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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 

授課教師 江怡蓉、邱鈺晴 

實施年級 七年級/八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一、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 小時 1 學分）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6-18 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小時 

  ■     國民中學 8 小時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57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藝」起來追夢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國民中學 7、8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上學期，學生們深入研究了排版設計，並將他們對青島街勝利之星村的探索融入了課程 

中。通過與社區的文化和創意部門合作，他們構想了一張社區活動海報。在整個過程中， 

他們深入理解了攝影構圖、巧妙的色彩應用以及排版美學的微妙之處。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透過在課堂內參與素描、水彩和複合媒材等活動，學生已經建立了多種藝術技巧的基礎理

解。這種實踐經驗使他們掌握了體積與立體的概念，使他們能夠以穩固的概念框架來迎接即

將到來的課程。隨著他們深入探討立體的主題，這種對不同媒材和視角的熟悉無疑將為他們

提供堅實的基礎，以應對這學期日式手作店鋪的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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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活動簡介： 

延伸上學期勝利星村課程所探索的元素：色彩、視覺結構、版面美學，本學期課程著眼於立

體創作，以呈現對當地生活環境和文化創生的理解。學習內容由平面轉向 3D。學生參與實

際、在地的藝術活動，培養對周遭環境的關懷感。透過培養對地方特色的欣賞，學生將更深

入地了解社區，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課程以藝術為媒介結合社區訪談，在社區訪問過程中，學生積極參與勝利星村店主和居民

的訪談，解開店鋪經營和設計理念的脈絡。透過這種實地參與，學生進行一段文創探索之 

旅，從訪談對象的成長背景中，喚醒生命的新視角，藉著這些店鋪主人經驗，提供反思生活

的機會。此外，訪談的練習與實踐，將賦予學生思考市場特色、產品行銷策略等經濟相關的

議題。 

隨著課程的進展，學生將透過立體創作發想，深入評估自己擅長與感動的方向，將想像轉化

為實際可見的創意店鋪，由立體創作融入個人敘事，學生不僅獲得寶貴的經驗，也提升如何 

透過藝術與社區交流的美好過程。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培養欣賞自然環境微妙之美的能力，進一步深化我們與周遭世界的聯繫。 

2. 培育感知歷史文物、物件和文化的微妙魅力，促進對文化遺產的理解。 

3. 提升學生識別建築固有美感的敏銳度。 

 美感技術 

1. 運用各種材質和紋理製作藝術作品的技巧，讓學生探索藝術創作的觸覺層面。 

 美感概念 

1. 文化融合美學：引導學生思考文化多樣性與藝術創作之間的交互作用。在這個概

念下，設計可以融合來自不同文化的元素，將傳統、象徵和美學融合在一起，以

慶祝多元文化影響所產生的美。目標是促進跨文化的理解與欣賞。 

 其他美感目標 

1.  與生涯規劃連結，使學生透過訪談，能夠將獲得的生命經歷，轉化為內在力量， 

提升生命內涵。 

2. 通過促進學生間多元背景的藝術思想交流，鼓勵文化多元主義，從而建立互相尊 

重和理解的友好關係。 

三、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04/09- 

04/15 

單元目標 探索個人特色，掌握在地氛圍。 

操作簡述 多元美感學習、探索空間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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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4/09- 

04/15 

單元目標 探索個人特色，掌握在地氛圍。 

操作簡述 多元美感學習、探索空間藝術。 

3 04/16- 

04/22 

單元目標 構成生活美學，追求在地本質。 

操作簡述 培育美感素養，辦理美感講座。 

4 04/16- 

04/22 

單元目標 構成生活美學，追求在地本質。 

操作簡述 培育美感素養，辦理美感講座。 

5 04/23- 

04/29 

單元目標 製作「在地」小店模型，打造美感市集。 

操作簡述 激發美感創意，凸顯個人色彩。 

6 
04/23- 

04/29 

單元目標 製作「在地」小店模型，打造美感市集。 

操作簡述 激發美感創意，凸顯個人色彩。 

7 
04/30- 

05/06 

單元目標 製作「在地」小店模型，打造美感市集。 

操作簡述 打造小店特色，建立美感印象。 

8 04/30- 

05/06 

單元目標 製作「在地」小店模型，打造美感市集 

操作簡述 打造小店特色，建立美感印象。 

四、預期成果：  

1. 運用設計原則： 學生將運用所學的色彩理論、比例、質地和結構原則，提升對設計

本質和概念意義的理解。這些知識將賦予他們創作有目的性的設計，使設計具有意義並

引起共鳴。 

2. 美學與文化融合： 通過與當地文化的沉浸式體驗性學習，學生將在審美感知和創意

表達之間建立相關聯繫。通過將文化元素融入設計中，學生不僅會豐富他們的藝術實

踐，還將促進與社區的更豐富參與。 

3. 培養審美素養與社區融合： 本課程將培養學生的審美素養，最終打造獨特的藝術作

品，令人聯想到小型精品店。課程中帶入景觀設計、建築設計和室內設計之間的相似性

和區別的啟發，學生將理解設計的多元維度。透過藝術共生的方法將鞏固他們與當地社

區的聯繫，並激勵他們提升社區融合和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意識。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將軍之屋·故事(林思玲/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12.10.01) 

2. 設計的覺醒(田中一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3. NEW 商標與 CI(陳偉賢/新形象出版/2006) 

4. 櫥窗設計＆空間處理(陳偉賢/新形象出版/1992) 

5. 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叢書(漢寶德編/台北：文化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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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資源： 

1.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藝術 

領域。取自 https://cirn.moe.edu.tw/Upload/file/27684/68491.pdf 

2. 日本櫥窗設計學:櫥窗市街頭風景，創造出民眾心中的緩衝空間(2017)。

https://www.shoppingdesign.com.tw/post/view/1632? 

3.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品數位閱覽：http://www1.tmoa.gov.tw/collections/ 

 

http://www.shoppingdesign.com.tw/post/view/1632
http://www.shoppingdesign.com.tw/post/view/1632
http://www1.tmoa.gov.tw/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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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課程內容已按照預定計劃執行。在經費方面，外聘講師的支出較高，這源於最初僅計劃聘請

四位講師，然而，在邀請過程中，我們發現另外兩位店主的生活經歷極具吸引力，他們的敘述具

有相當大的價值，可以做為學生寶貴的生活見解。因此，將未使用的交通費勻支給這兩位講師及

相關二代健保費用，讓整個訪談過程增加深度。 

二、6-1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1. 學生補強課程:袖珍小屋的歷史及特色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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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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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勝利星村社區店家訪談課程。 

 4 月 7 日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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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店模型設計課程介紹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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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在整個課程中，學生將有機會重新認識眷村與日式建築的魅力。特別是與當地店主進行訪 

談之後，學生將運用他們的創造力製作內心理想社區商店的模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材料和技術選擇：本課程非常注重賦予學生有關創作選擇材料和技術的知識和技

能，使他們能夠為其創作做出適當的決定。通過選擇適當的材料，學生提高手作能力， 

也培養了審美的眼光。他們學會評估各種材料的獨特性，並了解如何運用這些材料 

2. 融入當地環境元素：本課程鼓勵學生將當地環境元素的概念融入其藝術實踐中。

學會從周圍環境中汲取靈感，將其創作注入反映當地環境美和重要性的元素。這不僅符

合當代價值觀，透過學生的藝術作品，將展示文化創生的能力，強烈表達尊重文化財的

重要性。 

3. 培養創新和社區參與：通過參與合作項目和與社區成員的互動，豐富了自我生 

命。此外，這種經驗將加深他們<藝術與社區的連結>。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社區商店訪談課程非常引人入勝，促進了學生與社區之間的互動。訪談者分享第一手的見解， 

包括生活經驗、商店管理的細節以及獨特的室內設計元素，大大豐富了課程。儘管邀請商店業主

的過程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溝通，但仍然是讓學生很有收穫的一堂課。 

此外，在本課程中，提高指導老師對材料的敏感度是相當重要的，建議在增能研習中增加更多以

材料為重點的研習內容。最後，實際課堂的操作時間超出了最初的想像，未來需要進行調整。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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