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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花蓮縣大榮國小 

授課教師 莊鏝儒 

教師主授科目 藝術與人文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2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海洋薪傳--我的航海計畫「起手造船」 

施作課堂 

（如：國

文） 

藝術與人

文及社團 
施作總節數 16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4、5、6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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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案活動針對大榮國小四、五、六年級 30 位學生進行了「我們都從海上來」的美感教

育先導，冀望透過學生們的 3D 手作創作，啟發學生們的美感觀察能力及創造力。 

活動簡介：海洋薪傳--我的航海計畫「起手造船」： 

我們將為學生帶來一個難忘的學習體驗。在課程中，您將學習以下內容： 

1. 航海基礎知識：瞭解航海術語和技巧，學習如何操作航海儀器和尋找方向。 

2. 船舶設計：探索不同船舶的結構和效能，瞭解它們在海上航行的原理。 

3. 航海歷史：探索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航行事件，瞭解航海家們的冒險故事。 

4. 航海安全：學習如何應對緊急情況，包括救生技巧和航海遇到的挑戰。 

這個課程不僅僅是傳授航海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和解難能力。我們

將透過模擬航海冒險遊戲，讓學生進行團隊合作解決問題，培養他們的領導才能和決策



能力。 

 

為學生提供一個難忘的學習體驗，讓同學們親身體驗航海的樂趣和挑戰，讓您在安全的環境

下體驗真正的航海體驗讓同學瞭解航海世界並培養冒險精神。如果您對航海感興趣，快來參

加「我的航海計畫課」，一起探索無限的海洋世界，開啟屬於自己的冒險之旅吧！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本次教育活動的目標如下： 

1-1 讓學生了解海洋生態及相關知識 

1-2 提升學生美感觀察能力 

1-3 提升學生創造力及手作技能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上圖是學生正在專心讀內容豐富、精彩的安妮報紙。 

 

上圖是學生正在專心讀內容豐富、精彩的安妮報紙。 



 

 

 

 

 

 

 

 

 

 

 

 

 

上圖是六年級學生分享他讀報的精彩分享。 

 

 

 

 

 

 

 

 

 

 

 

 

 

 

 

 

上圖是四年級學生分享他們的海洋薪傳的作品。 

 



 

 

 

 

 

 

 

 

 

 

 

上圖是四年級學生專心製作她的 3D 列印美麗獨木舟。 

 

 

 

 

 

 

 

 

 

 

 

 

 

 

上圖是五、六年級學生專心製作她的 3D 列印美麗獨木舟。 

 

 



 

 

 

 

 

 

 

 

 

 

 

 

 

上圖是學生待完成的造船計畫的作品，各具特色。 

 

 

 

 

 

 

 

 

 

 

 

 

 

上圖是水中行舟測試。 



2. 課堂流程說明 

| 1 | 講解海洋生態及相關知識 | 課堂時間：30 分鐘 | 

| 2 | 講解美感教育計劃單位與教學網站，說明此次的學習目標 | 課堂時間：10 分鐘 | 

| 3 | 請學生畫出自己航海計畫的船的原型圖 | 課堂時間：30 分鐘 | 

| 4 | 請學生進行 3D 列印筆的製作屬於自己的航海冒險船 | 課堂時間：240 分鐘 | 

| 5 | 航海試航，到校園內的水池中試看看自己的船是否可啟航並可浮在水面上航行 | 課堂

時間：30 分鐘 | 

| 6 | 回教室跟學生一起進行討論與修正調整與改善計畫 | 課堂時間：40 分鐘 |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本次教學監課的過程中，發現有些學生對於 3D 列印製作過程中的細節掌握不足， 

因此在未來的教學中應該在這方面加強。另外，學生們需要較長時間進行船艦的製作，也

要花較長的時間進行試航，因此需要調整教學進度，讓學生能更加充分的進行製作及試航

的過程，所以仍待後續的課程規劃與安排。 

這次的美感教育專案計畫成果報告，期望能夠向大家呈現教育活動的過程及成果，同

時也期望透過這份報告，能夠讓更多的人瞭解到美感教育的價值和重要性。 

 

當然可以，以下是一些可能遇到的問題及相應的改善與調整方式： 

1. 動手製作所需時間較久，學生無法在一堂課上完成。 

- 建議在教學前先預估所需時間，將作業分為幾個片段逐一完成，並要求學生在家完成某

些步驟，如製作原型圖。 

2. 由於學生的程度不同，有些學生可能會製作出來的船模型與預期不同。 

-  請老師提供一份參考圖或範例，讓學生可以參考。另外，老師也可以給予學生指導及建

議，協助他們完成良好的作品。 

3. 有 些 學 生 可 能 對  3D  列印技術不熟悉，無法適應製作過程。 

- 請老師逐一協助學生進行操作，並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學。此外，老師也可以提供更多的

教材或參考資源，協助學生更熟練地掌握此技能。 

4. 部份學生可能對課程內容缺乏興趣，難以投入學習。 

- 請老師提供更豐富的教材及教學方式，以吸引學生的興趣。此外，老師也可以適時引導

學生，協助他們發揮創造力，並鼓勵他們進行自由創作，提高學生的學習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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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堂課程中，學生們使用了設計圖紙、剪刀、3D 列印筆等工具，透過手工製

作完成了船的模型。每個學生都鑽研細節、認真製作，為船模型新增獨特的風格和

特色，讓每一艘船都獨樹一幟。課程使得學生們獲得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在製作

過程中磨練了耐心和細心，更加深入地去認識美的本質和動手製作的樂趣。我們相

信，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中，學生們將會更加熱愛學習，更加懂得享受人生中的各種

美好體驗 

在課程後半段，學生們進一步學習了 3D 列印技術，將自己設計的獨具特色的

船模型進行了列印。當學生們看到自己的船模型在 3D 印表機中一步步地被轉換成

實體時，全體學生都喜形於色，這份喜悅不僅是因為他們完成了製作，同時也體現

了他們對於美感的認知和感悟。 

對於在美感教育上能夠喚發學生的喜愛和喜悅，這絕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情，也希望能持續透過這樣的方式啟發學生對美的熱情。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議： 

1.  培養學生自我發掘美感能力：美感需要培養，學生需要有自我發掘美感能力。

我認為在課程中要盡量減少過度給予建議與答案，而是讓學生有更多發揮自己

獨特想法的機會。 

2.  深化對美感概念的認識：美感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感受，不僅存在於視覺層面，

還包括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多元感受因素，希望學生能夠更瞭解這一

點。 

3.  強化跨領域學習：美感教育應該是開放、包容、富有創意和實驗性的，建議增

加多元化學科的對接，如融入設計、科技等跨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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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這些建議帶給學生更豐富、有創意的美感教育體驗。 

教學品質和活動評估都是十分重要的議題，以下是一些可能需要注意的問題和建議： 

1.  適當的指導和協作：學生需要有足夠的指導和協作，才能真正做到學習和創

作的完美結合。在課程中，老師可以提出具體的建議和方向，並盡可能給予實

際操作和實作的時間。 

2.  鼓勵學生紀錄和分享：學生創作完成後，可以鼓勵他們記錄和分享自己的作品、

心得和感受，這不僅可以讓學生得到適當的鼓勵和肯定，而且可以幫助他們更

好地理解和應用美感概念。 

3.  探究學生興趣和特長：學生各有所長，老師可以透過教學期間和課程評估的過

程中， 探究學生興趣和特長，並嘗試讓每個學生都能夠發揮出自己獨特的近日，

某國小三年級學生在美感教育課程中，透過動手製作完成了精美的船模型，學

生們的喜愛、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這堂課程中，學生們使用了設計圖紙、剪刀、3D 列印筆等工具，透過手工製

作完成了船的模型。每個學生都鑽研細節、認真製作，為船模型新增獨特的風格和

特色，讓每一艘船都獨樹一幟。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學習回饋，如有可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