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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藝術領域教學方案：跨領域主題、專題、議題等教案格式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設計者 吳佳軒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總節次 共七節，315分鐘 

單元名稱 AR中的汙托邦 

設計理念 

因為疫情的變化，讓科技在學生與老師間，更加融入於教學中，因此思考，如何在視覺藝術

課程中，將科技如同輔助工具，同時間亦為創作的媒材，這堂課的起心動念便誕生了。 

 

臺灣為島嶼國家，與海洋的關係密不可分，無論是生存下的漁業或是生活中的觀光旅遊業，

加上地理位置位於太平洋中，更是與太平洋上的所有島嶼共同面對「太平洋垃圾帶」，因此對於

「海洋議題」、「海廢議題」的認知與思考批判尤為重要，面對海洋的永續發展，需有更多的關懷

與思辯。因此透過科技與視覺藝術的方式，讓學生們有機會透過視覺刺激，對於此議題有更多的

思考與創作，同時間也讓學生們透過組內自學、合作，組間的共學、欣賞、回饋，老師導學的角

色，營造自由、合作的氣氛進行科技 AR的學習與創作。 

 

運用了大量的數位工具輔助學習與創作，例如課堂中的筆電、投影片、平板、觸控筆(平板使

用)，另外關於平板 中 APP的使用：slido (網頁版)、APP 相機、APP 相簿、Google 雲端、Google 

Classromm、Google 共編文件、AR share(為主要 AR 創作使用)、MARKER、iMovie、愛筆思画 X，

以及數位資源：Google cardboard 的觀影盒與影片平台：Youtube、均一教育平台，皆是融入課堂

中彈性運用，這些工具也是讓不同的學生學習狀態，可以被多方面的關注到，以下分項說明 :  
1、利用 slido 立即收集學生的思考與學習狀況。 
2、運用 Google雲端與 Classromm建置不同階段的任務，並且可以設置基礎與進階版，讓所有學
生都能達到基礎學習，讓想挑戰的學生可以進行進階版，並且也可以運用雲端連線的概念，看
到其他人、其他班的進度與成品，達到相互學習與交流。 
3、運用免費影音平台，提供資訊，讓學生可以回家複習、或是重新瀏覽，讓未跟上的學生，還
有學習的機會。 
4、小組分工，運用每人都是某一項任務的小組長，去帶其他人一起完成或是相互學習與協助。 
 
 

    此堂課的評量與回饋中，評量是從鑑賞表現、小組合作、成果表現標準三個大方向，同時間
會提供學生們了解不同階段的目標、以及評分的指引，讓學生們清楚了解學習的目標與挑戰。另
外關於回饋，會運用兩種方式，一種是課堂上的分享讓學生們彼此交流，運用金點 AR 獎讓學生們
票選最佳代表與努力獎，另一種是透過影像與成果的在校園中的展示，例如在古亭國中的校慶成
果展，或是網路上的線上展覽，讓學生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見，也從中增強孩子們的自信與成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視 2-Ⅳ-2 能理解視覺符號的意義，

並表達多元的觀點。 

視 1-Ⅳ-2 能使用多元媒材與技法，

表現個人或社群的觀點。 

視 1-Ⅳ-3 能使用數位及影音媒體，

表達創作意念。 

核

心 

素

養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

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

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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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

生活環境。 

視 2-Ⅳ-1能體驗藝術作品，並接受多

元的觀點。 

視 2-Ⅳ-2能理解視覺符號的意義，並

表達多元的觀點。 

學習內容 

視 E-Ⅳ-2平面、立體及複合媒材的

表現技法。 

視 E-Ⅳ-3數位影像、數位媒材。 

視 A-Ⅳ-2 傳統藝術、當代藝術、視

覺文化。 

呼

應

之

數

位

素

養 

□數位安全、法規、倫理。 

■數位技能與資料處理。 
■數位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 
■數位內容視讀與創作。 
（請參考數位教學指引3.0版） 

議題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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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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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J20 了解我國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積極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SDG14 水下生命： 

從知識面了解國內及全球海洋廢棄物的現況（舉例：塑膠、塑膠微粒視），反思人與海

洋及海洋生物之間的關係。態度面，也瞭解海洋文化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涵養人與

還羊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同時也反思生活中所造成的廢棄物對於海洋生態的影響，能

理解在生活中減塑的重要性。在技能面，能落實在生活中減塑。連結到視覺藝術課程

中的課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視 2-Ⅳ-1、視 2-Ⅳ-2 、視 Ａ-Ⅳ-2，也進一步瞭解藝術

家如何運用多樣的媒材與視覺符號，表達對於海洋議題的關注。 

 

SDG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在對於海廢議題進行ＡＲ創作時，引導學生反思永續生活，去辨識生活中有哪些東西

是符合綠色經濟，如綠色製造中的6R 創新元素，包含：重新設計（Redesign）、減少

（Reduce）、重複使用（Reuse）、回收(Recycle)、重新製造（Remanufacture）、拒絕

（Refuse），又或是如何永續生活的方式（如減少購買一次性包裝商品），將這些想法

連結於創作作品之中。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環境教育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網路資訊 

教學設備/資源 

筆電、投影片、學習單、平板、觸控筆(平板使用) 

 

平板 APP：slido (網頁版)、APP 相機、APP 相簿、Google 雲端、Google Classromm、

Google 共編文件、AR share(為主要 AR 創作使用)、MARKER、iMovie、愛筆思画 X 

數位資源：Google cardboard 的觀影盒 

影片平台：Youtube、均一教育平台 

學習目標(運用雙向細目填寫) 

 
核心領域素養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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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海 J10 運用各種媒材與形式，從事以海洋為主題的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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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J20 了解我國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積極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視 2-Ⅳ-2 能理解視覺符號的意義，並表達多元的觀點。 
視 1-Ⅳ-2 能使用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個人或社群的觀點。 
視 1-Ⅳ-3 能使用數位及影音媒體，表達創作意念。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 
視 2-Ⅳ-1能體驗藝術作品，並接受多元的觀點。 
視 2-Ⅳ-2能理解視覺符號的意義，並表達多元的觀點。 

視 E-Ⅳ-2平
面、立體及
複合媒材的
表現技法。 
 
視 E-Ⅳ-3數
位影像、數
位媒材。 
 
視 A-Ⅳ-2 傳
統藝術、當
代藝術、視
覺文化。 

八年級 
單元名稱: AR中的汙托邦 
學習目標 
1.( 海 J18)探討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2.( 海 J19)了解海洋資源之有限性，保護海洋環境。 
3.( 海 J20)了解我國的海洋環境問題，並積極參與海洋保護行動。 
4.了解海洋議題藝術創作的動機。(視 A-Ⅳ-2、視 2-Ⅳ-2、視 2-Ⅳ-2) 
5.透過鑑賞四步驟鑑賞藝術作品。(視 A-Ⅳ-2、視 2-Ⅳ-2、視 2-Ⅳ-1) 
6.使用構成要素和形式原理，表達情感與想法。(視 1-Ⅳ-2、視 2-Ⅳ-2) 
7.( 海 J10)透過議題創作，運用 AR科技與多媒材，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
的理解。(視 E-Ⅳ-2、視 E-Ⅳ-3、視 1-Ⅳ-3、視 1-Ⅳ-4) 

 

課程流程圖 -  AR中的汙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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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一節課「汙托邦–當藝術家遇上了垃圾！迸出新滋味！」

part1】 

一、引起動機 

(一) 學生扮演生物鏈中的生物 

(二)目標:透過猜拳獲勝生存下來 

(三) 規則：「帶一件垃圾來上美術

課」，一人準備一個垃圾，以

猜拳獲勝者拿走對方垃圾，想

辦法生存到最後，獲得獲勝。 

(四)思考與隱喻：以「食物鏈」的

活動概念，思考海洋與人類的

關係。 

(五) 運用 slido 即時收集學生們思考關鍵字。 

 

二、正式課程，海廢議題 

    (一)進入主題，引導影片： 

攝影師 Chris Jordan 的作品與其所拍攝的記錄片《中途島》預告

片。 

引用自幸福台灣 eversmile關心台灣-記錄片【中途島】中文預告片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J7f4F73bjvw 

圖片來自 https://reurl.cc/WA3vpy 

    (二)小組討論，影片延伸: 

配合學習單進行討論，運用小組內共學模式，學習單見附件資料

 
 

5mins 
 
 
 
 
 
 
 
 
 
 
 
 
 
 
 
 
 
 
 
 
 
 
 
 
 
 
 
3mins 
 
 
 
 
 
 
 
 
 
 
 
 
 
 
 
 
 
 
 
12mins 
 

 
 
 
遊戲互動 
 
平板(各小
組一台) 
 
 
 
 
 
 
 
 
 
 
 
 
 
 
 
 
 
 
slido (網

頁) 

 

 

引用自

Youtube影

片 

 

 

 

 

 

 

 

 

 

 

 

 

 

組內共學 

 

 

克里斯（Chris Jordan）攝影師所

拍攝的作品 

 

記錄片【中途島】中文預告片 

https://youtu.be/J7f4F73bj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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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攝影師所拍攝的作品，有什麼樣的共同特徵，以及運用到什麼

樣的美感? 

(2)透過中途島與台灣的地理位置－皆位於太平洋，與學生一同討

論為何島上充滿了人造物/垃圾，而這樣的景象來自於什麼原

因?又對人類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三)小組分享，多元與歸納: 

透過小組間，依序分享剛剛所思考的答案。 

 

(四)教師導學，歸納與延伸 

接著，進一步對於「海廢議題」對於人類的影響層面進行探討，

談及塑膠微粒等海洋汙染物造成的自然迫害，同時呼應引起動機

所玩的「食物鏈」。並運用線上學習平台- 均一教育平台影片加

深學生對於海費議題中所提及減塑的相關概念。 
第四單元 解密塑膠及食品包裝的前世今生!  

包裝革新邁向零廢棄未來(圖片為影片截圖)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TJoEGzzilSM 

提問:學生平時可以如何進行減塑的方式。 
 

三、活動與評量 

    面對海洋議題，如何因應個人版小政策: 

(1)各小組推出個人版可以如何因應。 

(2)運用 A4寫下簡易的文字海報，可以加上圖文。 

(3)分享各小組的討論。 

(4)投票，選出最適合的，且可以執行的方式。 

 
 
 
 
 
 
 
 
 
 
 
 
 
 
 

5mins 
 
 
 
10mins 
 
 
 
 
 
 
 
 
 
 
 
 
 
 
 
 
 
 
 
 
 
 
 
13mins 
 
 
 
 
 
 
 
 
 
 
 
 
 

slido (網

頁)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引用自 

均一教育平

台 影片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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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成果 

四、總結和預告，藝術為海洋發聲 
學生們思考出可透過自身行為的改變，也可以參與公民行動為海洋發
聲外，在不同領域中也可以透過其專業為世界與環境盡一分心力，而
在藝術的領域中，更有一群透過創作為海洋、為世界共好的努力，此
為下個課程教學目標。 

 

 
 
 

【第二節課「汙托邦–當藝術家遇上了垃圾！迸出新滋味！」

part2】 

一、引起動機：提問思考 

（一）提問一：拿塑膠瓶，詢問同學「有想過塑膠瓶也可能成為垃圾

嗎？」「藝術家也可以透過這些廢棄物改變這個世界嗎？」 

 
 

 

 

 

 

 

 

（二）內容：加拿大華裔攝影師 Benjamin Von Wong為了喚起大眾的

環保意識，激發自己的創意，利用一萬個寶特瓶結合美人魚的想法，

做出「Mermaids Hate Plastic 」(美人魚恨塑膠)的攝影作品。 

影片引用自：https://youtu.be/vdZ5AWaNQqc?si=nqZVR4Ih-HUJ2K-V  

(圖片為影片截圖) 

（三）提問二：從上周的攝影師 Chris Jordan與這周攝影師 Benjamin 

 
 
 
 
 
 
 
 
 
 
 
 
 
 
 

2mins 
 
 

 

 

 

 

 

 

 

 

 

 

 

 

 

 

8mins 

 

 

 

 

 

 

 

 

 

 

 

 

 

 

 

 

 

 

 

 

 

 

 

 

 

 

 

 

 

 

 

 

 

 

 

 

 

 

 

 

 

 

 

 

引用自

Youtub影

片 

 

 

 

 

 

 

 

 

 

 

 

 

https://youtu.be/vdZ5AWaNQqc?si=nqZVR4Ih-HUJ2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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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Wong的作品也許是在不同時空或地區完成作品，是如何傳遞出來

的？ 

Ａ：影像、網路，將實體物件與內容可以透過媒體傳遞想表達的訊

息。 

 

二、正式課程 

接續我們來看看更多的藝術家透過他們的作品試圖來傳遞對於海洋議

題的創作與心聲。 

（一） 藝術為海洋發聲，鑑賞四步驟 

1. 透過「汙托邦」世界中的三個藝術家作品：深海幻想樂園

－Jason deCaires Taylor 的「海底博物館」、海洋島嶼－

台灣藝術家拉黑子‧達立夫的〈Limo o tan  珍惜〉、虛擬

的未來－Kim Preston 的〈塑膠太平洋〉 

2. 鑑賞四步驟：描述 Describing、分析 Analyzing、詮釋

Interpreting、判斷 Judging 

3. 透過鑑賞訓練美感觀察與表達，以海洋議題相關藝術家引

導學生們了解創作動機以及藝術家們透過其行動為世界永

續發展努力。 

（二） 小組討論 

全班分成六組，一組約五人，每兩組負責一位藝術家，運用鑑

賞四步驟，配合學習單進行討論，運用 classromm上傳三位藝

術家老師事前準備的資料，可讓學生們透過平板閱讀相關資

訊，討論以下內容，並用 slido APP分享討論的結果，學習單

見附件資料 a。 

建議:老師可以簡易示範如何運鑑賞四步驟鑑賞作品 

1. 作品的作品材質 

2. 作品的形式 

3. 創作者的理念 

4. 判斷:假如你是美術館策展人，想展出一件關於海洋作品，

此三件作品你會選擇哪件，為甚麼? 

Classromm藝術家資料建置 

學習單鑑賞四步驟紀錄討論 

    (三)  小組間分享 

1. 分享:六組互相分享結果，一組約1分半，仔細聆聽他組的分

享，並記錄於學習單上 

 

 

 

 

 

 

 

2mins 

 

 

 

 

 

 

 

 

 

 

20mins 

 

 

 

 

 

 

 

 

 

 

 

 

 

 

 

 

 

 

 

 

 

 

12mins 

 

 

 

 

 

 

 

 

 

組內共學 

 

 

 

 

 

 

 

 

 

 

Classromm 

slido 網頁

版 

 

 

 

 

 

 

 

 

 

 

 

 

 

 

 

 

 

 

 

 

組間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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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饋:下一組分享的給予上一組回饋。 

3. 再次小組討論:核對小組自己討論的內容，與他組有甚麼差

異，或是不足之處，再加上。 

     (四)  永續發展-兩難議題的提問 

開發與不開發反映了人類在海洋利用與保護間的權衡。一方面，

海洋資源如漁業、石油、天然氣、深海礦產等對經濟發展與能源

需求至關重要；另一方面，過度開發會導致生態破壞，如漁業資

源枯竭、海洋污染、珊瑚礁白化等，威脅全球生態系統的平衡。

永續發展旨在在滿足當代需求的同時，不損害後代生存的能力，

為此需在開發與保護之間找到平衡點。 

也回應到 Jason deCaires Taylor 的「海底博物館」，此位藝術

家如何透過藝術作品，嘗試去面對與生態「共存」的方式 

提問: 

海洋資源的開發是否能完全以環境友好的方式進行？如果可以，

如何實現？ 

 

三、活動與評量 

老師給予各組回饋，並且透過補充資料，更加完善說明各個藝術家作

品的細節或是透過媒材所談及的創作理念。 

 

四、總結與預告 

預告下周將進行 AR說出你的心聲創作前的說明，並讓大家了解 AR和

其他的科技藝術創作。 
 

【第三節課「 AR 中的汙托邦」實作前言】 

一、引起動機 

1.運用疫情間的線上課程紀錄作為

開場:還記得這個畫面嗎?這兩三年

帶給我們生活上很大的改變。 

 

因為疫情帶來的影響，加速了許多透過網路的模式進行的藝術創作，

同時也讓藝術的展覽形式從實體增加更多的線上展覽模式，使 AR、VR

等科技藝術讓更多大眾了解，而到底什麼是 AR、VR，這樣的線上展覽

方式又是什麼樣的體驗呢。 

 

二、正式課程 

1.介紹 AR、VR、XR 

同時間重點放在藝術上的運用表現，讓學生透過學習單的方式記錄內

容，學習單見附件資料 b，可運用 Google cardboard 的觀影盒，運用

線上 Youtube VR來體驗。 

 

 

 

 

 

 

 

 

 

 

 

 

 

 

 

 

 

 

 

 

 

3mins 

 

 

 

3mins 

 

 

 

 

 

 

 

 

 

20mins 

 

 

 

 

 

 

 

 

 

 

 

教師導學 

 

 

 

 

 

 

 

 

 

 

 

 

 

 

 

 

 

 

 

 

 

 

 

 

 

 

 

 

 

 

 

學生體驗 

(手機) 

Google 

cardboard 

的觀影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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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論 

這樣的線上虛擬展覽的模式，融合 AR、VR跨地區、時間，你覺得線上

展覽可以取代實體展覽嗎? 

3.創作欣賞 

連結到前面兩節所談到的海廢議題，我們來看看再 AR APP-MARKER上

運用 AR的模式如何進行創作。 

學生記錄下所看到的模式:物件3D影像、遊戲互動式、影片 

4.小結論 

我們接下來將要運用ＡＲ來進行創作，來將你們對於海洋議題的想法

與心聲運用ＡＲ的模式來傳遞出來。 

 

三、活動與評量 

1.說明創作:運用 AR來創作一件作品，可以傳遞海洋議題，同時間具

備互動式。將運用 AR share擴增兩類型的內容，一種為遊戲互動式問

答與腳色動畫故事，並說明 AR share的製作流程。 

目標:製作觸發載體一個 +觸發點至少一個+觸發內容 

Ar類型: 

(1) 圖片取代:掃描到辨識圖像，就顯現另一張圖片取代辨識圖

像，或是用另一張圖片局部覆蓋辨識圖像(或顯現在旁邊)。 

(2) 題目問答: 掃描到辨識圖像，就出現題目與選項供使用者選

擇作答。題目中可包含圖片、聲音，或只有文字敘述。 

(3) 影片播放: 掃描到辨識圖像，就播放 Google 雲端硬碟上的

影片或具有直接網址的 mp4 影片。 

2.創作流程:第一周為第四節課程，下一節課。 

第一周 第二周 第四周 第五周 

設計草稿 製作觸發點、

ＡＲ內容 

製作觸發點、ＡＲ內

容觸發點與ＡＲ連結 

完成與發表 

 

3.分組，草圖設計 

 

 

 

 

 

 

 

 

 

 

 

 

 

 

 

 

 

 

 

 

 

 

 

15mins 

 

 

 

 

 

 

 

 

 

 

 

 

 

 

5mins 

 

 

 

 

 

 

 

 

 

 

 

 

 

 

 

 

(平板) 

MARKER 

 

 

 

 

 

 

 

 

 

 

(平板) 

AR share 

 

 

 

 

 

 

 

 

 

 

 

 

 

學生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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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學思達「大聯盟選秀分組

法」，將小組分組以一個團隊

概念，讓每個學生皆身兼要

職，每組為一個新媒體設計公

司，一組共有5-6人，學生以

自身的專長工作，期待在各

「新媒體設計公司」中大展身

手，並且開始進行小組「AR說

出你的心聲」草圖設計，運用附件3學習單紀錄設計。 

 

四、總結與預告 

1.下周準備開始確認各組的創作內容、收集資料與 AR 設計，可以先利

用下課之餘時間稍微討論一下，或事先收集一些相關資料。 
2.準備相關的媒材用具 

 
 

【第四節課「 AR 中的汙托邦」實作設計草稿】 

一、引起動機 

回顧上週的分組，並且找尋 AR的一些作品來回顧 AR的設計概念。 

二、正式課程 

(一)討論 AＲ設計草稿，見附件3草圖設計 

1.點 主題設計 

從海洋議題為出發，以心智圖的方式思考紀錄主題，運用相關關鍵字

延伸，並運用平板找相關的資料，以 google文件進行共編，並共享給

老師，如下圖: 

 

學習單討

論的心智

圖 

 

平板找尋

相關資

料，運用

共編

google 

左圖為學

生們找的

資料 

＊提醒學生共享文件注意事項:如何共享、共享的 email、以及檔案

名稱更改為班級+座號 

 

 

 

 

 

 

 

 

 

 

 

2mins 

 

 

 

 

 

 

2mins 

10mins 

 

 

 

 

 

 

 

 

 

 

 

 

 

 

 

 

 

 

 

 

 

 

 

 

 

 

 

 

 

 

 

 

 

 

 

 

 

 

 

 

 

 

 

小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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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線 圖像聯想:左邊為觸發圖像，可以用現

成圖像，也可以自製圖像，右邊為觸發載具

後所產生的內容，先簡單的草圖圖像即可。 

3.面 設計:於上方的大格子中將前面第二部

分所發想的圖像，做更完整的草圖，並將 AR

觸發的位置圈出來。於下方格子討論觸發的

內容形式要怎麼樣呈現，可以是一段影片、

也可以是另一幅圖像創作，又或是互動問

答。 

並且再設計圖旁寫出如何製作(製作計畫)。 
＊ar 製作提醒： 

(1.)ar 需要有一個明確的外輪廓去辨識，所以盡量

讓被辨識的圖像，可以清楚、明確，盡量不要讓造

型太過圓潤，或是讓畫面中重複同樣的造型太多，

可能導致辨識不清楚。 

(2.)設計 ar 的觸發點，最多設計三個喔，盡量不

要太多，因為重疊會無法辨識，又加上觸發的畫面只有四開大小。 

(3)分工，在討論完內容後，可以讓每個小組內部分工工作，分工的工作可以由

CEO 或是動畫師來分，讓每個同學都有要負責的內容，並且在項目旁邊寫下號

碼，作為紀錄與評量的歷程。 

  
學生討論畫面1 學生討論畫面2 

學生草稿討論單 

三、活動與評量 

老師做為引導與核對的角色:在學生討論的過程，老師需要去和每個小

組討論關於 AR擴充的製作方式，因為學生的先備能力不同與設備有

限，所以需要和學生確認他們的製作方式與形式。 

四、總結與預告 

1.下周準備開始製作 AR 設計，還未完成討論，可以先利用下課之餘時

間完成討論一下。 

2.準備相關的製作媒材用具。 
    3.會提供各組一支觸控筆，可以運用平板繪製。 

 

10mins 

 

 

20mins 

 

 

 

 

 

 

 

 

 

 

 

 

 

 

 

 

 

 

 

 

 

 

 

 

 

 

 

 

 

 

 

 

3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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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課「 AR 中的汙托邦」實作製作觸發點與擴增內容】 

一、引起動機 

分享上週草稿設計優秀的組別草圖，並說明大家可以加強的地方。 

老師觀察分享:各組在擬訂計畫需要再完善，或是可以採取先規劃好個

人工作，組長 CEO需要掌握每個組員的完成進度。 

二、正式課程 

1.製作觸發點與觸發的內容 

各組依據各小組的草稿，進行分工合作，同一組依照兩路進行。 

一組人製作觸發點，由 CEO帶隊，運用實體繪畫或拼貼製作四開觸發

點。 

另一組人製作觸發的內容，由動畫師帶隊，運用平板來剪輯影片( 

圖像+文字、或是短影片剪輯)或是觸控筆於平板繪圖。 

＊平板剪輯影片 APP  iMovie 

＊平板繪圖 APP 愛筆思画 X 

 

 
CEO 帶隊:運用實體繪畫或拼貼製作四開觸發點 動畫師帶隊: 觸控筆於平板繪圖 

2.回報進度:可以制定每15分鐘回報一次進度，由負責的 CEO與動畫師

來進行回報各小組的進度給老師。 

3.老師指引角色，給予學生們技術上的指導與協助。 

 

三、總結與預告 

1.鼓勵與肯定各組的進度。 
    2.預告下周要繼續將觸發點與 AR內容完成。 

 
 

【第六節課「 AR 中的汙托邦」實作製作ＡＲ+連結觸發點】 

一、引起動機 

先讓各組的作品擺放出來，讓大家去欣賞，並且回饋他組，同時間各

組討論那些部份可以做調整或是更好的去完成作品。 

 

二、正式課程 

1.銜接上周進度，繼續完成 AR觸發點與觸發的內容 

這次 AR作品是一個應用型的創作，因為學生在統合運用以前所學過的

影片剪輯、圖片編輯文字與平板繪畫的能力，所以需要給予學生時間

進行創作，因此讓 AR的製作過程多一些時間。 

2.說明觸發點的連結 

(1)素材準備-須將圖像皆電子化，可存在各小組的雲端(由新媒體公

司會計同學來負責，作為材料收集任務)，如果是採用手繪製作的同

 

 

 

5mins 

 

 

 

38mins 

 

 

 

 

 

 

 

 

 

 

 

 

 

 

 

 

 

 

 

 

2mins 

 

 

 

 

8mins 

 

 

 

 

35mins 

 

 

 

 

 

 

 

(平板) 

剪輯影片

APP  

iMovie 

繪圖 APP 

愛筆思画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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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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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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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需用平板拍攝作品，並且運用照片 APP修改大小成最終連結的

影像。 

  
 

(2)註冊 AR SHARE帳號:建議一位同學做代表申請(也可以由新媒體

公司會計同學來負責)，一個帳號可以免費做三個觸發點。(如下表

格說明) 

 

 

 

(3)AR設定流程- 

  見下列表格 

AR SHARE  APP操作 

需使用電腦讓學生們運用網路版的進行操作，當時有操作時，有向

設備組借六台筆電，讓學生操作。 

 

步驟 

1.先登入帳號後，點入新增

AR 

2.上傳觸發圖像(素材準備時

的檔案) 

 

3.選擇 AR形式 

4.新增觸發的圖像或影片、

問答設計 

 

 

 

 

 

 

 

 

 

 

 

 

 

 

 

 

 

 

 

 

 

 

 

 

 

 

 

 

 

 

 

 

 

 

 

 

 

 

 

 

 

 

 

 

 

 

 

 

 

 

 

 

 

APP  

AR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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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觸發點的使用方式: 

  此代碼輸入平板 app ar share 畫面，便可以掃描  

 
三、活動與評量 

老師引導與觀察各小組的進度狀況，一樣可以採用小組回報的模式，

當完成後可以有一位代表來進行回報，來確認各小組有跟上進度。 

 

四、總結與預告 

1.鼓勵與肯定各組的進度。 
    2.預告下周要完成 AR內容與進行發表分享。 
 
 

【第七節課「 AR 中的汙托邦」實作完成與發表】 

一、 引起動機 

分享上週大家努力製作作品的畫面，給予鼓勵，同時間也提醒今日要

完成作品並在這節課後半段要分享作品內容。 

 

二、 正式課程 

1.完成 ar連結設定:確認各小組皆完成 ar設定 

2.各組提供兩台平板:一台操作、另一台進行拍攝操作過程，完成後上

傳到 GOOGLE CLASSROOM 繳交作業。 

  
同組互拍成果1 同組互拍成果2 

 

三、 活動與評量 

1.口頭分享:各組進行分享。 

 
口頭分享 

2.回饋:回饋他組的作品。  

 

 

 

 

 

 

 

 

 

2mins 

 

 

 

 

 

2mins 

 

 

 

20mins 

 

 

 

 

 

 

 

 

 

 

 

 

 

20mins 

 

 

 

 

 

 

 

 

 

 

 

 

 

 

 

 

 

 

 

 

 

 

 

 

 

 

 

 

 

(平板) 

APP  

GOOGLE 

CLASSROOM 

 

 

 

 

 

 

 

 

 



                                                                               15 

3.金點 AR獎:票選最欣賞的組別。 

 

四、 總結課程 
老師給予各組回饋與肯定，透過這次課程中，看到各組的多元形式作
品，同時間也運用 AR 的方式，進行不同的擴增實境，讓觀者有更多的
聯想與體驗，還增添了互動性。 

 

 

 

3mins 

 

 
教學省思： 
 

一、教學心得: 

1.當藝術遇上科技: 

    思考當藝術遇上科技之時，並不會失去本科的專業學習，但同時間又可以融入科技到課程

中，除了成為一種輔助學習的工具，更是成為一種創作的媒材與形式，更能讓學生在創作過程中

去了解到這一項媒材-科技的特性，並運用在創作表達之上，例如:科技的超越時空、虛擬性與互

動性…等，都是在科技藝術中會去強調的觀念，同時也讓孩子們做中學。 

2.當遇到困難時，我們會有什麼樣的精神: 

    自己本身對於科技其實也不是很擅長，但抱持著一個想法，這就是一個時代的趨勢，以及一

個時代的特性，就讓自己去嘗試吧，就算不會、就算困難，就去學、就去問，秉持著這樣的精

神，這個課程就慢慢的誕生了，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們在成長，我自己也覺得教學相長，我也跟

著學習不少，例如孩子們運用軟體製作腳色動畫，並且運用錄音程式加入自己的聲音，最後產出

影片上傳到 YT，連結 AR SHARE，這歷程中，我作為一個陪伴打怪的腳色，當面對軟體的問題時，

就一同去嘗試、去修改，一同成長的感覺真棒，而這便是我們遇到困難時，我想傳遞給孩子們的

精神，在未來的道路中，還可能面對世代的快速改變，如何保有終身學習、勇於面對挑戰與自主

探究學習，這就是這堂課所最想影響孩子們的精神! 

3.學生回饋: 

(1)A 學生:回想我們之前做作品的過程，雖然做得有點趕，是在段考前的放學時間付出的努力，

但完成後的樣子，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就算在製作過程中算是辛苦的，最後完成的樣子，卻

有種好像超越自己的感覺一樣，有很愉快、開心的感覺 ʕ‧ᴥ‧ʔ 

(2)B 學生:過程中軟體操作真的好難喔，但是看到成品真的可以掃出東西，覺得好新奇喔! 

(3)C 學生:這次課程在作品上花了好多時間，覺得用平板畫圖後，連結到 AR，出來的樣子好讚! 

(4)D 學生:透過 AR的方式表現海洋議題，希望能運用 AR的方式，讓觀看我們作品的人知道海洋

保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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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省思: 

1.科技與學校資源 

    在這個課程中,整合了學校的資源,很感謝教務處的設備組支援,協助提供、清點與維護設備,

才有機會在課堂中融入科技資源。但同時間在課堂實施過程中也會遇到很多的困難,設備的不穩定

性,舉例:網路的接通、軟體的使用等等,都成為了課堂不確定的因素,因此有時候也會花不少時間

在設備的操作上。但這些小困難就像是遊戲中的小 BOSS,和學生們一起打怪升級,也無所畏懼。 

2.如何讓全班都能達到教學目標 

    在科技融入課程中,最要思考到的是學生們的先備能力的差異,尤其是在科技軟體上的使用,學

生能力的差異性更大,因此,除了透過小組間的共學,相互合作以外,還有課程的難度與示範,可以隨

著班級能力做調整,以評量目標來說,最基本的學習到如何透過 AR 進行擴增,進階一點的能力表現

為能結合影片/圖片編輯能力擴增製作 AR 內容。 

3.放慢步調 

    在這次課程中,很大的一個感受,就是當老師的步調放慢時,孩子們會持續的跟上步調,不須心

急、又或是下指導棋,只要明確的目標提供給學生,學生們便會一步一步的到達目的地! 

參考資料： 
 
影片 
幸福台灣 eversmile 關心台灣-記錄片【中途島】中文預告片 
https://youtu.be/J7f4F73bjvw 
包裝革新邁向零廢棄未來 
https://youtu.be/TJoEGzzilSM 
「Mermaids Hate Plastic 」How I made plastic pollution more shareable with a Mermaid and 10000 plastic 
bottles - 3/3 
https://youtu.be/vdZ5AWaNQqc?si=nqZVR4Ih-HUJ2K-V 
 
海廢議題相關資料 
《海洋垃圾》放開那動物！垃圾無盡的騷擾。 
wuo-wuo.com/topics/enviromental/ocean-trash/916-zeczec-2692 
 
海廢議題新聞 
海流+風阻效應 海漂垃圾襲台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412457 
它有44個台灣大！漂流海上的海洋垃圾帶 
https://reurl.cc/1GrZeW 
422世界地球日》直擊台灣海洋垃圾危機…這些「巧克力球」不斷毒殺我們的大海 政府每年花17
億清海廢卻治標不治本 
https://reurl.cc/7M6DRd 
《海洋垃圾》迎戰海洋廢棄物：困境與解方 
https://wuo-wuo.com/topics/enviromental/ocean-trash/892-zeczec-2693 
 
藝術家資料 
「昂波利法伯號：沉船之寶」於威尼斯展出 
http://www.artist-magazine.com/edcontent_d.php?lang=tw&tb=8&id=420 
拉黑子‧ 達立夫的海洋凝視 高雄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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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kmfa.gov.tw/FileDownLoad/Publications/20220531122639230002249.pdf 
〝塑膠太平洋〞數位影像創作 – Kim Preston 
https://reurl.cc/2E5ZmE  
附錄：  

附件資料 a 

 
 
學習單圖片引用 
杰森 泰勒 Jason deCaires Taylor 作品圖片來自 https://reurl.cc/DlD7qQ 
拉黑子‧達立夫圖片與資料來源 https://rahictalif.com/project/2014a-beautiful-ocean/ 
Kim Preston 作品圖片與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KlD5Mg 
 
 

附件資料 b 

https://reurl.cc/2E5Z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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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與學生成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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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一節課與第二節課 學生學習單 說明: 第三節課 學生學習單 

 

說明:第四節課 討論創作記錄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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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小組 A成果 說明: 小組 A成果 AR擴充內容 
  

說明: 小組 B成果 說明: 小組 B成果 AR擴充內容 
  

說明: 小組 C成果 

作品介紹影片，學生錄製(雲端) 
https://reurl.cc/edjGXM 

說明: 小組 C成果 AR擴充內容 

學生自己錄製角色，運用 Cartoon Animator讓

角色能有簡單的動態，並且加入聲音，述說每

個角色的故事。 
角色影片: https://reurl.cc/Ojx5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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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小組 C成果 AR擴充內容 
  

說明: 小組 D成果 

作品介紹影片，學生錄製(雲端) 
https://reurl.cc/QZ85Zq 

說明: 小組 D成果 AR擴充內容 
運用逐格動畫 stop motion(APP)錄製，並用威
力導演進行剪輯 https://reurl.cc/QZ85Rp 

評量規準 

等級  A B C D E 

鑑賞

表現 

能完整地透過鑑

賞四步驟完成對

於作品的描述與

表達判斷。 

能透過鑑賞四

步驟完成對於

作品的描述與

表達判斷。 

能概略地透過

鑑賞四步驟完

成對於作品的

描述與表達判

斷。 

能嘗試透過鑑賞

四步驟完成對於

作品的描述與表

達判斷。 

未能透過鑑賞

四步驟完成對

於作品的描述

與表達判斷。 

小組

合作 

能和成員一同討

論與分工完成作

品。 

能嘗試和成員

一同討論與分

工完成作品。 

能嘗試和成員

討論與分工。 

能與成員分享自

己的想法並嘗試

參與分工。 

未能和成員一

同討論與分工

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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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表現

標準 

能充分應用適當

構成要素與 AR

完整表現具有海

費議題的作品。 

能應用適當構

成要素與 AR完

整表現具有海

費議題的作

品。 

能大致應用構

成要素與 AR完

整表現具有海

費議題的作

品。 

僅能約略應用構

成要素與 AR 完

整表現具有海費

議題的作品。 

未達 D級 

未能應用構成

要素與 AR完整

表現具有海費

議題的作品。 

評分

指引 

能精準且完整的

做出觸發點與

AR擴增內容，

並傳遞對於海廢

議題的觀點。 

能明確做出觸

發點與 AR擴增

內容，並傳遞

對於海廢議題

的觀點。 

嘗試做出觸發

點與 AR擴增內

容，並表達對

於海廢議題的

觀點。 

能做出觸發點 AR

擴增連結，內容

能觸及海廢議題

的觀點。 

未能做出觸發

點 AR擴增連

結，內容能觸

及海廢議題的

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