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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 19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 

參加類別：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主題：藝童狂想曲 創皂樂生活 

摘要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綱要明定，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

念，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以「學」定「教」是

當今教育的主流，許多研究均顯示：教師教學效能愈高，其學生學習成效也就愈

高。教師能夠善用適當教材，活化教學方法，必定能激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學生學習成效也愈顯著。本研究以深化校本特色課程為立基點，連結本校四大特

色課程中之藝文教育、健康飲食教育及生態環境教育，以跨領域協同教學的模式，

開發讓孩子動手作、生活化又兼具實用的課程。本校「手工皂」DIY 課程已列入

畢業系列活動課程許多年，以往都是用現成的模具製作手工皂，作出來的成品大

同小異，今年由藝文老師發想，期望透過課程設計，引導孩子運用想向與創意，

自製具有個人特色的、獨一無二的手工皂。在經過跨領域教師幾次討論後，認為

可結合專案申請，挹注教材所需經費，又能讓孩子的學習更深化，也更有意義。 

關鍵字：藝文深耕 主題教學 跨域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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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本校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邊陲之北投區奇岩里，丹鳳山下。學校學生尚屬單

純，唯低收、中低收、單親、新住民與隔代教養家庭等學習弱勢家庭比例近 37%，

家長社經背景差異懸殊。本校近年來積極善用社區優勢條件，在生態環境、藝術

與人文、體適能、健康飲食等方面精進教師教學、以培植學生學力及涵養，形塑

學校特色。 

一、 背景與動機 

    本校自 101 學年度起設置專任視覺藝術教師，以「自編教材」取代傳統訂購

「材料包」的教學模式，用「創意教學活動」翻轉藝文教學，提升孩童藝文學習

的興趣，更進而發展成校本的四大特色課程之一。本方案教學設計，即是教學團

隊透過社群運作、跨領域共同備課及學年會議討論等腦力激盪下，設計出來的創

新教學方案。下表為本校藝文課程發展的 SWOT 分析，希望透過現況分析及專業

教師的帶領，與學校生態環境、社區文化資源相結合，加上其他領域的協同教學，

精進藝文深耕教育，體現生活美學理論。 

表 1-清江國小藝文教育發展 SWOT 分析 

項目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es） 

內 

在 

因 

素 

組 

織 

文 

化 

1.校長為領導中心，依處室分工權

責，完成所屬業務，進而協調互

助，展現服務熱忱及執行力。 

2.重視教師進修，依學校發展需求

安排並鼓勵教師參加週三或相

關主題研習。 

1.新進初任教師需時間適應校務運

作，短期影響行政效能及課程改革

契機。 

2.週三教師進修因政策性宣導太

多，藝文課程相關教學研習進修安

排時數壓縮，影響藝文課程研發及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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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專

業 

1.教師進用依學校需求優先聘用

專長教師，新進教師年輕有創

意、活力，進修研究意願也很高。 

2.落實教師專長授課，確保教師教

學與學生受教品質。 

1.部分教師對特殊個案輔導管教知

能的不足，常為個案的情緒、問題

行為疲於奔命，影響有效教學品

質。 

2.校內藝文教師來自外縣市，有返鄉

服務規劃，師資不穩定，不利長遠

規劃。 

課 

程 

教 

學 

1.定期召開課發會、領域會議，針

對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議題進

行對話。 

2.主題課程蓬勃發展，符合當今翻

轉教學之教育思維，並能與時俱

進跟上世界潮流的腳步。 

1.協同教學時導師因有進度壓力，偶

有配合困難。 

 

2.高年級活動安排較為密集，加上有

許多政策宣導須配合，影響了教師

教學正常化。 

環 

境 

資

源 

1.家長對藝文教育成為本校特色

課程多數已有概念，也非常肯定

老的專業與用心。 

2.美勞教室教材教具準備充足，藝

文設備逐年擴充，學生學習空間

良好。 

1.學區弱勢家庭比例偏高，家長社經

地位落差大；部分家長對藝文教育

無感，學校宣導有待加強。 

2.校舍年代較久，硬體設備老舊，舊

校舍報廢待拆，教室配置捉襟見

拙，影響整體教學環境品質。 

項目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4 
 

外 

部 

因 

素 

組

織

文

化 

1.校長公關能力強，透過新聞稿發

送、媒體報導等，行銷學校特色，

建立學校品牌。 

2.提供多樣、多元的校內外進修機

會，加上網路資訊平台暢通，教

師專業成長管道多元而豐富。 

1.教師兼任行政組長因業務繁重，加

上上級機關行政人員更迭頻繁更

替頻繁，影響業務的推動及延續性

不足。 

2.頻繁的訪視、評鑑，造成行政人員

工作過量，亦影響教師正常教學。 

教

師

專

業 

1.積極辦理教育政策宣導及相關

教育訓練。配合臺北市教育白皮

書之新興教育議題安排教師專

業進修主題。 

2.落實寒暑假教師備課機制，以提

升教師教學設計及應用的能力。 

1.減班造成科任教師員額數減少，科

任教師須兼任非專長科目授課。 

2.編制外鐘點教師(專業)薪水過低，

加上一校多種補助類別造成的同

工不同酬情形，甄選困難，影響備

課及教學品質。 

課

程

教

學 

1.鼓勵團隊進行研究，辦理各項競

賽、發表及分享平台。 

2.鼓勵教師多參與校外研習進修，

返校後進行學群與班群分享，擷

取外校經驗，優化本校課程與教

學。  

1.受限每周授課時數上限規定，以及

各種議題須配合融入，課程規劃的

深度、廣度極易受框架。 

2.綜合行事課程須配合各項行政業

務宣導，不利自編課程內容的設計

與實施。 

環 

境

資

源 

1.學區社教機構、里長辦公室、社

區人士等熱心參與校務支持並

協助推動校務運作。 

2.學校周邊環境資源豐沛，奠定藝

文課程基礎，社區機構林立，樂

於提供教學資源。 

1.家長及社區參與意識的兩極化，學

校運用社區資源時需格外謹慎，避

免多方人力或資源分配的誤會。 

2. 本校環境偏於山區，收家庭經濟

不利因素及鄰近私立名校影響，轉

出多為資優生、轉入多為個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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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念與目標 

    本校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邊陲之北投區奇岩里，丹鳳山下。弱勢學生比例超

過 3 成!因經濟因素，家長忙於為生計打拼而疏於照顧學童之情形，更不在少數，

更遑論讓孩子接觸藝文、學習藝文、培養藝文氣息等，造成孩子們個性畏縮、缺

乏自信。本課程目標以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之全人教育精神-「自發、互動、共

好」的基本理念訂定之： 

(一) 強調從生活經驗出發，在自我探索的過程中，覺察環境與人的關係，並

能運用各種不同的藝術媒材與形式，表達情感與思想，以豐富孩子生活與心靈的

發展。 

(二) 啟迪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好奇心、探索力、思考力、判斷力與行動力，

願意積極投入學習，體驗學習的喜悅，增進自我價值感，進而激發出無限可能的

生命潛力。 

(三) 透過社區藝術文化活動的參與，培養審美的能力，開拓藝術鑑賞的視野，

激發其參與藝術活動的興趣和從事藝術創作的潛能。 

(四) 促進學生發揮想像力，養成團隊合作精神，尊重並了解藝術創作的價值，

形塑校園溫馨和諧的藝文風氣。並且身體力行，將美感教育實踐於生活中。 

三、方案特色 

本課程設計以學生想像與創意的實現為依歸，方案特色分敘如下： 

(一) 以主題教學為中心， 設計延伸性的課程，透過主題-探究-表現的形式，

讓藝術學習以多元面貌呈現。「主題式教學」的理念，源自教育強國芬蘭在十年

前由教育家薩爾博格（PasiSahlberg）博士為首，推動的教改運動，以主題式的教

學取代傳統的分科授課，用整合各領域知識學習，取代以前各個獨立學科知識的

傳授，學生找回自主學習動機，而老師也必須互相合作，共同教學。 

(二) 尊重各領域的專業，強調領域之間的協同教學，過程中也透過教學者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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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對話，營造互助、互信；共好、共榮的團體教學動力。 

(三) 與社區藝文、社教機構合作，設計融入校內正式課程的跨領域活動，在

不額外增加學生學習時間的前提之下，達到非正式課程最有效的學習。 

(四) 與校本特色課程相呼應，本校自 103 學年度起，將藝文深耕教育納入本

校校本特色課程，在『自信、合群、積極』的學生學習圖像下，以動手玩創意的

理念來設計藝文主題課程，本方案更進一步整合健康飲食課程、生態環境課程創

發生活美學的藝文教學。 

    綜上所述，本校優質的教學團隊，以「主題式教學」理念，積極申請各項專

案經費挹注，目的是讓孩子有更多學習的機會，並嘗試打破領域框架，以及體制

內教材教法的限制，讓學生體驗不一樣的教室學習風景，也期望從歷程中讓老師

獲得新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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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規劃 

    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嘗試以跨領域合作的主題式創新教學模式，建構適合

清江國小學生的特色課程。近年來，本校在藝文深耕教育的努力包括課程深化、

教學創新、領域合作、快樂學習等，除了獲得社區、家長及師生許多肯定與獎勵，

「藝文」亦漸成學校亮點。 

一、 跨領域教學團隊 

表 2-藝文領域教學設計團隊 

領域 

專長 
成員名單 職掌與分工 

課程 

行政 

校長 劉國兆 

教務主任 徐佳瑀 

教學組長 胡靜怡 

設備組長 吳明敏 

課程計畫主持人。 

課程計畫執行督導。 

排課、調課等行政支援。 

場地協調、教學設備購置等支援。 

藝文 

領域 

王漢瑜 老師 

梁文馨 老師 

立體、半立體設計；手工造模具設計課程

研發。 

平面設計；包裝、文創設計。 

資訊 施翔禮 老師 

運用資訊設備進行藝文設計課程。 

支援藝文教育紀錄片拍攝、課程所需雷射

列印等。 

語文 

領域 
高年級導師 手工皂製作及延伸學習指導。 

社區 

資源 

公民會館 

鳳甲美術館 
提供學生學習成果展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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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 

    本方案課程設計，以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為中心，引導學生從做中學，培養

孩子能有帶著走的能力而非知識的堆砌。透過跨領域協同教學，涵養學生美學素

養與實踐的能力。以下為課程設計架構圖： 

 

 

 

 

 

 

 

 

 

 

 

 

 

 

 

 

 

 

 

  

跨 領 域 的 協 同 教 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 

藝術與人文領域 綜合活動 

活動 4：環保手工

皂製作。(自然) 

活動 5：文創設計

與包裝。(資訊) 

活動 1：圖紋與生活(個

性 Logo 設計) 

活動 2：半立體塑型體

驗(紙黏土) 

活動 3：個性立體 Logo

模具製作 

活動 5：文創設計與包

裝。 

活動 6：藝術鑑賞之

『藝童』狂想曲-2017

清江國小學生美展。

(公民會館) 

活動 7：個性環保手

工皂義賣活動(鳳甲美

術館) 

自主學習 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 

藝童狂想曲 創皂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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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創新設計與實施 

    本教學方案設計以創新主題-體驗探究-勇於表現為脈絡，將文創設計概念，

融合環境保護議題，讓藝文教育與健康生活的連結性。因此方案強調的是創新實

驗的歷程，而非做出完美的成品。 

一、準備活動-圖紋與生活 

名稱 
圖紋與生活 

(個性 Logo 設計) 

教學者 王漢瑜 

領域別 藝文 節數 8 

教學目標 1、深入構思具創意與內涵的標章，兼重作品機能性與設計性。 

2、欣賞與討論標章作品的創意構思，體認視覺設計的造型元素。 

3、探索標章設計與文化產業、企業組織、活動競賽的關係。 

4、留意並重視生活環境的造型與設計，以創意設計知能來創作作

品，並用以美化生活。 

教學內容 1、引導學生了解、認識圖紋於人類歷史中的發展與重要性。 

2、引導學生體認圖紋與現代生活、商業活動之間的關係。 

3、分析、了解各種 Logo 的設計理念、設計元素，以及設計方

法。 

4、教師藉由實際範例，介紹 Logo 發想以及創作過程。 

5、透過學習單，選擇一人、事、物，作為個人 Logo 的設計方

向。 

6、根據自己選擇的人事物，進行相關的「文字」發想。 

7、嘗試將相關「文字」轉化為平面「圖案」。 

8、運用組合、變形、簡化、擷取特徵等方法設計個人專屬

Logo。 

9、撰寫說明個人 Logo 發想過程，以及創作理念或作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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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教材 1、各式團體組織、活動競賽的相關 Logo 設計。 

2、Logo 發想過程實例資料。 

3、Logo 設計學習單。 

成品規格 A4 學習單 

  

 
 

Logo 設計學習單  Logo 設計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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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草圖 平面草圖 

 

二、發展活動 

(一)個性立體 Logo 設計 

名稱 個性立體 Logo 
教學者 王漢瑜(內)、王婉婷(外) 

領域別 藝文 節數 8 

教學目標 1、能學會紙黏土的正確使用觀念，以及基本技法。 

2、學習將平面圖形轉化成半立體作品。 

3、能了解立體紙黏土作品的創作過程。 

教學內容 1、指導學生認識紙黏土的特性： 

   A、優點：易購得、塑形，可於乾燥後做局部修飾與打磨。 

   B、缺點：易碎、乾裂，不利於短時間內製作直立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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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導學生學習紙黏土基本技法： 

   A、運用工具進行「塑型」技法，如磋土條、土球、土片、錐

形土球、方體、角體、不規則形等。 

   B、運用工具進行「雕刻」技法，如戳、割、划、挖、壓、剪

裁等。 

   C、練習不同部件之間的結合技巧。 

3、運用塑型、雕刻技法，製作出自己 Logo 的基本形體。 

4、運用結合技巧，將 Logo 各部件組合。 

5、提醒學生，Logo 的半立體造型的複雜程度，需考量翻模的可

能性。 

準備教材 1、個人 Logo 圖形。 

2、紙黏土。 

3、各式雕塑工具。 

4、10cm*10cm 塑膠底板。 

5、指導說明範例作品。 

成品規格 10cm*10cm 半立體紙黏土作品。 

  

  

黏土基本技巧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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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平面設計轉化為半立體雕塑練習 

   

   

半立體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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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性立體 Logo 模具製作 

名稱 
個性立體 Logo 模具

製作 

教學者 王漢瑜 

領域別 藝文 節數 6 

教學目標 1、認識翻模技術於日常生活中的運用。 

2、認識不同翻模材料與技巧。 

2、了解不同立體型需採用不同翻模技術。 

3、學會簡易的矽膠翻模。 

教學內容 1、介紹日常生活中，各式不同運用翻模技巧製成的物品，並揭示

翻模的特性：大量複製。 

2、介紹各類翻模材料與技巧，如石膏、玻璃纖維、矽膠、鋼模

等。 

3、引導學生理解不同的造型物體或材質，需以不同的技巧或材料

翻模，如一體成形、分解翻模後再重組、大量生產物品以鋼模 

翻模製作等。 

4、指導學生製作矽膠模具： 

   A、介紹矽膠特性，並讓學生知道矽膠調配時的注意事項。 

   B、示範調配矽膠方式與比例。 

   C、示範於半立體 Logo 塗上脫模劑。 

   D、示範脫模，並說明脫模時的注意事項。 

準備教材 1、半立體 Logo 作品。 

2、矽膠、硬化劑。 

4、電子秤。 

5、盛模器具與攪拌用工具。 

成品規格 10cm*10cm 矽膠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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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膠模具容器製作 塗抹隔離劑 

  

計算矽膠模體積、倒入矽膠 計算硬化劑比例 

  

攪拌矽膠與硬化劑 倒入矽膠液 

  

輕敲矽膠模 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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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膠模成品 矽膠模成品 

  

將教學過程編製成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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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保手工皂製作 

名稱 環保手工皂製作 

教學者 蕭清月、李泰霖 

領域別 
自然、健

體 
節數 2 

教學目標 1.了解手工皂製作原理與方式，並運用所學，完成手工皂製作。 

2.透過手工皂製作了解環境與人的密切關係。 

3.實踐環保生活的公民素養。 

教學內容 1.教師先準備手工皂天然皂基、精油等材料，並進行活動分組，

請成員完成工作分配，強調為保持天然純淨，全程不使用人工色

素與化學香精。 

2.活動進行前先說明手工皂製作原理、方法、注意事項、安全提

醒等，以及對環境與人體的好處。 

3.利用學生自己設計的模具，進行灌模，製作隔天便可進行「脫

膜」，手工皂基本型便大功告成。 

準備教材 1.手工皂材料 

2.製作工具 

成品規格 個性 Logo 手工皂 

  

環保手工皂成品 環保手工皂成品 

 



18 
 

三、綜合活動 

(一) 文創設計與包裝 

名稱 文創設計與包裝 

教學者 梁文馨、施翔禮 

領域別 
藝文 

資訊 
節數 2 

教學目標 1.認識雷射標籤貼紙，並能設計具有美感的標籤貼紙，加以運用。 

2.透過教師引導，運用環保包裝材料包裝手工皂，培養健康生活的

情操。 

教學內容 1.資訊課設計標籤貼紙，雷射列印下來備用。 

2.藝文生活課將手工皂包膜、貼上標籤貼紙、加上包裝設計。 

準備教材 1.雷射標籤貼紙、電腦、印表機。 

2.包裝材料，如：環保包裝紙、緞帶、裝飾小物等。 

成品規格 獨一無二的個性標籤貼紙、自製包裝紙盒 

  

紙盒構面講解 工具使用說明 

  

學生實作 學生實作 



19 
 

  

個別指導 小組合作學習 

 

(二) 藝術鑑賞 

名稱 藝術鑑賞 
教學者 王漢瑜(內)、吳建福(外) 

領域別 藝文 節數 4 

教學目標 1.培養學生藝文鑑賞能力 

2.培養學生生活美學的素養 

3.培養學生自我實現的內省力 

教學內容 1.邀請公共藝術家到校講述生活美學及公共藝術鑑賞。 

2.學校公開場合展示學生創作作品，並舉辦全校票選活動，以培

養學生藝術鑑賞能力。 

3.送件參加學生美展及社區藝術空間展示。 

準備教材 1.學生創作作品 

2.展示板、展示廳 

3.學習單 

成品規格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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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本校公共藝術「清江之水」創作藝術家歷校帶領孩子進行藝術鑑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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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成果與省思 

一、教師教學成果 

為籌措學生學習所需教材教具費用，本校自民國 102 年起，連續 6 年申請教育部

藝文深耕教育專案經費補助， 104 年起更以主題教學為方案核心，設計跨領域合

作的教案。103 年以「北投公仔」設計主題教學活動，榮獲優等；104 年以「咱的

北投故事」為主題設計創意繪本主題教學活動，榮獲特優；105 年再以「繪聲繪

影演繪本」為主題設計表演藝術-劇本改寫的主題教學活動，亦榮獲特優；接著於

106 年以「創皂樂生活」為主題，設計個性手工皂 DIY 教學活動，亦榮獲特優。 

並連續 3 年獲邀擔任年度績優學校分享。 

  

  

美勞教師於展場解說教學歷程 本校展場獲當日最佳人氣獎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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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主任代表經驗分享 與北投區教務主任合影 

  

  

 

二、學生學習成果 

    本校與北投區公所所屬北投公民會館合作多年，每年固定於會館展出清江學

生美展，呈現學生學習成果，特別的是，本校學生一到六年級，人人有作品展出，

讓參與的家長皆能感受到孩子的藝術學習成長情形。 

本年度以「藝童狂想曲」為主題，開幕當天區長、理長及許多家長都蒞臨參觀，

用實際行動，給孩子們鼓勵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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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計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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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佈展 

  

充滿童趣的簽名海報 六年級毛根人偶作品 

  

中年級創意書法作品 五年級社區模型樹作品 

  

六年級手工皂作品 五年級影像藝術作品 

  

中高年級書法作品 低年級平面繪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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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幕 

  

來賓簽名 校長開場 

  

家長參與踴躍 學生老師現場揮毫 

  

學生解說作品 許多老師蒞臨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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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藝文深耕訪視活動 

  

專案簡報 委員到公民會館參觀學生學習成果 

 

三、課程評鑑分析 

    本方案內容開學前由藝文老師撰寫教學計畫，與其他協作領域共同討論時間

安排及協同方式，配合專案期程規劃，於課中依教學計畫實施教學。期末針對課

程實施情形，教師作課程評鑑問卷、學生作課程滿意度調查，期能透過師生回饋

進行課程修訂，以達更有效的學習。教師問卷評鑑指標包括： 

1.課程目標清楚明確並可達成，且能依據學生能力進行規劃設計。 

2.課程內容有注意縱向、橫向的連貫與連接。 

3.課程內容份量適切、教學時間分配適切。 

4.學生對所學習內容能維持一定的參與意願，並嘗試將所學運用於日常生活。 

5.能設計及實施評量檢核學生學習效果。 

表 3 藝文主題課程評鑑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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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學生滿意度調查 

 

 

伍、結語 

    本方案教師教學的創新作法有五新，分別為： 

一、「課程設計新突破」：主題式教學理念引領課程設計。 

二、「教學活化新嘗試」：創意式教學活動取代傳統講述。 

三、「教師合作新體驗」：跨領域協同教學開啟專業對話。 

四、「學生學習新風貌」：體驗式學習活動激發學習樂趣。 

五、「媒體報導新視野」：全方位校風傳播翻轉形象品牌。 

     

    本方案實施之具體成效與未來效益包括： 

一、 提升藝術與人文教師專業知能 

透過此次計畫實行，可增進擔任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個人之專業能力，對於

未來的課程規劃注入加入新的教學單元，並付諸實行，對於學生學習有更多的裨

益與可能性。 

 

二、豐富學生作品運用的能力 

跨領域合作教學，開啟藝術與環境的對話，扎根環保藝術的理念，培養學生

美感融入生活的情意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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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本校特色課程四大主軸：生態、足球、藝文、營養教育中，有 3 個主軸納入

本計畫共同合作，透過特色之間的融合，深化本校校本課程。 

藝文課程，為孩子們的學習注入活水，為老師們的教學增添色彩，使清江國

小教室裡的風景變得不一樣！尤其以『素養』導向的十二年國教課綱即將上路，

北投丹鳳山下有一群熱血教師，用堅定的態度、創新的思維，進行一場無聲而有

力、由下而上的教學革新運動。我們希望，透過創新的課程設計、輔以靈活的教

學方式、並且善用社區資源，將藝文的種子散播在孩子的心中。 

所謂 『藝術即生活，生活即藝術』。透過藝術活動，讓孩子們的學習變有趣、

變主動，從做中學，培養孩子們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給孩子們帶得走

的能力，是本校藝文深耕團隊努力的初衷，也是最終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