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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於實施以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六年一班學童29人，其中男生16

人，女生13人為研究對象，於104年12月11日進行課程教學說明會，向研究對象

說明課程實施學生準備事項，並以大聯盟選秀法進行分組，共6組，每組4-5人。 

104年12月21日早上進行「大家藝起來:美&醜的藝術對話」觀課前說明會，說明

教案設計內容與觀課重點及協助事項。104年12月21日下午正式進行課程教學，

聘請教師3人(張O美主任、陳O芬主任、呂O珍教師)進行觀課，填寫「投入行為

觀察表」，並由導師黃O緩老師協助拍照。 

本次結合學校觀課活動進行，非常感謝四位觀課教師協助，尤其導師黃老師

給予相當大的支持，對課程內容事先給予相當棒的意見，讓課程進行時能更完美

順利，顯示學校教學伙伴與團隊的支持與相輔相成是教學成功相當重要的因素。  

    本課程在實際運作時，因課程內容豐富，但時間緊湊，因此在時間掌控中較

無法充容運用，是美中不足之處，但誠如觀課教師與學生問卷回饋都提及可將課

程時間再加以延長，讓課程設計更臻完善。 

    在事後訪談過程中，學童提出日後希望可以再根據美的形式原理做更深入的

探究，也提出增加技法創作內容，或結合流行文化、裝置藝術、行動藝術，這些

寶貴的意見可列入日後課程設計擴增或延續做更深入的課程探究。學童提出的看

法整理如下: 

(1) 能和同學在課堂上不斷地討論也能和同學互動分享自己的意見。 

(2) 不同於往常的美術課，學習到更深奧的知識，也許消化一下，以後能增加

美勞成績。 

(3) 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美與醜的意義，也能讓我們增加思考能力，大家一起討

論可互相給予對方建議，讓我們討論出更完整的答案。這堂課讓我們更團

結，而且很特別，以往老師上課都沒有很完整的時間讓我們討論，但這次



課程很完美，別具一格。 

(4) 除了到不同教室學習，而且分組的方式也很特別，稱呼方式也很特別，令

我印象深刻，好棒! 

(5) 讓我們的審美觀變好，透過這堂課也知道同學們對美醜的觀感想法。 

(6) 我覺得特別的是談美與醜的話題，能知道每位同學的想法，也能知道老師

的想法。 

(7) 可以分組討論，而且還可以動手操作，還有按讚活動，那樣不僅可以得到

別人的回饋，還可以學習別人的用詞。 

(8) 這堂課是我第一次自己回家找資料的，超級好玩的，可以給老師好印象。 

(9) 鼓勵害怕上臺的同學上臺，也使每一個同學自由發揮創意，展現自己對美

醜的評鑑標準，也讓同學更認識彼此。 

(10) 可以分組自由討論，也可以看別人的想法和心得比別的課更好玩。 

(11) 這堂課是我有史以來能跟同學討論最久的，那種腦子裡面的想像力，形

容詞非常多，所以這堂課充滿著與同學增進討論能力。 

(12) 利用電子信箱來傳圖片給老師，可以知道大家對美和醜的不同觀感，了

解班上最多人認為美感的主要原因。 

(13) 以前都沒有上過這個活動，以前也都沒有找到美醜的照片和看到別人對

於美醜的看法。 

(14) 我覺得可以自由討論很不一樣的主題，增加了很多美和醜的知識很新

鮮。 

(15) 大家都很認真討論，這次的課程讓大家了解到如何分辨美與醜，真的很

謝謝老師。 

(16) 上起來很輕鬆，和以前不一樣的是上課完後要考試，我覺得十分好玩! 

(17) 我覺得這堂課很特別，因為很少有這種活動，而且還有禮物，很好玩! 

(18) PPT投影片，因為以前上課都很少用PPT，所以我覺得老師很用心的設計

這堂課。 



(19) 這堂課很有趣，因為可以和大家一起討論。 

(20) 一組有4個人，在班上的課是6個人一起。 

(21) 這堂課可以看到許多人的圖片，有的看了好笑，有的很酷，真開心! 

(22) 看PPT投影片，因為可以讓我知道有不同的看法。 

(23) 很少用電腦看PPT投影片，也很少有學習單的活動。 

(24) 和以前的課不一樣，所以我很不習慣，但我覺得很特別，因為可以用到

g-mail。 

(25) 特別在可以有很多好玩的遊戲，還利用投影片很多美&醜的圖片，很好

玩呢! 

(26) 主題很特別、輕鬆，記分方式很特別，老師提供好多人評論美醜的想法 

    以及準備了小禮物，我很喜歡這堂課。 

(27) 這堂課與其他的課很不一樣，因為可以增加我們的思考能力、美感，讓 

我們學習到不一樣的美。 

(28) 這堂課可以讓我增加美感知能，還能增加知識，希望下次可以再辦。 

(29) 以前沒上過這種主題的課，老師上課很好玩，我也可從老師身上學到關

於美的知識。 

觀課教師提出的看法整理如下: 

(1) 小組互動激盪想法並能討論出共識也能聆聽他人意見。 

(2) 活動中老師適時加減分，提高專注力。 

(3) 先讓學生在上課前蒐集資料，再於上課中與同學討論發表，最後再由老師

匯整，總結”美感教學的理論”，讓孩子發現原來自己找尋的圖片中，就是

符合老師的藝術知能的專有名詞，才感受他的美感!同時聽見許多學生、

老師對美的看法。 

(4) 運用獎勵團體動力鼓勵學生發言。 

(5) 有小朋友、師長的不同意見呈現，多元、多角度視野的交流，十分吸引人。 

(6) 藉由圖片、討論、歸納出美的定義。 



(7) 下課了!孩子不會吵著下課，足見上課內容對學生的吸引力勝過遊戲。 

 綜上所述，學童覺得特別之處有上課能充份的討論、和同學交流想法、增

進思考能力、能增加美感知識、使用E-mail、觀賞PPT投影片、分組記分方式很

特別。顯示本課程設計在教學活動分組設計、多媒體使用、與提昇學生思考、發

表與美感能力上讓學童感受與以往有不一樣的課程。 

本課程設計採用較廣義的翻轉教室的概念，運用國內學思達教學中的「大聯

盟」選秀法與「海螺計分法」，從研究結果得知學生最喜歡的教學方式也包含這

兩種方式。多數學生反應皆喜歡分組討論的方式，除了稱呼他們的方式很特別而

且此方式可以讓每個人課堂上都說話，也鼓勵不敢上台的學生能踴躍的發表，還

能學習別人如何說話的方式。 

    「手機倒數計時器」與「搖鈴」的使用是採用語文競賽的規格要求學生控制

報告的時間，讓學生對上台報告對時間能拿捏說話的內容，訓練學生在適當的時

間內清楚的表達自己想說的話。「按讚活動」將網路時下流行的FB按讚與留言

將之實體化，且運用在學生發表時，學生能更仔細聆聽別人的報告，亦能給予正

面回饋。 

  本課程結合翻轉教學於美感教育之中，筆者認為未逮之處如下: 

(1) 增加影片元素於課程設計中 

本課程並未有充份的影片預習元素在翻轉教學課程設計中，致使綜合活動介

紹美的形式原理，統整學童觀念時在時間掌控中較無法充容運用。因此於未來課

程擴充時，可將美的形式原理介紹採用數位學習平台學習方式，讓學童能事先預

習方式進行，增加課堂上師生互動時間，對議題有更充裕的時間做更深入知識探

討。 

(2) 藝術美感知能與創作並重 

學童提出日後希望可以再根據美的形式原理做更深入的探究，也提出增加技

法創作內容，或結合流行文化、裝置藝術、行動藝術…等。顯示課程設計除增加

學童藝術美感知能亦該並重藝術創作技法，使課程設計能更符合學童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