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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種子學校創課方案表 

113 學年度 第一學期                     

學校全銜 彰化縣聯興國民小學 

創課方案名稱 蝶舞凝華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 

 ■視覺藝術/美術：  李芷蕎   

 □音樂：  教師姓名   

 □表演藝術：  教師姓名   

非藝術類教師： 王妙心(自然)、林坤賢(自然)        

其他人員：__蔣珮琪(導師)、蕭世原(導師)____________ 

總人數：5 

實施對象 

 ■國小：   六   年級 

 □國中：      年級 

 □高中/職：    科       年級 

參與班級數：  普通班 2   

參與總人數：  44 人      

課程屬性 

（可複選）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校本課程 □雙語課程 □其他：__________ 

學生先備能力 

自然領域─ 

1.能夠使用感官（視覺、觸覺）觀察岩石的顏色、形狀、質地等特徵。 

2.能比較不同物體的相似與不同之處，例如比較兩塊岩石的硬度或紋理。 

3.知道岩石是地球的一部分，並分為不同種類（如火成岩、沉積岩、變質岩）。 

4.對化石有初步概念，例如化石是古代生物遺留的痕跡或遺骸。 

5.理解事物會隨著時間改變（例如植物變成化石需要很長時間）。 

藝術與人文─  

1. 已學習基礎色彩、線條、比例、構成之美感元素跨領域美感課程。  

2. 學生在中年級藝術與人文課程中已曾有點線面的創作體驗、平面與立體創作

經驗。 

3. 能將不同顏色進行簡單的搭配，理解冷暖色調的初步概念。 

4. 對美勞作品有初步的喜好與評價能力。 

5. 對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美感有一定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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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課程發展理念 

    本課程結合自然科學與藝術創作，透過類琥珀製作與昆蟲設計，讓學生在動手

實作中學習美感與科學原理。學生將運用熱熔膠模擬琥珀，並將自行設計的昆蟲作

品嵌入其中，體驗跨領域學習的樂趣。 

    課程期許不僅培養學生的觀察力、創造力與審美能力，也能引導他們關注昆蟲

生態與自然環境，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跨領域 

美感素養 

（可複選） 

 ■1.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    □2.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  □3.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 

 ■4.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    □5.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  ■6.文化跨域與多元詮釋 

 ■7.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     

 □8.其他：                 

跨領域 

課程類型 

（可複選） 

 □活化型課程  ■議題式課程   □窗外式課程 

 □交集性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  □混成式課程 

 □其他：              

跨領域內涵 

 □藝術科目：          

 ■非藝術科目： 自然領域、校訂課程-蝴蝶        

 ■融入之議題： 生命教育、環境教育         

 □其他：               

美感元素 

與美感形式 

美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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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形式 

 ■均衡 ■和諧 ■對比 ■漸層 □比例 □韻律 □變奏 □反覆 □秩序 □統一 □單純  

 □虛實 □特異 

蝶舞凝華

自然領域

認識岩石與礦物

2節

昆蟲構造與習性

3節

藝術領域

昆蟲設計

4節

類琥珀說明製作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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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發展重點 

（其他議題請參照

課程模組 4.1 核心

內涵）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A.終結貧窮  □B.消除飢餓  □C.健康與福祉  ■D.優質教育  □E.性別平權 

□F.淨水及衛生  □G.負擔的潔淨能源  □H.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I.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J.減少不平等  □K.永續城鄉 

□L.責任消費及生產  □M.氣候行動  □N.保育海洋生態  ■O.保育陸域生態 

□P.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Q.多元夥伴關係 

■社會情緒學習（SEL）： 

  □甲.自我意識（覺察） □乙.關係技巧（情感識別）  ■丙.社會覺察（社交能力） 

 □丁.自我管理     □戊.負責的決策 

■其他議題： 

  108 課綱十九項議題(環境教育、科技教育、藝術教育、永續發展教育) 

□無 

學習活動設計 

（依實際課程之主題數、課程目標與單元數逐一增列撰寫） 

學習活動內容與流程 

跨領域美感

素養(依前述表

格之代碼填寫) 

本期發展重

點(依前述表格

之代碼填寫) 

主題(一)名稱：自然領域  

課程目標： 

一、 認識岩石與礦物的基本特性及分類。 

二、 了解岩石的形成與變化過程。 

三、 培養觀察、分類與比較的能力。 

四、 認識昆蟲的基本構造及外型特徵。 

五、 認識蝴蝶的構造、習性與生命週期。 

 

單元 1 名稱：認識岩石及礦物 

實施節數：2 

第 1 節：岩石的基本特徵與分類 

一、 導入活動 

教師出示三種不同的岩石（如花崗岩、頁岩、大理石），讓學生觀

察並觸摸，思考：「這些岩石有什麼不同？」 

提問引導：  

甲、 「你覺得這些岩石是怎麼形成的？」 

乙、 「哪一種岩石摸起來最粗糙？哪一種最光滑？」 

 

二、 開展活動 

(一)教師播放影片《岩石的種類》，介紹火成岩、沉積岩、變質岩

的基本概念。 

教師提問，幫助學生理解影片內容：  

甲、 「影片中提到的三種岩石是怎麼形成的？」 

乙、 「哪一種岩石是由火山噴發後冷卻形成的？」 

丙、 「哪些岩石是由沙子或泥土長時間壓實而成？」 

丁、 「變質岩是怎麼來的？」 

(二)小組觀察岩石樣本 

學生分組，每組發放不同的岩石樣本（如花崗岩、砂岩、板岩）。 

 

 

 

 

 

 

 

 
 

 

 
藝術探究與生

活實踐 

文化跨域與多

元詮釋 

 

 

 

 

 

 

 

 

 

 

 

 

 

 

 

 

 

 

 

 

 

 

 

 
 

 

 

優質教育 

保育陸域生態 

社會覺察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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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放大鏡觀察岩石的顏色、顆粒大小、紋理，並記錄發現。 

學生觸摸岩石，測試它的硬度（用指甲或硬幣刮表面）。 

 

三、 綜合活動 

(一)教師帶領回顧 

提示學生回想影片與實驗內容，並引導討論：  

甲、 「火成岩、沉積岩、變質岩各有哪些特徵？」 

乙、 「哪種岩石是由熔岩冷卻形成的？」（火成岩） 

丙、 「哪種岩石內可能會有化石？」（沉積岩） 

丁、 「變質岩為什麼會有條紋或變化？」（因為高溫高壓） 

(二)學生試說岩石種類 

教師出示不同岩石圖片，請學生嘗試分類並說明理由。 

各組簡短分享：「我們組認為這塊岩石是○○岩，因為它……」 

(三)綜合總結 

教師整理學生的發表，總結本節課的重點：  

戊、 「岩石可以根據成因分為三類，每種岩石都有不同的特性與用

途。」 

己、 「我們的房子、馬路、雕像，很多都是用岩石製作的！」 

延伸思考：「下次你在路上或山上看到石頭時，可以試著觀察它的顏色

和紋理，猜猜它是哪一種岩石喔！」 

 

第 2 節：岩石的變化與琥珀 

一、 導入活動 

引導觀察琥珀標本（或圖片） 

教師展示琥珀，讓學生觀察其顏色、透明度，並比較它與一般岩石

的不同。 

問題引導：「你覺得這塊琥珀是怎麼形成的？」 

 

二、 開展活動 

(一)沉積作用模擬： 

教師準備顏色不同的沙子或麵粉，層層壓實，讓學生觀察「沉積作

用」如何形成沉積岩。 

(二)變質作用模擬： 

用黏土揉捏再壓實，模擬高溫高壓下的變質作用。 

讓學生比較未改變與壓實後的黏土，討論：「變質作用如何影響岩

石？」 

(三)介紹琥珀的形成過程 

說明琥珀是由古代樹木的樹脂流出後埋藏、硬化，經過千萬年形成

的。 

教師播放短片《琥珀中的生命》，介紹琥珀內可能保存昆蟲或植

物，幫助科學家研究古代生物。 

(四)討論與分享 

「琥珀為什麼能保存遠古的昆蟲？」 

「你覺得琥珀算是岩石嗎？為什麼？」 

 

三、 綜合活動 

(一)教師帶領學生回憶岩石變化的過程： 

「沉積岩是如何形成的？」 

「變質岩是怎麼來的？」 

「哪些自然力量會讓岩石發生變化？」 

 

 

 

 

 

 

 

 

 

 

 

 

 

 

 

 

 

 

 

 

 
 

 

藝術探究與生

活實踐 

文化跨域與多

元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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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兩人一組，互相說明岩石變化的歷程，並分享自己的理解。 

(二)琥珀與岩石的比較 

教師請學生思考並討論： 

「琥珀和岩石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琥珀裡面會有昆蟲，而一般岩石裡沒有？」 

學生繪製「琥珀的形成過程」，標出關鍵步驟（樹脂滴落 → 埋藏 

→ 硬化 → 成為琥珀）。 

(三)綜合總結 

「岩石會隨著時間發生變化，可能變成沉積岩、變質岩。」 

「琥珀不是岩石，而是遠古樹脂形成的，它能幫助我們了解史前世

界。」 

延伸思考：「如果琥珀能保存生物，那會不會有可能找到恐龍 DNA？

這是真的還是科幻？」 

 

單元 2 名稱：昆蟲構造與習性 

實施節數：3 

第 1 節：昆蟲的外型特徵與分類 

一、 導入活動 

教師展示不同昆蟲的圖片或標本（如甲蟲、螳螂、蜜蜂、蝗蟲），

讓學生觀察並描述它們的外觀。 

提問引導： 

「這些昆蟲的外型有哪些相似與不同之處？」 

「蜘蛛、蝦和昆蟲看起來也有外骨骼，牠們和昆蟲有什麼不一

樣？」 

 

二、 開展活動 

(一)播放影片《昆蟲的基本構造》，介紹昆蟲的三大身體部分： 

頭部（眼睛、觸角、口器） 

胸部（足、翅膀） 

腹部（消化、呼吸、繁殖） 

播放短片《節肢動物與昆蟲》，比較昆蟲與其他節肢動物（蜘蛛、

蝦、蜈蚣等）。 

提問討論： 

「昆蟲和蜘蛛有什麼不同？」（昆蟲有六隻腳，蜘蛛有八隻腳） 

「蜈蚣的腳比昆蟲多很多，牠算是昆蟲嗎？」 

(二)學生試著根據剛剛的觀察，描述昆蟲的特徵，並比較其他節肢

動物。 

教師補充解釋： 

昆蟲與蜘蛛的差異（昆蟲三對足，蜘蛛四對足） 

昆蟲與蝦、螃蟹的差異（昆蟲是陸生，蝦蟹多為水生） 

 

三、 綜合活動 

教師帶領學生回顧昆蟲與其他節肢動物的特徵。 

延伸思考：「為什麼昆蟲的身體結構能適應不同環境？」 

 

第 2 節：昆蟲的內部構造與習性 

一、 導入活動 

提問：「昆蟲怎麼呼吸？牠們有肺嗎？」 

展示昆蟲的內部構造圖片，讓學生猜測不同器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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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展活動 

(一)播放影片《昆蟲的內部構造》，介紹： 

呼吸系統（氣管系統，沒有肺） 

消化系統（如何吃食物） 

循環系統（昆蟲的血液為何不是紅色的？） 

提問討論：「昆蟲怎麼進食？昆蟲的血液為什麼是透明或黃色

的？」 

(二)昆蟲的口器與覓食方式 

1.小組討論與觀察 

教師出示不同昆蟲的口器圖片（如蝴蝶的吸管口器、蚊子的刺吸口

器、甲蟲的咀嚼口器）。 

討論：「哪種口器適合喝花蜜？哪種適合咬斷樹葉？」 

2.動手實驗：昆蟲覓食體驗 

學生用吸管（模擬蝴蝶）或夾子（模擬甲蟲）來模擬昆蟲覓食。 

討論：「如果昆蟲的口器改變了，牠們的食物會改變嗎？」  

 

三、 綜合活動 

學生分組回顧今天學到的內容，並整理昆蟲內部構造的特點。 

各組分享：「昆蟲的呼吸、消化、循環系統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教師提出問題： 

「昆蟲和人類的內部構造有哪些相同與不同？」（例：我們用肺呼

吸，昆蟲用氣管） 

「如果昆蟲沒有翅膀，牠們的覓食方式會受到影響嗎？」 

延伸思考：「如果你可以設計一種新的昆蟲，你會給它什麼樣的口器與

身體構造？」 

 

第 3 節：蝴蝶的構造與生命週期 

一、 導入活動 

教師出示蝴蝶與毛毛蟲的圖片，提問：「這兩種動物有什麼關

係？」 

觀看影片《蝴蝶的生命週期》，了解完全變態（卵→幼蟲→蛹→成

蟲）。 

 

二、 開展活動 

學生觀察蝴蝶標本，並用放大鏡觀察翅膀上的鱗片。 

討論：「蝴蝶的翅膀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為什麼會有不同顏色？」 

學生畫出蝴蝶的身體結構，並標示其身體部位。 

學生繪製蝴蝶的變態過程，並標註不同階段的特徵。 

 

三、 綜合活動 

展示學生所畫的蝴蝶，其中符合蝴蝶真實特徵的部位。 

教師總結：「蝴蝶是完全變態昆蟲，它的口器、翅膀與幼蟲時期完

全不同。」 

延伸討論：「所有昆蟲都是完全變態嗎？哪些昆蟲是不完全變態的？」 

 

主題(二)名稱：藝術領域  

課程目標： 

一、 透過觀察與查找資料，認識不同昆蟲的外型特徵與細節。 

文化跨域與多

元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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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繪畫，學習色彩搭配與細節表現，培養學生的觀察力與藝術表

達能力。 

三、 學習加熱、塑形等工藝技巧，並確保操作安全。 

四、 製作完成後進行作品展示，學習作品欣賞與分享。 

 

單元 1 名稱：昆蟲設計 

實施節數：4 

第 1 節：探索昆蟲與草圖繪製 

一、 導入活動 

教師向學生展示不同昆蟲的圖片（如甲蟲、螳螂、蝴蝶、蜻蜓），

讓學生自由發表對昆蟲外型的觀察。 

提問引導： 

「你最喜歡哪種昆蟲？為什麼？」 

「哪些昆蟲的顏色或形狀最特別？」 

 

二、 開展活動 

(一)草圖構思 

學生使用平板搜尋自己感興趣的昆蟲圖片與資訊，觀察昆蟲的外型

特徵（翅膀形狀、腳的數量、觸角、花紋等）。 

記錄昆蟲的名稱、特徵，並選擇一隻昆蟲作為設計對象。 

(二)草圖繪製 

教師示範如何抓住昆蟲的特徵進行草圖設計，如： 

如何用基本形狀勾勒出昆蟲的身體。 

翅膀的對稱畫法。 

觸角與足部的細節表現方式。 

學生在 10×10 公分的紙上開始繪製昆蟲的初步草圖，標示特徵與顏

色構想。 

 

三、 綜合活動 

學生兩人一組，互相介紹自己選擇的昆蟲，並說明為什麼選擇這隻

昆蟲。 

教師指導學生觀察草圖，提出改進建議，如： 

「這隻昆蟲的觸角可以再長一點嗎？」 

「翅膀的形狀是否能更符合真實昆蟲？」 

學生調整草圖，為下一節課的細節繪製做準備。 

 

第 2、3 節：細節與上色 

一、 導入活動 

教師展示幾種昆蟲的標本或圖片，讓學生觀察昆蟲的顏色與紋理。 

提問引導： 

「這隻昆蟲為什麼有這樣的顏色？」（保護色、警戒色、擬態） 

「你覺得昆蟲的紋理有哪些特點？」（斑點、條紋、鏤空） 

 

二、 開展活動 

(一)強化細節 

學生在草圖上進一步強調細節，如： 

翅膀的紋理與透明度表現。 

眼睛、觸角與足部的細節。 

教師示範如何運用線條、陰影讓昆蟲更立體。 

(二)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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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選擇適當的顏色，使用色鉛筆、水彩或蠟筆為昆蟲上色。 

教師強調色彩搭配與層次表現，指導學生如何混色來呈現更自然的

效果。 

 

三、 綜合活動 

學生展示自己繪製的昆蟲，與同學互相給予建議。 

教師提供回饋，讓學生對作品進行最後修飾與調整。 

 

第 3 節：剪下與拼貼 

一、 導入活動 

教師展示已完成的昆蟲剪貼作品，讓學生觀察剪貼後的立體效果。 

討論：「昆蟲的翅膀或腿要怎麼剪才會有立體感？」 

 

二、 開展活動 

(一)剪下昆蟲 

學生用剪刀沿著輪廓剪下昆蟲，保留重要的細節部分。 

如果昆蟲有翅膀或長觸角，鼓勵學生額外剪出細節，使其更具層次

感。 

(二)組合與拼貼 

使用膠水或雙面膠，將昆蟲不同部位組裝在一起，讓翅膀或腳部稍

微翹起，製造立體效果。 

可選擇適合的背景，如葉片、花朵，強調昆蟲的生態環境。 

 

三、 綜合活動 

學生展示自己的剪貼作品，與同學互相欣賞與討論。 

教師帶領回顧：「哪些剪貼技巧讓昆蟲看起來更生動？」 

 

 

單元 2 名稱：類琥珀製作 

實施節數：5 

第 1 節：認識琥珀與模擬製作概念 

一、 導入活動 

教師提問，引導學生回顧自然課程中的琥珀知識： 

「還記得我們學過的琥珀是怎麼形成的嗎？」 

「琥珀為什麼可以保存昆蟲？」 

播放短片《琥珀的形成》，再次加深學生對琥珀的認識。 

 

二、 開展活動 

熱熔膠與琥珀的比較 

教師展示熱熔膠顆粒，讓學生觀察其透明度與顏色，並討論： 

「熱熔膠加熱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如何利用這種特性來模擬琥珀？」 

教師示範熱熔膠的基本加熱與凝固效果，讓學生了解整個製作流

程： 

第一步：加熱熱熔膠顆粒，讓其融化並形成兩片底片。 

第二步：將畫好的昆蟲圖放入熱熔膠中，可加入亮片裝飾。 

第三步：再次加熱，使兩片熱熔膠融合。 

 

三、 綜合活動 

安全須知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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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強調使用烤箱的安全須知： 

「請勿直接觸摸加熱後的熱熔膠，以免燙傷。」 

「使用夾子或手套輔助操作，避免直接接觸高溫材料。」 

學生分組討論如何在製作過程中確保安全，並由小組代表分享心

得。 

 

第 2-4 節：熱熔膠底片製作實驗 

一、 導入活動 

(一)觀察與討論 

教師出示固態熱熔膠顆粒，請學生觸摸並描述它的顏色、形狀與質

地。 

提問引導： 

「這些小顆粒摸起來是什麼感覺？」 

「如果我們加熱它，會發生什麼變化？」 

(二)示範加熱與變化 

教師示範將熱熔膠顆粒加熱，讓學生觀察其融化、流動、凝固的變

化。 

提問討論： 

「你覺得我們要怎麼控制它的厚度與形狀？」 

「如何避免出現氣泡或不均勻的情況？」 

今天的目標是製作兩片均勻、透明的熱熔膠底片，作為類琥珀的主

要材料，並確保它能夠順利包覆昆蟲圖案。 

 

二、 開展活動 

(一)觀察熱熔膠的變化 

教師示範將熱熔膠顆粒放入烤箱，加熱至融化的過程。 

提問引導學生思考： 

「這些熱熔膠顆粒加熱後為什麼會變軟？」 

「加熱時間與溫度會如何影響熱熔膠的質地？」 

(二)學生實作 

學生分組，每組取得一定量的熱熔膠顆粒。 

步驟一：製作第一層底片 

學生將熱熔膠顆粒均勻鋪在烘焙紙上，放入烤箱加熱至完全融化。 

觀察熱熔膠的變化，確保其均勻攤開，形成光滑的透明底片。 

步驟二：冷卻與測試 

取出底片，確認是否完全凝固，並測試其硬度與透明度。 

(三)分享與調整 

教師展示不同的琥珀作品，讓學生觀察內部昆蟲的細節與裝飾。 

討論：「我們如何讓自己的類琥珀作品變得更有特色？」 

(四)藝術與琥珀的結合 

學生使用自己設計的昆蟲圖畫，並剪下來準備嵌入。 

步驟一：放置圖案 

小心地將昆蟲圖放在已製作的底片上，確保位置適當。 

步驟二：加入裝飾 

學生選擇是否加入亮片、金粉或顏料，增加琥珀的美感與層次感。 

教師提醒：「裝飾不要太過密集，以免影響昆蟲的清晰度。」 

 

三、 綜合活動 

(一)學生作品展示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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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展示自己的熱熔膠底片，並分享製作過程中遇到的挑戰。 

提問討論： 

「你的底片是否足夠透明？如果不夠，可能是哪個步驟出問題？」 

「哪一組的底片做得最均勻？他們用了什麼技巧？」 

優缺點分析與改進方向 

(二)教師帶領學生整理「成功底片的特點」，如： 

熱熔膠顆粒鋪得均勻，沒有堆積。 

加熱時間適中，避免過度焦黃或有氣泡。 

冷卻時保持水平，確保平整度。 

討論：「如果你可以再做一次，你會如何調整？」 

(三)總結與下一步預告 

「今天我們學會了如何控制熱熔膠的厚度與透明度，這對我們的類

琥珀製作至關重要！」 

「下一節課，我們將把昆蟲圖案放入熱熔膠底片，讓它變成真正的

類琥珀！」 

 

 

第 5 節：熱熔膠底片製作實驗 

一、 導入活動 

教師提問：「當我們再次加熱時，熱熔膠會怎麼變化？」 

討論：「如何確保加熱時昆蟲圖案不會移動？」 

 

二、 開展活動 

(一)熱熔膠融合 

步驟一：覆蓋第二層熱熔膠片 

學生將另一片熱熔膠片放在昆蟲圖案上方，形成夾層結構。 

步驟二：再次加熱 

放入烤箱，低溫加熱，使兩片熱熔膠片融合。 

步驟三：冷卻與修邊 

取出後冷卻，使用剪刀修整邊緣，使作品更美觀。 

(二)作品展示 

教師布置「類琥珀展覽區」，讓學生將作品擺放整齊。 

學生輪流介紹自己的作品，包括： 

作品的靈感來源。 

製作過程中的困難與學習心得。 

 

三、 綜合活動 

教師帶領學生回顧這五節課的學習過程，並討論： 

「琥珀與類琥珀的異同？」 

「這次製作活動有沒有讓你對琥珀有新的理解？」 

學生為同學的作品給予回饋，並投票選出最有創意的作品。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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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在這次的類琥珀製作課程中，學生能夠運用熱熔膠模擬琥珀，並將自己設計的昆蟲嵌入

其中，展現創意與動手能力。大多數學生能夠掌握加熱與塑形的技巧，但在控制厚度、透明

度及避免氣泡方面仍需調整。 

    過程中，部分學生的熱熔膠底片過厚或不均勻，影響昆蟲圖案的清晰度，且在封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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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有移位的情況。未來可提供更多示範與技巧指導，如如何均勻加熱、避免氣泡，並讓學

生觀摩彼此的作品，提高完成度。 

    整體而言，學生對這項活動感到新奇且有趣，不僅加深對琥珀的理解，也提升材料應用

與美感表達能力，是一場成功的跨領域學習體驗。 

學生回饋 

1.我覺得這堂課超很有趣！本來以為只是畫昆蟲，沒想到還能做成像琥珀一樣的杯墊，而且

可以看到自己畫的昆蟲被包在裡面，很有成就感！ 

2.剛開始做的時候，熱熔膠超難控制，不是太厚就是有氣泡，不過後來找到方法，溫度不能

太高，慢慢融化會比較好看！ 

3.最難的是把昆蟲圖案夾在兩層膠片中，有幾次圖案都跑掉了，但成功的時候超開心，感覺

就像真的昆蟲被保存在琥珀裡！ 

4.老師讓我們自己設計裝飾，我加了亮片，結果做出來亮晶晶的很美！如果有其他顏色的熱

熔膠應該會更漂亮！ 

5.這堂課讓我發現美勞可以跟自然結合，琥珀原本只是自然課本上的東西，沒想到我們可以

自己動手做出來。 

影像紀錄 

（照片 6-10 張加說明，每張 1920*1080 像素以上，並另提供原始 jpg 檔） 

  

指導學生透過平板中的昆蟲影像繪製圖卡 學生將影像加入創意繪製獨一無二的昆蟲圖 

  

教師指導學生製作平整的熱熔膠片 學生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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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期待又害怕熱熔膠顆粒融化的結果 精緻、具有特色的學生作品 

  

教師研習也來做一樣的 老師們做起來發現要成功也不容易 
 

其他對於 

本計畫之建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