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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北斗國小111學年度公開授課教學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與人文 設計者 彭尤宜 

單元名稱 單元一  視覺萬花筒 授課節次 共 6 節，授課第 2 節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三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 探索與欣賞生活中各種景物。 

2. 有些同學能說出對稱之美。 

設計依據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領域核心素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Ⅱ-3 

能試探媒材特性與技法，進行創作。 

2-Ⅱ-2 

能發現生活中的視覺元素，並表達自己的情感。 

學習內容 

視 E-Ⅱ-1 

色彩感知、造形與空間的探索。 

視 A-Ⅱ-1 

視覺元素、生活之美、視覺聯想。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探索生活中美麗景物的視覺美感並分享觀察發現與表達自我感受。 

2 能認識對稱造形要素的特徵、構成與美感。 

3 能探索生活中具有對稱元素的景物並發表個人觀點。 

4 能探索與欣賞各種對稱之美的藝術表現與作品。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戶 E5 理解他人對環境的不同感受，並且樂於分享自身經驗。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融入單元 （非必要項目）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非必要項目） 

教學設備／資源 電子書、課本圖例 

參考資料 翰林三下藝術課本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 

      1.完成課程設計 

      2.翰林三下藝術課本和電子書 

 (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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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原班級安排之座位入座 

      2.整理並收拾桌面上的物品 

二、引起動機 

      1.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本圖例。 

      2.教師提問：「課本圖片中大家都看到了哪些自然景物？」。 

      3.教師引導學生仔細觀察課本圖例並鼓勵發表看法。 

【發展活動】 

一、認識美的原理或美的原則 

教師提問：「在圖中，小男孩吹出的泡泡裡有著一片葉子；還 

 有像小鈴鐺一樣的白色小花，你有發現它們的共通特性嗎？」 

「紅色的花和綠色的山丘，你覺得它們之間的共通性是什麼呢？」 

「飛舞的蝴蝶們雖然看上去是不同的，但是卻也有共同的美感，你

能看出來是什麼嗎？」 

    教師引導學生回答並強調：「只要畫中的圖案有帶給你美的、

看起來舒服的感覺，同學們都可以分享你的看法，因為每個人都有

表達自己看法和感受的權利，所以不分男生女生的意見，也沒有對

錯的分別，因此要尊重每個人發表的看法，互相學習。」教師說明：

「雖然美沒有一定的標準，但是規納出大多數人喜愛的美，仍有一

些共通性的原則。人們會對同一件事物產生美的感覺，是因為在美

的事物中都存在著一些形式原理，也就是「美的共通性」，這些共

通性被稱為「美的原理或美的原則。認識這些美的原則能幫助我們

觀察、發現、欣賞到生活中更多美的事物，以及美的感受。」 

    教師以課本圖例簡單說明常見的美的原則。 

二、尋找對稱之美 

1.教師說明「對稱」的特性後，引導學生觀看課本插圖。 

2.現場請三位小朋友即興表演，說（拿）出圖例中的物品並指出該

物具有的對稱特性在哪裡。 

3.鼓勵學生現場尋找身邊其他也具有對稱特性的物品，並加以說明

個人觀點。 

 

 

 

 

【總結活動】 

一、總結 

        經由今天的介紹，我們初步的認識了美的原理，也能尋找

身邊的對稱事物，並說出個人的觀點。 

        下次上課我們要來討論校園中也有很多具有對稱特性的

各種景物，並來練習用對摺剪的技法，剪出課本例圖中之各種對稱

圖形。  

 

 

 

 

5 分鐘 

 

 

 

 

 

 

20 分鐘 

 

 

 

 

 

 

 

 

 

 

 

 

 

13 分鐘 

 

 

 

 

 

 

 

 

2 分鐘 

 

 

 

1.專心聆聽 

 

 

 

 

 

 

1.形成性─口語

評量：能認識對稱

造 形 要 素 的 特

徵、構成與美感。 

2.總結性─操作

評量：能探索生活

中具有對稱元素

的景物並發表個

人觀點。 

 

 

1. 1 形成性─操

作評量：能探索與

發現身邊具有對

稱特性的景物。 

2 總結性─口頭

評量：能分享個人

關於對稱之美的

認知 

 

 

1.專心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