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視希臘柱式 教案

⼀、設計理念

設計緣起:

希臘藝術作為西洋文明的濫觴，例如藝術史上的兩個復古運動，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都是以希臘

羅馬藝術為養分，影響極其深遠。而9年級同學開始接觸西洋歷史，故設計此加深加廣之單元，從視

覺藝術的角度切入，加深其理解。搭配建築藝術單元，擇定帕德嫩神廟為主題展開介紹。

盼望達成以下目標:

1.學生經常對生活周遭的建築物習以為常或視而不見，透過本課程的訓練，盼望學生能夠在生活中

提取審美素材(例如建築物或文化商品)，並能分析美感經驗產生的原因。且能深化對歐洲文化及美

學經典的認知。

2.盼望學生能萃取經典的美感元素，賦予個人的語彙或時代的意義，培養活用知識的創造力，在生

活中實踐設計思考。

3.運用學習共同體的教育理念來設計並實施本課程，盼望學生能彼此學互相教，成為學習的主體，

而教師扮演善問、引導、串聯及聆聽的角色。



二、單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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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 設計者 宋咏玲

實施年級 9 年級 總節數 共_3_節，45分鐘

單元名稱 注視希臘柱式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視 1-Ⅳ-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原理，表達情感

與想法。

視 2-Ⅳ-3 能理解藝術產

物的功能與價值，以拓展

多元視野。

視 3-Ⅳ-3 能應用設計思

考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

情境尋求解決方案。

核心

素養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增進

美感知能。

B 溝通互動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 探索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

展現美感意識。

學習內容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

術鑑賞方法。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

活美感。

視 A-Ⅳ-2 傳統藝術、當

代藝術、視覺文化。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國際教育

實質內涵 國 J5 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值。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歷史

教材來源 配合藝術課本建築單元擴充自編

學習目標

1. 以帕德嫩神廟為例，讓同學分析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原因。(能運用美的原理原則分析美感

成因，掌握審美的工具)

2. 認識希臘文化中的人體美學與黃金比例，了解錯覺修正原理在建築上的運用。

3. 能辨識希臘三柱式及其衍生出的風格，並了解其對歐洲文明帶來的巨大影響。

4. 認識羅馬人對希臘柱式的運用、發展與傳播。

5. 認識世界各地對希臘柱式的引用及其產生的意涵與效果。

6. 認識希臘柱式在台灣的發展與演變。

7. 運用創意將經典加入現代元素，重新詮釋與創造。

◎期待的後續效應

1.能培養對建築藝術的觀察力與好奇心。

2.能在生活中運用美學原理分析審美物件、並分析美感經驗之成因。

3.能對經典產生孺慕與珍賞之情，能繼續主動的學習。

4.能辨別經典元素的引用效果並對其隱喻產生敏覺性。

5.能因地制宜、察覺時代需求，將各種經典元素再運用、再創新。



第⼀節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引起動機 

1. 請學生回憶史地課中對希臘文明的介紹，並與小組成員分享自

己的知識。使學生彼此搭設學習鷹架。

2. 教師回應學生話題，提供有趣素材(視狀況使用)，引起學生學

習興趣 :

說希臘神話，如雅典娜的誕生、雅典娜與波賽頓的競爭…

希臘式建築是拍婚紗的熱門題材…

希臘曾是人類璀璨文明的發源，如今政府卻有債務危機…

希臘柱式是全世界引用最多的建築經典元素…等

知名部落客名言:我的心遺留在愛琴海…

發展活動 

1. 播放一小段 BBC 電視台所製作帕德嫩神廟的紀錄片，使學生

進入古文明的歷史情境，重點是使學生掌握帕德嫩神廟在歐洲文

明中的地位，及其在考古修復中發現的奧秘。

2. 教師運用自製 PPT 再深入介紹神殿昔日風華，並深入說明影

片所提及的錯覺修正、黃金比例、人體美學等。

3.為增加討論與回饋的互動與熱絡性，每組分得一張A3 大小的學

習單，並有一疊彩色隨意貼(每位組員有不同的代表顏色，方便辨

識是由何人所提出的見解)，小組成員可以將

自己的意見及想法寫在隨意貼上，再交由該組組長去匯整，並陳

列黏貼在學習單上(如附圖)。

4.教師將帕德嫩神廟的照片投影出來，並約略複習十項美的原理

原則，請學生當美的評審，將帕德嫩神廟依據十個項目，分別審

視並討論是否符合?寫出符合的原因在隨意貼上。

5.教師提問:大家都說帕德嫩神廟是美學的經典，那你覺得它符合

哪些「美的原理原則」?你覺得它真的美嗎?你的想法是甚麼?

總結活動 

1. 老師依現場狀況，隨機指派或邀請自願的小組分享他們對帕德

嫩神廟的美學評價。學生可拿著自己美編的學習單，上台分享或

報告。

2. 教師觀察各組評審的成果，分析各組的異同，回應學生的報

告。為帕德嫩神廟成為經典的原因做出總結，並說明下一節課的

預習項目。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學習單 1)

課前準備 

(一)

教師部分

1.觀看BBC

電視台所製

作帕德嫩神

廟的紀錄片

共四集。閱讀

相關文獻，如

參考資料所

附。

2.準備學生的

課外補充資

料，影印相關

章節供學生課

前閱讀

3.設計學習

單與ppt

(二)

學生部分

請學生上網

搜尋希臘的

相關資料或

新聞，回憶

史地課教過

的希臘部

分，並閱讀

希臘文明的

補充資…。

以供課堂上

深入討論。

教學設備/資源：

紀錄片、光碟、影印資料、或圖書、多媒體、設備、PPT、學習單1、各色便利貼

參考資料：



《帕德嫩神廟的紀錄片》。BBC 電視台所製作

派屈克.納特金斯(2001)。《建築的故事》。 臺北：木馬文化。

陳志華(2003)。《國古建築二十講》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Edward Hollis (2012)。《建築變形記》臺北：：漫遊者文化。

小松田直(2019) 。《圖解世界史》臺北：易博士出版社。

胡燕欣(2005) 。《你不可不知道的圖片西洋史》臺北：高談。

全單元評量規準:

1.討論過程投入的程度與貢獻。

2,學習單內容呈現的正確度與豐富度。

3.創作單的創意及表現。

第二節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引起動機 

播放 PPT，問同學是否覺得希臘柱式很眼熟?

在台灣的生活中是否見過?

發展活動 

1.請同學詳細觀察PPT中三種希臘柱式。

教師提問:你可以區分希臘三種柱式的異同嗎?(引導學生辨識風格

特徵)。再詳細補充三種柱式的造型特徵，及其代表建築物產生的

不同視覺效果。並說明柱子名稱的由來及柱頭紋飾之成因。

2. 教師提問:希臘人崇尚人體美，所以有男人柱和女人柱等說法，

你認為這些柱式與人體的關聯性到底是甚麼? 你覺得它立論的根

據是什麼?你認同嗎?(引導學生思考批判，不因課本的權威性而盲

目接受結論，或不求甚解)

3. 引導學生觀察柱子與人體相似之處，並小組討論找出證據後各

自書寫學習單( 2)第一題。

4. 引導學生思考人體肌肉和柱式都是無一直線。柱身凹槽和希臘

服飾皺褶的關聯性。柱頭、柱身、柱座和人體部位分類的關聯

等。

5.教師以羅馬競技場為例，說明羅馬人對希臘柱式的喜愛與發揚

光大。

6.教師說明希臘柱又被叫做羅馬柱的原因。以學習單第二題考驗

學生對柱式風格特徵的掌握能力。(教師提問:羅馬人如何引用並

改良希臘柱式?你能辨別其差異嗎?)

7.教師介紹希臘柱式在世界各地廣泛引用的例子，及在台灣應用

的情形。

8.請學生思考究竟哪些類型的建築物會引用希臘柱式?可以營造出

什麼感覺和意義?

小組討論找出原因後各自書寫學習單( 2)第三題。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學習單2〉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uma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linking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easy


總結活動 

1. 老師依現場狀況，隨機指派或邀請自願的小組分享他們對第三

題的見解與思考。

2. 教師綜合各組的見解，將希臘柱式產生的符號性象徵及意義作

出歸因與分析，使同學了解引用是最佳的讚美，及在不同時代、

不同的引用所產生的多樣化意義。

教學設備/資源：

課本、多媒體設備、PPT、學習單2

參考資料：

附錄：

第三節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引起動機 

1. 新聞常提到歐債危機，希臘也岌岌可危，甚至有報導說“台灣

未來也會很希臘”，你們覺得如何能重振希臘經濟?

將話題帶進以觀光文創救經濟。

2. 以貼近學生經驗舉例，例如:你們最近畢業旅行到義大世界，有

沒有到園區中的希臘風建築區拍照?在禮品部有沒有看到希臘風的

紀念品?

發展活動 

1.教師以 PPT 介紹何謂文化創意產業，及其在台灣的現況與重要

性。也借用日本文化向唐朝取經的例子，說明跨文化截長補短的

學習心態是創意的活水源頭。

2.提供希臘柱式相關的造型物及相關設計供學生發想。

3.小組腦力激盪討論希臘柱式的美感可以設計成哪一種商品?哪一

種較具商機?哪一種較實用?等等。

4.各人將自己的構想畫在創作單上，並可以文字輔助說明其功能

或理念。

總結活動 

1. 老師依現場狀況，隨機指派或邀請自願的同學分享他們的設計

與見解。

2. 教師給予鼓勵與回饋，並與之討論其他發展的可能性，也請同

學提問、賜教或不吝讚美。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創作單〉

課前準備 

1. 教師部分

研究文化創

意產業並蒐

集圖片和實

物，供學生

參考。

2. 學生部分

準備簡易繪

圖工具。

教學設備/資源：

多媒體設備、PPT、文創實物、創作單

參考資料：

附錄：



四、教學成果

本課程曾實施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

觀課後的議課活動





學習單 1 學習單 2

創作單



五、教學省思

一、 小心使用讀物:

本課程在無課本的狀態下亦可完整實施，但為了訓練學生與文本對話，培養閱讀自學及批判文本的

能力，可先要求學生自行閱讀相關的課本或讀物，再問他們是否贊成課文章中的描述，發展出問題

的意識來展開此單元之學習。但應不斷提醒同學對文本的權威性保持好奇，才不會答題時反而無法

自行思考，過度依賴所謂的標準答案。畢竟台灣學生很難跳出此窠臼。

二、 教法的彈性調整:

受過美術史訓練的我，很希望學生能夠完整的、系統化的認識希臘柱式在整個藝術史中的經典意義

及重要影響，甚至能深刻的理解何謂希臘風格及其象徵意義，所以教材的設計細說從頭，是以學科

本位來思考，優點是條理分明、脈絡清晰。但此課程也可依據不同的學生素質或不同型態的班風，

反過來實施，先從希臘柱式在台灣及生活中相關文創開始，引發其對何謂希臘風的興趣，再開始介

紹藝術史及美學部分，如此則可以學生的生活經驗強化學習動機。可依據教師對學生的了解靈活

運用，學習共同體的精神便是在課堂上多實驗體會，以學生收穫最多，學習真正產生為重點目標。

教師必須時時檢視自己自以為是的教法是否真正有效。

三、學習單設計:

學習單大部分皆以簡答題的形式設計，盼望引導學生依照教材思路，循序漸進的討論。但在九年某

班率先實施之後，發現在小組討論風氣尚未全面建立時，如果一人一張學習單，易流於大家埋頭苦

幹而缺乏互動的弊病，若想增加學生討論的熱絡性及踴躍性，應添加一些互動元素，故思考運用腦

力激盪術的元素，讓學生將自己的想法寫在便利貼上，然後共同完成一張大型學習單。小組中各成

員有自己代表色的便利貼，如此教師將可一目了然的判斷哪一位同學提出了哪一些見解，不但方便

判斷同學參予的深度，給予即時回饋，在需要評比平常表現時，也能更客觀有所依據。這分學習單

曾在舉行校內公開觀課時實施，同學們對共同創作學習單顯現出新鮮感，對於未貢獻出自己代表色

便利貼的同學，起著良性壓力的作用，並且同學們會盡量寫出別人未講過的見解盡快貼上去，討論

活動中帶著一點遊戲的合作性，學習氣氛頗佳。而學習單2 則是為了顧及弱勢學生在小組互動中可

能產生的劣勢而無參與感，故設計成個人作答形式，優點是學生可專注與文本對話，進行深層的思

考。讓同學在互相討論後再獨立完成學習單。

四、題目設計:

基於常有人把希臘柱或羅馬柱的名稱混淆，加上希臘羅馬風格對歐洲文化難以切割的影響，故蒐集

了羅馬人利用希臘柱式的重要建築物圖片，設計了學習單2 中的第二題，讓學生從六根柱子中找出

哪三根是被羅馬人微調過的。曾經掙扎是否要把這個有標準答案的題目放進來(恐標準答案使學生思

考受限)，但因為對視覺風格的了解仍需奠基於觀察力與記憶力上，所以最後仍放上這個題目。並在

同學思考判斷後，再說明希臘柱式在其形制及風格上已趨於完備，羅馬人難以超越，故只能針對實

際使用需求做微調，且隨著羅馬帝國版圖的擴大，他們所推崇的希臘風格便被推廣至全歐洲。接著

介紹至歐洲觀光時遍地可見的栱柱結構及希臘柱式裝飾，讓同學理解希臘羅馬文明對全歐視覺風格

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