個人減塑紀錄表 

  

社會：繪本一秒鐘的改變簡報教學，學生進行意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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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國一全年級分批進行社區淨街課程。 

  

社會：撿回來的垃圾仔細分類清洗再回收，進行秤重、紀錄。 

  

社會：垃圾議題探究、小組討論、意見發表。 

  

英文：世界地球日關於垃圾議題，小組討論及相關詞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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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環境議題--環境標語黑板畫創作。 

  

英文：環境議題—早修環境行動劇發表。 

  

英文：環境黑板畫創作展覽。 

  

視覺藝術：運用回收紙箱製作底板，將淨街的菸蒂與一般垃圾，用保麗龍膠黏貼在底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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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將自己帶來的不可回收垃圾，進行集合藝術創作。 

  

視覺藝術：運用全年級學生作品，進行空間裝置，感受人造垃圾的壯觀。 

  

跨領域議題成果：利用朝會時間「一分鐘為減塑發聲」。 

  

跨領域議題成果：社區減塑推廣—學生在美術課學習簡單型染技巧，到社區進行老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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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議題成果：社區減塑推廣—學生到社區進行減塑觀念與實際行動推廣。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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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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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內容 

■研習、工作坊增能（請依實際狀況增列，並檢附照片及圖說） 

1.112.03.07/數位音樂在教學中的應用研習/20 人/8 校 

  

教師 ipad 資訊運用能力增能，和藝術相關軟體教學，未來能夠用在跨領域課程中。 

 2.112.04.20/六體心經書法展暨茶席研習/15 人/4 校 

   

邀請嘉義市文藝作家協會入校進行六體心經書法展，現場藝術家揮毫及茶席解說。 

2. 112.05.09/嘉義博物館的前世今生/6 人/2 校 

  

嘉義市博物館重新改裝進行新的布展，入館請講師導覽及參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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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06.27/洪雅書局探詢-從質樸見美感/8 人/3 校 

  

嘉義市獨立書店經營理念，以及洪雅書局主持人淺談空間經營美學。 

■實地考察 

1.活動時間/「雙語×美感-台中行旅」師生移地教學活動/25 人/1 校 

   

英文教師、美感教師及語資班學生，進行台中敦煌書局外師課程，及國立美術館參訪 

■課程建構 

1.112.02.20/5 人/1 校 

  

跨領域教師進行跨領域課程共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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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享 

1.參與線上「走讀睿師社群」，透過網路分享課程。 

□提問與互助 

□其他：          

觀課內容 

■隨班觀課 

1.112.04.18/淨街討論觀課/6 人/1 校 

   

社會領域淨街後課堂統整討論 

■課中共  1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由社會科主教，視覺藝術教師協助 

2.112.02.23/參與人數/1 校 

  

音樂課吉他配樂教學 

■課中共  1   位教師主要教學 

□其他：          

議課內容 

■課後檢視、討論與修正 

1.課程由於全年級實施，每位老師在備課時，要扣緊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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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域課程在協同教學部分，是可讓主要教學教師有助力，為好的跨領域模式。 

3.音樂部分教學，期許未來能夠如入跨領域課程，可思考以環境議題進行教學。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1. 跨領域美感教育的課程計畫相較於其他計畫較為靈活，跨域所面對的文題各校不一樣，期

待此計畫能夠多點不同形式的發表機會，讓學校能夠相互學習。 

2. 同一模組發展的課程若能繼續修正，必定能夠相對穩定與完整，建議可有些微經費挹注長

期(每年)執行同一課程的學校，進行主題建構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