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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健瑩 

申請類別 ■設計教育課程（至少 6 小時）□ 基本設計（18 小時）   

課程執行類別 ■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中   □ 技術型高中   □ 綜合型高中 

授課年級 □ 國一   ■國二   □ 國三   □ 高一   □ 高二   □ 高三 

班級類型 ■普通班   □ 美術班  

課程類型 □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 其他：＿＿＿＿＿＿＿＿ 

班級數 6 班 學生數 138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中二生南方玩廢發表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A3. 環境、A6.生命、B9.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B11.永續城

鄉、B12.責任消費及生產 

課程主題 

其他選填項目 

【A】教育部 108 課綱之 19 項重大議題 

A1.性別平等、A2.人權、A3.環境、A4.海洋、A5.品德、A6.生命、A7.安全、A8.家庭

教育、A9.生涯規劃、A10.資訊、A11.科技、A12.法治、A13.國際教育、A14.閱讀素

養、A15.防災、A16.能源、A17.多元文化、A18.戶外教育、A19.原住民族教育 

【B】SDGs 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B1.終結貧窮、B2.消除飢餓、B3.健康與福祉、B4.優質教育、B5.性別平權、B6.淨水

及衛生、B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B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B9.工業化/創新及基礎

建設、B10.減少不平等、B11.永續城鄉、B12.責任消費及生產、B13.氣候行動、B14.

保育海洋生態、B15.保育陸域生態、B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B17.多元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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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課程說明 

■ 參考先前課程，並加入重大議題  

（■ 本人_113-2 課程、□ 《美感行動誌》收錄課程 ）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用賓果遊戲解讀藝術作品（70~90 年代的高雄美術外表真是太不討

喜啦！） 

2. 廢棄物創作，異材質拆解和組合，實現垃圾變藝術夢想! 

3. 藝術乃人與環境衝撞所生，我是高雄人，我的創作即高雄藝術！ 

4.試試看用本土語、英語發表玩廢作品！ 

一、課綱核心素養 （請勾選符合項目） 

A.自主行動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二、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300 字左右） 

* 先修科目：國中課本:台灣歷史與地理 

* 先備能力：能夠使用水彩，了解並遵守切割工具安全用法，美感色彩搭配 

三、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在課堂上做了一個調查：「你認識那些藝術家/藝術品/藝術流派？」。感慨於學生只認

識西方藝術，對於台灣當代藝術幾乎一無所知。我們所在的高雄有高美館，近期正展出「南

方作為衝撞之所」等之高雄當代藝術，做為生活/生長在高雄的年輕世代，應建立台灣本土藝

術的史觀，並且從中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發展的密切性。 

台灣當代美術在國中教材中非常弱勢，並沒有梳理出時代脈絡，是我覺得很有挑戰的教

學單元。何況是 70-90 年代的高雄美術，黑壓壓的，沉甸甸的！並不討喜。 

本單元應用高美館「南方作為衝撞之所」展覽資源（八件作品說明，虛擬藝廊），在介

紹作品之前，先來玩賓果！利用閱讀理解、個人感受，找出九個與作品的連結。學生從找出

關鍵字，五感的察覺，到先備知識的應用，回顧高雄 70~90 年代的工業起飛時期的藝術創

作，了解高雄發展經濟造成的環境變化、城市風貌、產業特色。 

第二個課程重點是對內探索身為國中二年級學生，身處國之南方的生活感受。利用生活

中的廢棄物來創作立體或平面作品。分析作品常見的廢棄物來源，討論不同材質的拆解方

式、組合方式，改變廢棄物的身分，轉變成具有高雄的敘事、抒情或評論的藝術作品。當然

可以結合聲音、肢體表演、錄影等其他元素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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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材質及立體造型的美感 

2. 藝術品的色彩、造型、意義的美感 

美感技術 

1. 了解拆解不同材質的方法（切割、挖、戳、撕、扭…） 

2. 能夠創造美的質感（質感方塊） 

3. 能夠使用適當廢棄物材料及材質創作表現自我想法的作品 

美感概念 
1. 了解藝術家與其所在時代的關係 

2. 了解藝術家表現不同的觀點運用的符號和材質 

其他美感目標  

五、課程大綱、教學進度  （ 課程週次請依課程需求增減 ） 

週次/序 上課日期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9/2-9/6 
認識創作材質及造

型 

以黃色小鴨為開始，探討環境的現況，介紹

利用廢棄物製作的藝術作品。 

2  9/9-9/13 

閱讀理解藝術品，

找出個作品的共同

及獨特性 

介紹台灣現代藝術概論。 之後兩人一組分配一

件藝術家作品（台灣當代藝術作品的圖片，附

文字說明），閱讀與觀察作品之後，從其中找

出關鍵字及自己的觀察與想法,填入九宮格，

全班玩賓果遊戲  

3  9/16-9/20 製作質感方塊 
利用廢棄物為材料，嘗試媒材的拆解和組合方

式 ，製作與分享質感方塊 

4  9/23-9/27 

了解如何以異材質

連結生活感受轉化

出具體造型作品創

作 

以廢棄物為材料，質感方塊為參考，引導學生從

（台灣當代藝術作品的圖片）的發現，和自己

的（高雄在地）生活感悟為出發點，創造具有美感

的作品 

5  9/30-10/4 作品創作 創作實作 

6 
 10/7-

10/11 
作品創作 創作實作 

7 
 10/14-

10/11 
作品創作 創作實作 

8 
 10/18-

10/22 
作品創作 創作實作 

9  10/25- 作品創作 創作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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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10 
 11/01-

11/05 
作品創作 創作實作 

11 
11/08-

11/12 
作品發表與回饋 創作實作及發表草案 

12 
11/15-

11/19 
作品發表與回饋 

介紹自己的作品、解說 （賓果遊戲拿到的那一

件）藝術作品，老師補充說明及講評 

六、預期成果 

1. 學生能夠了解 70~90 年代的高雄城市發展概況，即以此產生的美術作品及內涵 

2. 學生能夠利用異材質創作，利用不同方式拆解、組合成一件作品 

3. 學生能夠說明高雄的城市發展和藝術品的關係，介紹自己的創作 

4. 學生能夠觀察與反思生活中的事物，轉譯成藝術語言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渡越驚濤駭浪的台灣美術 林惺嶽  藝術家 1997 

«台灣現代美術大系»套書 藝術家 2004  

八、教學資源 

 «多元史觀特藏室二部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7 20 ° 線 上實 境展 間 ）  

https://www.qwhouse720.com/tour/f4f87f1108114f9f?scene=scene_882a2c01617c41

4c） 

«多元史觀特藏室二部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展覽簡介手冊  

«多元史觀特藏室二部曲：南方作為衝撞之所» 8 件作品觀看指南【中文版】  

參考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曾惠華老師：「俯首拾來皆質感」課程 

參考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黃珮綺老師：「質」達我心課程 

O 2  La b 海漂 實驗室 2 02 2 海 洋方 程城式 《 海廢 幻想 創作 聯展 》  

 

  

https://www.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6%9e%97%e6%83%ba%e5%b6%bd
https://www.qwhouse720.com/tour/f4f87f1108114f9f?scene=scene_882a2c01617c414c
https://www.qwhouse720.com/tour/f4f87f1108114f9f?scene=scene_882a2c01617c414c
https://aade.project.edu.tw/example/%e4%bf%af%e9%a6%96%e6%8b%be%e4%be%86%e7%9a%86%e8%b3%aa%e6%8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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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原計畫為實施在美術班八年級，因為美術班有原課程「筆墨創意引導」的進度及學生美術比賽

壓縮上課時間，因此改成實施在任課教師六個普通班，優點是可以利用一整個學期實施（實

驗），希望時間充裕下可以完整地實施並隨時調整教學。 

(2) 增加作品創作時數至 12 節，得以探索媒材的特質及增加作品精緻度。 

二、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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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看投影片，思考海洋廢棄物形成的原因與解決方式，回答問題。欣賞由

廢棄物創作的藝術品。 

C 課程關鍵思考：由黃色小鴨的漂流事件，思考海洋廢棄物形成的原因與解決方式，認識

與了解藝術對於環境議題的責任和做法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教學簡報  

 

B 學生操作流程：兩人一組隨機拿到老師發下的作品卡（如下圖），閱讀作品圖片及介紹文字。

以九格賓果寫下圖文中重要的詞句，全班一起對答案，找出每件作品的共同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的作品，有哪些共同處（高雄,工業,汙染,人物…）？七零年代的高雄如何啟

發當時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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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課前蒐集不同媒材的廢棄物，嘗試拆解和組合方式，製作與分享質感方

塊。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展示材質的特色？嘗試使用揉、壓、切、折…等方式改變媒材原來

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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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兩人一組嘗試兩種以上不同媒材的拆解、組合，改變材質原來的功能與

角色。並嘗試材質與造型和生活經驗的連結，賦予材質新的意義。 

C 課程關鍵思考：思考不同材質之間的拆解和組合方式和造型美感，媒材的質感、造型、

色彩、接合方式與生活經驗的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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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將所蒐集的廢棄物拆解與組合，改變材質原來的功能與角色，並且賦予

新的意義。 

C 課程關鍵思考：可以將材質組合成甚麼樣的造型？依照材質的特色或是形狀，讓你和生

活的哪一個經驗感受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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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確定作品的造型和表達概念製作出初步造型。 

C 課程關鍵思考：可以將材質組合成甚麼樣的造型？不同材質之間適合用甚麼組合方式？

材質間的接合處是否有完整？材質的特色或是形狀，引發你甚麼樣的生活經驗感受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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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9~10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加入色彩、表面質感的美化。 

C 課程關鍵思考：如何克服不同質感表面上色？色彩和造型如何搭配能夠正確的呈現作品

概念？ 

課堂 1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完成作品作後修飾並且填寫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作品的組合是否牢固完整？給作品取甚麼樣的創意名稱？回想並敘述使

用了那些材質？用甚麼方式拆解不同媒材？過程中遇到那些困難或插曲？如何書寫傳達作

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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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小組上台介紹作品，說明材質及作品概念。 

C 課程關鍵思考：如何展示作品及敘述作品理念？ 學習單的文字內容是否適合及足夠實際

展示作品的資訊？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藝術家作品內容的當代性 

「台灣美術」一詞在美術課本及國人眼中，一直只有日治時期的陳澄波、郭雪

湖等前輩的篇幅。而認識當代甚至生活本地的藝術，就像認識當地地理歷史一般是

很自然且必要的。無奈對於光復之後到現今的美術論述，即使有也是零散片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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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課本中更是闕如。本課程以高美館 2023~2024 年多元史觀特藏室二部曲「南方作

為衝撞之所」展覽之 70~90 年代的高雄藝術家作品為本體，高美館持續為高雄藝術

史作研究與展覽，可見高雄藝術不能只窺 70~90 年的作品，甚至要擴大論述到南方

甚至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因此本課程探討該時期之後，往後的課程內容應該擴及 21

世紀以來，甚至當下的藝術現象，更是重要的美術教育內容，尤其將藝術史融入當

前教育關注的重大議題、SDGs 項目，能夠將藝術教育及美教學加深加廣，成為學生

觀察鄉土的眼睛，打開包容多元文化的胸懷。 

(2) 不同材質處理技巧的教學與實驗關係到結構面向 

「南方作為衝撞之所」的作品，正好是高雄工業發展興盛的時代，作品面貌也

多以反映汙染及環境帶來的壓力為主，正巧呼應我想要以廢棄物為材料的創作課

程。 

執行之前預期學生作品應該就是（如他們說的）「用垃圾製造出另一個垃

圾」，對於成品沒有太大的期待，只是想要讓他們意識到藝術的社會意識和媒材的

探索。在進行中與學生一步步探索材質的拆解和組合方式。拆解的執行較容易，但

是組合較難實現多元的方式，而且又會牽涉到結構的面向。不過我們使用的物體較

小型，即使沒有足夠的工具材料，多用了四節課摸索，學生也靈活地運用「躺

平」、 「橫向組合」 、「細碎化」的方式解決結構的穩定性問題。結果學生的成果

讓我驚艷、在作品美感及概念表述內容中都有讓人深刻的表現。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以下是學生對作品概念的說明，在述說時即是在述說自己的活經驗及感受。 

學生作品一 

 
（左邊）這件作品中我們看到工人黑黑髒髒的正在抽菸，形狀扭曲，感覺生活很有

壓力，讓我們聯想到現代社會很多人也有壓力，只是平常沒有表現出來，都是躲在

黑暗的地方抽菸，抒發心中的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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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二 

 

學生作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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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四 

  

 

學生作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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