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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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課程教案  

    種子學校：台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規劃團隊：「我是策展人」教師社群 

一、課程名稱：我是策展人 

二、課程類別：視覺藝術類  

三、計畫區分：□文化體驗課程、▉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四、課程簡介：  

        人的一生就是追尋一場回家的路！希望學生透過「我是策展人」課程教案，經歷 

    一場自我探索的過程，從自己開始，由家庭、日常生活圈的觀察；到社區，在地文化的 

    探討。從「問問題」開始，培訓我們「觀察」能力，讀出這個世界，開展自己啟動「聯 

    結」故事的各層面元素，進而再到「詮釋」與「展示」。 

五、合作場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六、課程地點： 臺灣歷史博物館、瀛海中學 

七、教學節數： 一週一節，計十八節 

八、學習階段： 國一 

九、課程目標：  

    此次課程希望傳達「策展思維」及「展覽脈絡建構」的基礎觀念，透過一步一步地

引導，加強學生原本就有的「觀察-提問」的直覺，讓學生在上完此系列課程後能夠增

加對於生活周遭人事物的觀察、發現、紀錄的能力，並提升學生對於自身環境、社會、

歷史議題的敏感度及好奇心。 

而「美」本來自對於生活一點一滴的體驗與覺察，如何抓緊人們對於生活的「共

感」進而延伸出意義是我們要持續培養及陪伴學生去練習的，也是此課程設計重要的核

心理念。 

        藉由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相互交流，讓學生充分學習彼此出眾的教學情境與特色 

    ，提高學生的文化美感體驗認知。我們期待和學生一起共同成長，使我們成為終身的學 

    習者。懂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進而發展個體適應環境的基模。 

 

十、連結學習領域： 

       「我是策展人」課程，是門跨域學習，隨著策展主題不同，學校融入的學科領域自然不 

    同；本次策展主題，以「職人」為主題，故主要和社會領域學習結合，次要結合語文領域 

    及藝能領域學習，期能完成職人的資料蒐集、訪談、策展。 

 



十一、設計理念與內涵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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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萬中選一

的「物件」 

(一)認知 

了解「博『物』館」-「物」的

意義，並延伸到自身，明白策

展中物件的概念。 

(二)情意 

從物件的「觀察與提問」開

始，引發對自刪生活的挖掘與

興趣。 

(三)技能 

完成建立問題的過程，建立觀

察技能。 

從物件的「觀察」與「提問」開

始，訓練學生認知到，每個物件都有

獨一無二的故事，更進一步將博物館

的概念帶進去課程中，並請學生去思

考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對於他們自

己來說有什麼特別的故事與獨特性。 

 

藉此引導學生去思考一個展覽當

中「物件」的重要性，也是認知展覽

的第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2 
「故事」

的建構 

(一)認知 

了解一個故事當中的五個基本

面向，並深入挖掘它們。 

(二)情意 

引發對於故事挖掘的興趣，提

高學生自主提問與探索的能

力。 

(三)技能 

習得深入探討故事的方法，並

練習建構問題清單，進入田野

調查的訪談。 

從物件去挖掘故事，接著就是要去

「完整這個故事」了，從故事的基本元

素「人」、「事」、「時」、「地」、「物」開

始討論，如何更深入的挖掘故事的這些

面相，去了解「角色關係」、「議題挖掘」、

「時代背景」、「場景氛圍」、「代表物件」

等內容及找到資料，讓故事更深入且豐

富有層次。 

 

在這堂課中，提供給學生「同心圓

思考法」，範圍由小而大，由內而外的去

找出不同關係的聯結。 

3 

「主題與

分類」的

概念 

(一)認知 

確認故事核心，發展主題，並

做分類，練習組織架構。 

(二)情意 

引發學生對於故事核心主題的

探索與發想。 

(三)技能 

完成組之故事的能力，並發展

故事架構。 

有了故事後，接著就是要去將「展示架

構」長出來，所以主題的命名與分類的

方式就格外重要，而在這個過程中，學

生需要去練習什麼東西要多一點，什麼

東西要再加強物件或是文字內容，這些

「選擇」、「詮釋」能力。 

 

4 

視覺美感

經驗的觀

察與練習 

(一)認知 

練習抽象思考及聯想立思考的

能力。並發展圖像說話能力。 

(二)情意 

團隊合作完成展示設計，建立

學習成就感。 

(三)技能 

抽象思考及聯想思考之能力，

並實際動手做，練習結決問題

之技能。 

有了平面的資料與資訊之後就要進入

到立體空間的展示及視覺呈現，這堂課

要講述的概念是展示需要蒐集的素材，

色彩、造型、結構的美感經驗，以及空

間的安排原則。 

透過生活經驗的引導與推敲練習從發

現日常生活的色彩、造型及結構開始去

體驗生活上的一切是如何運用視覺來

溝通的，進而運用在自己的展示設計

上。 

 



 

十二、教學前準備： 

1. 至博物館參觀：實際進到博物館場域，體驗並觀察展示為何，並透過導覽介紹，明

白展示中物件的關聯性及其獨一無二性；從展示的視覺設計到空間展示設計的發想

與思考，如何精準的傳達展示內容(故事)的核心價值與理念。 

2. 進行課程教育訓練：透過博物館實際的教育訓練與課程操作練習，可以讓教師精準

的傳達較案開發的核心精神。 

3. 帶入議題：透過本策展教案，教師可帶入不同在地文化的議題探索，發展探索範圍

及主題，讓學生有明確的執行及操作對象，自身、社區、地方文化、環境教育等。 

 

十三、課程規劃與流程：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課程規劃與流程 教學資源 時間分配 評量重點 

萬中選一

的「物

件」 

了解「博

『物』館」-

「物」的意

義，並延伸

到自身，明

白策展中物

件的概念。 

(一)帶領學生了解物件之於個人

的重要性 

1. 你記得每天碰觸過什麼嗎? 

2. 你身上的東西都代表著你個

人，你有察覺嗎? 

(二)物件考古學 

1. 教師示範物件提問技巧，帶

領學生觀察物件 

2. 各組進行物件提問，結束後

可每組來介紹他們對那個物

件問了什麼問題。 

藝術家 

Everyday we 

touch 為教

學案例。 

2hr 

 

⚫ 觀察力 

⚫ 提問力 

⚫ 團隊 

合作 

⚫ 表達力 

 

認識 

博物館 

10/17(三)參觀博物館~了解博物館 5大基本功能以及 

「展覽」的認知 
 4hr 學習單 



「故事」

的建構 

了解一個故

事當中的五

個基本面

向，並深入

挖掘它們。 

(一) 主題/故事 

1. 故事的五大元素的概念

(人、事、時、地、物)及延

伸思考的概念 

2. 用對人物的提問帶入關於

「人/角色」的不同面向 

3. 舉三個人物例子來示範故事

不同面向的思考 

(二) 問出關鍵問題 

練習整合，提出關鍵問題。

發展議題。 

利用博物館

線上資源，

擷取不同故

事作為教學

案例。 

2hr 

⚫ 故事聯

結能力 

⚫ 提問力 

⚫ 團隊 

合作 

⚫ 表達力 

「主題與

分類」的

概念 

確認故事核

心，發展主

題，並做分

類，練習組

織架構。 

(一) 引導： 

透過觀察報紙來引導學生

理解一個故事要如何抽絲

剝繭成:主題、副標題、摘

要、小標題、圖示等元

素。 

(二) 案例： 

透過分享展覽案例，讓學

生理解展覽中主題及分類

的應用。 

透過電影、

展覽、超視

的企劃主題

等不同的主

題命名來讓

學生理解主

題的重要

性，並練習

觀察分類的

依據。 

2hr 

⚫ 掌握故

事核心 

⚫ 創意 

思考 

⚫ 分類 

邏輯 

議題討論

及分享 

以不同面向的分組討論及分享報告進行，邀請該領域的專

家合作進行 

2hr 

 

展示觀念

的建立 

建立「物件」、「故事」、「主題分類」、「視覺美感轉化」等

展示基礎概念，讓學生可以完整想像從文本到空間的過

程。 

 



視覺美感

經驗的呈

現 

練習抽象思

考及聯想立

思考的能

力。並發展

圖像說話能

力。 

(一) 田野調查的重點 

1. 素材種類 

2. 行動哲學 

3. 建立田野問題清單 

(二) 聯想思考的概念 

1. 色彩聯想 

2. 造型結構的運用 

3. 生活上的材質與質感 

(三) 空間設計之概念 

1. 視覺動線的思考與安排 

2. 空間運用的重點 

運用博物館

案例，及生

活的色彩、

造型經驗來

作未設計教

學支教材。 

2hr 

⚫ 抽象轉

化能力 

⚫ 問題解

決之能

力 

⚫ 團隊合

作能力 

⚫ 表達能

力 

實做 
講解之後呈

現的規則 

實做課，讓學生可以跟老師討論及修正，確認

細節，解決問題 
2hr  

展示呈現 
導覽技巧培

訓 
展場導覽實做練習 2hr  

 

貳、照片 

  

  小組討論-「物件」之於生活記憶的重要  小組討論-「物件」之於生活記憶的重要 

 



  

「故事」的建構-小組策展專題規劃說明 01 「故事」的建構-小組策展專題規劃說明 02 

  

 教師社群增能研習 認識博物館--臺史博館參訪行前教學 

  

認識博物館-「南方共筆」特展導覽解說 01 認識博物館-「南方共筆」特展導覽解說 02 



  

 臺史博特展導覽後，小組觀感發表 01     臺史博特展導覽後，小組觀感發表 02 

  

展示觀念的建立--策展 初步架構表 01   展示觀念的建立--策展 初步架構表 02 

 

 

「物件」、「故事」蒐集職人採訪-沙發司傅   「物件」、「故事」蒐集 職人採訪-律師 

 

 



參、課程回饋 

 

    本課程正進入最後小組實作階段，利用寒假期間，小組構思職人策展製作，預計 3月底

假臺灣歷史博物館，進行小組成果展！期待孩子的創意與發想，同時，也看見孩子與博物館

連結更深：博物館，是我學習、遊戲的好地方！ 

 

  一、學生回饋 

    第一次採訪，由於經驗不太夠，所以在問問題時有時會需要看一下架構表，導致採訪無

法很順暢。但吳老師人很好，他都耐心的回答我們，也將半成品及成品讓我們看，並介紹了

沙發的製作流程，讓我們能夠輕鬆、容易的了解。加上組員們也都很盡力合作，不管是採訪

時及整理資料時，都會踴躍提出想法。今天很成功，期待之後的成果。 

 

    第一次的採訪，每個組員雖然有點小緊張，但對於第一次的時候，已經算是很完整，在

錄影前，老師也有說不必太拘謹，放輕鬆就好，老師人很好，包容著沒經驗的我們，這次的

採訪，我們覺得很成功，希望下次去採訪的時候，可以更上一層樓，可以把進步的空間縮

小，呈現更好的自己給大家 

 

    剛開始以為律師這個職業是嚴肅的，但一來採訪時發現一切都不一樣了，不但王老師很

親切，就連他的太太也非常的開朗，而且在訪問的過程中，老師跟我們說了一些道理，而在

故事裡也有一些王老師的經驗，老師分享了許多我們都不知道的事情，故事裡有許多王老師

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驚悚實例，讓人想要一直的聽下去，非常謝謝王老師特地撥了一個時間

來讓我們做採訪，這次的採訪非常成功，下一次也要愈來愈好。 

 

    由於是初次採訪，大家都有點緊張，但要感謝受訪的老師沒有催促我們，也願意認真回

答我們問的每個問題(還有午餐)(也有開船讓我們了解更多)。 

 

    這是我們代溝組的第一次採訪難免有些生澀，我相信我們這一組還有進步的空間，並且

謝謝珮菁老師和帥哥老師的指導，下一次訪問時我們一定會把帥哥老師幫我們想的問題問老

闆，謝謝老師。 

 

  二、老師回饋 

 

    透過「策展」實作，讓學生學習從物件的「觀察」與「提問」開始，進一步將「策展」

概念帶進，請學生去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對於自己來說，有什麼特別的故事與獨特

性？「我是策展人」課程，有別於一般學科學習，流於片段、破碎化，有所不同；專案統整

型課程，讓學生培養真正帶得走的能力，學習立體、立體產出！ 

 

    「我是策展人」，不僅是一門藝術體驗課程，更能融入各領域來進行教學結合的模式，

以策展的概念，讓學科學習更生動、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