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領域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四年級） 

主題/單元 

名 稱 
藝術與品德的交織-心靈翅膀 設計者編號  

實施年級 國 小    四  年級 節數 
共 3 節，共 120 分鐘 

(於第   節 融入   分鐘) 

課程類型 

▓議題融入式課程 
□議題主題式課程 
□議題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

時間 

▓領域：藝術與人文            

□彈性(校訂)學習課程 

設計理念 

    以動畫《Wings 翅膀》為媒介，結合品德教育與藝術創作，旨在引導學

生探索善良、友誼與夢想的價值。透過故事賞析、情感探索、藝術創作與分

享交流等多元活動，學生能夠在實際體驗中理解和內化品德教育的核心價

值，培養同理心、創作力及人際互動能力。 

    根據 108 課綱的精神，本單元強調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鼓勵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主動參與、互動學習。教學設計重視「做中學」的理念，讓學生透

過實際的藝術創作，表達自己的情感與想法，從而深化對於品德的理解。學

生在創作過程中，不僅能夠發揮創意，還能學會如何與他人合作，增進友誼

與互信。 

    此外，本單元也鼓勵學生分享自己的創作與感受，促進彼此之間的交流

與理解，讓學習不再是孤立的過程，而是建立在共同探索與支持的基礎上。

透過這樣的教學設計，我們期望能培養出具備良好品德與藝術素養的學生，

使他們在未來的生活中，能夠成為有同理心、具創造力的社會公民。 

 

教學方法與 

學習策略 

1.多元感官教學：運用視覺、聽覺等多重感官刺激 

2.提問教學法：運用不同層次提問深化思考 

3.創作引導策略：循序漸進的藝術創作指導 

4.合作學習法：小組討論與互動分享 

5.故事教學法：透過動畫故事傳達核心價值 

6.展示教學法：作品展示與藝術鑑賞 

領域 / 

學習 

重點 
 

核心

素養 

藝-E-A1：參與藝術活

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B1：理解藝術符

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品

德

教

育

議

題 

品德 
核心 
價值 

同理心、創造力 

學習

表現 

視 1-II.-1：使用視覺

語言、影像與符號表

達概念與意義 

視 2-II.-2：觀察生活

物件與藝術作品，珍

視創作 

學習

主題 

 

 

透過藝術創作探索品德 

學習

內容 

視 E-II.-2：視覺元素

與設計原理 

視 A-II.-1：視覺藝術

實質

內涵 

透過藝術實踐理解他人感受 



與生活的關連 

學習目標 

認知目標 

1.能理解善良與友誼的意義與價值 

2.能認識視覺藝術的基本元素與原理 

3.能分析故事中的情節發展與人物特質 

 

情意目標 

1.能體會助人的價值與意義 

2.能感受友誼的溫暖與重要性 

3.能欣賞他人的創作與想法 

 

技能目標 

1.能運用色彩表達情感與想法 

2.能創作具有故事性的藝術作品 

3.能清楚表達自己的創作理念 

相關領域 藝術與人文 

教材來源 Wings | Animated Short Film | SVA Thesis 

教學設備/資源 

硬體設備 

電腦、投影機、音響設備 

 

教學材料 

《翅膀》動畫、學習單、彩色筆/蠟筆、其他美術用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tU8nBnpFVE


 

 

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教學評量 

第一節教學活動 

課程目標：能理解影片《Wings 翅膀》中善良、友誼與夢想的價

值。 

 

一. 引起動機 

   1.老師提問引出主題： 

①. 你曾經幫助過別人嗎？那讓你有什麼感受？  

②. 友誼對你來說有多重要？你認為友誼能帶來什麼樣的影

響？ 

③. 你有沒有什麼夢想？你覺得怎樣才能實現夢想？ 

 

二. 發展活動 

   1.活動一：觀賞影片 

       播放動畫《Wings 翅膀》，讓學生觀賞。 

 

   2.活動二：故事探討、分段講解： 

    老師分段講解影片內容，引導學生理解每段故事的寓

意，特別是小老鼠如何幫助大鳥，並最終實現自己的夢想。 

提問引導： 

    小老鼠為什麼想幫助大鳥？這展現了什麼樣的品德？ 

大鳥起初為什麼不相信小老鼠的幫助？這告訴我們什麼？ 

最後，小老鼠和大鳥成為朋友，這對他們的夢想有什麼影

響？ 

生活經驗分享： 

    鼓勵學生思考自己生活中是否有類似的經驗，並與大家

分享，促進同理心的培養。 

 

3.活動三：情感探索 

    學生使用色彩表示不同情緒，並分享自己在助人過程中

的感受。 

 

三. 綜合活動 

1.複習影片中的重要價值： 

    複習影片中小老鼠和大鳥之間的友誼與互助，強調善良

的重要性。 

2.預告下一節課的活動： 

    告知學生下一節課將進行藝術創作，鼓勵他們期待並準

備發揮創意。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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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能運用視覺元素創作藝術作品，表達善良、友誼與夢

想的主題。 

 

一. 準備活動 

1.複習上節課重點： 

①. 問學生：上節課我們學到了什麼？影片中的小老鼠和

大鳥之間的友誼有什麼啟示？ 

②. 讓學生分享他們的感受與理解。 

    2說明創作主題： 

①. 介紹本節課的創作主題：以《Wings 翅膀》中的善

良、友誼與夢想為靈感，創作自己的藝術作品。 

 

二. 發展活動 

1.活動一：創作引導 

①. 說明視覺元素的運用：介紹顏色、形狀、線條等視覺

元素，如何用來表達情感與故事。 

②. 示範表現技法：示範如何使用不同的藝術材料（如水

彩、彩色鉛筆等）來創作，並展示一些範例作品。 

2.活動二：創作構思 

①. 故事腳本發展：學生根據自己的想法，撰寫簡短的故

事腳本，確定作品的主題與情感表達。 

②. 示範表現技法：示範如何使用不同的藝術材料（如水

彩、彩色鉛筆等）來創作，並展示一些範例作品。 

③. 草圖設計：學生繪製草圖，構思作品的構圖與元素安

排。 

④. 色彩計畫：學生選擇適合的顏色，規劃如何在作品中

運用色彩來表達情感。 

 

三. 統整活動 

1.作品發展方向討論： 

①. 鼓勵學生分享自己的創作構思與草圖，並互相給予建

議。 

2.預告下節完成作品： 

①. 告知學生在下一節課將進行作品的完成與分享，鼓勵

他們準備好自己的創作。 

---------------------第二節課結束----------------------- 

第三節：創作完成與分享 

一.準備活動 

1.整理創作環境，確保所有材料和工具都準備好。 

2.說明創作重點，提醒學生在完成作品時注意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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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1.作品完成 

①.個別指導：教師針對每位學生提供個別指導，幫助他們

解決創作過程中的問題。 

①.同儕互動：學生互相交流，分享各自的創作過程和靈

感， 鼓勵彼此給予建議和反饋。 

 

2.作品分享 

①. 小組作品介紹：每組學生展示自己的作品，簡要介紹

創作的主題和過程。 

①. 創作理念說明：學生解釋他們的創作靈感與所傳達的

情感。 

①. 同儕回饋:同學們對展示的作品進行反饋，提出建議和

看法。 

 

 

三.統整活動 

1.單元總結：回顧整個單元的學習重點與收穫，討論善良、

友誼與夢想的意義。 

2.學習成果展示規劃：告訴學生如何展示他們的學習成果，

並鼓勵他們在未來的活動中繼續運用所學的品德與藝術素

養。 

 

----------------第三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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