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3 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美感智能閱讀計畫 

 

 

 

 

 

 

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蔡文國小 

執行教師： 黃資雯 教師 

 

 

 

 

 



2 

 

目錄 

 

一、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1. 基本資料 

2. 課程概要與目標 

3. 執行內容與反思 

 

二、 同意書 

1.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2.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 

 

 

 

 

 

 

 

 

 

 

 

 

 

 

 

 

 

 

 

 

 

 

 



3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路竹區蔡文國小 

授課教師 黃資雯 

教師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實際授課班級數 3 年 1 班 

實際教授學生總數 27 人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微生物現形記：彩色墨水裡的隱形世界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6 期，第 10、11   

頁 
文章標題 

微生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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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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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以《安妮新聞》中關於微生物的內容作為引起動機，透過自然科學與視覺藝術跨域整

合，引導學生觀察、理解並創作屬於自己的微生物角色。課程歷時六節課，強調從閱讀→觀

察→轉化→創作→表達的完整學習歷程，幫助學生發展創意思考、美感表現與科學素養。 

 

2. 課程目標 

1.透過安妮新聞中的文章介紹來認識五種常見微生物的外型與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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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養學生觀察微生物的差異以及轉化視覺形象的能力。 

3.學習使用彩色墨水來進行藝術創作。 

4.引導學生運用彩色墨水噴滴效果來進行創作實作。 

5.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與藝術欣賞的素養。 

三、 執行內容與反思 



5 

 

 



6 

 

 

 



7 

 

2. 課堂流程說明 

第 1、2 堂-微觀世界大解密 

教學目標： 

1.透過安妮新聞中的文章介紹來認識五種常見微生物的外型與基本特性。 

2.培養學生觀察微生物的差異以及轉化視覺形象的能力。 

教學步驟： 

1. 啟發動機：閱讀《安妮新聞》中的微生物文章作為課程的起點。教師先引導學生進行

提問與討論，喚起學生對「看不見的世界」的好奇心，並分享他們對微生物的既有印

象，例如生活中遇過的黴菌、細菌或病毒等。 

2. 教師帶領學生閱讀文章，並利用簡報或圖片介紹五種常見微生物：細菌、病毒、真

菌、藻類與原生生物。 

3.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它們的形狀、大小、運動方式與生活環境，並鼓勵學生將觀察結果

記錄在「微生物觀察紀錄單」上。 

4. 教師安排小組討論，讓學生彼此分享最感興趣的微生物種類及原因，進一步發展學生

的描述與比較能力。 

5. 最後，由教師統整這五類微生物的視覺差異，幫助學生為後續創作做視覺準備與靈感

激發，並請學生上台分享「你最感興趣的是哪一種？」 

第 3、4 堂-彩墨魔法 × 微生物設計實驗室 

教學目標： 

1.學習使用彩色墨水來進行藝術創作。 

2.引導學生運用彩色墨水噴滴效果來進行創作實作。 

教學步驟： 

1. 教師先向學生示範彩色墨水的幾種表現方式，如「滴染」、「吹灑」、「混色暈染」與  

「渲染鋪色」等技法，鼓勵學生觀察色彩如何隨著水的流動與吹氣產生自然、有機的痕

跡。這些技法不僅能模擬微生物的外形，也讓學生體會顏料的偶然性與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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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開始自由操作墨水，在紙上製造各種噴灑與滴落效果。他們觀察自己創造的墨跡，

在這些圖形中「看見」一種微生物的雛形，並將圓形圖案剪下，於培養皿裡用奇異筆開

始加入眼睛、纖毛、鞭毛等想像元素，用黑筆或色筆描繪細節，從抽象墨跡轉化為具象

角色。 

3. 學生繪製四個屬於自己的「微生物培養皿」作品並黏貼在黑卡。同學間可互相觀察圖像

差異。 

4. 在創作告一段落後，學生會為自己的微生物命名，撰寫角色設定簡介。這樣的轉化歷程

讓學生從墨水技法到角色建構之間找到想像與創意的橋樑。 

第 5、6 堂-想像力進化實驗室× 小小科學家說故事 

教學目標： 

1.鼓勵創意延伸，設計個人化微生物角色。 

2.練習角色設定與視覺故事描述。 

教學步驟： 

1. 教師示範：如何將微生物加上想像特徵（眼睛、纖毛、情緒、功能）。 

2. 學生設計「想像微生物角色卡」，內容包括：名稱、會做什麼、有什麼功能，並可以

於作品旁做簡單的角色草圖與說明卡。並且於黑色卡紙上繪製相關的科學儀器，讓學

生可以想像自己是生物學家正在進行實驗時的畫面。 

3. 作品完成後，他們輪流站在作品前進行簡短發表，向同學介紹自己的微生物角色、造

型靈感以及為什麼會設計成這樣。寫下他們最喜歡的名字、最酷的造型、或最想交朋

友的微生物。 

4. 最後請其他同學填寫簡單的課程回饋單，上台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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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教學省思與建議 

  透過本課程，學生不僅對微生物世界產生濃厚興趣，更在創作歷程中展現出豐沛的想像力

與美感表達能力。整體課程流程順暢，學生參與度高，尤其在第三至第五節課進入創作階

段時，展現高度專注與創意。 

 值得反思之處包括： 

• 若能搭配實體顯微鏡觀察或簡單培養菌落，將有助於提升真實感與學習深度。 

• 創作時間可再彈性調整，讓學生有更多時間發展完整作品。 

• 展覽階段若能延伸至其他班級或學校空間，將有助於提升學生成就感與學習動機。 

2. 學生學習成果亮點 

• 學生能清楚區分並描述五類微生物的形狀與特徵。 

• 學生在角色設計中展現高度創造力，命名與個性設定豐富有趣。 

• 學生能自信發表作品理念，並給予同儕具體而正向的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