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驗課程教案 

 

 

壹、課程名稱：南海藝術探查隊（實體 □線上 □混成課程） 

貳、教學對象：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參、課程領域： 

主要領域：藝術領域 

次要領域：語文領域、生活領域 

肆、課程節數：8節 

伍、合作校館：臺北市南門國小X藝教館 

陸、課程簡介：南門學子透過臺灣藝術教育館的藝文展覽，由教師協同指導發展視覺

藝術，培養美感和圖文創作能力；此外，透過VR虛擬實境和線上畫

展，讓學生認識科技並擴展藝術體驗。 

柒、課程目標： 

一、能參與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舉辦「人與藝術」藝文展覽活動。 

二、能思考及展現自己體驗後的學習能力。 

三、結合學校校本課程-植物園Fun學趣，延伸學習課程。 

四、能依照活動展現及分享自我成就。 



捌、館所特色：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設立於1957年3月29日，為我國首座公立藝術館，是唯一

以推動「藝術教育」為核心業務的政府機構。 

近年來本館以「人與藝術」的關係為中心理念，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動世界兒童

畫巡迴展、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巡展、圖畫書創作巡迴展、創藝島、藝術研習班、年度

主題展等實體及數位互動科技供師生學習。 

搭配場館藝文展覽內容，帶領學生學習體驗看展、賞析等藝術教育活動，加強藝

術教育扎根工作，並藉由資源分享與合作模式，增進學生對美感教育的掌握。 

玖、教學材料：水彩紙、水彩用具、平板、VR設備。 

拾、課程步驟：（請將課程步驟簡化，列舉課程實施之大項） 

一、活動一：認識藝教館(1節) 

1. 畫展的資訊分享：分享三年級安排參觀美術館經驗，作為這次學習的藥引。 

2. 認識藝教館：引導表現、鑑賞與實踐的能力，養成對美的感受與知覺。 

3. 參觀藝教館畫廊大型美展，學習賞析美感的素養。 

4. 討論及規劃藝術展覽，從發表、討論、實作、展演、合作學習等。 

 

二、活動二：藝文饗宴-參觀展覽(2節) 

1. 預先運用電腦課，搜尋展覽資料，建構學習藍圖。 

2. 安排導覽老師，介紹展覽作品。 

3. 參觀展覽要具備對此次展覽內容的認識，培養多元感官體驗與學習。 

4. 引導表現、鑑賞與實踐的能力，養成對美的感受與知覺。 

 

三、活動三：創新推廣-創作作品(3節) 

1. 敦聘專家指導，透過展覽培養美感素養，建構作品創作。 

2. 老師提供良好水彩寫生示範及重要技巧，透過討論、實作、合作學習引導教

學，發展創作技能。 

3. 從美出發，鼓勵學生主動學習，表現美感態度和素養。 

4. 依自己興趣累積藝文素養，完成植物園荷花池寫生，豐富美感經驗。 

 

四、活動四：展現成果-辦理線上VR虛擬畫展(2節) 



1. 設計VR線上畫展海報 

2. 學生寫下作品的創作感想，並由老師從旁協助錄下自己的導覽語音，製作線

上畫展的展示素材。 

3. 由學生創作說明文字與錄音，老師在旁指導與協助。 

4. 辦理線上畫展：學生參與和規劃，辦理自己創作藝術品導覽，透過學習成現

自己的生活能力。 

 

 

 

拾壹、延伸課程： 

一、延伸課程一：藝術體驗工作坊 

1. 範例分享：導入古典美術史，介紹歷史上著名的藝術家及其作品。 

2. 創作工作坊：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靈感進行創作，並提供必要的藝

術素材和工具。 

3. 展示及評價：展示學生創作的作品，與學生討論創作的過程和心得，鼓勵

學生學會欣賞他人的藝術作品，並提供對學生創作的評價和建議。 

 

二、延伸課程二：線上VR導賞課程 

1. 藝術家介紹：介紹知名藝術家的生平和代表作品，並以3D動畫方式呈現作

品。 

2. VR導賞：帶領學生進入虛擬美術館，進行VR導賞體驗，認識各種藝術形式

和風格，提升學生的藝術欣賞和審美能力。 

3. 創作實作：提供學生創作題材和素材，鼓勵學生在VR美術館中進行創作，

並分享和評價創作成果。 

 

三、延伸課程三：自然觀察與藝術創作 

1. 生態考察：帶領學生到戶外進行自然觀察，認識植物和動物的多樣性，培

養學生的觀察能力。 

2. 素描練習：提供學生素描練習課程，引導學生在自然環境中練習素描，以

藝術的方式表達對自然的觀察和體驗。 



3. 創作實作：鼓勵學生從生活中找尋靈感和素材，以自然為主題進行創作，

發揮自己的創意和想像力，並分享和評價創作成果。 

拾貳、課程評量：（建議透過多元評量方式，讓學生描述美感經驗） 

透過以下的多元評量方式，學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方式表達自己的美感經驗，

讓老師能夠全面評估學生對美感的理解和表達能力。同時，這些評量方式也可以激發

學生的創造力和思考能力，提高他們對美感的感知和鑒賞能力。 

1. 繪畫評量：提供學生不同主題的繪畫紙，讓他們進行自由創作。完成後，老師可以

評估學生的藝術技巧、色彩搭配和畫面結構等方面的表現，同時鼓勵學

生分享自己的美感體驗和感想。 

2. 小組討論：組織學生進行小組討論，讓他們分享參觀畫展或創作過程中的體驗和感

想，鼓勵學生互相交流和學習。老師可以透過觀察學生的發言、互動和

表達能力，評估學生對美感的理解和表達能力。 

3. 作品分析：讓學生分析和評估自己和他人的藝術作品，鼓勵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出

發，比如色彩運用、畫面結構、表現主題等方面。老師可以評估學生的

分析和評價能力，以及對美感的認知和理解。 

4. 口頭報告：要求學生進行口頭報告，描述自己參觀畫展或創作過程中的美感體驗和

感想，讓學生學習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老師可以評估學生的

口語表達能力、思維能力和表達的清晰度。 

5. 寫作評量：要求學生進行寫作，描述自己對美感的理解和體驗。老師可以評估學生

的文字表達能力、思考深度和表達的清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