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科目 藝術 設計者 王思秦 

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節數 共 1 節，40 分鐘 

單元名稱 
單元一  視覺萬花筒 

第二課  形狀大師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

受與想像。 

2-Ⅱ-5 

能觀察藝術作品，並珍視自己與

他人的創作。 

2-Ⅱ-7 

能描述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 

 

核心 

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學習內容 

視 E-Ⅱ-1 

色彩感知、造形與空間的探索。 

視 E-Ⅱ-3 

立體創作、聯想創作。 

視 P-Ⅱ-2 

生活實作、環境布置。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珍惜

環境的美好。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的能力。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1 認識形狀的意涵，以及不同形狀所產生的視覺效果。 

2 利用剪貼，完成具有創意的作品並和同學分享。 

3 與人合作，完成具有創意的作品並和同學分享。 

教材來源 翰林三上藝術課本 

教學設備/資源 教師：電子書、課本、粉彩紙 
學生：剪刀、雙面膠、多元媒材 

學習目標 
1 設計不同的樹葉形狀。 

2 利用樹葉形狀，剪貼出聖誕樹的立體造型。 

3 探索形狀的各種創作方式。 

4 用身邊的物品，與人合作，完成具有創意的作品並和同學分享。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探索形狀 

1 認識聖誕樹樹葉的各種形狀。 

(1) 教師利用電腦與螢幕，展示各種樹葉形狀造型的圖片。 

(2) 學生觀察上列圖片後，請學生回答這些樹葉的形狀是什麼?具有什

麼特色? 

(3)自己先思考看看想要創作的樹葉形狀。 

 

玩一玩形狀 

1 教師指導學生剪出一個形狀。 

(1)利用粉彩紙，教師示範樹葉形狀的剪法。 

(2)引導學生利用兩種顏色的樹葉造型設計，使聖誕樹有不同的顏 

   色，產生視覺效果上的層次感及美感。 

2 教師提問：「你發現了什麼？」 

3 教師鼓勵學生回答。 

4 教師說明：「平常我們只是直接看到風景，透過一個不同形狀的窗

戶，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風景。形狀內的景色就像一幅特別的風景。

這個剪出來的形狀，就像是一個新奇的窗戶，讓我們重新觀察這個世

界。」 

5 教師提問：「你還可以剪出什麼形狀？我們來剪不一樣的形狀試試

看。」 

6 教師鼓勵學生創作，教師可以提供給學生各種各樣不同的創意思路，

學生透過不同的視角，帶來的感受也會不同。 

7 鼓勵學生和同學交換形狀看看， 

8 透過這個活動，也可以讓學生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

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 

 

拼貼創作 

教師說明製作過程。 

(1)將紙剪成聖誕樹大小的扇形，捲起扇形成為圓錐狀，將圓錐底 

   部修剪，使可以立在桌面上，確定好之後再用雙面膠黏貼固定， 

   即為聖誕樹的主體。 

(2)鼓勵學生思考並創造設計不同造型的樹葉，利用不同的剪裁方 

   式，設計樹葉。 

  (3)剪裁兩種綠色的樹葉，再分層黏貼在聖誕樹的圓錐主體上。 

  (4)黏貼好樹葉後，接著利用資源回收的禮物包裝紙與鬆緊帶，製作 

     聖誕樹的多元媒材，培養學生資源回收觀念與使用。先將包裝禮 

     物的鬆緊帶纏繞在聖誕樹上，做為裝飾。再將禮物包裝紙上的圖 

      案剪下，裝飾在聖誕樹上。剪下前先思考需要什麼圖案，如聖誕 

20分 

 

 

 

 

 

 

 

 

 

 

 

 

 

80分 

 

 

 

 

 

 

 

口語評量：

能說出聖

誕樹的圖

片中有什

麼形狀的

樹葉與造

型。 

口語評量:

能利用剪

下來的形

狀去玩一

玩，發現新

的視覺體

驗。 

 

 

 

 

 

 

形成性評

量:能思考

創作不同

形狀的樹

葉。 

形成性評

量:能從阿

爾欽博托

的創作中，

發現形狀

與創作的



 

 

 

      老人、鈴鐺、禮物、拐杖……等圖案，剪下後黏貼在聖誕樹上。 

 

學生分別進行創作 

完成作品，共同欣賞 

1師生共同欣賞。 

2教師指導學生進行作品發表與欣賞。 

3教師引導學生收拾工具。 

4將學生作品布置在教室。 

 

 

 

 

 

 

 

多元性。 

 

 

 

 

作品評量：

能利用兩

種顏色的

樹葉與形

狀，拼貼成

立體聖誕

樹。 

總結性評

量:能完成

具有創意

的作品並

和同學分

享。 

 
 
 
 
 
 
 
 
 
 
 
 
 
 

 



 

 

 

觀課紀錄表 

 
 

授課教師：____王思秦_________  任教年級：___三_____  任教領域/科目：    藝術與人文      

教學單元：   單元一視覺萬花筒         教學節次：共 2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觀察日期：__111__年__12___月_20___日   回饋人員：____林宏憲_________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
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

儕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

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1. 清晰呈現教學內容。 

2. 能連結生活經驗。 

3. 能做歸納與總結。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1. 教學適切，引導學生思考、討論與實作。 

2. 使用學習策略教學。 

3. 能觀察學生進行狀況，幫助學生學習。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1. 使用多元評量，口頭與實作作品。 

2. 適時提供學生學習回饋。 

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 
摘要敘述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能建立課堂規範。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互動

與學生學習。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教學省思 

觀課教師 林宏憲 觀課日期   111年 12 月 20 日 

授課教師 王思秦 教學年/班 三甲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藝術與人文領域 

單元一視覺萬花筒  

形狀大師 

實際教學 

內容簡述 

教學活動 學生表現 

1. 介紹與引導學生辨識各種形狀。 

2. 進行討論，探討每種形狀產生的

視覺效果。 

3.進行思考與創作。 

 

 

1. 學生能辨識形狀。 

2. 學生能思考自己想要創作的形狀

與作品。 

3. 學生能了解漸層的效果與創作作

品。 

學習目標 

達成情形 

1.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受與想像。 

2.能觀察藝術作品，並珍視自己與他人的創作。 

3.能描述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 

 

自我省思 

1. 學生從辨識形狀，了解形狀帶給人的感受，從中學習了表達對藝術創作

的感受，在過程中觀察藝術作品，描述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能珍視

自己與他人創作，除了美感教學以外，學生學習了表達溝通與尊重他人

的情懷。 

2. 以立體聖誕樹，配合節慶為素材，設計教學內容，讓學生了解形狀在藝

術上的運用，學生能發揮想像力，思考與創造作品，選擇適合的形狀，

運用了規劃能力、思考與創造能力，以及設計的能力，以理性的邏輯思

考結合感性的藝術，感性的藝術也能有理性的元素，理性與感性得到平

衡而融合得很好。 

3. 聖誕樹的造型，對於形狀的設計，能使學生有基礎的認識，在基礎的認

識與學習後，未來可以更多元化的方式，擴大培養學生思考的層面，以

進行更豐富的創作。 

 

同儕回饋 

後心得 

1. 教學設計能配合節慶，適時融入教學中，使學生學習形狀的概念，以及

在創作上的運用。 

2. 能適時觀察學生反應做適當回饋。 

3. 能使用資源再利用的方式，課程融入資源回收的環保概念。 

 

 



 

 

 

 

觀課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