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 市立  蚵寮  國中 106  學年度 第一學期  三年級藝文-視覺藝術 學習領域 教學計畫表 

 

 

一、教材來源：選用（翰林版第五冊） 

二、教學節數：每週（1）節，學期共（21）節 

三、各單元內涵分析：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一

週 

8/28~9/1 

成年禮 

典藏記憶（視覺

藝術） 

瞭解生活周遭中可善加應

用於記錄生活的媒材與形

式，珍惜美好時光留下印

記。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

訊息的作品。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

度及價值觀。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學會版面編排的方法。 

第

二

週 

9/4~9/8 

成年禮 

典藏記憶（視覺

藝術） 

從典型傳統的設計到科技

創新的變革，認識書籍裝幀

的演進史與發展概況。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

訊息的作品。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

度及價值觀。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瞭解書籍裝幀的

演變歷程。 

（2）舉例一至三種不同

的書籍裝訂形式及方法。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三

週 

9/11~9/1

5 

成年禮 

典藏記憶（視覺

藝術） 

瞭解書籍的定義及成書的

概念，並能分辨手工書與印

刷書的異同。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

訊息的作品。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能妥善選擇並運用各種

製作媒材。 

第

四

週 

9/18~9/2

2 

成年禮 

典藏記憶（視覺

藝術） 

認識圖文創作與設計的要

領，使學生能自行完成標

題、文字設計、版面編排與

裝訂。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

訊息的作品。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份： 

（1）能設計並製作一本

書。 

（2）能妥善選擇並運用

各種製作媒材。 

第

五

週 

9/25~9/2

9 

成年禮 

典藏記憶（視覺

藝術） 

1.認識圖文創作與設計的要

領，使學生能自行完成標

題、文字設計、版面編排與

裝訂。 

2.獨立完成一本獨具自我特

色與風格的手工書。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

訊息的作品。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份： 

（1）能設計並製作一本

書。 

（2）能妥善選擇並運用

各種製作媒材。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六

週 

10/2~10/

6 

成年禮 

典藏記憶（視覺

藝術） 

1.獨立完成一本獨具自我特

色與風格的手工書。 

2.能適當地傳達自己對他人

的感謝與關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

訊息的作品。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份： 

（1）能設計並製作一本

書。 

（2）能妥善選擇並運用

各種製作媒材。 

‧情意部分： 

（1）能藉由手工書記錄

個人成長與分享同窗情

誼。 

（2）能用心瞭解、欣賞

同儕的作品。 

第

七

週 

10/9~10/

13 

視覺藝術 

發現身邊的雕塑

（視覺藝術）（第

一次段考） 

1.鑑賞生活空間中的雕塑藝

術，體會雕塑之美。 

2.認識不同類型的雕塑，理

解雕塑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

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理解雕塑與環境

的互動關係。 

（2）能認識不同類型的

雕塑，理解作品的形式及

表現內容。 

‧技能部分： 

能上網蒐集資料，做成學

習檔案。 

‧情意部分： 

體會雕塑之美。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八

週 

10/16~1

0/20 

視覺藝術 

發現身邊的雕塑

（視覺藝術） 

1.鑑賞生活空間中的雕塑藝

術，體會雕塑之美。 

2.認識不同類型的雕塑，理

解雕塑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3.認識傳統與現代的雕塑，

以建立雕塑風格發展的基

本概念。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

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理解雕塑與環境

的互動關係。 

（2）能認識不同類型的

雕塑，理解作品的形式及

表現內容。 

（3）能認知傳統與現代

雕塑，並分辨其差異。 

‧技能部分： 

能上網蒐集資料，做成學

習檔案。 

‧情意部分： 

體會雕塑之美。 

第

九

週 

10/23~1

0/27 

視覺藝術 

發現身邊的雕塑

（視覺藝術） 

學習設計人物公仔，培養雕

塑創作的能力與興趣。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

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理解模型文化對當代

藝術創作的影響。 

‧技能部分： 

能正確使用工具，創作人

物公仔。 

‧情意部分： 

體驗公仔模型設計的樂

趣。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十

週 

10/30~1

1/3 

視覺藝術 

發現身邊的雕塑

（視覺藝術） 

學習設計人物公仔，培養雕

塑創作的能力與興趣。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

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理解模型文化對當代

藝術創作的影響。 

‧技能部分： 

能正確使用工具，創作人

物公仔。 

‧情意部分： 

體驗公仔模型設計的樂

趣。 

第

十

一

週 

11/6~11/

10 

視覺藝術 

發現身邊的雕塑

（視覺藝術） 

學習設計人物公仔，培養雕

塑創作的能力與興趣。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

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理解模型文化對當代

藝術創作的影響。 

‧技能部分： 

（1）能正確使用工具，

創作人物公仔。 

（2）依人物公仔的創意

表現評量。 

‧情意部分： 

體驗公仔模型設計的樂

趣。 

第

十

二

週 

11/13~1

1/17 

視覺藝術 

性別觀點（視覺

藝術） 

1.透過對東西方雕像藝術的

認識，瞭解不同時代文化下

對性別的多元審美表現。 

2.認識雕塑藝術的特質與表

現。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性別平等教育】1-4-6 探求不同性別者

追求成就的歷程。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夠瞭解東西方雕像藝

術之美，並提出雕像藝術

的鑑賞重點。 

‧技能部分：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與價值觀。 能夠運用藝術鑑賞的步

驟，清楚表達個人鑑賞藝

術作品的看法與觀點。 

‧情意部分： 

（1）學生是否能夠消除

性別的刻板印象與偏

見，充分尊重多元觀點的

表現。 

（2）學生是否可以尊重

與包容每個人的性別觀

點，給予支持與肯定，創

造健康的人生態度。 

第

十

三

週 

11/20~1

1/24 

視覺藝術 

性別觀點（視覺

藝術） 

認識女性藝術家的作品，以

女性敏銳細膩的感受力，表

現外在世界及內在情感。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2-4-2 思考傳統性別角

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賞析女性藝術家的作

品，提出個人主觀的見

解，並能適當表達與呈

現。 

‧技能部分： 

能夠運用藝術鑑賞的步

驟，清楚表達個人鑑賞藝

術作品的看法與觀點。 

‧情意部分： 

（1）學生是否能夠消除

性別的刻板印象與偏

見，充分尊重多元觀點的

表現。 

（2）學生是否可以尊重

與包容每個人的性別觀

點，給予支持與肯定，創

造健康的人生態度。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十

四

週 

11/27~1

2/1 

視覺藝術 

性別觀點（視覺

藝術）（第二次

段考） 

認識女性藝術家的作品，以

女性敏銳細膩的感受力，表

現外在世界及內在情感。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賞析女性藝術家的作

品，提出個人主觀的見

解，並能適當表達與呈

現。 

‧技能部分： 

能夠運用藝術鑑賞的步

驟，清楚表達個人鑑賞藝

術作品的看法與觀點。 

‧情意部分： 

（1）學生是否能夠消除

性別的刻板印象與偏

見，充分尊重多元觀點的

表現。 

（2）學生是否可以尊重

與包容每個人的性別觀

點，給予支持與肯定，創

造健康的人生態度。 

第

十

五

週 

12/4~12/

8 

視覺藝術 

性別觀點（視覺

藝術） 

1.認識女性藝術家的作品，

以女性敏銳細膩的感受

力，表現外在世界及內在情

感。 

2.透過藝術拼貼的創作手

法，表達自身的性別觀點。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賞析女性藝術家的作

品，提出個人主觀的見

解，並能適當表達與呈

現。 

‧技能部分： 

（1）能夠運用藝術鑑賞

的步驟，清楚表達個人鑑

賞藝術作品的看法與觀

點。 

（2）能夠運用拼貼手法

進行呈現個人性別觀點

的創作。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情意部分： 

尊重與包容每個人的性

別觀點，給予支持與肯

定，創造健康的人生態

度。 

第

十

六

週 

12/11~1

2/15 

視覺藝術 

性別觀點（視覺

藝術） 

透過藝術拼貼的創作手

法，表達自身的性別觀點。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賞析女性藝術家的作

品，提出個人主觀的見

解，並能適當表達與呈

現。 

‧技能部分： 

（1）能夠運用藝術鑑賞

的步驟，清楚表達個人鑑

賞藝術作品的看法與觀

點。 

（2）能夠運用拼貼手法

進行呈現個人性別觀點

的創作。 

‧情意部分： 

尊重與包容每個人的性

別觀點，給予支持與肯

定，創造健康的人生態

度。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十

七

週 

12/18~1

2/22 

視覺藝術 

畫風‧寫景‧優

游（視覺藝術） 

認識西洋風景畫的歷史與

名作欣賞。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

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

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學

習熱忱）。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能藉由對西

洋之風景畫作的鑑賞過

程，瞭解各時期繪畫流派

的風格特色。 

‧技能部分：能描述各風

景畫派的風格特色與代

表畫家，具備鑑賞與說明

的能力。 

‧情意部分：從對自然風

景的觀察與體驗中發掘

美感，提升對美的敏銳

度，並進而落實於個人生

活之美感追求。 

第

十

八

週 

12/25~1

2/29 

視覺藝術 

3.畫風‧寫景‧

優游（視覺藝術） 

認識中國寫景山水畫、臺灣

風景畫及其代表作家。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

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

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學

習熱忱）。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能藉由對中

國山水寫景畫與臺灣風

情畫的鑑賞過程，瞭解其

繪畫流派的風格特色。 

‧技能部分：能描述中國

寫景山水畫、臺灣風景畫

的風格特色與代表畫

家，具備鑑賞與說明的能

力。 

‧情意部分：從對自然風

景的觀察與體驗中發掘

美感，提升對美的敏銳

度，並進而落實於個人生

活之美感追求。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十

九

週 

1/1~1/5 

視覺藝術 

3.畫風‧寫景‧

優游（視覺藝術） 

認識寫生的各類媒材及其

運用。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

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

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學

習熱忱）。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瞭解各項寫生媒

材之功用與繪圖效果。 

（2）認識不同作畫方式

的創作及其代表畫家。 

‧情意部分：從對自然風

景的觀察與體驗中發掘

美感，提升對美的敏銳

度，並進而落實於個人生

活之美感追求。 

第

二

十

週 

1/8~1/12 

視覺藝術 

3.畫風‧寫景‧

優游（視覺藝術） 

抵達戶外進行風景的寫生

創作，體會寫生的樂趣。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

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隨堂表現記

錄（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能瞭解寫景

構圖的基本要領。 

‧技能部分：能運用一至

二項繪畫媒材進行寫生

習作。 

‧情意部分： 

（1）從對自然風景的觀

察與體驗中發掘美感，提

升對美的敏銳度，並進而

落實於個人生活之美感

追求。 

（2）體會對景寫生的樂

趣和價值，發展個人的創

作風格，將藝術落實於個

人生活化的體驗之中。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二

十

一

週 

1/15~1/1

9 

視覺藝術 

 

3.畫風‧寫景‧

優游（視覺藝術）

（第三次段考） 

抵達戶外進行風景的寫生

創作，體會寫生的樂趣。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

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

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

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隨堂表現記

錄（創作態度）。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能瞭解寫景

構圖的基本要領。 

‧技能部分：能運用一至

二項繪畫媒材進行寫生

習作。 

‧情意部分： 

（1）從對自然風景的觀

察與體驗中發掘美感，提

升對美的敏銳度，並進而

落實於個人生活之美感

追求。 

（2）體會對景寫生的樂

趣和價值，發展個人的創

作風格，將藝術落實於個

人生活化的體驗之中。 

 

 

 

 

 

 

 

 

 

 

 

 

 

 

 

 



高雄 市立  蚵寮 國中  106 學年度 第 一 學期  九 年級  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  音樂 科 教學計畫表 

 

一、教材來源：選用（ 翰林版第五冊 ） 

二、教學節數：每週（ 1 ）節，學期共（ 21 ）節 

三、各單元內涵分析：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一

週 

08/28~ 

09/01 

成年禮： 

綻放新聲 

1.瞭解臺灣流行音樂的發展

歷程、時代背景與科技對於

音樂產生的影響。 

2.認識臺灣流行音樂各時期

的經典歌曲、創作者、演唱

者。 

3.能演唱歌曲〈稻香〉。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2-4-5 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臺灣流行音樂

的發展歷程、時代背景與

科技對於音樂產生的影

響。 

（2）認識臺灣流行音樂

各時期的經典歌曲、創作

者、演唱者。 

‧技能部分： 

能演唱歌曲〈稻香〉。 

‧情意部分： 

（1）培養主動聆賞音樂

的興趣與習慣。 

（2）認識藝術隨時代、

地域變遷所展現的多元

創意。 

第

二

週 

09/04~ 

09/08 

成年禮： 

綻放新聲 

能欣賞關懷社會的公益歌

曲，如〈明天會更好〉、

〈愛〉、〈讓愛轉動整個宇

宙〉、〈相信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2-4-5 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情意部分： 

（1）能欣賞關懷社會的

公益歌曲，如〈明天會更

好〉、〈愛〉、〈讓愛轉

動整個宇宙〉、〈相信

愛〉。 

（2）培養主動聆賞音樂

的興趣與習慣。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3）認識藝術隨時代、

地域變遷所展現的多元

創意。 

第

三

週 

09/11~ 

09/15 

成年禮： 

綻放新聲 

1.認識連結線的節奏，感受

其音響變化。 

2.能以中音直笛吹奏〈手牽

手〉。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2-4-5 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連結線的節奏，感受

音響變化。 

‧技能部分： 

能以中音直笛吹奏歌曲

〈手牽手〉。 

‧情意部分： 

（1）培養主動聆賞音樂

的興趣與習慣。 

（2）認識藝術隨時代、

地域變遷所展現的多元

創意。 

第

四

週 

09/18~ 

09/22 

成年禮： 

綻放新聲 

歌曲演唱測驗 

1.能認識電腦科技與音樂跨

領域的各項應用。 

2.運用影音剪輯軟體製作成

年禮專輯。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2-4-5 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認識電腦科技與音樂

跨領域的各項應用。 

‧技能部分： 

運用影音剪輯軟體製作

成年禮專輯。 

‧情意部分： 

（1）培養主動聆賞音樂

的興趣與習慣。 

（2）認識藝術隨時代、

地域變遷所展現的多元

創意。 

第

五

週 

09/25~ 

09/30 

成年禮： 

綻放新聲 

1.運用影音剪輯軟體製作成

年禮專輯。 

2.成果發表與互評。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2-4-5 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情意部分： 

（1）培養主動聆賞音樂

的興趣與習慣。 

（2）認識藝術隨時代、

地域變遷所展現的多元

創意。 

第

六

週 

10/02~ 

10/06 

當音符遇上光與

影 

1.瞭解印象樂派的音樂風格

與特色。 

2.認識印象樂派代表作曲

家：德布西。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4-5 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海洋教育】3-4-6 能運用音

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形

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

藝術。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印象樂派的風

格與內涵。 

（2）認識印象樂派的著

名作曲家德布西。 

‧情意部分： 

能欣賞印象樂派作曲家

描繪大自然風光的旋律

之美。 

第

七

週 

10/09~ 

10/13 

當音符遇上光與

影 

1.瞭解印象樂派的音樂風格

與特色。 

2.能感受印象樂派樂曲對於

描寫大自然景色不同意境

與美。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4-5 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海洋教育】3-4-6 能運用音

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形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認知部分： 

（1）認識印象樂派的風

格與內涵。 

（2）認識印象樂派的著

名作曲家德布西、拉威

爾。 

‧情意部分： 

能欣賞印象樂派作曲家

描繪大自然風光的旋律

之美。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

藝術。 

第

八

週 

10/16~ 

10/20 

當音符遇上光與

影 

直笛演奏測驗 

1.認識印象樂派代表作曲

家：拉威爾。 

2.透過拉威爾的音樂作品，

感受曲中光、影意象的表現

方式。 

3.能以中音直笛吹奏〈城裡

的月光〉。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4-5 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海洋教育】3-4-6 能運用音

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形

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

藝術。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印象樂派的著名作

曲家拉威爾。 

‧技能部分： 

能以中音直笛吹奏〈城裡

的月光〉。 

第

九

週 

10/23~.

10/27 

當音符遇上光與

影 

1.能習唱〈月光〉。 

2.能感受印象樂派樂曲對於

描寫大自然景色不同意境

與美。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4-5 去除性

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

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海洋教育】3-4-6 能運用音

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形

式，鑑賞與創作海洋為主題的

藝術。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能習唱〈月光〉。 

‧情意部分： 

（1）能欣賞印象樂派作

曲家描繪大自然風光的

旋律之美。 

（2）能聆賞德布西交響

詩〈海〉後，將其聽後感

受以畫面呈現。 

第

十

週 

10/30~ 

11/03 
尋找音樂新世界 

1.透過深入淺出的音樂欣

賞，引導學生接觸、認識二

十世紀音樂的多元面貌。 

2.能分辨調性與無調性音

樂。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良

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認識十二音作曲法。 

‧情意部分： 

（ 1）能以正面積極態

度，接納與以往認知經驗

不同的新思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作品，體

驗美的價值。 

第

十

一

週 

11/06~ 

11/10 
尋找音樂新世界 

1.能分辨調性與無調性音

樂。 

2.透過對協和音程與不協和

音程的聽與唱，引導學生欣

賞或演唱（奏）無調性音

樂。 

3.演唱歌曲〈舊夢〉。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良

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識二十世紀音

樂各種風格及其特質。 

（2）認識二十世紀音樂

在音高使用的創新手法。 

‧技能部分： 

（1）能聽辨、演唱協和

與不協和音程。 

（2）習唱〈舊夢〉。 

‧情意部分： 

（ 1）能以正面積極態

度，接納與以往認知經驗

不同的新思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作品，體

驗美的價值。 

第

十

二

週 

11/13~ 

11/17 

尋找音樂新世界 

歌曲演唱測驗 

1.透過深入淺出的音樂欣

賞，引導學生接觸、認識二

十世紀音樂的多元面貌。 

2.二十世紀音樂裡的節奏運

用。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良

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二十世紀音樂

在音高、節奏使用的創新

手法。 

（2）認識二十世紀音樂

裡不規則的節拍。 

‧情意部分： 

（ 1）能以正面積極態

度，接納與以往認知經驗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不同的新思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作品，體

驗美的價值。 

第

十

三

週 

11/20~ 

11/24 
尋找音樂新世界 

中音直笛吹奏〈羅馬尼亞波

爾卡〉。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良

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吹奏中音直笛曲〈羅馬尼

亞波爾卡〉。 

‧情意部分： 

（ 1）能以正面積極態

度，接納與以往認知經驗

不同的新思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作品，體

驗美的價值。 

第

十

四

週 

11/27~ 

12/01 
尋找音樂新世界 

1.認識實驗音樂裡的新音

響。 

2.認識各種特殊記譜。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良

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二十世紀音樂在音

高、節奏、音色上使用的

創新手法。 

‧情意部分： 

（ 1）能以正面積極態

度，接納與以往認知經驗

不同的新思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作品，體

驗美的價值。 

第

十

五

週 

12/04~ 

12/08 
尋找音樂新世界 

1.認識實驗音樂裡的新音

響。 

2.認識各種特殊記譜。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良

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識二十世紀音

樂各種風格及其特質。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2）認識二十世紀音樂

在音高、節奏、音色上使

用的創新手法。 

（3）能掌握記譜特性，

以符號圖像清楚表達欲

傳遞的音響效果。 

‧情意部分： 

（ 1）能以正面積極態

度，接納與以往認知經驗

不同的新思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作品，體

驗美的價值。 

第

十

六

週 

12/11~ 

12/15 

流行‧脈動 

直笛演奏測驗 

1.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音樂

的發展脈絡。 

2.能認識流行音樂的創作手

法。 

3.能欣賞〈藍色狂想曲〉。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1-4-6 探求不

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音

樂的發展脈絡。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

樂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

流行音樂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第

十

七

週 

12/18~ 

12/22 
流行‧脈動 

1.能認識流行音樂的創作手

法。 

2.能欣賞〈藍色狂想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月

亮代表誰的心〉、爵士樂改

編：《C 大調第一號鋼琴前

奏曲》等樂曲。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1-4-6 探求不

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藍調音階。 

（2）認識流行音樂的創

作手法。 

‧技能部分： 

透過流行音樂創作手法

感受流行音樂語言。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

樂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

流行音樂的特色及文化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精神。 

第

十

八

週 

12/25~ 

12/29 
流行‧脈動 

1.習唱〈美好世界〉。 

2.認識路易斯‧阿姆斯壯。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1-4-6 探求不

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能習唱〈美好世界〉。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

樂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

流行音樂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第

十

九

週 

01/01~ 

01/05 
流行‧脈動 

1.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音樂

的發展脈絡。 

2.能認識流行音樂的創作手

法。 

3.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樂

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

音樂的特色及文化精神。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1-4-6 探求不

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二十世紀後流

行音樂的發展脈絡。 

（2）認識流行音樂的創

作手法。 

‧技能部分： 

透過流行音樂創作手法

感受流行音樂語言。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

樂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

流行音樂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第

二

十

週 

01/08~ 

01/12 

流行‧脈動 

紙筆測驗 

1.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音樂

的發展脈絡。 

2.能認識流行音樂的創作手

法。 

3.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樂

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

音樂的特色及文化精神。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1-4-6 探求不

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二十世紀後流

行音樂的發展脈絡。 

（2）認識流行音樂的創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作手法。 

‧技能部分： 

能習奏中音直笛曲〈日晷

之夢〉。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

樂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

流行音樂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第

二

十

一

週 

01/15~ 

01/19 

流行‧脈動 

課程總複習 

習奏中音直笛曲〈日晷之

夢〉。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

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

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1-4-6 探求不

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二十世紀後流

行音樂的發展脈絡。 

（2）認識流行音樂的創

作手法。 

‧技能部分： 

能習奏中音直笛曲〈日晷

之夢〉。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

樂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

流行音樂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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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來源：選用（ 翰林版第五冊 ） 

二、教學節數：每週（1）節，學期共（21）節 

三、各單元內涵分析：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第

一

週 

08/28~ 

09/01 

成年禮 

集體即興的回憶

（表演藝術） 

1.能瞭解「集體即興」創作

戲劇的元素。  

2.能認識「集體即興」創作

戲劇的概念及其內容。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瞭解集體即興的創作方

式。   

‧技能部分： 

能操作集體即興的創作

方式。    

‧情意部分： 

（1）能藉由集體即興創

作完整傳達情感。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表

演作品精神。 

第

二

週 

09/04~ 

09/08 

成年禮 

集體即興的回憶

（表演藝術） 

1.能瞭解「集體即興」創作

戲劇的元素。  

2.能認識「集體即興」創作

戲劇的概念及其內容。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集體即興的創

作方式。                                         

（2）認識劇場導演賴聲

川，及其率領的集體即興

創作作品，如《暗戀桃花

源》。 

‧情意部分： 

（1）能藉由集體即興創

作完整傳達情感。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表

演作品精神。 

第

三

週 

09/11~ 

09/15 

成年禮 

集體即興的回憶

（表演藝術） 

1.能欣賞不同類型的「集體

即興」創作戲劇，並寫出自

己的感想及評論。 

2.能創造各種角色。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操作集體即興的

創作方式。                                      

（2）能創造真實且多面

相的角色人物。                                   

（3）能和他人透過集體

即興的創作方式完成作

品。  

‧情意部分： 

（1）能藉由集體即興創

作完整傳達情感。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表

演作品精神。 

第

四

週 

09/18~ 

09/22 

成年禮 

集體即興的回憶

（表演藝術） 

1.能欣賞不同類型的「集體

即興」創作戲劇，並寫出自

己的感想及評論。  

2.能學習分工編寫「集體即

興」創作戲劇劇本。  

3.學會以更多元的角度欣賞

戲劇。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操作集體即興的

創作方式。                                       

（2）能創造真實且多面

相的角色人物。                                   

（3）能和他人透過集體

即興的創作方式完成作

品。 

‧情意部分： 

（1）能藉由集體即興創

作完整傳達情感。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表

演作品精神。 

第 09/25~ 成年禮 1.能學習分工編寫「集體即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1 1.歷程性評量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五

週 
09/30 集體即興的回憶

（表演藝術） 

興」創作戲劇劇本。  

2.學會以更多元的角度欣賞

戲劇。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2-1 培養規

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3-3 能認識網路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能操作集體即興的

創作方式。                                       

（2）能創造真實且多面

相的角色人物。                                   

（3）能和他人透過集體

即興的創作方式完成作

品。 

‧情意部分： 

（1）能藉由集體即興創

作完整傳達情感。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表

演作品精神。 

第

六

週 

10/02~ 

10/06 

表演藝術 

無所不在的劇場

（表演藝術） 

1.能認識室內劇場與戶外劇

場的不同。 

2.能知道舞臺無所不在，大

自然也能是表演舞臺。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瞭解環境劇場的理念及

表達手法。    

‧技能部分： 

能欣賞生活周遭所見的

環境劇場演出。 

第

七

週 

10/09~ 

10/13 

表演藝術 

無所不在的劇場

（表演藝術）（第

一次段考） 

能清楚環境劇場的特色。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環境劇場的理

念及表達手法。                                

（ 2）認識戲劇大師理

查‧謝克納及臺灣目前的

環境劇場形式。 

‧技能部分： 

能欣賞生活周遭所見的

環境劇場演出。    

‧情意部分： 

（1）能體會環境劇場中

表現情感的方法。                               

（2）能欣賞並分析各類

型的劇場作品。 

第

八

週 

10/16~ 

10/20 

表演藝術 

無所不在的劇場

（表演藝術） 

1.能知道舞臺無所不在，大

自然也能是表演舞臺。 

2.能清楚環境劇場的特色。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 1）認識戲劇大師理

查‧謝克納及臺灣目前的

環境劇場形式。               

（2）認識戲劇大師葛羅

托斯基及麵包傀儡劇場。 

‧技能部分： 

（1）能欣賞生活周遭所

見的環境劇場演出。                             

（2）練習創作生活化的

環境劇場作品。 

‧情意部分： 

（1）能體會環境劇場中

表現情感的方法。                               

（2）能欣賞並分析各類

型的劇場作品。 

第

九

週 

10/23~.

10/27 

表演藝術 

無所不在的劇場

（表演藝術） 

1.能以校園環境為舞臺，創

作與環境相符的戲劇作

品，不僅達到環境劇場的理

念，更能深入瞭解及認識所

處的校園環境生活。 

2.透過分組報告，培養蒐集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資料及欣賞他人的能力，培

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認知部分： 

瞭解環境劇場的理念及

表達手法。 

‧技能部分：                          

 練習創作生活化的環境

劇場作品。 

‧情意部分： 

（1）能體會環境劇場中

表現情感的方法。                               

（2）能欣賞並分析各類

型的劇場作品。 

第

十

週 

10/30~ 

11/03 

表演藝術 

無所不在的劇場

（表演藝術） 

1.能以校園環境為舞臺，創

作與環境相符的戲劇作

品，不僅達到環境劇場的理

念，更能深入瞭解及認識所

處的校園環境生活。 

2.透過分組報告，培養蒐集

資料及欣賞他人的能力，培

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環境教育】3-4-3 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瞭解環境劇場的理念及

表達手法。   

‧技能部分：                             

練習創作生活化的環境

劇場作品。 

‧情意部分： 

（1）能體會環境劇場中

表現情感的方法。                               

（2）能欣賞並分析各類

型的劇場作品。 

第

十

一

週 

11/06~ 

11/10 

表演藝術 

當劇場就是教室

（表演藝術） 

認識「教育劇場」是寓教育

於戲劇的形式，並認識其種

種操作技巧。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4-2 思考傳

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

展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瞭解教育劇場的理念和

功能。                                    

‧情意部分： 

（1）能在教育劇場中，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學習尊重及寬容。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作

品精神。 

第

十

二

週 

11/13~ 

11/17 

表演藝術 

當劇場就是教室

（表演藝術） 

1.能認識「教育劇場」是寓

教育於戲劇的形式，並認識

其種種操作技巧。  

2.能學習有步驟地操作建構

「教育劇場」，以不同立場

互相討論和回饋。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4-2 思考傳

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

展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教育劇場的理

念和功能。                                    

（2）認識臺灣以教育劇

場為理念和創作的團隊

及作品。 

‧技能部分： 

（1）能運用教育劇場的

操作方式及技巧，解決生

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2）能以不同角度切入

問題，深入討論困境的源

頭。                    

‧情意部分： 

（1）能在教育劇場中，

學習尊重及寬容。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作

品精神。 

第

十

三

週 

11/20~ 

11/24 

表演藝術 

當劇場就是教室

（表演藝術） 

1.引導學生認識、操作「論

壇劇場」。   

2.學會以更多元的角度深入

思考問題，並建立溝通的管

道。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性別平等教育】2-4-2 思考傳

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

展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技能部分： 

（1）能以不同角度切入

問題，深入討論困境的源

頭。                    

（2）能和觀眾透過教育

劇場的創作方式，建立溝

通情感的管道。 

‧情意部分： 

（1）能在教育劇場中，

學習尊重及寬容。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作

品精神。 

第

十

四

週 

11/27~ 

12/01 

表演藝術 

當劇場就是教室

（表演藝術）（第

二次段考） 

1.能學習有步驟地操作建構

「教育劇場」，以不同立場

互相討論和回饋。  

2.能欣賞與觀眾互動的「教

育劇場」作品，並客觀寬容

的討論演出議題。  

3.學會以更多元的角度深入

思考問題，並建立溝通的管

道。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4-2 思考傳

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

展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瞭解教育劇場的理念和

功能。   

‧技能部分：             

能和觀眾透過教育劇場

的創作方式，建立溝通情

感的管道。 

‧情意部分： 

（1）能在教育劇場中，

學習尊重及寬容。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作

品精神。 

第

十

五

12/04~ 

12/08 

表演藝術 

當劇場就是教室

（表演藝術） 

1.能認識「教育劇場」是寓

教育於戲劇的形式，並認識

其種種操作技巧。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3 培養解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週 2.能學習有步驟地操作建構

「教育劇場」，以不同立場

互相討論和回饋。  

3.能欣賞與觀眾互動的「教

育劇場」作品，並客觀寬容

的討論演出議題。   

4.學會以更多元的角度深入

思考問題，並建立溝通的管

道。 

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

展獨特的表現。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3-5 發展規

劃生涯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2-4-2 思考傳

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

展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資訊教育】4-3-5 能利用搜尋

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

網路資源。 

【資訊教育】4-3-6 能利用網路

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教育】5-4-5 能應用資訊

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瞭解教育劇場的理念和

功能。 

‧技能部分： 

（1）能以不同角度切入

問題，深入討論困境的源

頭。                    

（2）能和觀眾透過教育

劇場的創作方式，建立溝

通情感的管道。 

‧情意部分： 

（1）能在教育劇場中，

學習尊重及寬容。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

創作手法下所發展的作

品精神。 

第

十

六

週 

12/11~ 

12/15 

表演藝術 

鏡頭下的真實世

界（表演藝術） 

1.能理解紀錄片發展的歷史

脈絡。 

2.能瞭解紀錄片各種拍攝觀

點。 

3.能認識拍攝紀錄片時運用

的藝術手法及類型。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

品。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紀錄片的發展

簡史。                                   

（2）認識拍攝紀錄片不

同的敘述觀點。                           

（3）認識紀錄片不同的

類型風格。  

‧情意部分： 

能以多元的觀點欣賞紀

錄片，並學習關懷周遭的

人事物。 

第

十

七

週 

12/18~ 

12/22 

表演藝術 

鏡頭下的真實世

界（表演藝術） 

瞭解臺灣紀錄片發展的簡

史，並願意對臺灣紀錄片有

更多的關注。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

品。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瞭解臺灣紀錄片發展的

簡史。 

‧情意部分： 

能以多元的觀點欣賞紀

錄片，並學習關懷周遭的

人事物。 

第

十

八

週 

12/25~ 

12/29 

表演藝術 

鏡頭下的真實世

界（表演藝術） 

1.瞭解紀錄片製作須動員眾

多的人力及心血方能完成。 

2.能瞭解紀錄片製作的過程

及注意事項。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

品。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瞭解紀錄片的製作流程

及注意事項。 

‧技能部分： 

（1）瞭解拍攝紀錄片的

流程及步驟。                             

（2）能找尋適切拍攝的

紀錄片題材並蒐集相關

內容資料。 

‧情意部分： 

（1）能以多元的觀點欣

賞紀錄片，並學關懷周遭

的人事物。        

（2）能從製作紀錄片的

過程中，學習蒐集資料的

方法，並建立自己看待事

物的角度與觀點。               

第

十

九

週 

01/01~ 

01/05 

表演藝術 

鏡頭下的真實世

界（表演藝術） 

1.能瞭解紀錄片製作的過程

及注意事項。 

2.能與同學互助合作完成紀

錄片拍攝。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

品。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瞭解紀錄片的製作流程

及注意事項。 

‧技能部分： 

（1）瞭解拍攝紀錄片的

流程及步驟。                             

（2）能找尋適切拍攝的

紀錄片題材並蒐集相關

內容資料。           

（3）練習製作出小型紀

錄片。     

‧情意部分： 

（1）能以多元的觀點欣

賞紀錄片，並學關懷周遭

的人事物。        

（2）能從製作紀錄片的

過程中，學習蒐集資料的

方法，並建立自己看待事

物的角度與觀點。    

第

二

十

週 

01/08~ 

01/12 

表演藝術 

鏡頭下的真實世

界（表演藝術） 

1.能瞭解紀錄片製作的過程

及注意事項。 

2.能與同學互助合作完成紀

錄片拍攝。 

3.學習以更多元的角度欣賞

紀錄片。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

品。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瞭解拍攝紀錄片的

流程及步驟。                             

（2）能找尋適切拍攝的

紀錄片題材並蒐集相關

內容資料。           

（3）練習製作出小型紀

錄片。 

‧情意部分： 

（1）能以多元的觀點欣

賞紀錄片，並學關懷周遭

的人事物。        

（2）能從製作紀錄片的

過程中，學習蒐集資料的

方法，並建立自己看待事

物的角度與觀點。 

第 01/15~ 表演藝術 1.能瞭解紀錄片製作的過程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人權教育】2-4-1 了解文化權 1 1.歷程性評量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指標 節數 評量方式或備註 

二

十

一

週 

01/19 鏡頭下的真實世

界（表演藝術）

（第三次段考） 

及注意事項。 

2.能與同學互助合作完成紀

錄片拍攝。 

3.學習以更多元的角度欣賞

紀錄片。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

品。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生涯發展教育】3-3-1 培養正

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教育】3-3-2 學習如

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

料。 

【性別平等教育】3-4-1 運用各

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

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3-4-5 探究社

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

造成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3-4-7 探究多

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家政教育】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

活。 

（1）學生課堂參與度。 

（2）單元學習活動。 

（3）分組合作程度。 

（4）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1）瞭解拍攝紀錄片的

流程及步驟。                             

（2）能找尋適切拍攝的

紀錄片題材並蒐集相關

內容資料。           

（3）練習製作出小型紀

錄片。 

‧情意部分： 

（1）能以多元的觀點欣

賞紀錄片，並學習關懷周

遭的人事物。        

（2）能從製作紀錄片的

過程中，學習蒐集資料的

方法，並建立自己看待事

物的角度與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