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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張淑惠(三丁) 

教師主授科目 綜合課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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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與自然的和諧之舞——當藝術與海洋生態相遇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三 期，第 4 頁 文章標題 保護托斯卡尼魚群的海底大理石樂園 

課程融入 

議題 

□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   □ 多元文化教育  
□ 閱讀素養教育   □ 人權教育   ■ 環境教育   ■ 海洋教育   □ 科技教育  
□ 能源教育   □ 家庭教育   □ 品德教育   ■ 生命教育   □ 法治教育 
□ 資訊教育   □ 安全教育   □ 防災教育   □ 戶外教育   □ 國際教育 
□ 無特定議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如：國文） 

綜合 

活動 
施作總節數 6 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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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以「海底博物館」與「海洋生態保護」為主題，透過閱讀與藝術創作，培養學生

對環境議題的關懷與創意思考能力。學生將透過閱讀安妮新聞，探索藝術家如何與海洋生態

互動，並認識其他藝術與環境結合的案例(海底博物館 MOUA)，以擴展視野，激發學習興趣。 

課程中，學生將模擬成藝術家，設計一座可佇立於海上的雕塑，並思考如何透過視覺語

言傳達環保理念。例如，「海妖」的海燈雕塑設計如何啟發人們關注海洋污染，他們的作品

也應思考如何與他人產生共鳴。學生將繪製海燈雕塑的設計圖，呈現自己的創意構想，並透

過分享交流，深化對藝術與環境議題的理解。 

此課程強調跨領域學習，結合閱讀、藝術、設計與環境保育，讓學生體驗藝術如何成為

傳遞理念、守護地球的重要媒介。透過創作，學生不僅能表達個人想法，還能體認藝術與環

境行動的結合如何帶來正向影響，培養創新思維與社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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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能透過閱讀安妮新聞與探索案例，認識藝術家如何透過創作與海洋生態產生互動，並思

考藝術對環境保護的影響。 

  (2)能認識海底博物館的功能與特色，了解其如何結合藝術與環境保護，成為文化與自然生

態共存的特殊空間。 

  (3)能發揮創意設計海上雕塑造型，呼應閱讀所獲，理解藝術家透過跨界合作可以為地球盡

一份守護之心。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請提供 5-8 張，如有學生學習回饋可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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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海燈雕塑作品設計 

2. 課堂流程說明 
 (1)導讀&討論： 

    透過閱讀安妮新聞第 3 期第四版文章--保護托斯卡尼魚群的海底大理石樂園，擴大閱讀經  

 驗，搜尋其他藝術家與海洋的互動相關例子與故事，引發學生的興趣與好奇，看見不同領域 

 可以合作為地球帶來更多美善的行動。 

 (2)認識海底博物館 MOUA 及主要創作者泰勒（Jason deCaires Taylor） 

A.播放 MOUA 海底博物館 或 Jason deCaires Taylor 作品 的影片，引起學生興趣。 

B.簡介 MOUA 的成立目的（環境保育、教育、藝術等）。 

C.介紹 Jason deCaires Taylor 及他的著名作品（如 Ocean Siren、Silent Evolution）。 

D.討論他的雕塑如何成為人工珊瑚礁，促進海洋生態復育。 

E.認識海燈 「海妖」（Ocean Siren） 的設計理念並了解她如何透過變色傳遞海洋溫度變 

  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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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們都是藝術家 

A.如果你要設計一座海上雕塑(海燈)，你會選擇什麼形象？它應該傳遞什麼訊息？ 

B.引導學生模擬自己的是藝術家，讓學生思考並設計佇立在海底博物館的海平面上的造型 

  (海燈)，並思考什麼圖像的視覺語言可以與觀者產生共鳴，如同海妖這件藝術作品為環 

  境生態帶來的啟示 

    C.繪製設計圖像。 

D.學生分享自己海燈設計的想法和觀點 

  (如果有機會讓作品成為真正的海中雕塑，你希望它帶來什麼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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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程中，我們透過閱讀安妮新聞的文章與相關補充影片，了解到我們的海洋正面臨生態

的危機與浩劫。學生們從一開始對「海底博物館」感到驚奇，到後來逐漸理解這些雕塑不只是

藝術品，而是為了復育珊瑚、維護海洋生態與喚醒人們環保意識的媒介。 

    討論時，孩子們提出許多深刻的問題：「這些雕塑真的能讓珊瑚長回來嗎？」、「如果我

們繼續污染海洋，這些藝術品還能發揮作用嗎？」這些提問反映出他們對環境的關心，也促使

我們進一步思考藝術如何與環保結合，發揮影響力。 

    最後，在創意設計活動中，學生們發揮想像力，設計出一座座屬於他們的海中雕塑。有的

以海洋生物為主題，提醒人們愛護海洋生態；有的創作象徵人類與海洋共生的雕像，希望未來

的海洋能恢復健康與生機。這些作品不僅展現了孩子們的創造力，也體現了他們對環境的省思

與承諾。 

    這堂課的結束，不是學習的終點，而是意識的開端。希望這些來自 MOUA 與 Jason 

deCaires Taylor 的啟發，能夠持續在孩子們的心中發酵，讓他們成為關心海洋、珍愛地球的一

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