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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發展成果 

學校類型 ■非偏遠地區  □偏遠地區 

合作藝文場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場館資源摘述 

    臺博館館舍落成於1915年，建築融合文藝復興和

巴洛克時期的風格，設計對稱典雅、紋飾富麗堂皇，

1998年經內政部評定為「國定古蹟」，為當今臺灣少

數具有代表性的仿西洋古典式建築。這座從二十世紀

初就屹立於臺北火車站前的博物館，座居清代臺北城

東西主軸與南北次軸交叉點，是臺灣日據時期唯一能

度過戰火、經歷時代更迭，至今仍於原址開放營運的

博物館，因此成為站前重要的歷史地標。對造訪者來

說，這座臺灣最早的博物館見證了臺北的繁榮，也提

供了一個認識臺灣的櫥窗。 

    臺博館為位於大眾交通便利的臺北市中正區，是

歷史悠久的國家自然史主題博物館，該館推出嶄新兒

童探索展「臺灣我的家」，用富童趣的童話故事手法

策展。親子、班級學生穿梭在展場，猶如在閱覽一段

美麗的小島詩章，領受臺灣自然環境及文化生活的多

樣面貌，勾勒出突破既往學科的跨域主題體驗場域。

展覽中設計大量互動裝置及活動展板，鼓勵觀眾動手

探索繽紛生物、地質的秘密、認識原民文化等，這些

經過重新轉化詮釋，將主題知識埋藏「臺灣我的家」

展場內，開展寓遊戲、欣賞於學習的美感體驗。在該

展覽中，也委託知名藝術團體－豪華朗機工創作藝術

品「生不息」，以豪華朗機工創作藝術品「生不息」，

以手翻書的法，讓觀眾搖動展場裝置，驅動由孩童彩

繪的小鳥展翅、樹木或花朵萌發的翻頁動畫，借以傳

遞珍惜生態之理念 。 
    臺博館擬提供此次展覽資源，與種子學校合作推動

體驗課程，並可自展品抽取元素，延伸開發體驗課程

模組，並接續引導班級集體創作 「生不息」逐格動

畫 ，建構富情境的學習體驗歷程。臺博館承辦許多國

內展覽活動，假日亦主辦親子工作坊活動，資源豐

富，亦有辦理教師增能研習、連結地方館所、與學校

合作等教育推廣經驗及能為國內自然、人文、藝術教

育重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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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臺灣我的家 

課程名稱 
閱讀校園鳥類地景藝起來 

課程類型 
□文化體驗課程 ■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課程內容 

□電影類  ■視覺藝術類  □音樂及表演藝術類  ■文學

閱讀類 

□文化資產類  □工藝設計類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教學節數 
10節(不含教師工作坊) 

連結學習領域 
主要領域：藝術與人文 

次要領域：社會、自然 

設計理念 

本課程從國立臺灣博物館的主題展覽-臺灣我的家開

始發想與規劃相關課程-閱讀校園鳥類地景藝起來。 

課前辦理教師增能工作坊，內涵包含視覺藝術、語

文、社會、自然與人文，提升教師藝術教學與跨域整

合的能量。課中帶學生參觀臺博館展覽並安排導覽解

說，使學生能理解展出畫作內容後，結合及內化自己

生活經驗，由欣賞者轉化為創作者與導覽者,透過臺

灣我的家-閱讀校園鳥類地景藝起來的主題課程設

計，關心校園生態環境，達成「關心校園生活環境、

開啟兒童多元智慧、培養人文關懷情操、創造優質體

驗學習」的老松藝術課程目標。 

 

 

 

課程規劃 
依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概述學習目標、

教學方式、評量方式等，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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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架構圖 

 

 

主題名稱 臺灣我的家-閱讀校園鳥類地景藝起來 

階段別 第三學習階段:五、六年級 

核心概念 生態美感與環境 校園生態與鳥類地景之美 校園鳥類地景圖 

課程目標 認識校園生態環境與鳥類 學習與應用導覽技巧 主題性創作 

融入領域 藝術領域、社會領域、自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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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社會、自然議題。 

藝-E-A3 學習規劃藝術活動，豐富生活經驗。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生態環境的多元性。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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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Ⅱ-2 

能觀察並體會藝術與生活

的關係。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

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達

自己的想法。 

2-Ⅲ-5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

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

的藝術與文化。 

1-Ⅲ-2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

成要素，探索創作歷

程。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

法，表現創作主題。 

學習內容 

視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與視 

覺美感。 

視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

行文化的特質。 

視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與視 

覺美感。 

視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

行文化的特質。 

視E-Ⅲ-1 

視覺元素、色彩與構

成要素的辨識與溝

通。 

視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

作表現類型。 

教學資源 
臺灣博物館建築與展覽、臺北市老松國小校園鳥類生態與環境、剝皮寮歷史

街區、校內藝術、社會、自然領域老師 

學習構面 鑑賞 實踐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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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隊組織及運作(申請學校團隊成員之分工，以及執行本案團隊之組織架構) 

課程主題 臺灣我的家-閱讀校園鳥類地景藝起來 

辦理形式 教師工作坊 校外教學 導覽員體驗 藝術創作課程 

辦理地點 

(暫定) 

臺北市老松國小 國立臺灣博

物館 

國立臺灣博

物館 

臺北市老松國小 

課程研發 館方教育推廣組與學校館校合作 

本校團隊成員： 

1.校長：林明助 

2.教務主任：江貞慧；3.學務主任：江信億 

4.總務主任：周明毅；5.輔導主任：張瓈文 

6.專案教師：謝孟嫻老師 

7.領域召集人：劉綺芸老師、陳家弘老師，許嘉琦老師 

8.班級教學團隊：班級級任老師 

二、預期效益（請分項條列簡述） 

(一) 增進學生藝術欣賞能力、生活情境及經驗的連結，喚起關心校

園鳥類生態與環境保育意識。 

(二) 提升教師藝術專業教學能力，培養學生多元智能發展。 

(三) 從校園生態環境探索及藝術作品欣賞，發展關懷、包容、多元

文化的藝術人文情懷。 

(四) 透過鳥類地景主題課程教學參與，掌握生活情境脈絡及藝術元

素，進行個人或集體的創作，沉浸校園生態環境的體驗與探索。 

(五) 未來能成為館校永續經營發展之主題課程設計教學活動。 

 
 

 

 

 

 

 

 

國立臺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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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從國立臺灣博物館的主題展覽-臺灣我的家開始發想與規劃相關課程

-閱讀校園鳥類地景藝起來。課前辦理教師增能工作坊，內涵包含視覺藝術、語

文、社會、自然與人文，提升教師藝術教學與跨域整合的能量。課中帶學生參

觀臺博館展覽並安排導覽解說，使學生能理解展出畫作內容後，結合及內化自

己生活經驗，由欣賞者轉化為創作者與導覽者,透過臺灣我的家-閱讀校園鳥類

地景藝起來的主題課程設計，關心校園生態環境，達成「關心校園生活環境、

開啟兒童多元智慧、培養人文關懷情操、創造優質體驗學習」的老松藝術課程

目標。 

一、 課程規劃架構圖 
主題名稱：臺灣我的家-閱讀校園鳥類地景藝起來 

 

 

 

 

 

 

 

 

 

 

 

 

 

核心概念 

生態美感與環
境

校園鳥類地景
圖

校園生態與鳥
類地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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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規劃架構圖 

 

 

 

 

 

 

 

 

 

 

 

 

主題名稱 臺灣我的家-閱讀校園鳥類地景藝起來 

階段別 第三學習階段:五、六年級 

核心概念 生態美感與環境 校園生態與鳥類地景之美 校園鳥類地景圖 

課程目標 
認識校園生態環境與鳥

類 
學習與應用導覽技巧 主題性創作 

融入領域 藝術領域、社會領域、自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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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社會、自然議題。 

藝-E-A3 學習規劃藝術活動，豐富生活經驗。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生態環境的多元性。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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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Ⅱ-2 

能觀察並體會藝術與生

活的關係。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

與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

法。 

2-Ⅲ-5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

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

文化。 

1-Ⅲ-2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

構成要素，探索創

作歷程。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

題。 

學習內容 

視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與

視 

覺美感。 

視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

流行文化的特質。 

視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與視 

覺美感。 

視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文

化的特質。 

視E-Ⅲ-1 

視覺元素、色彩與

構成要素的辨識與

溝通。 

視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

創作表現類型。 

教學資源 
臺灣博物館建築與展覽、臺北市老松國小校園鳥類生態與環境、剝皮寮歷史街

區、校內藝術、社會、自然領域老師 

國立臺灣博物館 



8 
 

 

 

 

 

 

 

 

 

 

 

 

 

 

 

 

 

 

 

 

 

 

 

 

 

 

 

 

 

 

 

 

 

 

 

 

 

國立臺灣博物館(文宣) 

國立臺灣博物館(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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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實施 

本課程從國立臺灣博物館的主題展覽-臺灣我的家開始發想與規劃相關課程

-閱讀校園鳥類地景藝起來。課前辦理教師增能工作坊，內涵包含視覺藝術、語

文、社會、自然與人文，提升教師藝術教學與跨域整合的能量。 

一、 第一階段 

 

 

介紹博物館內的環境與場地。成立於1908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

館，以自然史蒐藏為主要特色。當時的日本和西方國家，對於博物館的想像經

常是從殖產興業的展示作為出發點，這也是為何臺博館一開始是由總督府工商

部門或殖產部門負責的背景。臺博館1908年開館時的陳列品主要分為地質鑛

物、植物、動物、人類器用、歷史及教育資料、農業材料、林業資料、水產

物、鑛業資料、工藝品、貿易類等，加上其他共十二類。這些項目大致分屬於

三個範疇：自然史、工藝產業和歷史文物。 

課程研發 活動執行 成果展現 分享與回饋 永續經營

國立臺灣博物館(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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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數量總數12,723件，屬於自然史的標本佔了全部的四分之三，產業標

本則佔四分之一。兩年之後的1910年，標本數又增加了近四千件，總數達

16,806件。根據當時相關之報導和參與者之回憶，我們約略可以重建開展之現

場佈置。 

本次合作除了讓孩子們進博物館參觀，更讓孩子們進一步了解本次博物館

烏類特展。之後依課程規畫，由導師介紹校園內生態及植物、鳥類。 

 

 

 

 

 

 

 

 

 

 

 

 

 

 

 

 

 

 

 

 

 

 

 

 

 

 

 

 

 

第一節介紹烏類特展 

老師介紹校園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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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階段 

開始進行課程，說明烏類的差異。每一種鳥類能適應的環境都不太一

樣，例如企鵝可以耐受低溫環境，但是亞熱帶臺灣對企鵝來說就顯得太熱

了；相對的，臺灣平地常見的白頭翁，則無法忍受適宜於企鵝生存的寒冷

氣候。而除了溫度之外，濕度、植被、以及其它環境因子，也都會影響鳥

類的分布。 

 

 在臺灣，影響鳥類分布的主要因素是溫度，尤其在山區，每一種鳥類都

有一特定的海拔分布範圍，主要就是受到溫度的影響。影響鳥類分布的次

要因素則是棲地類型，例如樹林、灌叢、草生地、溪流、池塘、草澤、泥

灘地、岩岸、農村及都市等不同環境，都有特別適合在該環境生存的鳥

種。 

 

 而同樣是生存在某一棲地類型的鳥類，仍然有局部的分布差異。森林鳥

類中，有些鳥種比較偏好樹林的中上層，例如樹鵲及五色鳥；有些則在樹

幹上覓食，例如大赤啄木；有些鳥類的分布以樹林底層的灌叢為主，例如

藪鳥及山紅頭；而有些鳥類則是分布在樹林的地面層，例如藍腹鷴。而本

校的鳥類特色為黑冠麻鷺。 

 

 

概念具體化策略 

利用真實影片，讓學生了解多種鳥類特色及辨別。 

 

 

 

 

 

 

 

 

 

 

 

 

 

開始進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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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具體化策略 

 透課程介紹加上視覺影片讓孩子透過不同感官的學習，加上美術作品

（手作）剪出各種烏類特徵，讓孩子們透過手作加深印象，讓孩子們更容

易分辨各種烏類特色。 

 

 

 

 

 

 

 

 

 

 

 

 

 

 

 

 

三、 第三階段 

開始進行課程統整，填寫學習單；同時參觀博物館。 

 

 

 

 

 

 

 

 

手作課程 

館內鳥類圖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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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課程總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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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師生回饋等 

歷程學習策略，老師進行課程統整，並說明填寫學習單。利用實物投影機 

示範分辨各種鳥類特色，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結果是有其原因的，

並依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並經由觀察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係，理

解簡單的概念模型，進而與其生活經驗連結。 

 

讓學生們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表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據，能

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得到解答、解決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

果和他人的結果（例如：來自老師）相比較，檢查是否相近。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在校

園內的烏類為何能存活下來，繼續在校園內生活，進而能了解一個因素改變可

能造成的影響，進而預測活動的大致結果，帶入人存活於大自然之中，而環保

課程總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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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然議題與我們息息相關。 

   

   最後透過藝文課程，將鳥類的飛行方式及身上的特有色彩塗鴉，摺紙及心得

發表。 

 

 

 

 

 

 

 

 

 

 

 

 

 

 

參、 相關附件 

一、 專家輔導紀錄 

 

 

 

 

 

 

 

 

 

 

 

 

 

開始進行課程 

藝美摺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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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集合為 

課程名稱：我的鳥類好朋友 

臺北市老松國小 x 國立臺灣博物館 

諮詢委員：蕭慧君諮詢委員 

-- 

小編觀察紀錄 
春陽灑落，老松國小三年級的學生們難掩對校外教學期待之神情，甫踏出校門

便嘰嘰喳喳地討論起今日的行程，甚至唱起關於郊遊的兒歌，興奮與雀躍之情

可見一斑。 

 

學校特色與館方特色的交集 

這一次，老松國小的學生參觀的是臺博館的常設展——《臺灣・我的家》，展覽

內容與老松國小長年在發展的校園鳥類特色課程有緊密的關聯。老松國小校園

生態多樣，有許多不同種類的鳥類在校內棲息，因此學生們具備豐富的鳥類的

知識。 

臺博館有著豐富的館藏資源以及標本，得以讓學生更近距離的觀察鳥類的特

徵。導覽員在導覽時，藉由介紹鳥類的生活型態和特徵，引導學生歸納出鳥類

身體特徵與生活方式的關聯。 

最後，由學校老師設計了一份學習單，內容引導觀察館內關於喙與鳥類足部的

特徵，並以貼紙配對的正確答案。這份學習單讓學生在有限的參訪時光，除了

能深入地聽導覽員介紹的鳥類外，也能透過自己「找答案」的方式，學習使用

博物館的方式。 

 

生生不息創作工作坊 

在臺博館的展覽中，還有一個互動的裝置藝術品〈生生不息〉。這件作品以快速

翻牌的機械構造，讓具有連續性的線條畫，可以因為視覺暫留的關係，形成一

連串生生不息的逐格動畫。 

學生在工作坊空間，每人分配逐格動畫的一部分，共創出屬於自己班級的動畫

作品。在創作過程中，學生發揮自己的想像力，為振翅的鳥兒添上各式繽紛、

充滿創意的衣裳，有西瓜鳥、彩虹鳥。創作過程中，讓自然知識與美感經驗有

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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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課程 

開始進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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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至藝文場館踏查記錄 

 

 

 

 

 

 

 

 

 

 

 

 

 

 

 

 

 

 

 

 

三、 課程發展相關會議紀錄等 

 

博物館參訪 

參觀博物館

博物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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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文化資源學院 

 
 

教育部「藝起來尋美」美感體驗課程三方會談-會談紀錄 

 

時間：2021 年 01 月 26 日（二）上午 10:00 至下午 11:00 

地點：老松國民小學 

館校合作單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X老松國民小學 

出席單位及人員：國立臺灣博物館從業人員、老松國民小學教師團隊、計畫主

持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吳岱融主持人、諮詢委員-臺北

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蕭惠君諮詢委員、洪昀婷專任助理。 

紀錄：吳以琳 

壹、 報告事項（略）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針對課程內容的規劃及方向，提請討論。 

 

說明：此次美感體驗課將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及老松國民小學教師團隊合

作，進行第一次的三方會談，為課程的內容及方向提出建議。 

 

決議： 

 一、課程理念預計從「校鴿」與校園環境開始，延伸至在地環境生態認識，並

結合臺博兒童探索常設展「臺灣我的家」，帶領學生認識生活週邊生態環境，提

升環境保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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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體驗課程將由老松國小三年級（一個班）孩童參與，初步構想

有兩種方式，一為結合自然課繪製圖畫日記，二為結合體育課，從鳥類

振翅的方式待律動遊戲，而實際課程將待校方參觀臺博展後再議，。 

 

三、體驗課程將由種子學校教師帶領，而師資人才中難免有不熟悉鳥類

及環境生態之情況發生，因此，為讓體驗課程能有效實施，將預計於

2021年3/3日進行教師增能，帶領種子教師認識周邊環境及鳥類生態。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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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文化資源學院 

 

 

教育部「藝起來尋美」美感體驗課程三方會談-會談紀錄 

 

時間：2021年4月1日（四）上午10：30至上午11：00 

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 

館校合作單位：國立臺灣博物館 X 老松國民小學 

出席單位及人員：國立臺灣博物館從業人員、老松國民小學教師團隊、計畫主

持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吳岱融主持人、諮詢委員－臺

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蕭惠君諮詢委員、劉遜專任助理、陳振潘攝影師、王

子翎助理。 

紀錄：王子翎助理。 

 

壹、 報告事項 

一、課程設計單位進行課程簡介。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針對活動內容建議事項。 

說明： 

一、吳岱融主持人：非常感謝館方與校方的安排，今天的活動順利完成，在志工導

覽開始前，也有先引導學生觀察建築特色，並提醒學生今天因為時間關係，只

參觀一部分，未來若有興趣，請家長再帶他們來，我想這是很好的引導，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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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的展覽都在換，同一個博物館不會去一次以後就不新鮮了，這樣也讓在

場參與的家長對博物館的參觀和使用有新的認識。 

二、蕭惠君諮詢委員：本次活動流程在執行上非常流暢。學生在最後創作的活動，

是否有考慮在旁邊標示這個作品由老松國小學生創作，這樣標示可讓學生再次

入館看自己的作品，也會讓學生有成就感，他們在創作時，可能也可以思考怎

麼將自己學校的特色融入作品。另外也會讓其他觀眾被吸引，覺得他們下次也

可以來試試看參觀博物館與創作。 

三、館方代表回應：目前館方有在尋找可以將作品數位化的廠商，未來以數位化的

方式提供創作者可以在創作後收到自己作品的數位檔。 

四、校方代表：這次有讓學生事前認識博物館及參觀禮儀，對學生而言是很好的機

會，但隨行家長也應該要有行前訓練，讓家長知道自己陪同時在不同活動的時

間點要協助什麼。 

參、 臨時動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