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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張慈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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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生活/應用視覺/視覺

設計課 

班級數 ＿1＿班 學生數 ＿13＿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錄像藝術裝置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 A1.性別平等、A2.人權、A10.資訊、A11.科技 

 ( 請參考下方主題並填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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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過去沒有施作的課程設計。 

□ 本人了解其他教師沒有相同課程設計。 

□ 參考先前課程，並加入重大議題  

( □ 本人__(請填學期) _課程、□ 《美感行動誌》收錄課程 )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讓學生有問題意識，從身邊生活環境觀察開始 

2.運用資訊科技等媒材，以錄像做為表現的方式 

3.成果需於期末於展覽室展出，融入裝置的概念呈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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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班: 素描、彩繪技法、基本設計及自主學習成果展出 

* 先備能力：  

   美術班: 

1.基本美學素養:美術班學生在上高中之前，已考過基本描繪能力如素描及彩繪，對於色

彩、造型、構圖及立體感或空間感應已具有一定的瞭解程度。 

2.基礎設計軟體操作能力:美術班二年級，已上過一年級的基本設計，有基礎的設計概念及

使用 photoshop及 Illustrator 等影像軟體的經驗。 

3.自主學習展出經歷:美術班一年級會於班展，展出自主學習成果，對於展覽佈展有初階的

理解。 

4.熱情及好奇心:錄像是隨手可得的媒材表現方式，更有不少藝術家或設計師以錄像呈現資

訊或是議題，對於同學有機會未來從事的相關職業，有一定的好奇心與熱情去了解如何規

劃及設計，專業人士會如何製作，對未來職涯有所幫助。 

 

三、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數位影像是同學最容易取得的創作媒材，除了讓同學學習畫面構圖中的構成，希望能帶入議

題課程，讓影像的內容可以深化，同時帶出同學的問題意識，從生活及周邊的觀察開始，引

發同學利用錄像裝置這樣的媒材，對觀眾做出提問或表示。技術上也是讓美術班的同學，學

習目前正如火如荼發展的影像技術，試著跨領域融合展現，同時學習如何在空間中展覽呈

現，讓作品可以更清楚表現。作品成果展，也邀請來校參觀的普通班同學可以一起思考這些

生活中的問題。 



5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觀察生活周邊現象或事件，針對不合理的狀態提出疑問 

2.蒐集資料，針對議題提出想法 

3.採訪記錄或田野調查，針對議題或想法深入研究 

美感技術 
1.學習攝影畫面的呈現方式 

2.學習錄像剪輯及穿插數位圖像影音的技術 

3.研究如何在展覽空間中展呈 

美感概念 
1.學習獨立思考，與提出問題 

2.針對想要提出的問題與想法，能以藝術的展現方式呈現 

3.強化數位媒材的技術運用，學習融入多媒材的表現方式 

其他美感目標 
1.進階的為將理念或想法以抽象化的方式呈現 

2.練習呈現不可視之情感理念 

3.練習懷有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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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錄像裝置藝術介紹 
講解介紹什麼是錄像作品，甚麼是錄像裝置藝術，

以及藝術家和其作品簡介  

2 11/11 錄像作品企劃發想 

請同學根據 A1.性別平等、A2.人權、A10.資訊、

A11.科技這四個主題，從身邊及平常注意到的資訊

或環境開始，發想想要做的錄像主題。決定主題後

蒐集資料、田野調查及制定拍攝企劃等等。 

3 11/18 錄像拍攝及剪輯技術教學 
 邀請新媒體藝術家分享及協同教學，目前運用的

影像拍攝技巧及剪輯技術。 

4 11/25 特效及其他剪輯技術教學 
 邀請新媒體藝術家分享及教學影片的特效，或是

跨領域媒材融入方式。 

5 12/2 實作拍攝:攝影器材運用 
 講解攝影器材的運用及拍攝方式等等，同學進行

實際操作及拍攝演練。 

6 12/9 
作品拍攝及展覽呈現規劃與

布展 

 同學實作拍攝及剪輯影片，同時做展覽場地探勘

及展呈方式企劃討論。 

7 12/16 成果作品展出 
 進行多媒體錄像的布展，同時購買材料進行展覽

裝置呈現。 

8 12/23 錄像藝術家講座及作品講評 
 邀請錄像藝術家舉辦講座，同時講評同學作品及

學習成果討論。 

六、預期成果 

 1.在認知方向，除了希望同學認識錄像藝術及錄像藝術家作品等等，同時希望同學具有觀察

能力及問題意識，未來能繼續延伸發展相關議題創作，或圍繞議題的多元創作表現。 

2.在技術方向，希望同學學習到如何發展影像成為創作工具，拍攝的時候注意影音構成，及

能熟練使用數位軟體及跨領域融入不同音樂或是影像素材。 

3. 此外，裝置及展覽呈現也是此次重點之一，學生要學習如何展呈多媒體作品，包括設備的

使用及空間、線材的配置與隱藏。同時如何結合相關象徵物件裝置，更強烈的表達個人的創

作理念。 

4.希望同學藉著這個單元學習，也更了解錄像作品甚至是新媒體藝術作品，作為日後進路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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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1.書名:觀看權力的方式：改變社會的 21世紀藝術行動指南 Seeing Power : Art and Activism in 

the 21st Century，作者: 納托．湯普森，譯者: 周佳欣，出版社:行人，出版日期：2021/08/1 

 

八、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攝影拍攝設備、投影設備、電腦教室設備及軟體、實作裝置各式材料等等。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原定請同學根據 A1.性別平等、A2.人權、A10.資訊、A11.科技這四個主題來發想錄像創

作主題，但後來發現同學有自己想做的題目，如果沒有興趣也做不出來，所以有些同學會

思考其他題目，不過大部分還是以這四個主題為主。 

2. 原定邀請新媒體藝術家分享及教學影片的特效，或是跨領域媒材融入方式。不過藝術家表

示創作主題的引導及啟發比影片特效或是跨領域媒材更為重要，因此藝術家花了很多時間

在跟同學討論，思考影像的創作內容，還是有教 Adobe Premiere剪輯軟體，不過就比較

著重同學影像創作思考的啟發，我覺得也很好可以調整課程內容。 

 

二、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錄像裝置藝術介紹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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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前幾堂課在講解新媒體，並請同學針對幾位著名新媒體藝術家分組研究報告 

2. 講解投影錄像單元，介紹台灣著名的錄像藝術家及其作品和理念 

3. 預告同學期末要製作錄像作品，開始構思作品內容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什麼是新媒體?什麼是錄像? 

2. 錄像的重要內涵是什麼? 

 

課堂 2  錄像作品企劃發想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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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請同學根據 A1.性別平等、A2.人權、A10.資訊、A11.科技這四個主題，從身邊及平常注

意到的資訊或環境開始，發想想要做的錄像主題。 

2. 希望同學針對議題提出問題，並且蒐集相關資料，做成簡報。 

3. 一個個跟同學討論議題內容，及所提出的問題，及作品可能的呈現方式。 

4. 下次上課的黃育晨藝術家有提出上前需準備的內容，請同學以「失重」的主題發想，拍

攝短影音於下次上課帶來剪輯。 

5. 請同學先就「失重」的主題發想心智圖及關鍵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上圖同學都針對議題提出了許多思考的問題 

2. 釐清問題方向 

3. 思考用什麼樣的表現方式能清楚呈現作品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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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錄像拍攝及剪輯技術教學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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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邀請黃育晨藝術家來教同學錄像拍攝及剪輯技術教學 

2. 同學於事前已拍攝好以「失重」主題發想的短影音 

3. 講師講解教授剪輯軟體 Premiere基本介面及操作方式 

4. 講師同學有帶領同學思考錄像創作的關鍵 

5. 同學以所拍攝的失重影片練習剪輯基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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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剪輯軟體的操作與實驗 

2. 錄像影片剪輯的關鍵內容要素 

 

課堂 4  特效及其他剪輯技術教學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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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理解拍攝意識、鏡頭語言、透圖語言等彼此之關係 

2. 教授進階剪輯軟體操作方式 

3. 以自己的影片試作、實驗、剪輯內容 

4. 講師與同學討論以及解決技術上的困難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什麼是拍攝意識、鏡頭語言、透圖語言? 

2. 思考剪輯的主題內容 

3. 學習剪輯的技術與要去掉什麼和留下什麼? 

 

課堂 5  實作拍攝:攝影器材運用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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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講解各種設備，如腳架、投影機、燈光..等等投影或是攝影的器材 

2. 請同學實驗以器材拍攝出光影變化的作品，主題為「看不見但存在｣的內容 

3. 思考所要拍攝的內容並實驗器材效果，拍攝完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什麼是看的見但不存在的內容 

2. 怎麼利用影像光影來表示呈現 

3. 學會使用各種投影攝影打光等器材 

 

課堂 6  作品拍攝及展覽呈現規劃和布展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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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於課餘時間拍攝影片 

2. 與同學一同思考展場呈現並布置展場 

3. 規劃自己的展呈方式及布置自己的錄像作品 

4. 投影機螢幕等影音器材的使用與安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呈現作品及展出 

2. 如何布置展覽 

3. 如何使用多媒體器材呈現 

 

課堂 7  成果作品展出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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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布置展覽、安排影音設施及作品說明 

2. 與參展師生親友解釋自己作品 

3. 需做好自己作品的開關方式說明，方便顧展同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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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展呈自己作品 

2. 如何說明介紹作品 

3. 如何做好展覽期間的作品開關與維護 

 

課堂 8  錄像藝術家講座及作品講評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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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很榮幸邀請到台灣知名錄像藝術家崔廣宇，來幫同學講評作品 

2. 同學介紹自己的錄像作品，講師講評給予回饋 

3. 崔廣宇老師同時分享其他學生的錄像作品給同學參考 

4. 講解錄像作品的重要內涵與同學未來可以發展、實驗的方向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自我錄像作品內容的反思 

2. 未來還可以在創作上發展實驗的方向 

3. 關於作品發想製作的各種思考與學習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這次的計畫需要結合 SDGs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或是教育部 108 課綱

之 19 項重大議題，期末錄像藝術家崔廣宇來講評的時候，有詢問同學主題的發想來

源，藝術家的意思是同學在想創作題目的時候，可以從最自身相關的題目開始，譬如學

習藝術的未來發展焦慮?或是升學上的制度，或是現在年輕人買不起房的問題等等，我

也覺得蠻有道理，有些太大的題目距離同學太遠，也許他們應該思考更切身的問題，從

觀察自己的生活及關心自己的未來開始。 

 

    不過即使是限定了題目，同學還是能從其中找到自己關心的點去發想，並且以創作

提出疑問跟想法，思考議題等等，對高中生都是非常好的學習。不但可以作為同學未來

申請相關科系的作品，也可以做為日後創作發想的初始。藉此次計畫還可以跟年輕的藝

術家或是非常厲害的崔廣宇藝術家對談，更是收穫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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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李蕙希學習成果 

 

 
 



23 

 
 

 
 



24 

 
 

  



25 

          2.林宸祺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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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吳宥辰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