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10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0學年度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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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市⽴⼩港⾼級中學
執⾏教師： 熊婕宇 教師
輔導單位： 南區 基地⼤學輔導



⺫錄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1. 基本資料 

2. 課程概要與⺫標 

執⾏內容 
1. 課程記錄 

2. 教學觀察與反思 

3. 學⽣學習⼼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同意書 
1.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2.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授權書（如有請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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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基本資料 

⼆、課程概要與⺫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辦理學校 ⾼雄市⽴⼩港⾼級中學
授課教師 熊婕宇
教師主授科
⺫

美術科

班級數 8班
學⽣總數 200名學⽣

課程名稱：寫實超現實

施作課堂 美術 施作總節
數 8 教學對

象

□國⺠⼩學          年級  
□國⺠中學          年級 

⾼級中學  ⼆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300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以安妮新聞 5535 Week28-23期的內容「⼭海有靈，幻影蟄伏」-台島神獸誌
作為華興美術（下）Chapter3 奇思異想- 「藝術家的幻想世界」的前導概
念。 
運⽤安妮新聞中的台灣早期各地的神話及對神獸的想像，運⽤分組討論、資
料收集，以各地的⽂化及特⾊，歸納出對神獸外觀的想法，以及探討台灣各
地有什麼歷史背景（地形、地名、氣候等）導致有神獸功能性、外觀的差
異。 
上述內容能夠培養學⽣搜集課程主題的相關史料、當地⽂化，並建⽴對台灣
⼟地認同，接著進⼀步的帶⼊並⽐較早期臺灣島上居⺠的想像⼒與⻄⽅超現
實主義相似、相異之處。 

最後，同學可藉著課程中所學的能⼒，帶著豐沛的想像⼒，在⽇常⽣活中發
現寫實、超現實的⽣活軌跡，持續創作、構築未來藍圖。

 ⼆、課程⺫標（條列式） 

• 培養與同學討論、歸納問題的習慣，能夠建⽴對課程主題的內化印象。 
• 透過討論後的資料，能夠按照課程中的指令「想像」並繪台灣製各地神獸

的外觀 
• 能夠與全班分享組內的討論及作品，並欣賞彼此的意⾒ 
• 理解「想像⼒」、「潛意識」、「歷史⽂化」對藝術發展的影響 
• 建⽴東⻄⽅藝術⽂化對「超現實」不同型態及創作⼿法的審美理解 
• 知道當代藝術的作品型態結合的概念性及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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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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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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與反思 

 

 

三、學⽣學習⼼得與成果 

B 課堂流程說明： 

• 想像台灣神獸 
各組以抽籤的⽅式，會抽到安妮新聞內收錄的6種台灣神獸，並透過⽼師的故
事講解、組內同學搜集、歸納的資料，進⽽繪製出神獸的外觀。 

• ⼩組分享 
各組以3-5分鐘在課程中與班級分享繪製的內容以及討論、創作過程中遇到的
問題及如何克服。 

• 超現實主義作品與概念 
⽼師講解由1924年興起的超現實主義，有哪些藝術家、創作的⼿法、以及探
討藝術家的作品「為何這樣做？」深⼊思考作品背後的核⼼概念。 

• 課外讀物 
以阿根廷作家Jorge Luis Borges及插畫家Peter Sis的經典作品«想像的動物» 
作為課程內容補充，並且與課本內容、安妮新聞主題進⾏搭配。 

• 電影欣賞 
以電影«達利-不朽之旅»了解超現實主義的創作背後的靈感來源，並且以達利
的家鄉故事、成⻑歷程、感情⽣活，三個構⾯進⾏思考。 

• 課程討論單 
課程討論單會收錄此次課程的詳細內容及計畫，學⽣們可於課程中搭配並記
錄，在課程結束後發表並上傳電⼦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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