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 草屯鎮 坪頂 國民小學一一一學年度 上學期 六年級 藝術與人文 課程計畫 

（一）六年級上學期之學習目標 

1. 透過蒐集、觀察，探索難忘的家鄉景色。 

2. 能敘述自己印象中較深刻的家鄉景色和個人的特別感受。 

3. 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達感情。 

4. 能用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唱歌曲。 

5. 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6. 能了解 rit.（漸慢）、atempo（恢復原速）與 accel.（漸快）等速度術語的意義，正確的演唱與演奏。 

7. 能在規定時間內，說出六種東西的名稱。 

8. 能從小組對話中，練習焦點轉移的技巧。 

9. 能與人分享遊戲的感受。 

10. 能從藝術家作品中，欣賞創作題材與呈現方式的差異及變化。 

11. 能透過觀察分享自己的想法。 

12. 運用地平線為構圖空間的基準，營造趣味和效果，進行創作學習。 

13. 體會中國傳統水墨多角度構圖，增加視覺變化，進行創作學習。 

14. 能正確的了解 22 拍的意義。 

15. 能正確的拍打與念唱 22 拍的節奏型。 

16. 能認識升 Re 的直笛指法。 

17. 能依節奏和音高演奏樂曲。 

18. 能認識管弦樂團的樂器編制。 

19. 能說出管弦樂團中弦樂器、木管樂器、銅管樂器、打擊樂器的位置。 

20. 能欣賞樂曲《驚愕》交響曲第二樂章。 

21. 能認識音樂家海頓。 

22. 能在情境中，尋找與人即興對話的機會。 

23. 能從參與中構思故事情節，並發展出不同的故事延續方向。 

24. 能欣賞他組作品並分享心得。 



 

25. 能了解樂團指揮的意義。 

26. 能學習各種拍子的指揮法，並配合曲子指揮。 

27. 在同一主題脈絡下即興接說故事。 

28. 透過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呈現多元藝術文化的認知，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29. 能規畫水墨展教室場地的布置及參觀動線。 

30. 能指揮小型合奏曲《驚愕交響曲》。 

31. 能以三角鐵、大鼓創作簡易的二四拍節奏。 

32. 能與同儕合作，奏出小型合奏曲《驚愕交響曲》。 

33. 能透過分享了解說故事的基本技巧。 

34. 能將故事情境作延續，並充實故事內容。 

35. 能與人合作，嘗試一段即興作品演出。 

36. 能分享參與演出後的感受與收穫。 

37. 能了解創作運用的媒材相當廣泛。 

38. 能欣賞不同媒材的藝術創作。 

39. 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唱歌曲。 

40. 能欣賞本土創作者多元素材創作的作品。 

41. 能了解創作素材多元的背後意涵。 

42. 能了解終止式的意義。 

43. 能聽辨、感受 C 大調終止式的進行 

44. 能正確的合唱練習 C 大調終止式。 

45. 能了解並欣賞黑光劇的表演方法。 

46. 能理解黑光劇戲偶的各種組成元素 

47. 能分享欣賞的心得。 

48. 能運用工具，進行各種素材的剪裁。 

49. 能運用各種黏貼媒材，將素材黏貼起來。 

50. 能仔細觀察生活周遭的事物，並運用成為創作。 

51. 能認識音樂樂理與創作的概念。 



 

52. 能認識上行、下行、反覆、同音反覆、級進與跳進等創作技巧。 

53. 能具體實踐節奏與曲調創作練習。 

54. 能理解黑光劇戲偶的各種組成元素。 

55. 能利用各種回收物或身邊物品，進行創作。 

56. 能將物品拆解後重新組合。 

57. 能認識《小星星變奏曲》。 

58. 能認識作曲家莫札特。 

59. 能了解主題與變奏曲的意義與關係。 

60. 能利用卡紙和螢光漆製作黑光戲偶。 

61. 能發現黑光戲偶不同材質組合的可能性。 

62. 能和同學互相找到表演黑光戲偶的重點。 

63. 光線具有多種樣貌，如自然光、人造光、色光、聚光、散光等，照射物體後也投射各種樣貌的影子，豐富的景象提供我們精采的視覺感受與美感經驗。 

64. 藉由光影特性及豐富美感，從中衍生妝點生活美感的創作表現。 

65. 認識生活中的各種音樂活動，進而樂於接觸與欣賞。 

66. 認識、了解各種參加藝文活動的途徑。 

67. 能運用各種媒介，搜尋音樂活動訊息。 

68. 分享欣賞音樂活動的經驗與感想。 

69. 認知不同光源條件造成影子輪廓的影響。 

70. 能控制不同高低、遠近、角度的光源投射自己計畫構成的影子形態。 

71. 能認識小調音樂的意義。 

72. 能欣賞並演唱客家小調〈天公落水〉。 

73. 能欣賞西洋小調〈三王進行曲〉。 

74. 能發現黑光戲偶表演的可能性。 

75. 能了解並和同學合作練習。 

76. 能利用螢光戲偶分組創作一段表演。 

77. 利用影子延長、變形的特性，構成創作畫面。 

78. 應用光影虛實、明暗互換，構成具有創意的作品。 



 

79. 能認識五聲音階。 

80. 能認識五聲音階的調式。 

81. 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唱與演奏歌曲。 

82. 能辨識五聲音階調式。 

83. 能了解讀劇的基本方式。 

84. 能表現劇本中角色的對話過程。 

85. 能積極的參與讀劇的過程。 

86. 將抽象的影子具體化成為生活飾品。 

87. 能正確選擇創作媒材與表現技法。 

88. 能認識客家音樂家楊兆禎。 

89. 能欣賞客家歌曲。 

90. 能認識客家八音的意義。 

91. 能欣賞客家八音合奏曲。 

92. 能透過資料收集過程，發現生活中的風動藝術。 

93. 能從文字與影像資料，思考風動藝術的面貌。 

94. 透過討論與分享，建立對風動藝術的創作概念。 

95. 能運用電腦及網路搜尋風動藝術家相關資料。 

96. 能發現風動藝術創作材質與特性。 

97. 能從藝術家作品欣賞與分析歷程，說出風動藝術具備的元素與特質。 

98. 能了解劇本中角色不同的特質。 

99. 能感受角色的內心世界，表現劇中角色的個性和說話的方式。 

100. 能和同學一起完成讀劇的表演。 

101. 能構思創作主題，收集創作素材。 

102. 能設計繪製具個人特色的創作。 

103. 透過討論、分析等方式，表達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104. 探索多元藝術創作型態，表現個人想像力與創意。 

105. 能了解三部合唱的意義。 



 

106. 能正確的進行三部合唱，感受和聲之美。 

107. 能認識節拍器。 

108. 能認識速度與速度術語的意義。 

109. 能聽辨、記憶曲調旋律。 

110. 能正確的聽辨樂曲調性。 

111. 能透過樂曲的演唱，體驗大海給予人的感覺。 

112. 能認識管弦樂曲《海》。 

113. 透過描述、分析等方式，說明個人創作形式與美感經驗。 

114. 能使用適當的視覺藝術語彙說明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115. 能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作品與聆聽發表。 

116. 能認識作曲家德布西。 



 

（二）六年級上學期之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計劃表 

1.學科領域：藝術與人文 

2.適用對象：一一○學年度上學期六年級學生 

3.架構圖： 

 

 

 

 

 

 

 

 

 

 

 

 

 

 

 

 

 

 

 

 

 

 

1.難忘的家鄉景色 

熟悉的家鄉 

寶島景致畫風 

捕捉景致構圖參考 

家鄉景致風情畫 

2.我是視覺魔術師 

美麗新創作 

視覺的魔術 

創意變變變 

還可以這樣變 

3.光影遊樂園 

光與影的多樣面貌 

影子變身術 

光影魔術大解密 

妝點生活的奇幻光影 

4.風中的精靈 

與風共舞 

風之雕塑 

風之幻想 

風之時尚 



 

 

 

 

 

 

 

 

 

 

 

 

 

 

 

 

 

 

 

 

 

 

 

 

 

 

 

 

6.「藝」想天開 

藝術創作 

C大調終止式 

音樂創作的技巧 

小星星變奏曲 

7.音樂與生活 

音樂與生活 

認識小調音樂 

認識五聲音階 

客家音樂薪傳 

5.管弦的樂響世界 

陽光進行曲 

認識 22拍 

認識管弦樂團 

認識指揮法 

指揮與合奏 

9.語言遊戲 

說六項 

說與聽 

說故事高手 

故事接龍 

即興對話 



 

10.螢光閃閃 

黑暗中的表演 

動手玩黑光 

黑光變變變 

點點螢光新世界 

11.溪邊的故事 

讀劇第一步 

讀出真感覺 

劇本分析 

讀劇練習與表演 



 

（三）六年級上學期九年一貫 藝術與人文 課程各單元內涵分析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一 

單元 1 
、 

難忘
的家
鄉景
色 
 

單元 5 
、 

管弦
的樂
響世
界 
 

單元 9 
、語
言遊
戲 

1-1 熟
悉的
家鄉 

 
5-1 
陽光
進行
曲 
 

9-1 說
六項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1.透過蒐集、觀察，探

索難忘的家鄉景色。 

2.能敘述自己印象中較

深刻的家鄉景色和個人

的特別感受。 

3.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

達感情。 

4.能用正確的節奏與音

高演唱歌曲。 

5.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6.能了解 rit.（漸慢）、

atempo（恢復原速）與

accel.（漸快）等速度術

語的意義，正確的演唱

與演奏。 

7.能在規定時間內，說

出六種東西的名稱。 

8.能從小組對話中，練

習焦點轉移的技巧。 

9.能與人分享遊戲的感

受。 

1.以引導語與圖例提示

學生探索印象中較深

刻的家鄉景色和個人

的特別感受。 

2.單元歌曲來自老約翰

．史特勞斯的《拉德

斯基進行曲》管弦樂

曲曲調，建議教師先

讓學生聆聽原始版本

，感受原曲的韻律與

風格後，再習唱此曲

。 

3.弱起拍的二二拍子樂

曲，教學時應注意拍

子的韻律感、正確的

樂句呼吸處，以及音

準與咬字。 

4.學生曾有在大家面前

發表的不知所措經驗

，本單元以簡單遊戲

為出發點，降低學生

在運用語言表達時不

安的心理因素。 

3 

教師準備： 

1.準備家鄉景色

圖片或書籍資料

。 

2.鋼琴（或風琴

）、歌曲 CD。 

3.曲譜掛圖。 

學生準備：事先

收集家鄉景色圖

片。 

動態評量 

卷宗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5.在表演中，為了避免

角色只是平淡的說出

自己的臺詞，而忽略

舞臺上正在進行的其

他對話；因此透過焦

點轉移的技巧練習，

讓學生敏銳的觀察彼

此關係，全面的關照

表演情境中正在進行

的事件。 

二 

單元 1 
、 

難忘
的家
鄉景
色 
 
 

單元 5 
、 

管弦
的樂
響世
界 
 

單元 9 
、語
言遊
戲 

1-2 
寶島
景致
畫風
、 

1-3 捕
捉景
致構
圖參
考 
 

5-2 
認識

22 
拍 
 

9-2 
說與
聽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述、

1.能從藝術家作品中，

欣賞創作題材與呈現方

式的差異及變化。 

2.能透過觀察分享自己

的想法。 

3.運用地平線為構圖空

間的基準，營造趣味和

效果，進行創作學習。 

4.體會中國傳統水墨多

角度構圖，增加視覺變

化，進行創作學習。 

5.能正確的了解 22 拍的

意義。 

6.能正確的拍打與念唱

22 拍的節奏型。 

1.以引導語與圖例提示

學生探索以家鄉為主

題的水墨作品，引導

學生認識藝術家。 

2.拓展學生觀察作品在

表現形式與技法的差

異。 

3.以引導語與圖例提示

學生運用地平線為構

圖空間的基準，營造

趣味和效果，進行創

作具個人風格的水墨

作品。 

4.引導學生構築創作畫

面的步驟，進行創作

3 

教師準備： 

1.教學圖卡、藝

術家資料。 

2.視聽設備。 

3.曲譜掛圖。 

4.鋼琴、音樂 CD

。 

 

學生準備： 

1.蒐集以臺灣家

鄉為主題的圖片

。 

2.水墨畫用具。 

動態評量 

卷宗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7.能認識升 Re 的直笛指

法。 

8.能依節奏和音高演奏

樂曲。 

9.能從小組對話中，練

習焦點轉移的技巧。 

10.能與人分享遊戲的感

受。 

學習。 

5.此節內容為認識複拍

子 22 拍的概念與意義

，應注意學生的先備

知識，建立正確的節

拍與節奏的觀念。教

師也可引導學生隨著

音樂的律動，用肢體

感受二拍子的律動。 

6.學生曾有在大家面前

發表的不知所措經驗

，本單元以簡單遊戲

為出發點，降低學生

在運用語言表達時不

安的心理因素。 

7.在表演中，為了避免

角色只是平淡的說出

自己的臺詞，而忽略

舞臺上正在進行的其

他對話；因此透過焦

點轉移的技巧練習，

讓學生敏銳的觀察彼

此關係，全面的關照

表演情境中正在進行

的事件。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三 

單元 1 
、 

難忘
的家
鄉景
色 
 

單元 5 
、 

管弦
的樂
響世
界 
 

單元 9 
、語
言遊
戲 

1-3 
捕捉
景致
構圖
參考 

 
5-3 
認識
管弦
樂團 

 
9-3 
說故
事高
手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1.運用地平線為構圖空

間的基準，營造趣味和

效果，進行創作學習。 

2.體會中國傳統水墨多

角度構圖，增加視覺變

化，進行創作學習。 

3.能認識管弦樂團的樂

器編制。 

4.能說出管弦樂團中弦

樂器、木管樂器、銅管

樂器、打擊樂器的位置

。 

5.能欣賞樂曲《驚愕》

交響曲第二樂章。 

6.能認識音樂家海頓。 

7.能在情境中，尋找與

人即興對話的機會。 

8.能從參與中構思故事

情節，並發展出不同的

故事延續方向。 

9.能欣賞他組作品並分

享心得。 

1.以引導語與圖例提示

學生運用地平線為構

圖空間的基準，營造

趣味和效果，進行創

作具個人風格的水墨

作品。 

2.引導學生構築創作畫

面的步驟，進行創作

學習。 

3.本節次認識西洋管弦

樂團的樂器編制與演

出形式，藉由管弦樂

曲的欣賞，感受管弦

樂團豐富多變的音響

效果。 

4.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音

樂的變化，以及作曲

家在樂曲中的應用。 

5.如何將自己表達的內

容說得精采，吸引觀

眾的目光是需要多次

的練習。本節次以學

生經驗為出發點，嘗

試運用語言表達抒發

某一事件的感受。 

3 

教師準備： 

1.教學圖卡、視

聽設備。 

2.教學掛圖、樂

曲 CD 或影片。 

3.音樂家生平簡

介資料。 

 

學生準備：水墨

畫用具。 

卷宗評量 

實作評量 

動態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與見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6.表演時，常有無法預

期的情況發生，卻又

必須讓故事不跳脫主

題的前提之下順暢的

接續，因此利用即興

的故事接龍遊戲，讓

學生發揮創意，在同

一主題脈絡中構思故

事中的人物與事件。 

四 

單元 1 
、 

難忘
的家
鄉景
色 
 

單元 5 
、 

管弦
的樂
響世
界 
 

單元 9 
、語
言遊
戲 

1-3 捕
捉景
致構
圖參
考 
 

5-4 
認識
指揮
法 
 

9-4 故
事接
龍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1.運用地平線為構圖空

間的基準，營造趣味和

效果，進行創作學習。 

2.體會中國傳統水墨多

角度構圖，增加視覺變

化，進行創作學習。 

3.能了解樂團指揮的意

義。 

4.能學習各種拍子的指

揮法，並配合曲子指揮

。 

5.在同一主題脈絡下即

興接說故事。 

6.能從參與中構思故事

情節，並發展出不同的

故事延續方向。 

1.以引導語與圖例提示

學生運用地平線為構

圖空間的基準，營造

趣味和效果，進行創

作具個人風格的水墨

作品。 

2.引導學生構築創作畫

面的步驟，進行創作

學習。 

3.藉由引導語使學生了

解指揮在樂團中所擔

任的角色與意義。 

4.以課本圖片引導學生

學習正確基本動作，

學習不同拍子指揮時

的步驟。 

3 

教師準備： 

1.教學圖卡 

、視聽設備。 

2.教學掛圖。 

3.樂曲 CD 或影片

。 

 

學生準備：水墨

畫用具。 

卷宗評量 

實作評量 

動態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7.能欣賞他組作品並分

享心得。 

5.如何將自己表達的內

容說得精采，吸引觀

眾的目光是需要多次

的練習。本節次以學

生經驗為出發點，嘗

試運用語言表達抒發

某一事件的感受。 

6.表演時，常有無法預

期的情況發生，卻又

必須讓故事不跳脫主

題的前提之下順暢的

接續，因此利用即興

的故事接龍遊戲，讓

學生發揮創意，在同

一主題脈絡中構思故

事中的人物與事件。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五 

單元 1 
、 

難忘
的家
鄉景
色 
 

單元 5 
、 

管弦
的樂
響世
界 
 

1-4 
家鄉
景致
風情
畫 
 

5-5 
指揮
與合
奏 
 

9-5 即
興對
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1.透過藝術創作活動及

作品，呈現多元藝術文

化的認知，美化生活環

境和個人心靈。 

2.能規畫水墨展教室場

地的布置及參觀動線。 

3.能指揮小型合奏曲《

驚愕交響曲》。 

4.能以三角鐵、大鼓創

1.讓學生透過藝術創作

活動及作品的製作，

觀察美的存在。 

2.將水墨作為創作表現

的一種形式，與人分

享創作的內容及特點

，並述說作品的表現

媒材技法。 

3.能協同布置展覽場地

3 

教師準備： 

1.曲譜掛圖、樂

曲 CD。 

2.鋼琴、直笛、

三角鐵、大鼓。 

 

學生準備：解說

員解說資料。 

卷宗評量 

實作評量 

動態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單元 9 
、語
言遊
戲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作簡易的二四拍節奏。 

5.能與同儕合作，奏出

小型合奏曲《驚愕交響

曲》。 

6.能透過分享了解說故

事的基本技巧。 

7.能將故事情境作延續

，並充實故事內容。 

8.能與人合作，嘗試一

段即興作品演出。 

9.能分享參與演出後的

感受與收穫。 

，並能擔任解說工作

。 

4.透過鑑賞活動，浸潤

式學習，體會美的進

行。 

5.能與同儕有良好默契

，發揮團隊合作的精

神，以小組方式演奏

出小型合奏曲《驚愕

交響曲》。 

6.能運用先前的學習經

驗，創作喜愛的節奏

，並享受演奏的樂趣

。 

7.讓學生當個指揮家，

從指揮樂團的過程中

，了解指揮的角色意

義。 

8.藉由分組練習、自主

創作的學習活動，培

養學生獨立思考的精

神與演奏的基本能力

，並展現其獨特的創

意與風格。 

9.即興表演與依照劇本

角色的限制。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演出的不同之處在於

，有許多對話及情節

無法事前掌握，因此

充滿挑戰及趣味。 

10.在教學設計上，透

過基本情境的設定，

讓學生從與人互動當

中，產生即興對話的

能力及建構戲劇情節

。 

11.從小組互動中，自

然建構人物、對話及

情節，共同完成一段

簡單的即興作品。 

六 

單元 2 
、我
是視
覺魔
術師 

 
單元 6 
、 

「藝
」想
天開 

 
單元 9 
、語
言遊
戲 

2-1 
美麗
新創
作 
 

6-1 
藝術
創作 

 
9-5 
即興
對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1.能了解創作運用的媒

材相當廣泛。 

2.能欣賞不同媒材的藝

術創作。 

3.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

達感情。 

4.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

高演唱歌曲。 

5.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6.能透過分享了解說故

事的基本技巧。 

1.經由討論並分享，了

解創作媒材的豐富樣

貌。 

2.透過圖片引導，了解

創作媒材的多元性。 

3.由歌曲習唱中，讓學

生了解歌詞含意，運

用歌聲與生活經驗結

合，表現演唱的自信

與樂趣。 

4.此曲為三四拍子樂曲

3 

教師準備： 

1.各種利用廢棄

物表現的創作圖

片。 

2.鋼琴（或風琴

）或歌曲 CD。 

3.曲譜掛圖。 

 

學生準備：高音

直笛。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5 體認社會和歷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7.能將故事情境作延續

，並充實故事內容。 

8.能與人合作，嘗試一

段即興作品演出。 

9.能分享參與演出後的

感受與收穫。 

，教師教學時應注意

三拍子的韻律感、節

奏的準確度，以及演

唱的音準與咬字。 

5.即興表演與依照劇本

演出的不同之處在於

，有許多對話及情節

無法事前掌握，因此

充滿挑戰及趣味。 

6.在教學設計上，透過

基本情境的設定，讓

學生從與人互動當中

，產生即興對話的能

力及建構戲劇情節。 

7.從小組互動中，自然

建構人物、對話及情

節，共同完成一段簡

單的即興作品。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異

。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

本權利，並瞭解人

權與社會責任的關

係。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環境，並透過對於

相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

重要。 

4-3-2 能分析各國之

環境保護策略，並

與我國之相關做法

做比較。 

5-3-1 具有參與規劃

校園環境調查活動

的經驗。 

◎家政教育 

1-3-3 接納他人所喜

歡的食物。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七 

單元 2 
、我
是視
覺魔
術師 

 
單元 6 
、 

「藝
」想
天開 

 
單元

10 
、螢
光閃
閃 

2-2 
視覺
的魔
術 
 

6-2 
C 

大調
終止
式 
 

10-1 
黑暗
中的
表演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

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1.能欣賞本土創作者多

元素材創作的作品。 

2.能了解創作素材多元

的背後意涵。 

3.能了解終止式的意義

。 

4.能聽辨、感受 C 大調

終止式的進行 

5.能正確的合唱練習 C

大調終止式。 

6.能了解並欣賞黑光劇

的表演方法。 

7.能理解黑光劇戲偶的

各種組成元素 

8.能分享欣賞的心得。 

1.欣賞本土創作者不同

素材所創作的作品。 

2.了解創作者選擇素材

創作的背後意涵。 

3.終止式是調性和聲中

重要的概念，除了樂

譜上和弦進行的分析

外，最重要的是音樂

聲響中對於終止的感

受。藉由和弦終止式

的認識，進而了解音

樂的術語和樂理，以

充實音樂的知能，感

受其中之深意。 

4.欣賞黑光劇後，能增

加對黑光劇的認識與

興趣。 

5.學生透過黑光劇發現

黑光劇的特色，找到

角色動作的特點，從

角色動作作表現。 

3 

教師準備： 

1.生活物品創作

圖片、本土藝術

家創作圖片數張

。 

2.鋼琴（或風琴

）、教學掛圖。 

3.黑光劇影片。 

4.黑光劇戲偶。 

 

學生準備：準備

含螢光材質的物

品，例如布、手

套、塑膠軟管、

現成物品。 

真實評量 

實作評量 

動態評量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

本權利，並瞭解人

權與社會責任的關

係。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

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9%9B%BB%E8%85%A6%E5%A4%9A%E5%AA%92%E9%AB%94%E8%A8%AD%E5%82%99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

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

中喜愛的藝術小品，如

：純藝術、商業藝術、

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

活的愛好。 

環境，並透過對於

相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

重要。 

4-3-2 能分析各國之

環境保護策略，並

與我國之相關做法

做比較。 

5-3-1 具有參與規劃

校園環境調查活動

的經驗。 

◎家政教育 

1-3-3 接納他人所喜

歡的食物。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八 

單元 2 
、我
是視
覺魔
術師 

 
單元 6 
、 

「藝
」想
天開 

 
單元

2-3 
創意
變變
變 
 

6-3 
音樂
創作
的技
巧 
 

10-2 
動手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能運用工具，進行各

種素材的剪裁。 

2.能運用各種黏貼媒材

，將素材黏貼起來。 

3.能仔細觀察生活周遭

的事物，並運用成為創

作。 

4.能認識音樂樂理與創

1.安全的使用及選擇各

種適當工具。 

2.選擇合適的黏貼媒材

進行黏貼。 

3.透過觀察，了解生活

中各種媒材的外觀及

特性。 

4.音樂創作是一個相當

3 

教師準備： 

1.鉗子、熱熔槍

、熱熔膠、大型

剪刀。 

2.鋼琴（或風琴

）。 

3.節奏練習卡、

教學掛圖。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

本權利，並瞭解人

權與社會責任的關

係。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10 
、螢
光閃
閃 

玩黑
光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

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作的概念。 

5.能認識上行、下行、

反覆、同音反覆、級進

與跳進等創作技巧。 

6.能具體實踐節奏與曲

調創作練習。 

7.能了解並欣賞黑光劇

的表演方法。 

8.能理解黑光劇戲偶的

各種組成元素。 

9.能分享欣賞的心得。 

複雜的過程，必須對

於歌詞韻律、節拍、

節奏與音符的概念有

一定的基礎，教學時

應注意學生的先備知

識，並引導學生透過

想像力與生活經驗進

行創作，引起學生的

創作動機與樂趣。 

5.引導學生了解音樂的

元素，以及作曲家在

樂曲中的應用。 

6.欣賞黑光劇後，能增

加對黑光劇的認識與

興趣。 

7.每種角色在製作的同

時，要注意材料與材

料之間的應用性及結

合性；能從製作中發

現各種現成物及不同

材質物品的組合及變

化。 

4.黑光劇影片。 

5.黑光劇戲偶。 

 

學生準備： 

1.白膠、棉花棒

、工作手套。 

2.準備含螢光材

質的物品，例如

布、手套、塑膠

軟管、現成物品

。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環境，並透過對於

相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

重要。 

4-3-2 能分析各國之

環境保護策略，並

與我國之相關做法

做比較。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

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9%9B%BB%E8%85%A6%E5%A4%9A%E5%AA%92%E9%AB%94%E8%A8%AD%E5%82%99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

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

中喜愛的藝術小品，如

：純藝術、商業藝術、

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

活的愛好。 

5-3-1 具有參與規劃

校園環境調查活動

的經驗。 

◎家政教育 

1-3-3 接納他人所喜

歡的食物。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九 

單元 2 
、我
是視
覺魔
術師 

 
單元 6 
、 

「藝
」想
天開 

 
單元
10、
螢光
閃閃 

2-4 
還可
以這
樣變 

 
6-3 
音樂
創作
的技
巧 
 

10-2 
動手
玩黑
光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

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1.能利用各種回收物或

身邊物品，進行創作。 

2.能將物品拆解後重新

組合。 

3.能認識音樂樂理與創

作的概念。 

4.能認識上行、下行、

反覆、同音反覆、級進

與跳進等創作技巧。 

5.能具體實踐節奏與曲

調創作練習。 

6.能了解並欣賞黑光劇

的表演方法。 

7.能理解黑光劇戲偶的

各種組成元素 

8.能分享欣賞的心得。 

1.觀察身邊物品的形狀

，思考成為創作元素

的可能。 

2.仔細拆解不用的物品

，發揮想像力。 

3.運用身邊的物品或回

收物進行創作。 

4.音樂創作是一個相當

複雜的過程，必須對

於歌詞韻律、節拍、

節奏與音符的概念有

一定的基礎，教學時

應注意學生的先備知

識，並引導學生透過

想像力與生活經驗進

行創作，引起學生的

3 

教師準備： 

1.各類回收物創

作圖片或照片、

回收物。 

2.鋼琴（或風琴

）。 

3.節奏練習卡、

教學掛圖。 

4.黑光劇影片。 

5.黑光劇戲偶。 

 

學生準備： 

1.各類回收物、

家中不用的玩具

、文具用品等。  

2.準備含螢光材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

本權利，並瞭解人

權與社會責任的關

係。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

訊。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

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

中喜愛的藝術小品，如

：純藝術、商業藝術、

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

活的愛好。 

創作動機與樂趣。 

5.引導學生了解音樂的

元素，以及作曲家在

樂曲中的應用。 

6.欣賞黑光劇後，能增

加對黑光劇的認識與

興趣。 

7.每種角色在製作的同

時，要注意材料與材

料之間的應用性及結

合性；能從製作中發

現各種現成物及不同

材質物品的組合及變

化。 

質的物品，例如

布、手套、塑膠

軟管、現成物品

。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並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環境，並透過對於

相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

重要。 

4-3-2 能分析各國之

環境保護策略，並

與我國之相關做法

做比較。 

5-3-1 具有參與規劃

校園環境調查活動

的經驗。 

◎家政教育 

1-3-3 接納他人所喜

歡的食物。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9%9B%BB%E8%85%A6%E5%A4%9A%E5%AA%92%E9%AB%94%E8%A8%AD%E5%82%99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問題及做決定。 

十 

單元 2 
、我
是視
覺魔
術師 

 
單元 6 
、 

「藝
」想
天開 

 
單元

10 
、螢
光閃
閃 

2-4 
還可
以這
樣變 

 
6-4 
小星
星變
奏曲 

 
10-3 
黑光
變變
變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

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1.能利用各種回收物或

身邊物品，進行創作。 

2.能將物品拆解後重新

組合。 

3.能認識《小星星變奏

曲》。 

4.能認識作曲家莫札特

。 

5.能了解主題與變奏曲

的意義與關係。 

6.能利用卡紙和螢光漆

製作黑光戲偶。 

7.能發現黑光戲偶不同

材質組合的可能性。 

8.能和同學互相找到表

演黑光戲偶的重點。 

1.觀察身邊物品的形狀

，思考成為創作元素

的可能。 

2.仔細拆解不用的物品

，發揮想像力。 

3.運用身邊的物品或回

收物進行創作。 

4.本單元的學習重心在

於理解透過音樂的創

作，體驗音樂的表達

與技巧運用，並透過

音樂欣賞，認識莫札

特的鋼琴作品與內涵

，感受美感經驗。 

5.學生利用螢光漆做布

景或道具配件，操作

黑光戲偶的同時發現

戲偶移動的的變化找

到角色的特性、故事

的建立。 

6.藉由戲偶的動作與角

色的建立將戲劇成立

。 

2 

教師準備： 

1.各類回收物創

作圖片或照片、

回收物。 

2.鋼琴（或風琴

）、教學掛圖。 

3.樂曲 CD 或影片

。 

4.螢光漆、畫紙

、報紙、塑膠軟

管、毛根、剪刀

、白膠、戲偶數

隻。 

 

學生準備： 

1.各類回收物、

家中不用的玩具

、文具用品等。 

2.彩繪工具、剪

刀、白膠、雙面

膠、圍裙、報紙

、自製黑光戲偶

。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

本權利，並瞭解人

權與社會責任的關

係。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環境教育 

3-3-2 能主動親近並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

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9%9B%BB%E8%85%A6%E5%A4%9A%E5%AA%92%E9%AB%94%E8%A8%AD%E5%82%99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劃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

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

中喜愛的藝術小品，如

：純藝術、商業藝術、

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

活的愛好。 

關懷學校與社區的

環境，並透過對於

相關環境議題的瞭

解，體會環境權的

重要。 

4-3-2 能分析各國之

環境保護策略，並

與我國之相關做法

做比較。 

5-3-1 具有參與規劃

校園環境調查活動

的經驗。 

◎家政教育 

1-3-3 接納他人所喜

歡的食物。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十一 

單元 3 
、光
影遊
樂園 

 
單元 7 
、音
樂與
生活 

 
單元

3-1 
光與
影的
多樣
面貌 

 
7-1 
音樂
與生
活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1.光線具有多種樣貌，

如自然光、人造光、色

光、聚光、散光等，照

射物體後也投射各種樣

貌的影子，豐富的景象

提供我們精采的視覺感

受與美感經驗。 

1.光與影是生活中常見

的自然現象，雖平凡

卻多變有趣，在不同

光源下有時具象，有

時抽象，透過觀察及

引導，可從中找到許

多平時未曾注意的美

3 

教師準備： 

1.教學掛圖。 

2.蒐集本地(縣市)

文化中心、音樂

廳館等相關展演

場所之音樂活動

資訊。 

動態評量 

真實評量 

實作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2-3-7 設計性別合作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10 
、螢
光閃
閃 

10-3 
黑光
變變
變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

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2.藉由光影特性及豐富

美感，從中衍生妝點生

活美感的創作表現。 

3.認識生活中的各種音

樂活動，進而樂於接觸

與欣賞。 

4.認識、了解各種參加

藝文活動的途徑。 

5.能運用各種媒介，搜

尋音樂活動訊息。 

6.分享欣賞音樂活動的

經驗與感想。 

7.能利用卡紙和螢光漆

製作黑光戲偶。 

8.能發現黑光戲偶不同

材質組合的可能性。 

9.能和同學互相找到表

演黑光戲偶的重點。 

感。 

2.認識在地生活中的各

種藝文展演場所，並

能主動參加音樂活動

，培養正當的休閒活

動。 

3.透過老師的引導與介

紹，鼓勵學生參加各

種藝文活動，並能了

解各種媒介所傳達的

藝文資訊。 

4.學生利用螢光漆做布

景或道具配件，操作

黑光戲偶的同時發現

戲偶移動的的變化找

到角色的特性、故事

的建立。 

5.藉由戲偶的動作與角

色的建立將戲劇成立

。 

3.螢光漆、畫紙

、報紙、塑膠軟

管、毛根、剪刀

、白膠、戲偶數

隻。 

 

學生準備：彩繪

工具、剪刀、白

膠、雙面膠、圍

裙、報紙、自製

黑光戲偶。 

的組織與活動。 

3-3-5 學習性別團隊

合作，積極參與活

動。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

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

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

中喜愛的藝術小品，如

：純藝術、商業藝術、

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

活的愛好。 

十二 

單元 3 
、光
影遊
樂園 

 
單元 7 
、音
樂與
生活 

 
單元
10、
螢光
閃閃 

3-2 
影子
變身
術 
 

7-2 
認識
小調
音樂 

 
10-4 
點點
螢光
新世
界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

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1.認知不同光源條件造

成影子輪廓的影響。 

2.能控制不同高低、遠

近、角度的光源投射自

己計畫構成的影子形態

。 

3.能認識小調音樂的意

義。 

4.能欣賞並演唱客家小

調〈天公落水〉。 

5.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

高演唱歌曲。 

6.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7.能欣賞西洋小調〈三

1.投影方式不同，會讓

影子輪廓、色彩產生

改變，成為創作時的

變數，豐富創作元素

。 

2.本節次透過遊戲讓學

生體驗控制看似抽象

的影子形狀，讓影子

成為創作媒材。 

3.小調音樂是族群生活

的縮影，藉由演唱、

聆賞不同族群的小調

歌曲，感受多樣的民

情文化與音樂特色。 

3 

教師準備： 

1.教學掛圖。 

2.鋼琴（或風琴

）、歌曲 CD。 

3.曲譜掛圖、教

學圖卡。 

4.黑光戲偶、黑

光場景設備、布

、音樂、數位相

機。 

 

學生準備：黑光

戲偶，布。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2-3-7 設計性別合作

的組織與活動。 

3-3-5 學習性別團隊

合作，積極參與活

動。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

訊。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

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

中喜愛的藝術小品，如

王進行曲〉。 

8.能發現黑光戲偶表演

的可能性。 

9.能了解並和同學合作

練習。 

10.能利用螢光戲偶分組

創作一段表演。 

4.小調音樂的特色在於

生活化，教師務求學

生的體驗與美感經驗

的形成，理解樂曲中

所表現的風土民情，

無須刻意要求背誦與

記憶。 

5.由歌曲習唱中了解歌

詞含意，運用歌聲與

生活經驗結合，表現

歌唱的自信與樂趣。 

6.學生能利用螢光戲偶

的動作建立角色的個

性，進而與其他戲偶

組合成一段戲劇表演

。 

7.藉由簡單的音樂與角

色表演創作一段有趣

的戲劇演出。 

活動。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純藝術、商業藝術、

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

活的愛好。 

十三 

單元 3 
、光
影遊
樂園 

 
單元 7 
、音
樂與
生活 

 
單元
10、
螢光
閃閃 

3-3 
光影
魔術
大解
密 
 

7-3 
認識
五聲
音階 

 
10-4 
點點
螢光
新世
界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

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1.利用影子延長、變形

的特性，構成創作畫面

。 

2.應用光影虛實、明暗

互換，構成具有創意的

作品。 

3.能認識五聲音階。 

4.能認識五聲音階的調

式。 

5.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

高演唱與演奏歌曲。 

6.能辨識五聲音階調式

。 

7.能發現黑光戲偶表演

的可能性。 

8.能了解並和同學合作

練習。 

9.能利用螢光戲偶分組

創作一段表演。 

1.不同光源性質（如散

射、投射），不同材

質的被照物（如透光

、不透光），會形成

迥異的影子型態，體

驗並嘗試控制，讓影

子成為創作媒材。 

2.影子創作的樂趣在轉

動物件，搭配構圖形

狀。 

3.五聲音階是臺灣傳統

歌曲廣泛使用的一種

音階，本單元藉由客

家民歌的欣賞與演唱

，了解五聲音階的組

成，以及認識調式的

意義，進一步體會其

中所呈現的獨特風格

與內涵。 

4.學生能利用螢光戲偶

的動作建立角色的個

3 

教師準備： 

1.教學掛圖、10W

燈泡（含燈座）

、手電筒。 

2.鋼琴（或風琴

）、歌曲 CD。 

3.教學掛圖、曲

譜掛圖。 

4.黑光戲偶、黑

光場景設備、布

、音樂、數位相

機。 

 

學生準備： 

1.一般物件（如

橡皮猜、紙盒）

、透明物件（如

中性筆蓋、寶特

瓶、有圖案 L 行

文件夾）；小型

物件，如積木、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2-3-7 設計性別合作

的組織與活動。 

3-3-5 學習性別團隊

合作，積極參與活

動。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

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

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

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

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

中喜愛的藝術小品，如

：純藝術、商業藝術、

生活藝術、民俗藝術、

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

活的愛好。 

性，進而與其他戲偶

組合成一段戲劇表演

。 

5.藉由簡單的音樂與角

色表演創作一段有趣

的戲劇演出。 

橡皮擦、紙盒、

寶特瓶蓋等。 

2.黑光戲偶，布

。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十四 

單元 3 
、光
影遊
樂園 

 

3-3 
光影
魔術
大解
密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利用影子延長、變形

的特性，構成創作畫面

。 

1.不同光源性質（如散

射、投射），不同材

質的被照物（如透光

3 

教師準備： 

1.教學掛圖、10W

燈泡（含燈座）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單元 7 
、音
樂與
生活 

 
單元
11、
溪邊
的故
事 

 
7-3 
認識
五聲
音階 

 
11-1 
讀劇
第一
步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2.應用光影虛實、明暗

互換，構成具有創意的

作品。 

3.能認識五聲音階。 

4.能認識五聲音階的調

式。 

5.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

高演唱與演奏歌曲。 

6.能辨識五聲音階調式

。 

7.能了解讀劇的基本方

式。 

8.能表現劇本中角色的

對話過程。 

9.能積極的參與讀劇的

過程。 

、不透光），會形成

迥異的影子型態，體

驗並嘗試控制，讓影

子成為創作媒材。 

2.影子創作的樂趣在轉

動物件，搭配構圖形

狀。 

3.五聲音階是臺灣傳統

歌曲廣泛使用的一種

音階，本單元藉由客

家民歌的欣賞與演唱

，了解五聲音階的組

成，以及認識調式的

意義，進一步體會其

中所呈現的獨特風格

與內涵。 

4.本單元重點在於讀劇

的練習，從接觸劇本

、閱讀劇本、分配角

色練習對話的過程，

讓學生了解到劇本和

演出之間的關係，透

過讀劇的練習，從劇

本的讀、演過程，體

驗戲劇排練歷程中演

、手電筒。 

2.鋼琴（或風琴

）、歌曲 CD。 

3.教學掛圖、曲

譜掛圖。 

4.戲劇表演的片

段影像。 

5.戲劇排練的每

一階段的過程。 

 

學生準備：一般

物件（如橡皮猜

、紙盒）、透明

物件（如中性筆

蓋、寶特瓶、有

圖案 L 行文件夾

）；小型物件，

如積木、橡皮擦

、紙盒、寶特瓶

蓋等。 

卷宗評量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2-3-7 設計性別合作

的組織與活動。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

的方式，表現對海

洋的尊重與關懷。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員接觸一個演出的最

初階段。 

5.從讀劇過程，了解劇

本、角色和角色之間

的關係，探索和發現

角色的各種特質，並

學習角色扮演的方法

是從劇本中找到依據

，發現劇本的每個細

節，深入的體驗與了

解劇本中的角色。  

十五 

單元 3 
、光
影遊
樂園 

 
單元 7 
、音
樂與
生活 

 
單元
11、
溪邊
的故
事 

3-4 
妝點
生活
的奇
幻光
影 
 

7-4 
客家
音樂
薪傳 

 
11-1 
讀劇
第一
步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1.將抽象的影子具體化

成為生活飾品。 

2.能正確選擇創作媒材

與表現技法。 

3.能認識客家音樂家楊

兆禎。 

4.能欣賞客家歌曲。 

5.能認識客家八音的意

義。 

6.能欣賞客家八音合奏

曲。 

7.能了解讀劇的基本方

式。 

8.能表現劇本中角色的

1.藉著跟隨光線變換形

狀的影子具象化，讓

學生體驗變形近乎抽

象的形狀，透過巧思

與創意，也能成為妝

點生活空間的圖像。 

2.將影子具體化，製造

生活空間虛實間的趣

味。 

3.認識臺灣的客籍音樂

家的生平故事，了解

早期音樂家為傳統客

家音樂的貢獻與事蹟

，對於音樂家之良好

3 

教師準備： 

1.卡典西德、噴

霧器、香皂、小

型燈泡與燈具。 

2.樂曲 CD 或影片

。 

3.戲劇表演的片

段影像。 

4.戲劇排練的每

一階段的過程。 

 

學生準備：

2000c.c 寶特瓶、

美工刀、剪刀。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卷宗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性別間的

互動與合作。 

2-3-4 參與適合性別

共同成長的終身學

習活動。 

2-3-7 設計性別合作

的組織與活動。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對話過程。 

9.能積極的參與讀劇的

過程。 

典範能見賢思齊。 

4.本單元透過欣賞客家

八音的作品，深層體

認本土文化，懂得珍

惜本土藝術。 

5.本單元重點在於讀劇

的練習，從接觸劇本

、閱讀劇本、分配角

色練習對話的過程，

讓學生了解到劇本和

演出之間的關係，透

過讀劇的練習，從劇

本的讀、演過程，體

驗戲劇排練歷程中演

員接觸一個演出的最

初階段。 

6.從讀劇過程，了解劇

本、角色和角色之間

的關係，探索和發現

角色的各種特質，並

學習角色扮演的方法

是從劇本中找到依據

，發現劇本的每個細

節，深入的體驗與了

解劇本中的角色。  

活動。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

的方式，表現對海

洋的尊重與關懷。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十六 

單元 4 
、風
中的
精靈 

 
單元 8 
、 

海洋
的聲
音 
 

單元
11、 
溪邊
的故
事 

4-1 
與風
共舞 
、4-2
風之
雕塑 

 
8-1 
大海
啊 
! 

故鄉 
 

11-2 
讀出
真感
覺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1.能透過資料收集過程

，發現生活中的風動藝

術。 

2.能從文字與影像資料

，思考風動藝術的面貌

。 

3.透過討論與分享，建

立對風動藝術的創作概

念。 

4.能運用電腦及網路搜

尋風動藝術家相關資料

。 

5.能發現風動藝術創作

材質與特性。 

6.能從藝術家作品欣賞

與分析歷程，說出風動

藝術具備的元素與特質

。 

7.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

達感情。 

8.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

高演唱歌曲。 

9.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10.能了解劇本中角色不

同的特質。 

1.影像與文字是日常生

活中容易取得的學習

素材，本節次教學活

動是結合平面媒體與

網際網路，引導學生

搜尋生活中風動藝術

的面貌。 

2.引導學生透過各種管

道搜尋資料，從欣賞

風動藝術作品解構創

作元素，透過觀察與

討論理解風動原理，

思考如何透過生活中

的素材創作風動藝術

作品。 

3.由歌曲習唱中，了解

歌詞含意，運用歌聲

與生活經驗結合，表

現歌唱的自信與樂趣

。 

4.此曲為三四拍子樂曲

，教學時應注意三拍

子的韻律感、節奏的

準確度，以及音準與

咬字。 

3 

教師準備： 

1.電腦、單槍、

投影幕。 

2.自製教學投影

片。 

3.鋼琴（或風琴

）、歌曲 CD。 

4.曲譜掛圖。 

5.準備各種人物

照片。 

 

學生準備： 

1.紙、筆、課前

收集相關資料。 

2.高音直笛。 

3.展示蒐集的照

片。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3 破除家庭、學

校與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及其造成的傷

害。 

3-3-4 辨識社會文化

中性別、階級與權

力的關係。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人權教育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力。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11.能感受角色的內心世

界，表現劇中角色的個

性和說話的方式。 

12.能和同學一起完成讀

劇的表演。 

5.本節次活動主要的目

的是更了解劇本所要

傳達的意義和所要建

立的角色，能夠深入

角色，讓角色更完整

，並以讀劇表演的方

式，進行一次讀劇表

演。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

的方式，表現對海

洋的尊重與關懷。 

十七 

單元 4 
、風
中的
精靈 

 
單元 8 
、 

海洋
的聲
音 
 

單元
11、 
溪邊
的故
事 

4-3 
風之
幻想 

 
8-2 
音樂
基礎
練習 

 
11-3 
劇本
分析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1.能構思創作主題，收

集創作素材。 

2.能設計繪製具個人特

色的創作。 

3.透過討論、分析等方

式，表達對藝術創作的

審美經驗與見解。 

4.探索多元藝術創作型

態，表現個人想像力與

創意。 

5.能了解三部合唱的意

義。 

6.能正確的進行三部合

唱，感受和聲之美。 

7.能認識節拍器。 

8.能認識速度與速度術

語的意義。 

1.透過引導、討論、發

現、搜尋等活動，了

解並具備創作作品的

基本知識與能力。 

2.透過討論、發表與體

驗活動使學生養成主

動學習型態，運用構

思發揮個人想像與創

意，逐步完成具個人

情感的創作。 

3.速度的概念是一種較

為抽象的概念，教學

時應注意學生的先備

知識，引導學生感受

速度的表現，進一步

認識節拍器與速度術

語。 

3 

教師準備： 

1.電腦、單槍、

投影幕。 

2.自製教學投影

片。 

3.創作工具數套

：尖嘴鉗、熱熔

膠、熱熔膠條、

美工刀、寶特瓶

專用剪、寶麗龍

膠、布剪、切割

墊、錐子、手套

、老虎鉗、打孔

機、鑽孔機、壓

克力刀、鐵鎚、

鋼釘等。 

4.鋼琴（或風琴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3 破除家庭、學

校與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及其造成的傷

害。 

3-3-4 辨識社會文化

中性別、階級與權

力的關係。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9.能了解劇本中角色不

同的特質。 

10.能感受角色的內心世

界，表現劇中角色的個

性和說話的方式。 

11.能和同學一起完成讀

劇的表演。 

4.本節次活動主要的目

的是更了解劇本所要

傳達的意義和所要建

立的角色，能夠深入

角色，讓角色更完整

，並以讀劇表演的方

式，進行一次讀劇表

演。 

）、歌曲 CD。 

5.教學掛圖。 

6.準備各種人物

照片。 

 

學生準備： 

1.課前收集創作

素材或裝飾材料

。 

2.用具：白膠、

創作的紙材或線

材、剪刀、壓克

力顏料等。 

3.展示蒐集的照

片。 

概念。 

◎人權教育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力。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

的方式，表現對海

洋的尊重與關懷。 

決問題。 

十八 

單元 4 
、風
中的
精靈 

 
單元 8 
、 

海洋
的聲
音 
 

單元
11、
溪邊
的故
事 

4-3 
風之
幻想 

 
8-3 
音樂
感知 

 
11-3 
劇本
分析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1.能構思創作主題，收

集創作素材。 

2.能設計繪製具個人特

色的創作。 

3.透過討論、分析等方

式，表達對藝術創作的

審美經驗與見解。 

4.探索多元藝術創作型

態，表現個人想像力與

創意。 

1.透過引導、討論、發

現、搜尋等活動，了

解並具備創作作品的

基本知識與能力。 

2.透過討論、發表與體

驗活動使學生養成主

動學習型態，運用構

思發揮個人想像與創

意，逐步完成具個人

情感的創作。 

3 

教師準備： 

1.電腦、單槍、

投影幕。 

2.自製教學投影

片。 

3.創作工具數套

：尖嘴鉗、熱熔

膠、熱熔膠條、

美工刀、寶特瓶

專用剪、寶麗龍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3 破除家庭、學

校與社會中的性別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5.能聽辨、記憶曲調旋

律。 

6.能正確的聽辨樂曲調

性。 

7.能了解劇本中角色不

同的特質。 

8.能感受角色的內心世

界，表現劇中角色的個

性和說話的方式。 

9.能和同學一起完成讀

劇的表演。 

3.本節次的學習重心在

於體驗音樂的曲調的

感知與記憶，透過學

習的活動使學生建立

音感基礎能力，並能

對於曲調旋律的記憶

有所增進。 

4.本節次活動主要的目

的是更了解劇本所要

傳達的意義和所要建

立的角色，能夠深入

角色，讓角色更完整

，並以讀劇表演的方

式，進行一次讀劇表

演。 

膠、布剪、切割

墊、錐子、手套

、老虎鉗、打孔

機、鑽孔機、壓

克力刀、鐵鎚、

鋼釘等。 

4.鋼琴（或風琴

）、教學掛圖。 

5.準備各種人物

照片。 

 

學生準備： 

1.課前收集創作

素材或裝飾材料

。 

2.用具：白膠、

創作的紙材或線

材、剪刀、壓克

力顏料等。 

3.展示蒐集的照

片。 

歧視及其造成的傷

害。 

3-3-4 辨識社會文化

中性別、階級與權

力的關係。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人權教育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力。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

的方式，表現對海

洋的尊重與關懷。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十九 

單元 4 
、風
中的
精靈 

 

4-3 
風之
幻想 

 
8-4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能構思創作主題，收

集創作素材。 

2.能設計繪製具個人特

1.透過引導、討論、發

現、搜尋等活動，了

解並具備創作作品的

3 

教師準備： 

1.電腦、單槍、

投影幕。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單元 8 
、 

海洋
的聲
音 
 

單元
11、
溪邊
的故
事 

欣賞
《海
》 
 

11-4 
讀劇
練習
與表
演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色的創作。 

3.透過討論、分析等方

式，表達對藝術創作的

審美經驗與見解。 

4.探索多元藝術創作型

態，表現個人想像力與

創意。 

5.能透過樂曲的演唱，

體驗大海給予人的感覺

。 

6.能認識管弦樂曲《海

》。 

7.能了解劇本中角色不

同的特質。 

8.能感受角色的內心世

界，表現劇中角色的個

性和說話的方式。 

9.能和同學一起完成讀

劇的表演。 

基本知識與能力。 

2.透過討論、發表與體

驗活動使學生養成主

動學習型態，運用構

思發揮個人想像與創

意，逐步完成具個人

情感的創作。 

3.本節次的學習重心在

於理解透過音樂的創

作，體驗音樂的表達

與技巧運用，並透過

音樂欣賞德布西的管

弦樂作品與內涵，感

受美感經驗。 

4.本節次活動主要的目

的是更了解劇本所要

傳達的意義和所要建

立的角色， 

能夠深入角色，讓角

色更完整，並以讀劇

表演的方式，進行一

次讀劇表演。 

2.自製教學投影

片。 

3.創作工具數套

：尖嘴鉗、熱熔

膠、熱熔膠條、

美工刀、寶特瓶

專用剪、寶麗龍

膠、布剪、切割

墊、錐子、手套

、老虎鉗、打孔

機、鑽孔機、壓

克力刀、鐵鎚、

鋼釘等。 

4.鋼琴（或風琴

）。 

5.音樂 CD。 

 

學生準備： 

1.課前收集創作

素材或裝飾材料

。 

2.用具：白膠、

創作的紙材或線

材、剪刀、壓克

力顏料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3 破除家庭、學

校與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及其造成的傷

害。 

3-3-4 辨識社會文化

中性別、階級與權

力的關係。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人權教育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力。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海洋教育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3-3-7 透過藝術創作

的方式，表現對海

洋的尊重與關懷。 

二十 

單元 4 
、風
中的
精靈 

 
單元 8 
、 

海洋
的聲
音 
 

單元
11、
溪邊
的故
事 

4-4 
風之
時尚 

 
8-4 
欣賞
《海
》 
 

11-4 
讀劇
練習
與表
演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1.透過描述、分析等方

式，說明個人創作形式

與美感經驗。 

2.能使用適當的視覺藝

術語彙說明作品的特徵

和價值。 

3.能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作品與聆聽發

表。 

4.能透過樂曲的演唱，

體驗大海給予人的感覺

。 

5.能認識作曲家德布西

。 

6.能了解劇本中角色不

同的特質。 

7.能感受角色的內心世

界，表現劇中角色的個

性和說話的方式。 

8.能和同學一起完成讀

劇的表演。 

1.學生能透過一系列「

發現、探索、體驗」

等活動，理解風動藝

術創作目的、構成要

素、設計個人作品、

發表創作構思。 

2.期使學生能了解多元

素材創作與生活息息

相關，進而發現藝術

與生活的密切型態。 

3.本節次的學習重心在

於理解透過音樂的創

作，體驗音樂的表達

與技巧運用，並透過

音樂欣賞德布西的管

弦樂作品與內涵，感

受美感經驗。 

4.本節次活動主要的目

的是更了解劇本所要

傳達的意義和所要建

立的角色，能夠深入

3 

教師準備： 

1.電腦、單槍、

投影幕。 

2.數位相機、攝

影機。 

3.提供展場。 

4.學習單。 

5.鋼琴（或風琴

）。 

6.音樂 CD。 

 

學生準備：完成

的風動藝術作品

。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3 破除家庭、學

校與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及其造成的傷

害。 

3-3-4 辨識社會文化

中性別、階級與權

力的關係。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人權教育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角色，讓角色更完整

，並以讀劇表演的方

式，進行一次讀劇表

演。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力。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

的方式，表現對海

洋的尊重與關懷。 

二十一 

單元 4 
、風
中的
精靈 

 
單元 8 
、 

海洋
的聲
音 
 

單元
11、
溪邊
的故
事 

4-4 
風之
時尚 

 
8-4 
欣賞
《海
》 
 

11-4 
讀劇
練習
與表
演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

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

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

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畫、有感情及思想的創

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

技法、形式，表現個人

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

術作品。 

1.透過描述、分析等方

式，說明個人創作形式

與美感經驗。 

2.能使用適當的視覺藝

術語彙說明作品的特徵

和價值。 

3.能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作品與聆聽發

表。 

4.能透過樂曲的演唱，

體驗大海給予人的感覺

。 

5.能認識作曲家德布西

。 

1.學生能透過一系列「

發現、探索、體驗」

等活動，理解風動藝

術創作目的、構成要

素、設計個人作品、

發表創作構思。 

2.期使學生能了解多元

素材創作與生活息息

相關，進而發現藝術

與生活的密切型態。 

3.本節次的學習重心在

於理解透過音樂的創

作，體驗音樂的表達

與技巧運用，並透過

3 

教師準備： 

1.電腦、單槍、

投影幕。 

2.數位相機、攝

影機。 

3.提供展場。 

4.學習單。 

5.鋼琴（或風琴

）。 

6.音樂 CD。 

 

學生準備：完成

的風動藝術作品

。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1 學習分享性別

的成長經驗。 

3-3-2 瞭解傳統性別

角色的限制。 

3-3-3 破除家庭、學

校與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及其造成的傷

害。 

3-3-4 辨識社會文化

中性別、階級與權

一、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週次 單元 
活動
名稱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 

十大基本能力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

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

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

聽覺、動覺藝術用語，

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

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

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

術知能，設計、規畫並

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6.能了解劇本中角色不

同的特質。 

7.能感受角色的內心世

界，表現劇中角色的個

性和說話的方式。 

8.能和同學一起完成讀

劇的表演。 

音樂欣賞德布西的管

弦樂作品與內涵，感

受美感經驗。 

4.本節次活動主要的目

的是更了解劇本所要

傳達的意義和所要建

立的角色，能夠深入

角色，讓角色更完整

，並以讀劇表演的方

式，進行一次讀劇表

演。 

力的關係。 

3-3-5 批判並分析資

訊媒體中性別迷思

概念。 

◎人權教育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力。 

3-2-2 培養互助合作

的工作態度。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

的方式，表現對海

洋的尊重與關懷。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南投縣 草屯鎮 坪頂 國民小學一一一學年度 下學期 六年級 藝術與人文 課程計畫 

（一）六年級下學期之學習目標 

1. 透過欣賞圖片，體會宗教與人文的關係。 

2. 能了解宗教建築和信仰的關係。 

3. 能詳細的敘述，分享宗教建築的裝飾及造型所帶來的感受。 

4. 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達感情。 

5. 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唱歌曲。 

6. 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7. 能認識曲式二段式的意義。 

8. 能認識紀錄片的基礎形式。 

9. 能認識從事紀錄片創作的人物。 

10. 能欣賞藝術家對於宗教建築所創作的作品。 

11. 能欣賞不同媒材所創作的作品。 

12. 能認識三連音的意義。 

13. 能正確的拍擊三連音的節奏。 

14. 能欣賞不同的線條所描繪出的感覺。 

15. 能適當運用工具進行線條創作。 

16. 能了解製作細密的創作技巧。 

17. 能運用各種線條進行細密畫創作。 

18. 能認識捷克音樂家德弗乍克。 

19. 能具體欣賞德弗乍克的《新世界》交響曲。 

20. 能認識英國管的構造與音色。 

21. 能運用生活中常接觸的數位影像記錄器材。 

22. 能運用器材記錄一段個人的生活紀錄。 

23. 能掌握紀錄片拍攝的技巧重點，並與人分享。 



 

24. 能透過觀察，尋找生活中自己想要畫的宗教藝術題材進行創作。 

25. 能專心而用心的描繪。 

26. 能選用適當媒材進行創作。 

27. 能透過創作表達對神聖殿堂的崇敬。 

28. 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唱歌曲。 

29. 能依〈念故鄉〉的曲調，重新創作新歌詞。 

30. 能了解民歌的由來、內容、內涵，以及傳唱方式。 

31. 能運用紀錄片拍攝重點，規畫畢業紀錄片內容。 

32. 能從資料蒐集中反思學校學習的過程。 

33. 能從蒐集的資料或實物中，探索不同造型的書。 

34. 能觀察並說出書在造型上的創意設計。 

35. 欣賞不同書籍的藝術風格，以及了解書籍的基本構成要素。 

36. 能透過觀察分享自己的想法。 

37. 能發揮設計巧思創作個人獨特的紀念小書。 

38. 能熟悉小書製作的步驟。 

39. 能蒐集合宜材料，進行創作。 

40. 能熟悉裝訂的方法。 

41. 能了解民歌與族群的人文精神與風俗民情的關係，認識世界各家著名的民歌，感受獨特的音樂風格與特色。 

42. 能運用各項資源與媒體網絡，蒐集各種民歌。 

43. 能認識與我們生活環境、文化背景息息相關的民歌，並加以分類。 

44. 能了解兩難情境劇的呈現方法。 

45. 能理解兩難情境劇的各種組成元素。 

46. 能認識「民歌採集運動」，了解民族音樂對於民族的重要性。。 

47. 能了解臺灣各族群的人文精神與風土民情；傳達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概念。 

48. 能認識臺灣音樂家許常惠、史惟亮。 

49. 能積極的參與討論。 

50. 能認識書展的布置，規畫教室場地運用及參觀動線。 



 

51. 能成為稱職的書展解說員。 

52. 能與人分享創作內容及用途，述說作品的技巧特色。 

53. 能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樂器，了解民族音樂對於民族的重要性。 

54. 能了解臺灣各族群的人文精神與音樂風格。 

55. 能利用生活經驗和同學討論。 

56. 能發現不同生活經驗組合的可能性。 

57. 能互相討論找到兩難情境故事的重點。 

58. 能了解藏書票的用途。 

59. 能認識藏書票的歷史。 

60. 能欣賞不同創作者所表現的藏書票作品，了解藏書票的表現形式。 

61. 能了解藏書票使用的目的，分享自己對作品的感受。 

62. 能了解終止式的意義。 

63. 能聽辨、感受 F 大調終止式的進行。 

64. 能正確的練習 F 大調的和弦進行。 

65. 能利用生活經驗發展出一段完整的兩難情節。 

66. 能利用分組創作一段兩難情節的戲劇表演。 

67. 能了解並和同學合作練習。 

68. 能認識藏書票的重要元素。 

69. 能了解藏書票圖案的意含。 

70. 能在生活中運用藏書票。 

71. 能了解錄音技術發展的歷史。 

72. 能認識各種錄音器材與其功能。 

73. 能認識音樂創作與科技的結合特色。 

74. 能用藏書票元素設計自己的藏書票。 

75. 能利用已經學過的版種，製作自己的藏書票。 

76. 能認識數位音樂。 

77. 能欣賞樂曲〈森林狂想曲〉。 



 

78. 能了解數位音樂及實際聲響效果的差異。 

79. 能認識波蘭作曲家蕭邦和欣賞曲〈離別曲〉。 

80. 能說出學習過程中難忘的經驗及對自己的影響。 

81. 能經由資訊的蒐集，激發不同樣貌的畢業活動想像。 

82. 12 能透過討論了解各種形式的畢業藝術活動。 

83. 能與人分享即將到來的畢業心情。 

84. 能思考學校環境與個人成長及情感之間的關係。 

85. 能透過討論了解各種形式的畢業藝術活動。 

86. 能欣賞藝術家結合校園環境所創作的藝術品，並思考其表現的意義。 

87. 能正確的了解切分音的意義。 

88. 能正確的拍打與念唱切分音的節奏型。 

89. 能了解書寫企畫的基本要點。 

90. 能在歸納中，初擬畢業活動企畫各項細節。 

91. 能規畫畢業活動時，應注意的重點方向。 

92. 能發表一份畢業活動企畫案。 

93. 能欣賞他人作品並分享心得。 

94. 能欣賞校園空間結合學生作品之後的表現，感受不同材質所帶來的效果差異，分析媒材形式和創作方法。 

95. 能省思生活中的感受及內心的想法，決定要表達的主題及內容。 

96. 能討論並構思以何種媒材、形式，表達自己對學校的想法與情感。 

97. 能與同學合作將想法具體實踐，創作與學校情感及空間結合的作品。 

98. 能認識古典音樂中的爵士風格。 

99. 能欣賞樂曲《藍色狂想曲》。 

100. 能認識音樂記號「顫音」。 

101. 能認識美國作曲家蓋希文。 

102. 合作完成作品的創作與布置。 

103. 能分享自己的作品內涵，以宏觀的心欣賞他人的作品。 

104. 能認識爵士樂的特色與音樂形式。 



 

105. 能認識爵士樂的發展歷史。 

106. 能欣賞樂曲《楓葉散拍》。 



 

﹙二﹚六年級下學期之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計劃表 

1.學科領域：藝術與人文 

2.適用對象：一一○學年度下學期六年級學生 

3.架構圖： 

 

 

 

 

 

 

 

 

 

 

 

 

 

 

 

 

 

 

 

 

 

 

 

1.走進宗教的藝術殿堂 

世界珍奇廟 

殿堂之美 

線條大集合 

動手試試看 

2.我的小書 

認識書的形式 

巧妙的手工書 

創作自己的小書 

創意小書展 

3.紙上寶石—藏書票 

藏書的標示 

美麗的紙上寶石 

書的身分證 

動手做做看 



 

 

 

 

 

 

 

 

 

 

 

 

 

 

 

 

 

 

 

 

 

 

 

 

 

 

 

 

4.美好時光的印記 

順著記憶的河流啟航 

藝術大集合 

開啟記憶之盒 

永恆的回憶 

6.民歌采風 

民歌賞析 

音樂欣賞 

民歌採集運動 

認識臺灣原住民樂器 

7.永恆的回憶 

萍聚 

F大調終止式 

錄音技術與數位音樂 

音樂的傳統與現代 

5.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有趣的三連音 

《新世界》交響曲 

感恩的禮物 



 

 

 

 

 

 

 

 

 

 

 

 

 

 

 

 

 

 

 

 

 

 

 

 

 

 

 

8.演奏生命節奏 

生命的節奏 

認識切分音 

藍色狂想曲的誕生 

認識爵士樂 

10.我該怎麼辦 

包公《灰闌記》 

我的煩惱 

左右為難 

我的兩難劇場 

9.我們的故事 

他們的故事 

留住深刻的記憶影像 

我們的故事 

11.那天真特別 

點點滴滴的回憶 

畢業嘉年華 

企畫高手 



 

 

 

 



 

（三）六年級下學期九年一貫 藝術與人文 課程各單元內涵分析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一 

單元
1 
、 

走進
宗教
的藝
術殿
堂 
 
 

單元
5 
、 

感恩
的心 

 
單元

9 
、 

我們
的故
事 

1-1 
世界
珍奇
廟 
 

5-1
感恩
的心 

 
9-1 
他們
的故
事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1.透過欣賞圖片，體會宗教

與人文的關係。 

2.能了解宗教建築和信仰的

關係。 

3.能詳細的敘述，分享宗教

建築的裝飾及造型所帶來的

感受。 

4.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達感

情。 

5.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

唱歌曲。 

6.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7.能認識曲式二段式的意義

。 

8.能認識紀錄片的基礎形式

。 

9.能認識從事紀錄片創作的

人物。 

1.透過圖片的討論與分享

，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2.經由觀察與分享，了解

宗教與信仰，宗教與人文

的關係，體會宗教建築所

呈現的美感。 

3.配合節日意義，讓學生

對感謝的人唱出誠摯的歌

聲，表達感恩的心意。 

4.由歌曲習唱中，了解歌

詞含意，主動的運用歌聲

與生活經驗結合，表現歌

唱的自信與樂趣。 

5.媒體素養是現代公民必

備的基本素養，而表演藝

術的欣賞，有相當大的部

分是透過媒體呈現。在小

學階段的表演藝術教學除

了肢體與聲音等學生體驗

活動外，欣賞活動幾乎是

透過媒體進行。所以本單

元的設計除了符應課綱中

3 

教師準備： 

1.宗教建築圖片。 

2.曲譜掛圖、歌曲

CD。 

3.教材紀錄片。 

4.蒐集國內紀錄片的

作品和創作者資料、

事先看過幾部紀錄片

。 

5.播放設備。 

 

學生準備： 

1.生活中的照片、報

章雜誌圖片等。 

2.蒐集國內紀錄片的

作品和創作者資料。 

3.學校活動精采的照

片。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5 體認社會和歷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異

。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路的

資訊解決問題。 

4-3-5 能利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路資源。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表演藝術教學對於影視媒

體的相關活動，同時也是

現代公民媒體素養的基礎

課程。 

6.主要的教學活動是透過

欣賞紀錄片，了解紀錄片

的選材、拍攝和相關的技

巧後，讓學生運用分組團

隊的力量體驗媒體製作的

歷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二 

單元
1 
、 

走進
宗教
的藝
術殿
堂 
 

單元
5 
、 

感恩
的心 

 
單元

9 
、 

我們
的故
事 

1-2 
殿堂
之美 

 
5-2
有趣
的三
連音 

 
9-1 
他們
的故
事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1.能欣賞藝術家對於宗教建

築所創作的作品。 

2.能欣賞不同媒材所創作的

作品。 

3.能認識三連音的意義。 

4.能正確的拍擊三連音的節

奏。 

5.能認識紀錄片的基礎形式

。 

6.能認識從事紀錄片創作的

人物。 

 

1.以藝術家作品為例，引

導學生感受宗教建築及創

作的關係，透過了解藝術

家創作背景以及意義，欣

賞各種媒材所表達的不同

感覺。 

2.認識並運用肢體動作拍

擊三連音節奏，感受有趣

的節奏變化。 

3.媒體素養是現代公民必

備的基本素養，而表演藝

術的欣賞，有相當大的部

分是透過媒體呈現。在小

學階段的表演藝術教學除

3 

教師準備： 

1.藝術家故事。 

2.鋼琴（或風琴）、

歌曲 CD。 

3.樂器圖卡。 

4.教材紀錄片。 

5.蒐集國內紀錄片的

作品和創作者資料、

事先看過幾部紀錄片

。 

6.播放設備。 

 

學生準備： 

1.蒐集國內紀錄片的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5 體認社會和歷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異

。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路的

資訊解決問題。 

4-3-5 能利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路資源。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了肢體與聲音等學生體驗

活動外，欣賞活動幾乎是

透過媒體進行。所以本單

元的設計除了符應課綱中

表演藝術教學對於影視媒

體的相關活動，同時也是

現代公民媒體素養的基礎

課程。 

4.主要的教學活動是透過

欣賞紀錄片，了解紀錄片

的選材、拍攝和相關的技

巧後，讓學生運用分組團

隊的力量體驗媒體製作的

歷程。 

作品和創作者資料、

最好先看過一部以上

紀錄片。 

2.學校活動精采的照

片。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三 

單元
1 
、 

走進
宗教
的藝
術殿
堂 
 

1-3
線條
大集
合 
 

5-3 
《新
世界 
》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1.能欣賞不同的線條所描繪

出的感覺。 

2.能適當運用工具進行線條

創作。 

3.能了解製作細密的創作技

巧。 

1.以點和線來作為精細描

繪的基本技法，再經由對

稱、反覆排列的美的原則

，讓學生了解製作細密的

方法。 

2.進行細密畫教學要先從

3 

教師準備： 

1.鋼琴（或風琴）、

歌曲 CD。 

2.樂器圖卡。 

3.拍攝一段自己的生

活記錄片，如自己的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5 體認社會和歷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單元
5 
、 

感恩
的心 

 
單元

9 
、 

我們
的故
事 

交響
曲 
 

9-2 
留住
深刻
的記
憶影
像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4.能運用各種線條進行細密

畫創作。 

5.能認識捷克音樂家德弗乍

克。 

6.能具體欣賞德弗乍克的《

新世界》交響曲。 

7.能認識英國管的構造與音

色。 

8.能運用生活中常接觸的數

位影像記錄器材。 

9.能運用器材記錄一段個人

的生活紀錄。 

10.能掌握紀錄片拍攝的技巧

重點，並與人分享。 

線畫教學開始，首重了解

線條的特質。之後再感受

不同線條所帶來的感受，

接著引導學生透過線條粗

細、圖案對稱、反覆排列

而達到細密畫的結果。 

3.德弗乍克的《新世界》

交響曲是國民樂派的代表

作品，融合了捷克、美國

兩種民族的音樂元素，本

單元欣賞曲著重於美感經

驗的建立，並增進國際文

化的認識與了解。 

4.讓學生運用器材進行影

像記錄的活動。讓學生從

生活開始，記錄生活中的

真實，有效的運用紀錄片

拍攝的技巧如訪談、跟隨

拍攝、時間和空間的呈現

等，讓學生實際運作，能

夠從做中學，從影片的實

作中與學生進行深入的討

論。 

書房。 

 

學生準備：學生以五

～六個人能有一部錄

影器材。 

成的性別文化差異

。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路的

資訊解決問題。 

4-3-5 能利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路資源。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四 

單元
1 
、 

走進
宗教
的藝
術殿
堂 
 

單元
5 
、 

感恩
的心 

 
單元

9 
、 

我們
的故
事 

1-4 
動手
試試
看 
 

5-3《
新世
界 
》 

交響
曲 
5-4 
感恩
的禮
物 
 

9-2 
留住
深刻
的記
憶影
像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1.能透過觀察，尋找生活中

自己想要畫的宗教藝術題材

進行創作。 

2.能專心而用心的描繪。 

3.能選用適當媒材進行創作

。 

4.能透過創作表達對神聖殿

堂的崇敬。 

5.能認識捷克音樂家德弗乍

克。 

6.能具體欣賞德弗乍克的《

新世界》交響曲。 

7.能認識英國管的構造與音

色。 

8.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達感

情。 

9.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唱

歌曲。 

10.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11.能依〈念故鄉〉的曲調，

重新創作新歌詞。 

12.能運用生活中常接觸的數

1.經由圖片引導，讓學生

透過分享與討論，了解不

同作品所帶來的感覺。 

2.學生能選用適合表達的

媒材進行創作，與同儕互

相分享，聆聽時學習尊重

他人的態度。 

3.德弗乍克的《新世界》

交響曲是國民樂派的代表

作品，融合了捷克、美國

兩種民族的音樂元素，本

單元欣賞曲著重於美感經

驗的建立，並增進國際文

化的認識與了解。 

4.由歌曲習唱中，了解歌

詞念意，主動的運用歌聲

與生活經驗結合，表現歌

唱的自信與樂趣。 

5.配合節日意義，依〈念

故鄉〉的曲調，重新創作

感恩的歌詞。引導學生藉

由發自內心的歌聲與話語

3 

教師準備： 

1.鋼琴（或風琴）、

歌曲 CD。 

2.樂器圖卡。3.曲譜

掛圖。 

4.拍攝一段自己的生

活記錄片，如自己的

書房。 

 

學生準備： 

1.各種創作用的材料

。 

2.學生以五～六個人

能有一部錄影器材。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不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利。 

3-3-5 體認社會和歷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異

。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路的

資訊解決問題。 

4-3-5 能利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路資源。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位影像記錄器材。 

13.能運用器材記錄一段個人

的生活紀錄。 

14.能掌握紀錄片拍攝的技巧

重點，並與人分享。 

，對感謝的人表達愛與感

恩的心意。 

6.讓學生運用器材進行影

像記錄的活動。讓學生從

生活開始，記錄生活中的

真實，有效的運用紀錄片

拍攝的技巧如訪談、跟隨

拍攝、時間和空間的呈現

等，讓學生實際運作，能

夠從做中學，從影片的實

作中與學生進行深入的討

論。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五 

單元
1 
、 

走進
宗教
的藝
術殿
堂 
 

單元
5 
、 

感恩
的心 

 
單元

6 
、 

1-4 
動手
試試
看 
 

5-4
感恩
的禮
物 
6-1
民歌
賞析 

 
9-2
留住
深刻
的記
憶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1.能透過觀察，尋找生活中

自己想要畫的宗教藝術題材

進行創作。 

2.能專心而用心的描繪。 

3.能選用適當媒材進行創作

。 

4.能透過創作表達對神聖殿

堂的崇敬。 

5.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達感

情。 

6.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唱

歌曲。 

1.經由圖片引導，讓學生

透過分享與討論，了解不

同作品所帶來的感覺。 

2.學生能選用適合表達的

媒材進行創作，與同儕互

相分享，聆聽時學習尊重

他人的態度。 

3.由歌曲習唱中，了解歌

詞念意，主動的運用歌聲

與生活經驗結合，表現歌

唱的自信與樂趣。 

4.配合節日意義，依〈念

3 

教師準備： 

1.鋼琴（或風琴）或

歌曲 CD。 

2.曲譜掛圖。 

3.拍攝一段自己的生

活記錄片，如自己的

書房。 

4.企畫案的範例。 

 

學生準備： 

1.各種創作用的材料

。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4 檢視不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民歌
采風 
 
單元

9 
、 

我們
的故
事 

像 
9-3
我們
的故
事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7.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8.能依〈念故鄉〉的曲調，

重新創作新歌詞。 

9.能了解民歌的由來、內容

、內涵，以及傳唱方式。 

10.能運用生活中常接觸的數

位影像記錄器材。 

11.能運用器材記錄一段個人

的生活紀錄。 

12.能掌握紀錄片拍攝的技巧

重點，並與人分享。 

13.能運用紀錄片拍攝重點，

規畫畢業紀錄片內容。 

14.能從資料蒐集中反思學校

學習的過程。 

故鄉〉的曲調，重新創作

感恩的歌詞。引導學生藉

由發自內心的歌聲與話語

，對感謝的人表達愛與感

恩的心意。 

5.釐清「民歌」的概念與

定義，才能進一步認識音

樂藝術的內涵。 

6.讓學生運用器材進行影

像記錄的活動。讓學生從

生活開始，記錄生活中的

真實，有效的運用紀錄片

拍攝的技巧如訪談、跟隨

拍攝、時間和空間的呈現

等，讓學生實際運作，能

夠從做中學，從影片的實

作中與學生進行深入的討

論。 

7.教學重點在於企畫案的

完成，帶領學生思考能夠

完成的拍攝計畫，並詳細

規畫企畫案的內容。 

2.高音直笛。 

3.學生以五～六個人

能有一部錄影器材。 

4.個人的歷史資料（

影像、文字）。 

。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路的

資訊解決問題。 

4-3-3 能遵守區域網

路環境的使用規範

。 

4-3-5 能利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路資源。 

4-3-6 能利用網路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5-3-3 能認識網路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律

。 

5-3-4 能認識正確引

述網路資源的方式

。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3-3-3 從事與欣賞美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六 

單元
2 
、 

我的
小書 

 
單元

6 
、 

民歌
采風 

 
單元

9 
、 

我們
的故
事 

2-1
認識
書的
形式 

 
6-1
民歌
賞析 

 
9-3
我們
的故
事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1.能從蒐集的資料或實物中

，探索不同造型的書。 

2.能觀察並說出書在造型上

的創意設計。 

3.能了解民歌的由來、內容

、內涵，以及傳唱方式。 

4.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達感

情。 

5.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

唱歌曲。 

6.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7.能運用紀錄片拍攝重點，

規畫畢業紀錄片內容。 

8.能從資料蒐集中反思學校

學習的過程。 

1.以引導語與圖片提示學

生探索不同造型的書，引

導認識書在造型上的創意

設計。 

2.由歌曲的習唱中，了解

歌詞含意，運用歌聲與生

活經驗結合，感受心情話

語，表現歌唱的自信與樂

趣。 

3.釐清「民歌」的概念與

定義，才能進一步認識音

樂藝術的內涵。 

4.教學重點在於企畫案的

完成，帶領學生思考能夠

完成的拍攝計畫，並詳細

3 

教師準備： 

1.不同造型書或書的

圖片。 

2.鋼琴（或風琴）或

歌曲 CD。 

3.曲譜掛圖。 

4.企畫案的範例。 

 

學生準備： 

1.家中的書。 

2.上網蒐集書的圖片

。 

3.高音直笛。 

4.個人的歷史資料（

影像、文字）。 

卷宗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動態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路的

資訊解決問題。 

4-3-3 能遵守區域網

路環境的使用規範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規畫企畫案的內容。 。 

4-3-5 能利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路資源。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5-3-3 能認識網路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 

5-3-4 能認識正確引

述網路資源的方式

。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七 

單元
2 
、 

我的
小書 

 
單元

6 
、 

民歌
采風 

 
單元
10、 
我該
怎麼
辦 

2-2
巧妙
的手
工書 
2-3
創作
自己
的小
書 
 

6-2
音樂
欣賞 

 
10-1
包公
《灰
闌記 
》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1.欣賞不同書籍的藝術風格

，以及了解書籍的基本構成

要素。 

2.能透過觀察分享自己的想

法。 

3.能發揮設計巧思創作個人

獨特的紀念小書。 

4.能熟悉小書製作的步驟。 

5.能蒐集合宜材料，進行創

作。 

6.能熟悉裝訂的方法。 

7.能了解民歌與族群的人文

精神與風俗民情的關係，認

識世界各家著名的民歌，感

受獨特的音樂風格與特色。 

8.能運用各項資源與媒體網

絡，蒐集各種民歌。 

9.能認識與我們生活環境、

1.以引導語與圖片提示學

生探索不同以不同形式設

計為主題的創意設計書。 

2.引導學生認識藝術家，

並說出作品在表現形式與

技法上的差異及功能用途

。 

3.能發揮巧思創作個人獨

特的紀念小書，熟悉小書

製作的步驟，並能熟悉裝

訂的方法。 

4.與生活體驗結合的美感

經驗，使學生透過生活中

的音樂，了解音樂在生活

中的重要性，為自己建立

生活美學觀。 

5.民歌的特色在於生活化

，教師務求學生的體驗與

3 

教師準備： 

1.藝術家作品圖卡及

藝術家資料。 

2.製作步驟掛圖、裝

訂掛圖及視訊設備。 

3.鋼琴（或風琴）、

歌曲 CD。 

4.曲譜掛圖。 

5.歌仔戲影片。 

 

學生準備： 

1.蒐集不同形式設計

書的圖片。 

2.攜帶書籍。 

卷宗評量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路的

資訊解決問題。 

4-3-3 能遵守區域網

路環境的使用規範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文化背景息息相關的民歌，

並加以分類。 

10.能了解兩難情境劇的呈現

方法。 

11.能理解兩難情境劇的各種

組成元素。 

美感經驗的形成，理解樂

曲中所表現的風土民情，

無須刻意要求背誦與記憶

。 

6.學生透過兩難情境劇的

呈現，發現兩難式戲劇情

節發展的重要關鍵，從兩

難的困境中發展情節，並

能將其延伸到生活中的議

題。 

7.從《灰闌記》的故事介

紹呈現人物和價值的判斷

問題。 

。 

4-3-5 能利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路資源。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5-3-3 能認識網路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 

5-3-4 能認識正確引

述網路資源的方式

。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八 

單元
2 
、 

我的
小書 

 
單元

6 
、 

民歌
采風 

 
單元
10、 
我該
怎麼
辦 

2-3
創作
自己
的小
書 
 

6-3
民歌
採集
運動 

 
10-2
我的
煩惱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1.能發揮設計巧思創作個人

獨特的紀念小書。 

2.能熟悉小書製作的步驟。 

3.能蒐集合宜材料，進行創

作。 

4.能熟悉裝訂的方法。 

5.能認識「民歌採集運動」

，了解民族音樂對於民族的

重要性。 

6.能了解臺灣各族群的人文

精神與風土民情；傳達生活

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休戚與

共的生命共同體概念。 

7.能認識臺灣音樂家許常惠

、史惟亮。 

8.能了解兩難情境劇的呈現

方法。 

9.能理解兩難情境劇的各種

組成元素。 

10.能積極的參與討論。 

1.能發揮巧思創作個人獨

特的紀念小書，熟悉小書

製作的步驟，並能熟悉裝

訂的方法。 

2.歷史觀與美感經驗的建

立，使學生透過生活中的

音樂，了解音樂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為自己建立生

活美學觀。 

3.透過本土音樂了解作品

中的臺灣風格與意象，與

生活經驗及環境相結合，

產生對臺灣人、事、物的

理解與認同。 

4.學生透過兩難情境劇的

呈現，發現兩難式戲劇情

節發展的重要關鍵，從兩

難的困境中發展情節，並

能將其延伸到生活中的議

題。 

3 

教師準備： 

1.製作步驟掛圖、裝

訂掛圖及視訊設備。 

2.音樂家介紹影片或

資料。 

3.歌仔戲影片。 

 

學生準備：攜帶書籍

。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路的

資訊解決問題。 

4-3-3 能遵守區域網

路環境的使用規範

。 

4-3-5 能利用搜尋引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路資源。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5-3-3 能認識網路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 

5-3-4 能認識正確引

述網路資源的方式

。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九 

單元
2 
、 

我的
小書 

 
單元

6 
、 

民歌
采風 

 
單元
10、 
我該
怎麼
辦 

2-4
創意
小書
展 
 

6-4
認識
臺灣
原住
民樂
器 
 

10-2 
我的
煩惱 
10-3
左右
為難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1.能認識書展的布置，規畫

教室場地運用及參觀動線。 

2.能成為稱職的書展解說員

。 

3.能與人分享創作內容及用

途，述說作品的技巧特色。 

4.能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樂器

，了解民族音樂對於民族的

重要性。 

5.能了解臺灣各族群的人文

精神與音樂風格。 

6.能了解兩難情境劇的呈現

方法。 

7.能理解兩難情境劇的各種

組成元素。 

8.能積極的參與討論。 

9.能利用生活經驗和同學討

論。 

10.能發現不同生活經驗組合

的可能性。 

11.能互相討論找到兩難情境

故事的重點。 

1.認識書展布置，規畫教

室場地運用及參觀動線，

進而學會布展工作。 

2.成為解說員，與人分享

創作內容及用途，述說作

品的技巧特色。 

3.透過鑑賞活動，浸潤式

學習，體會美的進行。 

4.透過原住民樂器了解臺

灣風格與意象，並能與生

活經驗及環境相結合，產

生對臺灣人、事、物的理

解與認同。 

5.學生透過兩難情境劇的

呈現，發現兩難式戲劇情

節發展的重要關鍵，從兩

難的困境中發展情節，並

能將其延伸到生活中的議

題。 

6.學生能利用生活情境找

出兩難情節並發展戲劇故

事。 

3 

教師準備： 

1.展覽場地平面圖。 

2.教學掛圖。 

3.原住民樂器介紹網

站、影片或資料。 

4.歌仔戲影片。 

 

學生準備： 

1.解說員解說資料。 

2.生活經驗故事。 

卷宗評量 

實作評量 

動態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 

◎資訊教育 

4-3-1 能應用網路的

資訊解決問題。 

4-3-3 能遵守區域網

路環境的使用規範

。 

4-3-5 能利用搜尋引

擎及搜尋技巧尋找

合適的網路資源。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5-3-3 能認識網路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 

5-3-4 能認識正確引

述網路資源的方式

。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十 

單元
3 
、 

紙上
寶石
│藏
書票 

 
單元

7 
、 

永恆
的回
憶 
 

單元
10、 
我該
怎麼
辦 

3-1
藏書
的標
示 
 

7-1
萍聚 

 
10-3
左右
為難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1.能了解藏書票的用途。 

2.能認識藏書票的歷史。 

3.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達感

情。 

4.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

唱歌曲。 

5.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6.能利用生活經驗和同學討

論。 

7.能發現不同生活經驗組合

的可能性。 

8.能互相討論找到兩難情境

故事的重點。 

1.透過圖片引導，了解書

籍擁有者的各種標示方法

。 

2.分享自己如何標示與珍

藏書籍。 

3.經由資料收集及教師解

說，認識並了解藏書票的

歷史。 

4.由歌曲的習唱中，了解

歌詞含意，運用歌聲與生

活經驗結合，感受心情話

語，表現歌唱的自信與樂

趣。 

5.教學時應注意節奏的準

確度，以及演唱的音準與

咬字。 

6.學生能利用生活情境找

出兩難情節並發展戲劇故

事。 

3 

教師準備： 

1.不同方式標示擁有

者的書籍數本。 

2.鋼琴（或風琴）或

歌曲 CD。 

3.曲譜掛圖。 

 

學生準備： 

1.自己最喜歡的書。 

2.高音直笛。 

3.生活經驗故事。 

真實評量 

實作評量 

動態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2 參與團體活動

與事務，不受性別

的限制。 

3-3-3 表達對社區公

共事務的看法，不

受性別限制。 

◎資訊教育 

4-3-2 能瞭解電腦網

路之基本概念及其

功能。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

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

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

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

的藝術小品，如：純藝術、

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

藝術、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

生活的愛好。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

體驗自然，以創作

文章、美勞、音樂

、戲劇表演等形式

表現自然環境之美

與對環境的關懷。 

5-3-3 主動參與學校

社團和社區的環境

保護相關活動。 

十

一 

單元
3 
、 

紙上
寶石
│藏
書票 

 
單元

7 
、 

永恆
的回
憶 
 

3-2
美麗
的紙
上寶
石 
 

7-2 
F 大
調終
止式 

 
10-4
我的
兩難
劇場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1.能欣賞不同創作者所表現

的藏書票作品，了解藏書票

的表現形式。 

2.能了解藏書票使用的目的

，分享自己對作品的感受。 

3.能了解終止式的意義。 

4.能聽辨、感受 F 大調終止

式的進行。 

5.能正確的練習 F 大調的和

弦進行。 

1.欣賞藝術家所創作的藏

書票。 

2.了解創作背景與藏書之

關係。 

3.透過欣賞作品，認識藏

書票創作的要素。 

4.終止式是調性和聲重要

的概念，藉由和弦終止式

的認識，為學生建立音樂

終止的感受，進而了解音

3 

教師準備： 

1.國內外藝術家創作

或收藏家收藏的藏書

票。 

2.鋼琴（或風琴）、

教學掛圖。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2 參與團體活動

與事務，不受性別

的限制。 

3-3-3 表達對社區公

共事務的看法，不

受性別限制。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單元
10、 
我 

該怎
麼辦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

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

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

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

6.能利用生活經驗發展出一

段完整的兩難情節。 

7.能利用分組創作一段兩難

情節的戲劇表演。 

8.能了解並和同學合作練習

。 

樂的術語和樂理；透過樂

曲和弦進行的判斷，充實

音樂的知能。 

5.學生能利用兩難情節建

立出劇中角色的個性，從

兩難故事中找到表演方式

並創作一段戲劇演出。 

◎資訊教育 

4-3-2 能瞭解電腦網

路之基本概念及其

功能。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

體驗自然，以創作

文章、美勞、音樂

、戲劇表演等形式

表現自然環境之美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的藝術小品，如：純藝術、

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

藝術、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

生活的愛好。 

與對環境的關懷。 

5-3-3 主動參與學校

社團和社區的環境

保護相關活動。 

十

二 

單元
3 
、 

紙上
寶石
│ 

藏書
票 
 

單元
7 
、 

永恆
的回
憶 
 

單元
10、 
我該
怎麼
辦 

3-3
書的
身分
證 
 

7-2 
F 大
調終
止式 
7-3
錄音
技術
與數
位音
樂 
 

10-5
我的
兩難
劇場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1.能認識藏書票的重要元素

。 

2.能了解藏書票圖案的意含

。 

3.能在生活中運用藏書票。 

4.能了解終止式的意義。 

5.能聽辨、感受 F 大調終止

式的進行。 

6.能正確的練習 F 大調的和

弦進行。 

7.能了解錄音技術發展的歷

史。 

8.能認識各種錄音器材與其

功能。 

9.能認識音樂創作與科技的

結合特色。 

10.能利用生活經驗發展出一

段完整的兩難情節。 

11.能利用分組創作一段兩難

情節的戲劇表演。 

1.認識藏書票的各項重要

元素。 

2.欣賞並感受藏書票中的

圖案意含。 

3.終止式是調性和聲重要

的概念，藉由和弦終止式

的認識，為學生建立音樂

終止的感受，進而了解音

樂的術語和樂理；透過樂

曲和弦進行的判斷，充實

音樂的知能。 

4.本節次透過錄音機器與

操作，拓展對聲音保存的

認識。藉由數位音樂的認

識，了解電子合成音樂的

聲響與真正樂器的聲響之

差異，進而明白音樂的多

樣性與時代意義。 

5.學生能利用兩難情節建

立出劇中角色的個性，從

3 

教師準備： 

1.各類藏書票、版畫

作品。 

2.鋼琴（或風琴）、

教學掛圖。 

3.實體錄音器材（錄

音機、數位錄音筆等

）。 

4.數位音樂 CD 或影

片。 

動態評量 

真實評量 

實作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2 參與團體活動

與事務，不受性別

的限制。 

3-3-3 表達對社區公

共事務的看法，不

受性別限制。 

◎資訊教育 

4-3-2 能瞭解電腦網

路之基本概念及其

功能。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

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

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

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

的藝術小品，如：純藝術、

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

藝術、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

生活的愛好。 

12.能了解並和同學合作練習

。 

兩難故事中找到表演方式

並創作一段戲劇演出。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

體驗自然，以創作

文章、美勞、音樂

、戲劇表演等形式

表現自然環境之美

與對環境的關懷。 

5-3-3 主動參與學校

社團和社區的環境

保護相關活動。 

與解決問題。 

十

三 

單元
3 
、 

紙上
寶石
│藏
書票 

 
單元

3-4
動手
做做
看 
 

7-3
錄音
技術
與數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1.能用藏書票元素設計自己

的藏書票。 

2.能利用已經學過的版種，

製作自己的藏書票。 

3.能了解錄音技術發展的歷

史。 

1.學生自行設計屬於自己

使用的藏書票。 

2.利用學過的版畫製作方

式製作藏書票。 

3.透過錄音機器與操作，

拓展對聲音保存的認識。

3 

教師準備： 

1.油墨、滾筒、馬連

或壓印機。 

2.印刷紙、西卡紙、

橡膠版。 

3.教學掛圖、實體錄

真實評量 

實作評量 

動態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2 參與團體活動

與事務，不受性別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7 
、 

永恆
的回
憶 
 

單元
11、 
那天
真特
別 

位音
樂 7-
4 音
樂的
傳統
與現
代 
 

11-1
點點
滴滴
的回
憶 

和情感。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

4.能認識各種錄音器材與其

功能。 

5.能認識音樂創作與科技的

結合特色。 

6.能認識數位音樂。 

7.能欣賞樂曲〈森林狂想曲

〉。 

8.能了解數位音樂及實際聲

響效果的差異。 

9.能認識波蘭作曲家蕭邦和

欣賞曲〈離別曲〉。 

10.能說出學習過程中難忘的

經驗及對自己的影響。 

11.能經由資訊的蒐集，激發

不同樣貌的畢業活動想像。 

12 能透過討論了解各種形式

的畢業藝術活動。 

13.能與人分享即將到來的畢

業心情。 

藉由數位音樂的認識，了

解電子合成音樂的聲響與

真正樂器的聲響之差異，

進而明白音樂的多樣性與

時代意義。 

4.理解透過音樂的創作的

各種類型，體驗音樂和科

技的結合與運用，透過音

樂欣賞，認識數位音樂、

蕭邦的鋼琴作品，藉由傳

統與現代的兩種音樂創作

形式，感受不同的美感經

驗。 

5.畢業，代表國小學習階

段的結束，而另一個國中

學習旅程即將展開。面對

這生命中的轉折點，學生

在心中一定有許多的感觸

，透過照片蒐集及回顧，

喚起學生在校園中的種種

回憶，且學生發表蒐集的

畢業活動內容，激發對於

自己畢業活動的各種想像

，經由藝術活動抒發學生

音器材（錄音機、數

位錄音筆等）。 

4.數位音樂 CD 或影

片。 

5.鋼琴（或風琴）。 

6.學校各種活動照片

、A4 的空白紙。 

 

學生準備： 

1.圖稿、雕刻刀、美

工刀。 

2.彩繪用具。 

3.小學生活中有特殊

意義的照片、蒐集不

同的畢業活動資料。 

的限制。 

3-3-3 表達對社區公

共事務的看法，不

受性別限制。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

體驗自然，以創作

文章、美勞、音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

表現自然環境之美

與對環境的關懷。 

5-3-3 主動參與學校

社團和社區的環境

保護相關活動。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3-3-2 能利用簡報軟

體編輯並播放簡報

。 

4-3-2 能瞭解電腦網

路之基本概念及其

功能。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

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

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

的藝術小品，如：純藝術、

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

藝術、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

生活的愛好。 

的畢業心情，期待給予正

面迎向未來挑戰的勇氣。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1 培養規劃及運

用時間的能力。 

十

四 

單元
3 
、 

紙上
寶石
│藏
書票 

 
單元

3-4 
動手
做做
看 
 

4-1
順著
記憶
的河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1.能用藏書票元素設計自己

的藏書票。 

2.能利用已經學過的版種，

製作自己的藏書票。 

3.能思考學校環境與個人成

長及情感之間的關係。 

1.學生自行設計屬於自己

使用的藏書票。 

2.利用學過的版畫製作方

式製作藏書票。 

3.引導學生省思國小六年

的童年生活，藉由對校園

3 

教師準備： 

1.油墨、滾筒、馬連

或壓印機。 

2.印刷紙、西卡紙、

橡膠版。 

3.收集國小各階段校

實作評量 

動態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4 
、 

美好
時光
的印
記 
 

單元
7 
、 

永恆
的回
憶 
 

單元
8 
、 

演奏
生命
節奏 

 
單元
11、 
那天
真特
別 

流啟
航 
 

7-4
音樂
的傳
統與
現代 

 
8-1
生命
的節
奏 
 

11-2
畢業
嘉年
華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

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

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4.能認識數位音樂。 

5.能欣賞樂曲〈森林狂想曲

〉。 

6.能了解數位音樂及實際聲

響效果的差異。 

7.能認識波蘭作曲家蕭邦和

欣賞曲〈離別曲〉。 

8.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達感

情。 

9.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

唱歌曲。 

10.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11.能說出學習過程中難忘的

經驗及對自己的影響。 

12.能經由資訊的蒐集，激發

不同樣貌的畢業活動想像。 

13.能透過討論了解各種形式

的畢業藝術活動。 

14.能與人分享即將到來的畢

業心情。 

環境的再回顧，將自己曾

經感受到的一切心情做總

結性的整理。 

4.學生深入感受學校、師

長、同學對自己的影響，

進而產生對眼前的珍惜及

對未來的期許之情。 

5.理解透過音樂的創作的

各種類型，體驗音樂和科

技的結合與運用，透過音

樂欣賞，認識數位音樂、

蕭邦的鋼琴作品，藉由傳

統與現代的兩種音樂創作

形式，感受不同的美感經

驗。 

6.由歌曲的習唱中，了解

歌詞含意，運用歌聲與生

活經驗結合，感受心情話

語，表現歌唱的自信與樂

趣。 

7.教師教學時應注意節奏

的準確度，以及演唱的音

準與咬字。 

8.畢業，代表國小學習階

園中的活動、生活照

片或值得紀念的物品

。 

4.鋼琴（或風琴）。 

5.音樂 CD 或影片。 

6.曲譜掛圖。 

7.A4 的空白紙。 

 

學生準備： 

1.圖稿、雕刻刀、美

工刀。 

2.彩繪用具。 

3.收集國小各階段校

園中的活動、生活照

片或值得紀念的物品

。 

4.高音直笛。 

3-3-2 參與團體活動

與事務，不受性別

的限制。 

3-3-3 表達對社區公

共事務的看法，不

受性別限制。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

體驗自然，以創作

文章、美勞、音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

表現自然環境之美

與對環境的關懷。 

5-3-3 主動參與學校

社團和社區的環境

保護相關活動。 

◎資訊教育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

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

，並養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

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

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

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

的藝術小品，如：純藝術、

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

藝術、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

生活的愛好。 

段的結束，而另一個國中

學習旅程即將展開。面對

這生命中的轉折點，學生

在心中一定有許多的感觸

，透過照片蒐集及回顧，

喚起學生在校園中的種種

回憶，且學生發表蒐集的

畢業活動內容，激發對於

自己畢業活動的各種想像

，經由藝術活動抒發學生

的畢業心情，期待給予正

面迎向未來挑戰的勇氣。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3-3-2 能利用簡報軟

體編輯並播放簡報

。 

4-3-2 能瞭解電腦網

路之基本概念及其

功能。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3-3-4 認識並能運用

社區資源。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力。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1 培養規劃及運

用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十

五 

單元
4 
、 

美好
時光
的印
記 
 

單元
8 
、 

演奏
生命
節奏 

 
單元
11、 
那天
真特
別 

4-2
藝術
大集
合 
 

8-1
生命
的節
奏 8-
2 認
識切
分音 

 
11-3
企畫
高手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1.能欣賞藝術家結合校園環

境所創作的藝術品，並思考

其表現的意義。 

2.能運用歌聲適切的表達感

情。 

3.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

唱歌曲。 

4.能依情境演唱歌曲。 

5.能正確的了解切分音的意

義。 

6.能正確的拍打與念唱切分

音的節奏型。 

7.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

唱歌曲。 

8.能了解書寫企畫的基本要

點。 

9.能在歸納中，初擬畢業活

動企畫各項細節。 

10.能規畫畢業活動時，應注

意的重點方向。 

11.能發表一份畢業活動企畫

案。 

12.能欣賞他人作品並分享心

得。 

1.從欣賞課本圖片探索，

以欣賞藝術家結合校園意

象的創作及表現形式，擴

展學生對即將進行的創作

活動的視野及想法。 

2.由歌曲的習唱中，了解

歌詞含意，運用歌聲與生

活經驗結合，感受心情話

語，表現歌唱的自信與樂

趣。 

3.教師教學時應注意節奏

的準確度，以及演唱的音

準與咬字。 

4.節拍、節奏與音符是較

為抽象的概念，切分音的

節奏尤其較難掌握，教師

教學時應注意學生的先備

知識，並引導學生感受切

分音節拍與節奏的表現。 

5.從小組討論中擬定書寫

企畫的初步架構，經由引

導歸納企畫中應注意的重

點方向，以表演藝術為主

軸，進行細部的內容安排

1 

教師準備： 

1.相關書籍畫冊。 

2.視訊設備。 

3.鋼琴（或風琴）或

歌曲 CD。 

4.曲譜掛圖。 

 

學生準備：高音直笛

。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真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3-3-2 能利用簡報軟

體編輯並播放簡報

。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

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

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 

6.完整的畢業企畫，除了

主題制定與節目內容安排

之外，人、時、地、物的

細節往往也是活動成敗的

關鍵，因此需要慎思考量

，才能讓活動的進行順暢

圓滿。 

7.畢業企畫內容在共同合

作擬定完成後，經由多元

的方式發表，彼此從中學

習成長。 

8.學生經由實際規畫，增

強畢業活動的參與感，更

能引起對畢業活動的共鳴

。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力。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1 培養規劃及運

用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十

六 

單元
4 
、 

4-3
開啟
記憶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1.能欣賞校園空間結合學生

作品之後的表現，感受不同

1.運用藝術創作留下對學

校的心情記錄，透過視覺
3 

教師準備： 

1.集體創作的網路資

真實評量 

卷宗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美好
時光
的印
記 
 

單元
8 
、 

演奏
生命
節奏 

 
單元
11、 
那天
真特
別 

之盒 
 

8-2
認識
切分
音 
 

11-3
企畫
高手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材質所帶來的效果差異，分

析媒材形式和創作方法。 

2.能省思生活中的感受及內

心的想法，決定要表達的主

題及內容。 

3.能討論並構思以何種媒材

、形式，表達自己對學校的

想法與情感。 

4.能與同學合作將想法具體

實踐，創作與學校情感及空

間結合的作品。 

5.能正確的了解切分音的意

義。 

6.能正確的拍打與念唱切分

音的節奏型。 

7.能依正確的節奏與音高演

唱歌曲。 

8.能了解書寫企畫的基本要

點。 

9.能在歸納中，初擬畢業活

動企畫各項細節。 

10.能規畫畢業活動時，應注

意的重點方向。 

11.能發表一份畢業活動企畫

藝術作品記錄保存對母校

的感情與回憶。 

2.運用思考、計畫、討論

、溝通、分工與分享的過

程，完成集體創作的學習

歷程。 

3.節拍、節奏與音符是較

為抽象的概念，切分音的

節奏尤其較難掌握，教師

教學時應注意學生的先備

知識，並引導學生感受切

分音節拍與節奏的表現。 

4.從小組討論中擬定書寫

企畫的初步架構，經由引

導歸納企畫中應注意的重

點方向，以表演藝術為主

軸，進行細部的內容安排

。 

5.完整的畢業企畫，除了

主題制定與節目內容安排

之外，人、時、地、物的

細節往往也是活動成敗的

關鍵，因此需要慎思考量

，才能讓活動的進行順暢

源及相關書籍。 

2.事先與學校行政單

位溝通布置作品的位

置及方式，並取得支

援的人力或物資。 

3.鋼琴（或風琴）或

歌曲 CD。 

4.曲譜掛圖。 

 

學生準備：依各校的

環境、情況以及決議

準備製作所需媒材和

用具。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3-3-2 能利用簡報軟

體編輯並播放簡報

。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

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

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案。 

12.能欣賞他人作品並分享心

得。 

圓滿。 

6.畢業企畫內容在共同合

作擬定完成後，經由多元

的方式發表，彼此從中學

習成長。 

7.學生經由實際規畫，增

強畢業活動的參與感，更

能引起對畢業活動的共鳴

。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力。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1 培養規劃及運

用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十

七 

單元
4 
、 

美好
時光
的印

4-3
開啟
記憶
之盒 

 
8-3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1.能欣賞校園空間結合學生

作品之後的表現，感受不同

材質所帶來的效果差異，分

析媒材形式和創作方法。 

1.運用藝術創作留下對學

校的心情記錄，透過視覺

藝術作品記錄保存對母校

的感情與回憶。 

3 

教師準備： 

1.集體創作的網路資

源及相關書籍。 

2.事先與學校行政單

真實評量 

卷宗評量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 尊重不同性別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記 
 

單元
8 
、 

演奏
生命
節奏 

 
單元
11、 
那天
真特
別 

藍色
狂想
曲的
誕生 

 
11-3
企畫
高手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2.能省思生活中的感受及內

心的想法，決定要表達的主

題及內容。 

3.能討論並構思以何種媒材

、形式，表達自己對學校的

想法與情感。 

4.能與同學合作將想法具體

實踐，創作與學校情感及空

間結合的作品。 

5.能認識古典音樂中的爵士

風格。 

6.能欣賞樂曲《藍色狂想曲

》。 

7.能認識音樂記號「顫音」

。 

8.能認識美國作曲家蓋希文

。 

9.能了解書寫企畫的基本要

點。 

10.能在歸納中，初擬畢業活

動企畫各項細節。 

11.能規畫畢業活動時，應注

意的重點方向。 

12.能發表一份畢業活動企畫

2.運用思考、計畫、討論

、溝通、分工與分享的過

程，完成集體創作的學習

歷程。 

3.學生除了要掌握爵士樂

的風格與節拍的特色外，

重要的是將這些特性與音

樂結合，理解音樂中的表

現力。 

4.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音樂

的變化，以及作曲家在樂

曲中的應用。 

5.從小組討論中擬定書寫

企畫的初步架構，經由引

導歸納企畫中應注意的重

點方向，以表演藝術為主

軸，進行細部的內容安排

。 

6.完整的畢業企畫，除了

主題制定與節目內容安排

之外，人、時、地、物的

細節往往也是活動成敗的

關鍵，因此需要慎思考量

，才能讓活動的進行順暢

位溝通布置作品的位

置及方式，並取得支

援的人力或物資。 

3.鋼琴（或風琴）。 

4.音樂 CD 或影片。 

 

學生準備：依各校的

環境、情況以及決議

準備製作所需媒材和

用具。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3-3-2 能利用簡報軟

體編輯並播放簡報

。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

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

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案。 

13.能欣賞他人作品並分享心

得。 

圓滿。 

7.畢業企畫內容在共同合

作擬定完成後，經由多元

的方式發表，彼此從中學

習成長。 

8.學生經由實際規畫，增

強畢業活動的參與感，更

能引起對畢業活動的共鳴

。 

活動。 

◎人權教育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力。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1 培養規劃及運

用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十

八 

單元
4 
、 

美好
時光
的印
記 
 

單元

4-4
永恆
的回
憶 
 

8-4
認識
爵士
樂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

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

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

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

技法，完成有規畫、有感情

1.合作完成作品的創作與布

置。 

2.能分享自己的作品內涵，

以宏觀的心欣賞他人的作品

。 

3.能認識爵士樂的特色與音

1.指導學生將作品安置在

適宜的地點，製作作品說

明牌引導觀者了解創作者

的想法與動機，學習到與

人合作的技巧與分享的能

力。 

3 

教師準備： 

1.集體創作的網路資

源及相關書籍。 

2.教學掛圖、音樂

CD 或影片。 

 

真實評量 

動態評量 

實作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一、了解自我

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

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

通與分享。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8 
、 

演奏
生命
節奏 

 
單元
11、 
那天
真特
別 
 

畢業
典禮 

 
11-3
企畫
高手 

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

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

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

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

創作經驗與方向。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

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

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

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

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

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

、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

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

樂形式。 

4.能認識爵士樂的發展歷史

。 

5.能欣賞樂曲《楓葉散拍》

。 

6.能了解書寫企畫的基本要

點。 

7.能在歸納中，初擬畢業活

動企畫各項細節。 

8.能規畫畢業活動時，應注

意的重點方向。 

9.能發表一份畢業活動企畫

案。 

10.能欣賞他人作品並分享心

得。 

2.本節次著重在各種音樂

形式的美感經驗建立，使

學生能夠透過生活中的各

種音樂，了解音樂在生活

中的重要性，建立生活美

學觀與聆賞音樂的習慣。 

3.從小組討論中擬定書寫

企畫的初步架構，經由引

導歸納企畫中應注意的重

點方向，以表演藝術為主

軸，進行細部的內容安排

。 

4.完整的畢業企畫，除了

主題制定與節目內容安排

之外，人、時、地、物的

細節往往也是活動成敗的

關鍵，因此需要慎思考量

，才能讓活動的進行順暢

圓滿。 

5.畢業企畫內容在共同合

作擬定完成後，經由多元

的方式發表，彼此從中學

習成長。 

6.學生經由實際規畫，增

學生準備：彩繪用具

、畫紙、雙面膠或膠

帶。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 

◎資訊教育 

2-3-2 能操作及應用

電腦多媒體設備。 

3-3-2 能利用簡報軟

體編輯並播放簡報

。 

4-3-6 能利用網路工

具分享學習資源與

心得。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

族群的傳統與文化

。 

3-3-3 從事與欣賞美

化生活的藝術造型

活動。 

◎人權教育 

五、尊重、關

懷與團隊合作

。 

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

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

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

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 



 

起
訖
週
次 

單
元 

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動。 

3-3-13 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

知能，設計、規畫並進行美

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強畢業活動的參與感，更

能引起對畢業活動的共鳴

。 

1-3-4 瞭解世界上不

同的群體、文化和

國家，能尊重欣賞

其差異。 

2-3-3 瞭解人權與民

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

趣、能力。 

2-2-1 培養良好的人

際互動能力。 

3-2-1 培養規劃及運

用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