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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 

體驗課程教案 
 

 

 種子學校：台南市五王國小        

 規劃團隊：校長林佳慧：綜理計畫。 

 教務主任林維智：計畫申請、規劃、執行。 

  學務主任甘宜靜：計畫課程諮詢。 

 總務主任蕭正一：配合計畫所需相關硬體支援工作。 

  輔導主任劉癸枝：計畫課程諮詢。 

 註冊設備組長黃思怡：計畫課程研發及教學。 

 輔導組長邱湘華：計畫課程諮詢、研發及教學。 

  教學組長吳佳珊：配合計畫執行所需課務及教學調配工作。 

  科任老師劉依珊：配合計畫執行所需課務及教學調配工作。 

 班級導師傅菡芳：課程相關試教班級教學配合事宜。 

 班級導師侯安玲：課程試教試教班級教學配合事宜。  

一、課程名稱：詩情畫意現童趣 

二、課程類別：文學閱讀類 

三、計畫區分：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四、課程簡介：利用合作場館國立台灣文學館《臺灣兒童文學叢書》，臺灣資深兒童作家馬景賢、

趙天儀、華霞菱、林良、林煥彰、黃基博的童詩作品為基礎，透過下述課程發展： 

    (一)童詩認識課程(含場館認識課程) 

    (二)童詩創作課程(寫詩) 

    (三)童詩體驗課程(玩詩) 

    (四)童詩藝術課程(畫詩) 

五、合作場館： 台灣文學館 

六、課程地點： 五王國小、台灣文學館 

七、教學節數：14節 

八、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九、課程目標： 

A.自主學習： 

1、 學習童詩寫作知識，運用恰當文字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成篇。  

2、 透過館場參觀自主學習，以培養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的能力。 

3、 閱讀童詩名家作品，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4、 發展善用多元媒介與形式，從事藝術與生活創作和展現的素養，以傳達思想與情感。 

5、 學習多元媒介與形式體現童詩童畫，增進對藝術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及表達的能力。 

壹、課程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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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溝通互動： 

1、 運用語文學科學習經驗、溝通意見、分享成果，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2、 培養藝術創作與鑑賞能力，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以進行賞析同儕作品、分享成果的態

度與能力。 

C.社會參與： 

1、 透過館場展覽認識台灣文學作家及作品，體會文化傳承，開展個人生命視野。  

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十、連結學習領域：國語文領域、藝術領域  

十一、設計理念與內涵分析（請分析各單元之設計理念、內涵，或與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之關

聯）： 

順

序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設計理念與內涵分析 

第

一

、

二

節 

你和我的 

共讀詩光 

1. 能運用清晰的語音、適切的語
速、音量朗讀詩作。 

2. 能閱讀多樣童詩作品，提升理
解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3. 能運用國語文學習經驗、溝通
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1、 以台灣文學館出版品-《臺灣兒童
文學叢書》，其中6冊臺灣資深兒
童作家馬景賢、趙天儀、華霞菱、
林良、林煥彰、黃基博的童詩作品
為基礎，透過富含藝術性的文學創
作形式，發展美感體驗課程。 

2、 落實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的核心
素養導向教學原則。 

第

三

至

五

節 

意到筆隨- 

詩光閃閃 

1. 能以適切的速率朗讀詩作，並
展現適切的抑揚頓挫與情感。 

2. 能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
基本能力。 

3. 能學習童詩寫作知識，運用恰
當文字語彙，抒發情感，嘗試
仿作童詩。 

1. 訓練學生運用敏銳的五感力 -視
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仔
細的去觀察與感覺，從生活中尋找
寫作的靈感。 

2. 符合在情境脈絡化的學習核心素養
導向教學原則。 

3. 引導學生學習方法及策略素養導向
教學原則。 

第

六

至

八

節 

字字有詩意 

1. 能透過肢體、圖畫與文字表達
自己對漢字的發現，獲得創作
的樂趣。 

2. 能運用恰當文字語彙，抒發情
感，完成童詩。 

3. 能運用國語文學習經驗、溝通
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1. 運用想像力將漢字轉化成圖像，結
合生活經驗驗融合肢體伸展，作為
寫作前的暖身亦為創作的養分。 

2. 靈活運用學習經驗，以實踐表現於
生活情境中 

第

九

至

十

一

節 

詩情畫意-

詩詩入扣 

1. 能明瞭藝術創作相關知識、技
能之覺察與表達的能力。。 

2. 能運用多元媒介與形式，進行
詩畫創作傳達思想與情感。 

3. 透過藝術共作實踐，學習理解
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1. 透過具備再生能力的美感體驗教
育，將童詩概念與美學結合在課程
中，以豐富的美感學習形態，感動
學習者心靈，讓學習者有真正的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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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至

十

四

節 

走進台灣文

學小宇宙 

1. 能藉由館場參觀自主學習，培
養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的能
力。 

2. 透過分組學習，能在完成任務
歷程中，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
團隊合作的能力。 

3. 透過館場展覽認識台灣文學作
家及作品，能體會文化傳承，
開展個人生命視野。  

1. 台灣文學館有豐沛的軟硬體資源，
提供體驗課程創作及學習情境的來
源，善加利用合作場館的資源，讓
美感體驗課程兼具深度、廣度、易
普及度。 

2.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
活中美感事物，涵養藝術美感素
養。 

 

 

十二、教學前準備： 

1. 蒐集《臺灣兒童文學叢書》中兒童作家之童詩，討論課程主題，挑選詩作。 

2. 規劃團隊進行課程共備，設計課程活動。 

3. 參加由國立臺灣文學館規劃以童詩作家、兒童美術領域之教師增能研習活動。 

4. 實地查訪國立台灣文學館。 

5. 製作館場體驗課程參觀手冊、教學PPT、情境海報、教學海報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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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課程規劃與流程： 

單元一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單元名稱 你和我的共讀詩光 教學年級 四 教材來源 自編 

設計者 黃思怡、邱湘華 
教學

時間 
總節數：共 2節 

領綱 

核心素養 
國語文領綱核心素養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

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 

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

的基本素養。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 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學習表現 

國語文領域 藝術領域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音量說話。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

見。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重禮貌，並養成說話

負責的態度。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

與情感。 

5-Ⅱ-10 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受與想

像。 

2-Ⅱ-2能發現生活中的視覺元素並表達自己的情

感。 

學習目標 
1. 能運用清晰的語音、適切的語速、音量朗讀詩作。 
2. 能閱讀多樣童詩作品，提升理解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3. 能運用國語文學習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單元 

學習架構 

各節次學習重點規劃 

第一節 朗讀童詩 

第二節 介紹童詩作家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藝術領域 

主要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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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次 
學習活動歷程 教師指導重點 評量 時間 

第

一

節 

【學習活動】打開童詩大門 

1 學生從封面、書名猜猜內容 

2.聆聽老師介紹臺灣文學館出版的童詩著作

及圖書館內林良老師詩集。 

3.學生選出自己最喜歡的一本，選擇相同的

人同一組，圍成一圈坐下來。 

4.小組中每個人輪流朗讀書中的每一首詩，

並分享選擇的動機及對詩的感覺。 

■臺灣文學館著作(如下圖) 

 

1. 發下臺灣文學館十本

著作及圖書館內林良

老師詩集。引導學生

從封面、書名猜猜看

內容是什麼，以引起

學生興趣。 

2. 介紹童詩作品。 

3. 尋找同好，選擇同一

本詩集的同學，請聚

在一起分享~我喜歡

的童詩。 

4. 以全組聽見的音量，

每人輪流朗讀一首童

詩。說說看只從封

面、書名你選擇這本

書的原因是什麼?讀

完/聆聽書中的每首

詩後，有什麼感受? 

 

 

 

 

 

能主動分享

選擇的動機

及感受 

 

 

能流暢的朗

讀童詩 

 

 

 

 

 

 

 

 

 

 

 

 

 

 

40

分鐘 

第

二 

節 

5.學生聆聽老師介紹童詩作家的創作理念。 

6.學生分組討論選出書中最喜歡的一首詩，

並分組朗讀。 

7.學習朗讀技巧，再次朗讀。 

 

5.教師以林煥彰老師書

中引言： 

詩是善良的語言。 

詩畫，玩創意： 

創意，就是不重複 

─不重複別人 

─不重複自己 

6.分組選出最喜歡的一

首詩，說一說為什麼最

喜歡這首，並共同朗讀 

7.朗讀要注意音量、音

速、自然的抑揚及正確

的斷句(老師示範) 

 

 

 

 

 

 

 

 

分組上臺朗

讀詩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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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單元名稱 意到筆隨-詩光閃閃 教學年級 四 教材來源 自編 

設計者 黃思怡、邱湘華 
教學

時間 
總節數：共 3節 

領綱 

核心素養 
國語文領綱核心素養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

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 

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

的基本素養。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 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學習表現 

國語文領域 藝術領域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音量說話。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

見。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重禮貌，並養成說話

負責的態度。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

與情感。 

5-Ⅱ-10 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受與想

像。 

2-Ⅱ-2能發現生活中的視覺元素並表達自己的情

感。 

學習目標 

1. 能以適切的速率朗讀詩作，並展現適切的抑揚頓挫與情感。 
2. 能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3. 能學習童詩寫作知識，運用恰當文字語彙，抒發情感，嘗試仿作童詩。 

單元 

學習架構 

各節次學習重點規劃 

第一節 進行課文~水果的晚會文本分析、童詩寫作技巧教學 

第二節 仿寫課文的童詩~月亮的晚會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藝術領域 

主要學習活動 

節

次 
學習活動歷程 教師指導重點 評量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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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學習活動】 

1.學生朗讀課文~水果的晚會 

2.學生依教師的提問回答，以理解課文內

容。 

 

 

 

 

 

3.師生共同統整詩的寫作形式。 

 

4.學習童詩寫作技巧 

 

 

5.從〈水果的晚會〉一文，學生分組討論

可練習的主題與內容。 

 

1.複習朗讀技巧 

2.內容深究：老師利

用簡報將題目投於螢

幕上，讓學生回答內

容深究問題，確認學

生是否有理解本課。 

題目如下： 

■提取訊息 

(1)詩人怎樣描述晚會

前，水果店裡的氣氛 

(2)水果們大合唱時，

周圍的景色跟剛開始

有什麼不同？ 

■推論訊息 

(3)詩歌描述的時間，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那些

句子可以看出來？ 

■詮釋整合 

(4)你最喜歡哪一種水

果的表演？為什麼？ 

3.統整詩的寫作形

式：分行寫、少用連

接詞、可重複性。 

4.引導學生整理童詩

〈水果的晚會〉中寫

作技巧(擬人、譬

喻)。 

5.分組討論可以籌備

什麼運動會?能安排哪

些角色?進行哪一項競

賽……。 

 

 

完成文本分析

學習單 

 

 

 

 

 

 

 

 

 

 

 

 

 

 

 

 

 

 

口頭回答 

 

 

 

 

 

 

 

 

40

分鐘 

第

二 

節 

【學習活動】 

6.學生各自以〈OO的運動會〉為題，進

行童詩仿寫練習。 

 

  7.學生將自己的作品寫入卡片，並完成插

圖。 

 

  8.學生朗讀自己的童詩作品。 

 

 

  9. 發表關於聆聽他人創作的童詩所觸發

的想像及感想。 

 

6.行間巡視個別指導

童詩仿作。 

 

7.指導學生將作品寫

入小卡，並將主角、

場景畫入小卡中。 

8.請學生上台朗讀自

己仿寫的小詩。 

 

9.學生分享完畢後，

請台下的學生發表自

 

完成童詩創作 

 

 

製作童詩小卡 

 

 

朗讀詩作 

 

 

口頭發表對他

人作品的感想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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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詩中聽到了哪些

情境或是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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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單元名稱 字字有詩意 教學年級 四 教材來源 自編 

設計者 黃思怡、邱湘華 
教學

時間 
總節數：共 2節 

領綱 

核心素養 
國語文領綱核心素養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

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 

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

的基本素養。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 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透過藝術實踐， 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學習表現 

國語文領域 藝術領域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

見。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重禮貌，並養成說話

負責的態度。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6-Ⅱ-5 仿寫童詩。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受與想

像。 

2-Ⅱ-2能發現生活中的視覺元素並表達自己的情

感。 

2-Ⅱ-3能表達參與表演藝術活動的感知，以表達

情感。 

學習目標 

1. 能透過肢體、圖畫與文字表達自己對漢字的發現，獲得創作的樂趣。 
2. 能運用恰當文字語彙，抒發情感，完成童詩。 

3. 能運用國語文學習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單元 

學習架構 

各節次學習重點規劃 

第一節 介紹字的小詩、圖像詩 

第二節 我們也來玩詩，寫詩吧！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藝術領域 

主要學習活動 

節

次 
學習活動歷程 教師指導重點 評量 時間 



1

0 
 

第

一

節 

【學習活動】 

1.學生聆聽教師以林世仁老師作品，介紹

字的小詩、圖像詩。 

2.透過認識《字的小詩》學生分組利用肢

體展現「字」形，讓其他組別猜一猜！  

3.學生從《文字森林海》一書中，找出的

圖像詩的特點，並彙整發表。 

 

 

1.介紹林世仁老師作

品: 《字的小詩》、

《文字森林海》的圖

像詩，讓學生了解創

作詩原來有這麼多元

的書寫形式。並引導

學生從字的形體中，

感受漢字獨有的趣

味。並舉例如何運用

解說字形來完成一首

童詩。 

2.分組進行字的猜

迷，猜猜看別人組的

是什麼字? 

 

3.引導學生從《文字

森林海》中找出圖像

詩的特點：內容及詩

的排列都是符合題目

的。 

 

 

 

 

 

「變形金剛」

肢體字型創作 

 

 

 

 

 

 

猜字遊戲 

 

 

口頭報告 

40

分鐘 

第

二 

節 

4.學生自行選擇要做仿作字的小詩或是圖

像詩，選擇相同主題的成組，進行分組共

作。小組討論選出主題，並共同創作字的

小詩，或是圖像詩。 

5.分組上台朗讀 

 

6.發表聆聽他人創作的童詩所觸發的想像

及感想。 

 

4.複習字的小詩、圖

像詩的寫作技巧，請

學生自己決定主題，

分組共作一首詩。 

5.請學生上台朗讀各

組創作的童詩 

 

6.學生能從他人詩中

聽到了哪些情境或是

感想，請發表。 

 

 

童詩創作 

 

 

 

流暢朗讀發表 

 

口頭回饋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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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單元名稱 詩情畫意-詩詩入扣 教學年級 四 教材來源 自編 

設計者 黃思怡、邱湘華 
教學

時間 
總節數：共 2節 

領綱 

核心素養 
國語文領綱核心素養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

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 

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

的基本素養。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 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透過藝術實踐， 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學習表現 

國語文領域 藝術領域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

見。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重禮貌，並養成說話

負責的態度。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6-Ⅱ-5 仿寫童詩。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受與想

像。 

1-Ⅱ-6能使用視覺元素與想像力豐富創作主題。 

2-Ⅱ-2能發現生活中的視覺元素並表達自己的情

感。 

學習目標 
1. 能明瞭藝術創作相關知識、技能之覺察與表達的能力。。 
2. 能運用多元媒介與形式，進行詩畫創作傳達思想與情感。 
3. 透過藝術共作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單元 

學習架構 

各節次學習重點規劃 

第一節 介紹童詩創作要點 

第二節 創作遊戲詩 

第三節 童詩創作上色畫插圖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藝術領域 

主要學習活動 

節

次 
學習活動歷程 教師指導重點 評量 時間 



1

2 
 

第

一

節 

1.學生從林良老師的作品、課本的〈水果

的晚會〉、字的小詩、圖像詩等，找出童

詩創作的異同 

 

2.學生發表後，師生共同統整歸納。 

 

 

 

3.聆聽教師說明課程主題 

 

 

 

4.到校園中坐下靜靜體驗五感帶來的衝擊 

 

 

5.分組輪流玩「大風吹」、「鬼抓人」、「荷

花荷花幾月開」。觀察其他組玩遊戲的狀

態、表情，以及感受遊戲帶來的氣氛，並

作記錄。 

 

1.老師以 PPT呈現前

三個單元形式各異的

童詩，請學生找出同

異。 

2.帶領學生統整歸納

童詩創作要點： 

(1)要分行寫，讓詩有  

韻律感，可以分

段。 

(2)詩可以有不同的主

題形式、排列方式。

重要的是讓獨的人覺

得有趣、好玩、具有

想像力。 

(3)一次只寫一個畫

面，畫面帶動聯想、

情緒。 

(4)少用連接詞，例如

因為、所以等。 

(5)運用修辭法寫作 

3.說明下一節童詩自

由創作的方向，可以

從遊戲中的體驗、大

自然或校園生活的觀

察 

4.帶學生到校園中坐

下聆聽、觀察、體驗

五感感受 

 

5.分組玩遊戲，觀

察、體驗遊戲所帶來

的感受。 

 

 

 

 

 

 

口頭發表童詩

創作的要點 

 

 

 

 

 

 

 

 

 

 

 

 

 

 

記錄五感體驗 

 

 

 

 

參與團體遊戲 

 

 

 

記錄遊戲體驗 

40

分鐘 

第

二 

、

三 

節 

1.學生回想上一堂的校園五感體驗與遊戲，

依老師引導發表方向(事實+想像+感受)。 

 

 

2.學生個人發表遊戲體驗 

 

3.分組發表，聆聽教師及其他組別的回饋。 

 

1.引導學生以一項校

園五感體驗為主題，

說明事實，並提出想

像及感受。 

2.引導學生以玩遊戲

的事件為主題。說明

事實，並提出想像及

感受。 

3.師生共同統整發表

內容，各組分別給予

回饋。 

 

口頭報告 

 

 

 

小組討論、記

錄 

 

 

 

 

40

分鐘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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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組經過討論、修改。 

 

 

 

 

5.聆聽教師複習童詩寫作的要點。 

 

 

6.各組確認主題後共作遊戲詩 

 

7.設計插畫繪至於四開圖畫紙上，最後填上

所創作的遊戲詩。 

 

 

 

 

 

 

 

4.引導學生檢視他人

不同的回饋是否符

合，是否為自己未曾

想到的，小組可再次

進行討論與修正 

 

5.複習寫作童詩的要

點，以遊戲為主題，

引導依發表內容完成

遊戲詩寫作。 

6.確認遊戲詩的主

題，分組討論共作。 

 

7.引導學生繪製符合

主題的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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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單元名稱 走進台灣文學小宇宙 教學年級 四 教材來源 自編 

設計者 邱湘華、黃思怡 
教學

時間 
總節數：共 3 節 

領綱 

核心素養 
國語文領綱核心素養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 實生活經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題，並探索多元

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生活適應力。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

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 

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文藝之美，體驗生活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藝文創作與欣賞

的基本素養。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藝-E-A1參與藝術活動， 探索生活美感。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 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透過藝術實踐， 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學習表現 

國語文領域 藝術領域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音量說話。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

見。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重禮貌，並養成說話

負責的態度。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

與情感。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受與想

像。 

2-Ⅱ-2能發現生活中的視覺元素並表達自己的情

感。 

2-Ⅱ-5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作品，並珍視自己

與他人的創作。 

3-Ⅱ-1 能樂於參與各類藝術活動探索自己的藝術

興趣與能力，並展現欣賞禮儀。 

學習目標 
4. 能藉由館場參觀自主學習，培養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的能力。 
5. 透過分組學習，能在完成任務歷程中，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6. 透過館場展覽認識台灣文學作家及作品，能體會文化傳承，開展個人生命視野。 

單元 

學習架構 

各節次學習重點規劃 

第一節 場館介紹 

第二、三節 讀詩、品詩、賞詩，館場體驗-自主學習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國語文領域、藝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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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活動 

節

次 
學習活動歷程 教師指導重點 評量 時間 

第

一

節 

【學習活動】-館場認識  

1. 鬼靈精怪來探險： 

學生以鬼怪為主題，自由扮裝後至臺灣文

學館參訪。 

 

2. 館場介紹 

(1) 分組場館認識： 

 學生聆聽教師解說場館的特色及規

定。 

 學生發表觀察場館環境的感受。 

 學生提出對場館或特展內容的疑惑。 

 

 

◎ 教師說明此次參訪 

的文學館之特展為  

「臺灣鬼怪文學特

展」，並提供各式裝

扮素材引導學生發

想自由搭配。 

 

 

 

 

 

 

 

◎  以三大主題介紹 

    台灣文學館： 

(1) 主題一： 

館場建築特色及歷史

意義 

(2) 主題二： 

館內設施及規定 

(3) 主題三： 

分組選一特展區介

紹： 

A組以「魔幻鯤島，

妖鬼奇譚」──臺灣

鬼怪文學特展 

B組以原來如此：

原住民族文學轉

型正義特展 

◎  提問： 

(1) 場館建築帶給學

生什麼感覺？ 

(2) 場館的氛圍? 

(3) 最感興趣或好奇

的特展內容? 

(4) 對於特展布景及

特效安排的感受

與想法? 

 

 

 
 

能使用視覺元

素與想像力豐

富創作主題 

 

 

 

 

 

 

 

 

 

 

 

能用心聆聽、

體驗館場氛圍 

 

 

 

 

 

 

 

 

 

 

 

 

能清楚表達對

館場氛圍的感

受 

 

 

能主動、明確

針對館場設

施、布展主題

等提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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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活動 

節

次 
學習活動歷程 教師指導重點 評量 時間 

(2) 全員認識特展 

 由文學館解說員對特展的介紹 

 學生聆聽特展介紹，提出疑惑與解說

員對答。 

 

◎ 文學館解說員以特

展-「擴增文學・

數位百工特展／台

灣文學Ｘ數位內

容」為主題 

 

 
 
 
 
 
 
 
 
 

能用心聆聽特

展介紹 

 

能主動回答解

說員的提問? 

 

能主動針對特

展提出疑惑? 

第

二 

、 

三 

節 

【學習活動】走進台灣文學小宇宙： 

3. 兒童書房-尋詩、品詩、讀詩 

(1) 學生自主參觀兒童文學書房。 

(2) 提出兒童文學書房與學校圖書館相異     

    處? 

(3) 學生朗讀童詩 

◎ 提問： 

(1) 進入兒童書房

後，請先瀏覽書

房中圖書的分類

及藏書主題與學

校圖書館的差異? 

(2) 哪些童詩作品集

是由台灣文學館

出版? 

 

能主動回答教

師的提問? 

 

能以適切的速

率朗讀文本，

表現抑揚頓挫

與情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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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活動 

節

次 
學習活動歷程 教師指導重點 評量 時間 

(4) 分享詩中的意象及感受 

 

4. 分組自主學習 

(1) 聆聽活動流程 

(2) 分組選擇自主學習主題： 

 學習場域：學生分組以兒童文學書房、藝

文商店、藝文大廳及常設展-台灣文學的

內在世界和特展-魔幻鯤島妖怪奇譚、原

來如此等為自主學習場域 

 學習主題：分組討論擇一參觀的展覽內容

或館場，再依老師的提示任務單或自設學

習分享主題 

 觀察與紀錄：將觀察記錄統整後於挑戰擂

臺發表。 

 發表範例：自主學習任務單如下(以兒童

文學書房為例)： 

 

(3) 誰能為我們朗讀? 

(4) 對於童詩內容的

想像與感受? 

 

 

 

 

 

 

 

 

 

 

 

 

 

 

 

 

 

 

 

◎ 教師提出自主學習  

任務單。學生可以

參考任務引導單，

也可以分組參觀討

論主題作紀錄。 

提問： 

任務一： 

(1) 觀察(書房)的環

境，你會怎麼介

紹(書房)呢? 

(2) 紀錄(書房)帶給

你的”最”……

和理由(至少三

個)，例如： 

 我最喜歡哪

一個設施，

因為……… 

 我最愛這裡

的什麼感覺

能用清晰語

音、適當語速

和音量分享童

詩內容的意象

及感受。 

 

 

 

 

 

 

 

 

 

 

 

 

 

能仔細聆聽 

 

能樂於參加討

論，提供個人

的觀點和意

見。 

 

 

與他人溝通時

能注重禮貌，

並養成說話負

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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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活動 

節

次 
學習活動歷程 教師指導重點 評量 時間 

 

5. 走進台灣文學小宇宙-挑戰大富翁 

(1) 每組推派一人，分組發表自組學習的

統整報告。完成發表後可為該組得到

挑戰大富翁 5點積分。 

(2) 學生個別挑戰「走進台灣文學小宇宙-

挑戰大富翁」(如附圖)，依提示回答

問題以為自己的小組獲得積分。 

 

 

(空間、氣氛

等) 

(3) 其他：關於(書

房)任何你想說的 

 

任務二： 

(1) 在文學館和在學

校上課的不同?  

(2) 文學館最吸引你

的是什麼? 

 

 

 

◎ 說明「走進台灣文

學小宇宙-挑戰擂臺」

活動方式。 

◎ 各組依自願方式發

表自組學習的成果，

主學習關卡每關 5分

(即自主學習時所設定

的學習場域)，已被挑

選過的的關卡可重複

選擇，但發表內容需

不重複才給分。 

 

 

 

 

 

 

 

 

 

 

 

 

 

 

 

 

 

 

 

能用清晰語

音、適當語速

和音量發表自

主學習內容 

 

能主動參與挑

戰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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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拍即合網站建議上傳高解析度封面照片 

 

 

 
 

 

 
 

學生分組討論選出書中最喜歡的一首詩，並分

組朗讀。 

師生共同統整發表童詩內容 

 

 
 

 

 
 

學生分組利用肢體展現「字」形，讓其他組別猜

一猜！ 
探究文學館歷史的痕跡 

 

 

 
 

 

 
 

搭配臺灣鬼怪文學特展 

，cosplay進台灣文學館 
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完成任務單。 

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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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省思 

1，計劃時程提早到4-5月，課程希望是一整年，有延續性。 

2，經費運用~更靈活運用的層面，減少校方老師調課的困擾。如何讓課程可以延伸到更多班級學

生。 

3，館方和學校端的溝通，了解雙方的資源和課程發展的架構。希望是融入日常的課程中（跨領域

合作），而不是另外增加一門課。 

4，執行學校端希望是行政端與上課老師團隊的合作。如何鼓勵更多的老師參與多元課程增能，並

落實在平常的教學。 

 

 

 

叁、回饋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