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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發基地 課程模組 

（一）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長濱國中   

課程主軸名稱 

（總標題） 
長濱國中-長揚海濱課程 總節數  合計  7  節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一） 
長濱鄉的藏冰箱-在地的漁業文化 設計者姓名  張雅筑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二） 
台東好浪-在地衝浪運動的發展 設計者姓名  張雅筑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三） 
海廢心生-裝置藝術創作 設計者姓名  張雅筑 

（二）課程模組主題一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一：長濱鄉的藏冰箱-在地的漁

業文化 
節數 共 4 節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

小高年級 

█國中一年級；□國中二年級；□國

中三年級 

融入領域  

（科目）  
綜合領域 

課程類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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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其他： 

課程設計理念 讓學生透過影片和實體走察了解在地的漁業文化 

總綱核心素養
2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海

洋

教

育

與

戶

外

教

育

實

質

內

涵  

海 J18 探討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的影 

響。 

海 J19 了解海洋資源之有限性，保護

海洋環境。 

戶 J4 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與責任，並

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落實原則。 

學

習

表

現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 畫與

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項

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2d-IV-2 欣賞多元的生活文化，運用

美學於日常生活中，展現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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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IV-1 覺察人為或自然環境的 危

險情境，評估並運用 最佳處理策

略，以保護 自己或他人。 

3d-IV-2 分析環境與個人行為的關

係，運用策略與行動，促進環境永續

發 展。 

議

題  

學

習

內

容  

家 Aa-IV-1個人與家庭飲食行為之影

響因素與青少年合宜的飲食行為。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

與行為。 

童 Db-IV-2人文環境之美的欣賞、維

護與保護。 

童 Da-IV-2 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

係的理解，及永續發展策略的實踐

與省思。 

家 Aa-IV-3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

聯、實踐策略及行動。 

學習目

標  

1. 了解在地魚法 

2. 實地觀察與認識漁港、漁船設備。 

3. 訪問漁民的生活經驗。 

4. 了解漁業捕撈的原則與倫理 

教學資

源  

1. 學習單（附件一、二） 

2. 「海底撈不撈」桌遊四組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3Z_EsiLscXhNEI7HlK4tZJgXEuiHqwD 

 

單元一名稱（行動前）：海上獵人 -長濱漁法知多少  

學

習

目

標  

學習活動  
時

間  

備註

（評

量方

式）  

了解

在地

魚法 

 

活動一（餐桌上的魚料理）：  

一、  教師提問：家裡常出現的魚料理以及料理方式？  

學生可能的答案：烤吳郭魚、虱目魚湯、煎白毛…。  

 

二、  教師提問：這些魚是用哪些方式捕撈上來的？  

學生可能的答案：手釣、網撈。  

 

三、  教師歸納：大家提供了很多魚料理和可能的漁法，那大家有沒有想過，長濱在地

的漁港可以捕撈哪些漁獲？以及是用什麼樣的漁法捕撈的呢？  

 

活動二（認識延繩釣）：  

四、  影片觀賞：漁法紀錄片延繩釣  

漁法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h6rcbilMA8&t=4s 

台東延繩釣 -鬼頭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xvZ5s6yw 

 

10 

 

 

 

 

 

 

 

 

 

 

35 

 

 

 

 

 

 

 

 

 

 

 

 

學習

單完

成度

與正

確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3Z_EsiLscXhNEI7HlK4tZJgXEuiHqw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h6rcbilMA8&t=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xvZ5s6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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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引導同學討論、回答，完成學習單（學習單內容詳見附件一）  

1.  今天介紹的漁法名稱？  答案：延繩釣，俗稱下棍。  

2.  影片中使用的餌？  答案：小魚，因為配合鬼頭刀的獵食習性。  

3.  今天影片中的目標魚種？  答案：鬼頭刀，俗稱：飛烏虎。  

4.  從影片中我們看到一開始漁人先在餌上掛小魚，接下來放下浮球，開始慢慢

放線，請你嘗試依照影片中的順序，畫出這種漁法在海上看起來的樣子。（下

去巡視學生書寫狀況，老師在黑板上畫出正確的圖，並請學生訂正修改。  

參考答案：  

 
 

六、  預告下週要到漁港走讀，請同學在學習單寫下對漁法或船長工作內容的各種

問題。  

單元二名稱（行動中）：海上獵人 -長濱漁港走讀  

學

習

目

標  

學習活動  
時

間  

備註

（評

量方

式）  

實地

觀察

與認

識漁

港、

漁船

設

備。 

訪問

漁民

的生

活經

驗。 

 

活動一（長濱漁港走讀任務）：  

一、  集合班上同學、步行至長濱漁港。  

二、  解說任務內容（學習單見附件二），提醒學生解完前三項任務後到定點集合。 

三、  學生自行在漁港中行走，找尋指定答案。  

四、  學生集合後，核對前三任務的答案。  

任務一答案：  

Ａ：長濱漁港整補場（教師補充：整理漁具、漁獲的地方）  

Ｂ：安檢所（進出港區的船報備的地方，歸海巡署管轄）  

任務二答案：  

1.  整補場。  

2.  延繩釣。  

任務三答案：  

Ｄ（教師補充：小型漁船 -竹筏大多停靠的區域，也讓學生看到不同的船型，作

業方式和捕獲的魚種差異。）  

五、  核對完前三任務之後，請學生在港內找尋指定漁船，並在漁船旁邊集合。  

 

活動二（行走的漁業百科全書：訪問船長）：  

 

一、  學生到指定漁船集合。  

二、  教師介紹今天的講師 -潘勇勝船長  

45

分  

 

 

 

 

 

 

 

 

 

 

 

 

 

 

 

 

40

分  

學習

單完

成度

與正

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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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附件一學習單上的學生提問隨機貼在任務單上，學生須對船長發問並記錄

下來。  

四、  船長引導學生上船參訪，開放學生針對漁船設備提問。  

五、  完成任務五，記錄學習心得。  

六、  總結今天參訪的部分。  

 

活動三（活動總結）：  

一、  觀賞影片：台灣東部延繩釣漁法 _(成漁壹號 )_longline fishing_Taiw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xvZ5s6yw 

二、  透過影片結合漁港見聞，總結長濱在地使用的延繩釣方式。  

 

 

 

 

 

 

 

 

15

分  

 

 

 

 

 

 

 

 

 

 

 

 

 

單元三名稱（行動後）：海上獵人 -海底撈不撈桌遊體驗  

學

習

目

標  

學習活動  
時

間  

備註

（評

量方

式）  

了解

漁業

捕撈

的原

則與

倫理 

活動一（海上獵人 -海底撈不撈桌遊體驗稱）：  

一、  將學生分成 4 組，一組 4 位，準備一台平板，並發下桌遊道具。  

二、  學生透過平板觀看遊戲規則，依各組速度開始遊戲。  

活動二（友善漁業的原則）：  

1.  教師提問：  

1.  剛剛的遊戲中，吃魚和捕撈的規則分別是什麼？  

2.  為什麼吃魚的過程不需要考慮保育類的魚種，但是捕撈需要？  

3.  遊戲獲勝的條件是什麼？你覺得遊戲的設計方式，是希望玩家可以了解哪

些友善漁業的原則？（答：捕撈數量較多的魚種，避免捕撈保育類魚種。）  

 

教師總結：人身為雜食性動物，在獲取食物的來源上有很多選擇，所以用「適當」的

方法、「適量」的取用是很重要、且必須要去思考的事情，希望透過這三節課了解在

地的漁法之外，大家也可以回家和家人分享你今天學到的適合食用的魚種，提醒家人

在購買的過程中可以選擇在地且非保育類的魚種，餐桌上的料理也盡可能食用完畢，

不浪費，其實友善漁業，不單是漁民的事情，也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35

分  

 

 

 

 

 

 

 

 

 

10

分  

 

 

 

 

 

口頭

問答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待辦理完成試教後再撰寫）  

課程模組實踐  

情形與成果  

執行成果： 

1. 學生能透過影片理解延繩釣使用的器材與流程。 

2. 學生能透過漁港的實際走讀了解相關位置與整補場的功能。 

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1. 學生在畫出延繩釣附件一延繩釣的魚法時，容易把浮球、錨的位置和順序搞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xvZ5s6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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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漁港走讀的過程中，遺留時間較多。 

課程模組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1. 透過學習單附件一畫圖的部分，能清楚了解學生是否能了解魚具的原理。 

2. 學生透過實際上船體驗、與船長互動，能接觸到生活經驗以外的生活想像。 

未來修正意見： 

1. 走讀的部分，可以加上一些和漁民互動的任務。 

2. 走讀漁港時可以加入一些漁法的小知識，讓學生透過定向任務去搜尋並記錄相關小知

識。 

附錄 

附件一：學習單-長濱漁法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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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習單-海上獵人-長濱漁港走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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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訪問船長的題目寫在附件二學習單上               學生參觀漁船上的休息空間 

 
在漁港找尋指定漁具                              和海巡人員互動 

 

 （三）課程模組主題二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二：台東好浪-在地的海洋運動發展 節數 共  3  節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一年級；█國中二年級；□國中三年級 

融入領域  

（或科目）  

自然領域 

健體領域 

課程類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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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其他： 

課程設計理念 臺東特有的地形搭配氣候，讓東海岸一代有不少的浪點（衝浪的下水點），希望透過此課程

了解臺東在發展衝浪運動上的特殊性，且對此運動及其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總綱核心素養 2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9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

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

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海

洋

教

育

與

戶

外

教

育

議

題  

實

質

內

涵  

海-E1 喜歡親水活動， 重視水域安全。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產業。  

海-E15 認識家鄉常見的河流與海洋資源，

並珍惜自然資源。 

學

習

表

現  

健體 1d-Ⅲ-1 了解運動技能的要素和要

領。  

健體 3c-Ⅲ-1 表現穩定的身體控制和協調

能力。 

學

習

內

容  

健體 Cb-Ⅲ-3 各項運動裝備、設施、場域。  

健體 Cc-Ⅲ-1 水域休閒運動進階技能。 

自 Ic-IV-1 海水運動包含波浪、海流和潮

汐，各有不同 的運動方式。 

自 Ic-IV-2 海流對陸地的氣候會產生影

響。 

自 Ic-IV-3 臺灣附近的海流隨季節有所不

同。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了解衝浪運動的文化與發展。 

2. 讓學生了解衝浪運動背後的原理，了解海浪的形狀、衝浪板與浪的關係。 

教學資源  

投影片：認識衝浪 https://reurl.cc/r6kRky 

學習單：附件一、二 

 

單元一名稱（行動前）：台東好浪 -認識衝浪運動  

學習目

標  
學習活動  

時

間  

備註（評

量方式）  

讓學生了

解衝浪運

動的文化

與發展。 

 

活動一（認識衝浪）：  

一、  教師提問：想到衝浪會想到什麼？（包括畫面、物件）  

學生可能的答案：海浪、衝浪板、沙灘…  

二、  從學生的答案引導到「衝浪」其實比我們想像的更有深度

和歷史文化脈絡。  

三、  影片觀賞：  

The complicated history of sur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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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教師提問：衝浪起源的地區  

五、  教師提問：傳統的衝浪運動消失了一段時間原因是？  

六、  教師提問：衝浪運動又再次流行起來的原因是？  

七、  介紹傳統衝浪板與後來的演進  

1.  Alaia-演變成後來的短板  

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rq-

K1aaCc 

 

2.  Paipo-演變成後來的趴板  

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xcYUSs10Q 

 

3.  Olo-演變成後來的長板  

40

分  

 

 

 

 

 

 

 

 

 

 

 

 

 

 

 

 

 

 

 

Note 重點

是 否 達 3

ㄧ 項 / 撰

寫 清 晰

度。  

 

 

 

 

 

 

 

 

https://reurl.cc/r6kRk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n_orqdyH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rq-K1aaC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rq-K1aaC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xcYUSs1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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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VhmDUm3Z4 

 

八、  介紹多元的衝浪形式  

1.  人體衝浪  

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CyB-VDBwg 

 

2.  獨木舟衝浪  

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_rh2MXwMM 

3.  海豚衝浪：  

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pYTyE3dO84&t=17s 

 

4.  狗狗衝浪大賽：  

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GeKoTlTi4 

 

九、  教師總結：我們今天看到許多不同的衝浪形式，會發現不

只是人類會衝浪，其實動物也會和浪互動，再來我們也發現

不一定需要衝浪板，其實很多和浪互動的方式，所以其實衝

浪運動就是人與海浪自然發展出來的一種互動模式，不受器

材或是形式侷限。  

十、  提醒學生將今天課程所吸收到的重點寫在 note(學習單 )的

第一格欄位。  

 

 

 

 

 

 

 

 

 

 

 

 

 

 

 

 

 

 

 

5 分  

單元二名稱（行動中）：台東好浪 -衝浪運動的原理  

學習目

標  
學習活動  

時

間  

備註（評

量方式）  

讓學生了

解衝浪運

動背後的

原理，了

解海浪的

形狀、衝

浪板與浪

的關係。 

活動一（波浪的形狀）：  

一、  教師說明：從上週的課程我們發現衝浪其實是一種跟浪

互動的方式，不限於人類也不限器材。那衝浪的原理是什麼

呢？什麼樣的浪是可以進行衝浪活動的？  

1.  教師利用木板製造斜坡讓滑板可以滑動，以此演示衝浪

的原理。（衝浪板也是利用海浪形成的斜波讓浪板滑

動。）  

二、  教師提問：那什麼樣的海浪會形成斜坡讓衝浪板可以滑

行？  

1.  利用水盆、紙講述波的傳送原理，並說明湧浪和海浪的

差異。  

2.  講解浪的四階段 (參考資料： How to catch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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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出出衝浪時適合的階段（附件一）  

 

活動二（下浪體驗）：  

1.  講解滑板的推動原理，以雙腳製造動力、加上下坡地形

去行程滑板的動力。換言之，衝浪板也是利用划水、加

上海浪形成的浪壁去形成動力。  

15

分  

 

 

 

 

 

 

 

 

 

 

 

 

 

25

分  

 

 

 

 

 

 

 

 

 

 

 

 

 

 

 

 

 

 

 

Note 重點

是否達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VhmDUm3Z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CyB-VDBw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_rh2MXwM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pYTyE3dO84&t=17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GeKoTlTi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eMKyJDW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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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驗下浪的平衡：利用沙包墊在衝浪板下，體驗在浪壁

上的平衡動作。  

活動三（整體體驗省思與撰寫）：  

1.  將今日活動心得 /重點寫入 note 單。  

 

 

5 分  

 

 

 

ㄧ項 /撰

寫清晰

度。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待辦理完成試教後再撰寫）  

課程模組實踐  

情形與成果  

執行成果： 

1. 演示滑板、地形的關係，有助於學生理解海浪形成的浪壁與衝浪板的關係。 

2. 大部分學生可以在前面的講解過後，就在學習單二標示出衝浪板下浪的適當位置。 

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學生較難透過平面的圖形去理解不同浪型所造成推力的差異。 

課程模組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1. 第一部分的教學成效，從學生在學習單二的撰寫中可以看出效果不錯。 

2. 第二部分的體驗，能有助於模擬浪板上的平衡，如未來後續課程可以銜接實地衝浪，更

能看出其效果。 

未來修正意見： 

1. 天氣許可的情況下，可加入戶外體驗因素，觀察海浪從湧浪到岸邊破碎的過程，讓學

生在海邊利用身體與趴板體驗浪的衝擊力。 

2. 課程部分可以再加入影片，利用暫停回放，讓學生清楚了解浪型轉變的過程。 

3. 第二節課之後，可以加入實地的衝浪課程體驗，更能檢視出前一節陸地練習的成效。 

附錄 

附件一：衝浪專題學習重點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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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浪的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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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在水盆裡製造波浪，延伸至自然現象中浪的成因。 

112.11.8 進行試行，試行學校臺東縣三間國民小學 

 

一、實踐情形與成果: 

以自製教具「平衡板」，及 8呎衝浪板及沙包，模擬衝浪運動的陸上練習及體驗。本課程推廣衝浪運動；藉

由需高度平衡能力的平衡板，訓練衝浪運動中的平衡反應能力。8呎衝浪板底下放置沙包，練習及體驗衝浪運

動的步驟，划水追浪、起乘下浪、上板平衡等動作。以遊戲闖關的形式，難度由低至高讓學生挑戰。 

二、省思與建議: 

不同材質地面的摩擦力可影響平衡板滾筒的難度。操作課程時可視學生的能力程度，選擇適當地面實施課程，

可以有更好的學習體驗效果。(難度由低至高：沙地、草地、PU操場、水泥地、磨石子地面) 

 

三、未來修正意見： 

國小六年級學童在平衡練習上，課程難度設定相當適合，整體表現甚至不輸給國中的學生，課程在執行對象的

年紀，可以設定在國小中年級以上到國高中皆可。 

國小課程的操作比較著重在練習與簡單的衝浪概念說明，搭配課程總結時，讓每位學童進行分享與動作介紹說

明，具有相當好的後設認知與統整學習的功能。 

課程未來很適合進行到校分享推廣，並可以協助學校製作環保簡易的衝浪平行裝置。 

六年級學生體驗陸上衝浪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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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模組主題三 

課程模組名稱 主題三：海廢心生-海廢藝術創作 節數 共  2  節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國中一年級；□國中二年級；█國中三年級 

融入領域  

（或科目）  

藝術領域 

綜合領域 

課程類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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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其他： 

課程設計理念
 

以海廢為素材，學習透過物件來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總綱核心素養
2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綜-J-B3運用創新的能力豐富生活，於個人

及家庭生活環境中展現美感，提升生活

品質。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

格。 

海

洋

教

育

與

戶

外

教

育

議

題  

實

質

內

涵  

海 J10 運用各種媒材與形式，從事以海洋

為主題的藝術表現。 

 

學

習

表

現  

2d-IV-1 運用創新能力，規劃合宜的活動，

豐富個人及家庭生活。 

視 1-Ⅳ-2 能使用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

個人或社群的觀點。 

學

習

內

容  

家 Cc-IV-1 生活空間的規劃與美化，以及

創意的展現。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材的表現

技法。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

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 

學習目標  
1. 透過撿拾海廢、自然物的歷程，感受自己與物件的連結。 

2. 透過獨處，練習用撿拾的媒材表達自己內在的感受。 

教學資源  

學習單、紙盒*人數 

 

單元一名稱（行動前）：海廢心生 -素材收集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透過撿拾海廢、自

然物的歷程，感受

自己與物件的連

結。 

活動一（素材收集）：  

1.  教師引導：藝術是一種表達自己的

方式，這兩節課的內容，我們會引

導大家去創作出自己的心情，待會

在海灘上，希望大家不要交談，自

35 分鐘  

 

 

 

 

能 搜 集 到 自 己 需 要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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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海灘上找尋和自己有連結的物

件，將它收集回來。  

2.  學生收集素材，並於指定時間回來

集合。  

 

活動二（素材擺拍）：  

1.  請學生將撿拾回來的素材，放置成

自己像要的樣子，並在卡片上寫上

自己的名字（或是撿拾的主題），

拍照。  

2.  將素材先收納好，預告下次上課時

會將他製作成一件小作品。  

 

 

 

 

 

 

10 分  

單元二名稱（行動中）：海廢心生 -用素材說自己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透過獨處，練習用

撿拾的媒材表達自

己內在的感受。 

活動一（海廢心生創作）：  

一、  教師說明：上週我們去海邊撿拾許

多有感受的素材，今天我們要來把他

們變成一個小小世界，待會每個人會

拿到一個紙盒，這個紙盒如果是你內

心的世界，你覺得他會是什麼樣子？

你可以透過創作提示單的引導，在這

段時間內找一個你自己自在的空間，

把你的小小世界製作出來。  

 

活動二（海廢心生訪談）：  

1.  將作品完成後，把創作過程中的想

法感受記錄下來，並簽上創作者的

大名。  

2.  教師在過程中去訪問孩子的創作，

了解他們心裡與世界的關係，並鼓

勵他們不設限的去展現出心裡的小

小世界。  

3.  教師拍照後列印，將照片貼於提示

單上，完成作品。  

4.  教師結語：一個好的作品並不一定

是美的作品，而是能從心裡的感覺

出發，讓別人有共鳴的作品。  

 

30 分  

 

 

 

 

 

 

 

 

 

 

15 分  

 

 

 

 

 

 

 

 

 

 

 

創作作品與文字表

達完整度  

 

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待辦理完成試教後再撰寫）  

課程模組實踐  

情形與成果  

執行成果： 

1. 參與學生皆能從撿拾開始練習獨處與感受。 

2. 第二節課程要求學生自己找一處創作，練習傾聽自己的聲音，並且依據直覺擺排出自

己心中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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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遇到之狀況： 

1.依學生特質不同，有些學生會擺出很具體的空間，像是居家環境，也有學生會放出抽 

象的環境、像是草地上的高塔、充滿遠古生物的沙漠等…從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學生個性

與美感上的差異。 

 

課程模組  

省思與建議  

教學省思： 

1.利用短短兩節課，讓學生練習在空間裡獨處，與自我和素材對話，回到自己的感受，且

練習不被框架的美感束縛，表達自在的自己。且試著透過老師訪問分享、文字紀錄，是很

棒的歷程。 

 

未來修正意見： 

1. 可以多設計一堂讓學生互相觀摩與訪問彼此的作品。 

2. 可以用交換禮物的方式，互相交換撿拾到的素材來創作。 

 

附錄 

 

學生到海邊收集自然物與海廢                      在校園環境中找一塊地方完成創作 

 

學生透過沙坑的沙與漂流木                       用各種物品展現出心裡的煩惱 

展現出自己心中與古生物化石的互動場景。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