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 

 

 

 

 

 

 

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民小學 

執行教師： 高志遠 教師 

輔導單位： 南區 基地大學輔導 

 

  



1 

目錄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 基本資料 

二、 課程概要與目標 

 

執行內容 

一、 課程記錄 

二、 教學觀察與反思 

三、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小 

授課教師 高志遠 

教師主授科目 資訊、藝文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7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微生物大觀園 

施作課堂 

（eg.國文） 
藝文 施作總節數 18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五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配合現今 covid-19 疫情，選用第六期的安妮新聞（主題：微生物），融入 SDGs-3 健康

與福祉議題。讓學生從閱讀安妮新聞報紙，體會透過編排、配色認識美。從健康的角度

了解微生物、傳染病與人的關係，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從藝術作品了解當代對疾病的觀

點，藉由傳染病大流行的的歷史軌跡認識人類對抗傳染病的歷程。從一般大眾及醫護人

員所穿戴的防疫裝備與過去人類面對未知疾病所穿戴的防疫裝備作比較，了解其相似及

相異之處，探討瘟疫醫師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定位。並整合各種能力，將平面材料轉變成

立體作品，製作具個人風格的鳥嘴面具。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1.了解並欣賞報紙的視覺設計與版面編排。 

2.能夠舉例說明微生物與人的關係。 

3.能夠舉例說出瘟疫醫師與現代醫師防護裝備的相似與相異之處。 

4.能夠說明瘟疫醫師穿戴裝備的特色與功能。 

5.能夠分析說明瘟疫醫師在當代環境的腳色定位。 

6.能夠將 2D 平面材料轉變成 3D 的立體物件。 

7.能夠了解材質的特性，選擇適當材料創作具個人風格的鳥嘴面具。。 

8.能夠利用色彩堆疊營造類金屬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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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1.閱讀安妮新聞報紙 

 

2.討論藝術作品如何想像疾病 

 

 

 



3 

3.了解微生物、傳染病與人的關係 

 

4.鳥嘴面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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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有效果的小組照片 

 

B 課堂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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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因課程配合現今 covid-19 疫情，發現學生有興趣且較為專注在學習，在統整

回顧課程重點時，學生能夠將安妮新聞報紙、教師導學、組內共學的內容吸收

進去，表現超過原本的預期。 

2.利用平面的材料製作立體造型作品，必須應用到數學的立體空間概念，學生

在數學課時雖已具備相關的知識，但實際要動手將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在生活創

作，卻有著不小的差距，必須引導學生思考、討論、理解到實作，才能將理論

與實際相結合。 

3.瘟疫醫師的鳥嘴面具，在歷史上十分具有特色並帶有神秘的色彩，因其造型

獨特常出現在各種類型的刊物或媒體上，故帶領學生了解其誕生的背景與定

位，才不會只知其形不知內涵。由於鳥嘴面具造型十分立體，製作上有一定的

難度，雖然是高(五)年級的學生，但基礎能力參差不齊，如何引導學生感受及

應用材料的特性可說是最大的挑戰，尤其是從平面材料轉變成立體作品的過

程，在課前規劃時是最令人擔憂的階段。 

可喜的是，學生在面具製作的幾個重要階段（鳥嘴、護目鏡、風格裝飾）大多

能夠跟上進度，也能夠看到學生彼此經驗分享、共學的過程；而本班有資源班

的學生，基礎能力相對較弱，原預期需要常常給予製作上的協助，但資源班學

生在經過引導後，大部分都能夠靠自己獨力完成，令人驚豔，可知學習鷹架的

建立對於學生的學習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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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