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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陽明國小 

授課教師 連聖哲 

教師主授科目 藝術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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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之旅」-情緒探索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10 期，第 2-3 頁 文章標題 情緒探索地圖 

施作課堂 
（如：國文） 藝術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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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門課程旨在探索藝術如何成為一種表達情感、療癒心靈的媒介。透過各種藝術形式，學生

將有機會深入挖掘內在情感，並學習如何以創意的方式表達和理解自己的情緒。課程結構分

為三個主要模塊： 

1.藝術媒材的探索與應用：  

學生將體驗不同的藝術媒材，如繪畫、雕塑、攝影等，以發現每種媒材獨特的表達力。這

不僅培養他們的藝術技能，更重要的是讓他們透過創作來表現內在情感。 

2.情緒管理與自我探索：  

透過藝術創作，學生將被引導探索自己的情緒世界。課程將提供情緒管理工具，協助學生

理解和處理情感，並促進心靈的平衡和成長。 

3.群體分享與反思：  

學習不僅是個人的旅程，更是與他人分享和連結的過程。透過作品分享和討論，學生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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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與同儕交流，彼此啟發，並從他人的作品中獲得不同的觀點。 

這門課程旨在啟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提高情緒智商，並建立一個支持性的學習環境，讓每

個人都能在藝術的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情緒表達方式。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藝術媒材的探索與應用： 

目標：學生能夠掌握多種藝術媒材的基本技巧，並運用這些技能表達自己的情感。 

具體目標： 

•學習使用不同媒材（繪畫、雕塑、攝影等）進行表達。 

•培養對藝術形式的敏感性，理解媒材與情感之間的連結。 

2.情緒管理與自我探索： 

目標：協助學生深入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緒，並透過藝術創作實踐情緒表達。 

具體目標： 

•提供情緒管理工具和技能，培養情緒智商。 

•透過藝術創作促進學生對自己情感的自覺和反思。 

3.群體分享與反思： 

目標：建立學習社群，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和支持，以及從他人作品中獲得不同的觀點。 

具體目標： 

•鼓勵學生分享創作，並學會給予和接受建設性的反饋。 

•透過群體討論，激發學生對藝術和情感的更深層次理解。 

4.創造性思維和表達能力的提升： 

目標：啟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培養他們的表達能力，使其能夠以獨特和有深度的方式表達

情感。 

具體目標： 

•提供挑戰性的創作任務，鼓勵學生超越常規，發展獨特的藝術風格。 

•強調創造性思維的重要性，並激發學生尋找新的藝術表達方式。 

這些教學目標旨在創造一個豐富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藝術和情緒的交匯處得到全方位的發

展，並促進個人和集體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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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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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藝術媒材的探索與應用（90 分鐘） 

1.簡介與課程目標設定（10 分鐘）： 

•介紹課程的整體目標，強調學習使用藝術媒材表達情感的重要性。 

2.藝術媒材導覽（20 分鐘）： 

•展示不同的藝術媒材，講解其特點和適用情境。 

•簡單的示範，讓學生感受各種媒材的基本技巧。 

3.實作時間（50 分鐘）： 

•學生根據自己的選擇開始實作，鼓勵他們自由發揮，表達當下的情感。 

•教師巡視並提供個別指導和建議。 

4.作品分享（10 分鐘）： 

•學生分享他們的作品，討論使用特定媒材的挑戰和體驗。 

第二節：情緒管理與自我探索（80 分鐘） 

1.回顧前節學習（10 分鐘）： 

•簡要回顧使用藝術媒材表達情感的經驗，引入情緒管理的主題。 

2.情緒管理工具介紹（20 分鐘）： 

•探討不同的情緒管理工具，如藝術日誌、冥想等。 

•學生嘗試其中一種工具，體驗其效果。 

3.藝術創作與情緒探索（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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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以更深層次的方式探索自己的情感，結合前節學到的媒材進行創作。 

4.小組討論（10 分鐘）： 

•學生在小組內分享他們使用情緒管理工具和藝術創作的心得，互相交流。 

第三節：群體分享與反思（60 分鐘） 

1.學習目標回顧（10 分鐘）： 

•回顧前兩節的學習目標，強調群體分享的重要性。 

2.作品分享及討論（30 分鐘）： 

•學生進行最終的作品分享，並透過互動討論，分享在創作過程中的心得和體會。 

3.反思與下一步行動（15 分鐘）： 

•學生反思整個課程的學習，提出個人的成長和下一步的目標。 

4.課程結束（5 分鐘）： 

•教師總結課程，感謝學生的參與，鼓勵他們持續將藝術與情緒表達融入生活中。 

這樣的課程流程旨在通過實踐和反思，引導學生深入理解藝術與情緒之間的連結，同時提升

他們的創造性思維和自我表達能力。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在這門課程中，我們通過藝術創作引導學生深入探索情感世界，提升情緒智商，並建立一個

支持性的學習環境。以下是對課程的反思： 

1.媒材探索的成功： 

•正面：學生對不同藝術媒材的積極反應令人鼓舞。提供媒材導覽和實作時間的安排，促使

學生自由表達，發現了他們內在的創造力。 

•改進：未來可以加入更多的示範和技巧指導，以協助那些在特定媒材上感到挑戰的學生。 

2.情緒管理工具的應用： 

•正面：引入情緒管理工具的模塊，讓學生學會以不同方式探索和理解自己的情感。學生對

這些工具的積極參與有助於提升他們的情緒自覺性。 

•改進：可以深化對不同情緒管理工具的介紹，以確保學生能夠選擇最適合他們的方法。 

3.群體分享的互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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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學生在作品分享和小組討論中展現出積極的態度，有助於建立一個互相支持的學習

社群。這種互動促進了不同觀點和經歷的交流。 

•改進：可以更積極地引導討論，確保每位學生都有機會分享和參與，以促進更全面的學習。 

4.個人成長和下一步的目標： 

•正面：在課程結束時，學生能夠清晰地表達他們在課程中的成長和學到的技能。他們提出

的下一步目標表明課程對他們的啟發有所影響。 

•改進：可以建立一個較為系統化的反思機制，讓學生能夠更深入地思考和記錄他們的學習

歷程。 

總的來說，這門課程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改進的空間。透過不斷反思和調

整，我們可以更好地滿足學生的需求，提高課程的效果，讓學生在藝術與情緒的融合中得到

更豐富的學習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