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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教學方案主題)           教案格式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 設計者 張釋月 

實施年級 高年級 總節次 共6節，3週 

單元名稱 想像 E世界-讓時間靜止的魔法校園 

設計理念 
一、設計背景與動機: 

                藝術家-克利曾經說過：「藝術表現不僅僅是呈現具象眼睛看到的，更可以為心靈的

自然觀察中察覺發現生活中美的視界，以「校園視覺元素建立新屬性的創作主題」進行

創作思考，內容以「觀察與美感」、「覺察與發現」、「感受與創新」出發，從校園中觀察

蘊藏之美的活動並捕捉生活中美的奧祕及魔法 E視界三大主題，從形式美到深層含義的

詮釋、理解和分析造形、色彩、光影與紋理等要素，傳遞了超越表面形式的意義，進行

創作主題內容思考構思，透過 Google簡報紀錄學習歷程，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進

行校園環境觀察感受及探索任務任務，視覺元素的色彩與構成要素的辨識與思考，期望 

        並學生從校園寶藏裡，透過觀察而發現蘊藏於校園中微小美的構成及要素或現象，並搭

配運用載具紀錄方式，從中領略出深藏於中的奧秘：不論是美感的組成元素，如色彩、

秩序、比例、結構或質感等；甚至是延伸於生活哲理上的感受發現；都能進一步在生活

當中進而實踐各種啟發；藉此鋪陳來引導出「感受力」與「觀察力」的重要性。並以視

覺覺察探究思考進行影像表現實作，將視覺元素與構成要素應用於實際創作之中，讓學

生擁有一雙「發現」的眼睛，培養學生創作前的核心思考學習內容和目標，落實學生思

考和實踐藝術創作的後設能力。學生透過載具影像拍攝進行視覺感受與美的詮釋「藝視

界」創作。 

                透過藝術學習將五感打開，跟大自然學習，為孩子儲存更多的創意發想與細膩的感

知，觀察力！從五感中進行大自然學習的藝術轉化實踐的創作，包含「批判性思維、溝

通能力、團隊協作、創造與創新、複雜問題解決」。 

                此教學營造學習情境，透過任務實踐藝術知能，培育學生美感素養及拓展學習經驗

帶領學生從日常生活中發現美、感受美、說出美，達到學生自我成長的目標。以學習主

體的概念發展出四個單元活動： 

        活動一、藝境探索  ：校園中觀察蘊藏之美的活動，教師帶領學生校園影像探索及採集， 

                        藉由校園觀察活動，培養具觀察思考表現連結能力。 

        活動二、校園對話   ：捕捉生活中美的奧祕，透過資訊載具拍攝進行脈絡性的統整、歸 

                        納、分析及思考，將學習歷程資料建置雲端。 

        活動三、魔法 E 視界：透過每位孩子獨特「視覺觀看方式」，「覺察」的雙眼，建構屬於 

                        自己的美感經驗，進行影像藝術傳達的意義。 

                因為習以為常而忘卻停留觀察生活中蘊藏有許多未曾發現的美感，只要願意打開五 

        感的感官，放慢腳步進行觀察，將可以重新開啟新的視野，每個人就都能進入「想像 E 

        世界-讓時間靜止在魔法校園」轉換構造之美、自然之美，生活應用的創新之美，驚艷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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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目標:  
        1、觀察與辨識：學生能運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在校園環境中敏銳觀察並辨識日常忽 
                                     視的美感，包括色彩、形狀、紋理、構圖和光影等藝術要進行創作。 
        2、數位與創作：學生能使用數位工具拍攝校園美感元素，運用藝術語彙和形式原理詮 
                                      釋，創作有意義的藝術作品。 
        3、表達與詮釋：學生能將拍攝的校園影像轉化為主題性視覺創作，表達個人理念和情 
                                      感，傳達作品意義。                                       
三、教材選用：自編 
四、差異化學習：分為五部分進行  
        1、藝術批評與反思：培養學生從形式美到內涵理解能力，發展藝術批評和自我反思技能 

2、觀察與創作轉化：引導學生敏銳觀察環境，將觀察轉化為有意義的藝術表達和創作 
3、視覺感知與分析：發展學生的視覺感知能力，培養分析藝術作品形式和深層含義技能 
4、個人表達與差異：鼓勵學生發展個人獨特藝術表現方式，尊重並展現學習的多樣性。 

5、數位工具與應用：指導學生運用數位工具進行藝術創作和學習應用能力。 
五、學習成果: 視覺藝術學習重點在於透過覺察視覺元素並且轉化運用構成要素進行色彩辨識 

知能及意象傳達及溝通，運用作品形式和特徵表達自我的情感轉換創作表現。 
1、 視覺探索與創意表現：學生能敏銳觀察環境，辨識視覺元素，並將觀察轉化為具個

人特色的藝術創作。 
2、 美感素養與藝術思維：培養學生運用藝術語彙分析作品，並以藝術思維解決問題，

將美感融入生活。 
3、數位工具應用與展現：學生能運用數位工具，進行藝術形式創作及表現。 
4、藝術批評與自主反思：培養學生進行藝術批評和自我反思，提升藝術表現思辯力。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Ⅲ-2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 
     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1-Ⅲ-3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 
   法，表現創作主題。 
●2-Ⅲ-2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 
   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 
   達自己的想法。 
●2-Ⅲ-5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 
   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 
   同的藝術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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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B2識讀科技資訊與媒體的 
特質及其與藝術的關係。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 
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 
感經驗。 

學習 
內容 

●視 E-Ⅲ-1視覺元素、色彩與 
構成要素的辨識與溝通。 

●視 E-Ⅲ-2多元的媒材技法與 
創作表現類型。 

●視 A-Ⅲ-1藝術語彙、形式原 
理與視覺美感。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 
術、環境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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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總綱十九項議題為考量、並落實議題核心精神，建議列出將融入
的議題實質內容。議題融入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所融入
之學習
重點 

學習重點：融入說明 
學習表現 
視覺探索 
1-Ⅲ-2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能透過校園覺察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進行探索創作歷程。 
審美感知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能進行校園視覺構成要素進行描述視覺元素和構成要形式原 
         理，並且分析作品的形式美感及想法。 

生活應用 
視 P-Ⅲ-2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藝術。 

     ●能運用數位工具進行校園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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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觀察校園環境中的視覺元素，並表達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學習內容 
視覺探索 
視 E-Ⅲ-1視覺元素、色彩與構成要素的辨識與溝通。 
            ●能透過校園覺察的視覺元素與構成要素的辨識與溝通進行創作 
                        
審美理解 
視 A-Ⅲ-1藝術語彙、形式原理與視覺美感。 
           ●能運用校園視覺元素色彩的辨識與色彩計畫的應用。 
           ●能運用校園環境中的視覺元素探索形式原理與視覺美感進行創 
               作。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教師 
1、電腦、平板、google簡報、google雲端 
 
學生 
1、平板、google簡報、google 雲端 

學習目標 

 
第一單元：藝境探索 
         1-1能透過校園關察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進行探索創作。 
         1-2能進行校園視覺構成要素進行描述視覺元素和構成要形式原理，並且分析作品 
            的形式美感及想法。 
         1-3能透過脈絡性的統整、歸納、分析及思考校園構成要，進行主題創作及訂定。 
第二單元：校園對話-校園美感尋寶圖 
                  2-1學生能夠運用數位載具拍攝，建立校園美學學習歷程的資料並上傳至雲端，記 
            錄學習過程。 
         2-2學生能夠運用校園美感元素來詮釋創作作品，並利用藝術語彙和形式原理，透 
            過數位工具拍攝具意義的校園藝術作品，強調在藝術領域中的表現與創作。 
第三單元：魔法 E 視界 
         3-1學生能夠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欣賞不同的藝術形式與文化，善 
            用多元感官，察覺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關聯，豐富自己的美感經驗。 
         3-2學生能透過自己獨特的「視覺觀看方式」，運用敏銳的觀察力，構建屬於自己的 
            美感經驗，並在生活中實踐影像藝術的意義傳達。學生能將拍攝的校園影像轉 
            化為主題性視覺創作，表達個人理念和情感，傳遞作品的深層意義，強調在生 
            活中的實踐與應用。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一單元：藝境探索 

 

一、引起動機-校園的美感觀察 

       校園觀察活動：教師帶領學生進

行 

校園美感造型探索及觀察。 

        教師展示一系列校園日常物件的

特寫照片，請學生猜測這些照片拍攝

的是什麼。 

二、發展活動 

 

 

 

 

 

 

10分 

 

 

 

 

 

■觀察力評估 

 

 

■口頭評量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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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小組討論 

 ■你認為這些校園日常物件的特寫照 

    片是什麼？它們的形狀或紋理是否 

    讓你聯想到其他事物？ 

■這些物件為什麼會被選作為觀察的 

   對象？它們的外觀或表面有什麼特 

   別之處？ 

■當你在校園中觀察這些物件時，它 

   們與環境的色彩或光影如何互動？ 

   有什麼樣的變化讓它們看起來與平 

   常不同？ 

■引導學生關注色彩和光影的作用， 

   理解校園環境如何影響物件的外 

   觀，並探索校園景物的視覺效果。 

■你認為在創作數位影像時，如何透 

   過構圖、色彩和光線來捕捉校園美 

   感？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你作品傳達 

   一種特定的感受或故事？ 

小組分享觀察及發現 

1、心智圖分享與海報製作 

    ■各小組運用心智圖彙整統整的校 

      園物件及其形狀、紋理、色彩與 

     光影的互動及視覺連結。   

    ■主題為中心的核心表現，放射出 

      不同的觀察角度，如「紋理特徵 

      」、「色彩變化」、「與環境互動」。 

三、總結活動 

教師提問： 

   1.觀察校園要留意那些事項? 

   2.觀察前需要準備那些工具進行觀 

      察? 

   3.這些照片有什麼特別之處? 

   你平常會 

      注意到這些影像的細節嗎? 

   4.師生討論如何透過想法進行校園 

      觀察及影像紀錄? 

四、評量活動 

       回顧和反思：分享拍攝作品中最

有故事的照片，在小組內進行一句話

詮釋，分享照片展現校園美感地方。 

 

 

 

 

 

 

 

10分 

 

 

 

 

 

 

 

 

 

 

 

 

 

10分 

 

 

 

 

 

 

 

 

 

 

 

10分 

 

 

 

 

 

 

 

 

 

 

 

 

小組合作 

■對應目標: 學生能使用數位工具拍攝 

   校園美感元素進行數位影像創作，並 

   且運用藝術語彙和觀察的形式原理進 

   行詮釋，創作有意義的藝術作品。 

 

創意思考、口頭報告 

對應目標:  

1. 此問題在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讓學

生透過觀察特寫照片中的形狀和紋 

理來猜測物件的來源，進行初步的

想像和聯想。 

 

2.鼓勵學生進一步思考這些物件的特殊 

  性，從日常中找到藝術或美感的可能 

  性，提升學生對環境敏銳覺察力。 

 

實作評量： 

■各組運用心智圖表現進行海報製作。 

   內容： 

（1） 小組的視覺觀察重點呈現。 

（2） 海報加入圖片、色塊或符號嘗試 

  色彩和光影的作用，幫助學生 

  觀察圖像上的發現。 

學習目標： 

■鍛鍊學生組織思考能力，並以視覺方 

  式表達觀察成果。 

■對應目標、學生能透過脈絡性的統 

■統整、歸納、分析、思考 

進行校園主題分析及訂定的構成要素。 

■口頭評量 

組內共學：每位小組成員進行一句話分

享，達成回顧與反思，校園的視覺藝術

學習重點在於透過校園視覺元素覺察並

且轉化達成運用構成要素的辨識力。 

教師導學：歸納小組分享的思辨見解。 

                    達成組間互學。 

■學生進小組進行知能及意象轉化及溝 

  通， 運用作品形式和特徵表達自我的 

  情感轉換的創作表現。 

■數位工具介紹: 

  教師介紹平板相機的基本功能和構圖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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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校園對話 

一、 引起動機-校園美感尋寶圖 

1. 校園探索任務: 將學生分成小組，

每組配發一份任務，校園中尋找

並拍攝主題照片。 

任務主題名稱： 

（1）尋找有趣的形狀。 

（2）發現獨特的紋理。 

（3）光影交錯的軌跡。 

（4）意想不到的色彩搭配。 

（5）畫中有話，你看見了嗎? 

（6）創意大發現、我的心世界。 

二、 發展活動  - 哪裡不一樣? 

教師提問、小組討論 

 ■你發現哪些平常被忽視的美感元 

   素? 

（1） 拍攝過程中遇到了什麼挑戰? 

（2） 如何克服遇到的困難? 

（3） 照片分享與討論、怎麼介紹? 

（4） 各組選出最佳作品，詮釋拍攝

理念和技巧。 

（5） 拍攝作品有符合理念構想嗎? 

■差異在哪裡? 

三、 總結活動 

     回顧與展望-數位影像創作 

    ■影像拍攝該如何拍? 

    ■如何做到拍攝理念達成? 

      拍攝作品可以有主題嗎 ? 

   主題拍攝的重點在哪? 

四、評量活動 

■數位影像創作是否達到主題與美感

目標三個詞語形容此教學活動拍攝的

主題，以及主題在照片的呈現，寫在

便利貼。 

例如：「光影、色彩、形狀對比」 

■歸納最多名詞?尋找原因? 

 

 

 

 

5分 

 

 

 

 

15分 

 

 

 

 

 

 

 

 

20分 

 

 

 

 

20 

 

 

 

 

 

 

 

 

20 

 

 

 

 

 

 

 

 

 

 

 

 

 

 

■想像及思辨 

  1，學生透過分組討論釐清主題概念， 

        拍攝重點，具焦邏輯概念思辨。 

  2，能運用平板載具進行主題拍攝。 

  3，能分工合作進行任務。 

  4、能透過知能意象轉化及溝通進行拍 

        攝作品的詮釋及對應分析。 

 

小組分享：透過回顧與展望歸納 

1. 能觀察拍攝的裝備及規劃。 

2. 能進行影像拍攝前規劃。 

   拍攝前需要注意那些問題? 

   寫下發現。 

3.能進行小組主題的拍攝作品。 

4 .能挑選出小組共同認同最符合主題 

    的作  品、並且詮釋、分析視覺元素 

    及核心構想。 

5.能察覺主題核心後設概念及對應方法 

 

總結性評量 

學生將這三個詞語快速寫在便利貼， 

  並與旁邊的同學進行簡短交流。 

■歸納便利貼-相同主題放一起。 

■找出最多人的發現。討論原因，是否 

  和大眾價值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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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魔法 E 視界 

 

      透過每位孩子獨特「視覺觀看方

式」，覺察的雙眼，建構屬於自己美

感經驗。 

影像藝術的意義與演變 

一、 引起動機-不只是影像探究思考 

   1 .影像藝術表現形式與傳達 

  ■亞洲藝術中心線上展覽，2015 探 

   究當代藝術變化的展覽「不是影 

   像」，透過五位藝術家主題創作探 

   究影像議題：。 

 1.藝術家介紹：徐文愷(aaajiao)、林 

     科、劉國強劉月、朱昶全，五位藝 

     術家在展覽進行各種試驗，作品討 

     論。 

  2.作品表現的思考：作者在作品中的 

     傳達與思考，作者透過影像藝術傳 

     達什麼訊息? 

教師提問： 

 ■影像藝術的多元表現方式： 

   影像藝術訊息傳達和時代變遷演進 

   有沒有關聯? 

 ■引導學生思考-現代影像傳達的重點 

   有和以往有何不同？ 

  

■影像藝術的過去與現在 

(二).影像敘事表現： 

   師生討論-影像時間與空間敘述視角 

  ■影像創作的定義： 

    影像表現美感基本元素的討論與創 

    作運用思考。 

 

1. 影像時間與空間敘述的視角： 

透過師生討論影像創作定義 

界定此單元創作表現思考。 

2. 影像表現美感基本元素討論與創

作運用的思考 

 

 

教師提問： 

  1.影像可以傳遞的表現方式? 敘述? 

  2. 如何擁有一雙「發現」的眼睛? 

 

 

5分 

 

 

 

5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單元重點 

引導學生通過獨特的「視覺觀看方

式」，培養敏銳的觀察力，從而建構屬

於自己的美感經驗。我們鼓勵學生重新

審視日常環境，發現被忽視的美，並通

過影像藝術形式表達個人見解。 

 

口頭評量： 

（1） 使用簡單的照片編輯 App，引導

學生對自己拍攝的照片進行創意

故事拍攝。 

 

http://www.asiaartcenter.org/asia/this-is- 

not-video-2/  亞洲藝術中心 

 

（2） 作品表現的思考：作者在作品中 

的傳達與思考，作者透過影像藝 

術傳達什麼訊息? 

 

 

■通過精選的影像簡報，展示影像藝術

在不同時期的角色與意義 

探討影像藝術在各個時代背景中的獨特

價值 

鼓勵學生分享對現代影像藝術的理解和

看法 

 

■通過精選的影像簡報，展示影像藝術 

  在不同時期的角色與意義。 

■探討影像藝術在各個時代背景中的獨 

  特價值，鼓勵學生分享對現代影像藝 

  術的理解和看法。 

 

 

■透過「學習工作紀錄單」討論規劃 

   校園觀察的目標及主題。 

 

 

 

 

http://www.asiaartcenter.org/asia/this-is-%20not-video-2/
http://www.asiaartcenter.org/asia/this-is-%20not-vide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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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影像主題性的表現有哪些重點? 

  4. 你的影像主題?如何敘事思考? 

      想傳 達訊息? 

(三).校園影像敘事發現： 

影像任務-校園影像拍攝。 

我的「魔法藝世界」影像創作。 

1.校園巡禮：師生共同踏查校園，一 

   起尋找校園角落的故事。 

2.「發現影像」：影像創作計畫單撰寫 

      與思考，學生藉由影像計畫單撰 

     寫思考創作~ 

教師提問: 

（1）你想通過這張作品表達什麼? 

          為什麼選擇這種處理方式? 

（2）作品意義探討。 

（3）學生兩兩一組，相互分享自己 

         的作品和創作理念。 

（4）影像故事轉寫，藉由 Google 簡 

          報編輯影像創作。 

3. 影像發表分享： 

(五).影像創作上傳： 

Google classroom 平台創作歷程上傳 

三、 綜合活動： 

透過這次藝世界的專題課程，「視覺

觀看方式」是否有不同?差異之處? 

發表與紀錄。 

四、評量活動，數位藝術展覽: 

（1） 學生將自己的作品上傳到班級

的虛擬藝廊。 

（2） 每位學生選擇一件最喜歡的作

品並留言說明喜歡的理由。 

教師提問: 

（1） 通過這次活動，你對校園環境

有了哪些新的認識? 

（2） 未來你會如何運用今天學到的

觀察方法和創作技巧? 

（3） 反思日記:學生寫一篇短文，

記錄本次活動的收穫和感想。 

 

 

 

 

 

 

10分 

 

 

 

 

 

 

 

 

 

20分 

 

 

 

 

40分 

 

 

 

 

20分 

 

 

 

 

 

 

 

20分 

 

 

口頭評量： 

■學生能透過教師引導，對話及思考，

影像拍攝不僅是具象外觀，更可以邏輯

轉化思辨的思考。 

 

 

■能過透影像任務-校園影像拍攝。 

 進行每一位學生發現影像的創作與思 

  考。 

 

■學生能藉由影像計畫單撰寫思考創作 

  賦予定義和意涵。 

 

 

師生討論 

■透過發表與分享，同儕討論與互動， 

  學生釐清影像創作的核心主題思考， 

  作為敘事故事聚焦和表現。 

 

 

 

 

影像發表 

■學生能分享發表影像作品。 

 

 

 

■觀看視角及思維的轉變 

 

■培養藝術鑑賞能力發展建設性評論。 

 

■虛擬展覽進行同儕評論和組間互動。 

 

■深化學習體驗，培養自我反思能力。 

 

■開放式問題。寫作反思、個人化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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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本單元的教學主題「想像 E 世界」旨在透過探索校園生活環境與觀察，幫助學生

察覺並發現生活中隱藏的美。整體設計理念圍繞著藝術家克利的理念，強調藝術表現

不僅限於視覺感受，更包含心靈的深度探索。我們希望學生能夠提升觀察力，並在創

作中展現個人獨特的「藝視界」。這不僅是對外界的觀察，也是對內心感受的真實表

達，讓每位學生都能用心創作屬於自己的「想像藝世界」。 

 

達成預期目標的地方 

一、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大部分學生在使用 Google Classroom與 Google簡報記

錄學習歷程時，展現了主動性和創造性。他們能夠獨立整理與分析所觀察到的視覺元

素，這一過程使他們對藝術的理解更加深刻。透過自我引導的學習，學生不僅能記錄

下觀察到的細節，更能對這些細節進行深度的思考和詮釋，展現了他們在「藝視界」

中的自我認識。 

 

二、口語表達能力的增強：在專題發表中，學生不僅能流暢地分享自己的觀察結果，

還能清楚地表達出對視覺感受的詮釋。這不僅展示了他們對作品的理解，也反映了他

們在觀察過程中所形成的獨特見解。透過同儕間的交流，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得到了

顯著提升，並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自信心。 

三、跨領域的學習整合：學生透過美感閱讀與校園的觀察，能夠將藝術與日常生活相

連結，進而提升了對美的敏感度。在觀察中，他們開始探索校園環境中的色彩、形狀

和空間，更將視覺元素轉化為個人創作，這一過程不僅提升了他們的藝術素養，也增

強了他們對周遭世界的欣賞能力。 

        這個單元的設計不僅僅是教學內容的傳遞，更是希望透過藝術學習打開學生的五

感，引導他們去感知生活中的美。透過與生活的互動，學生得以儲存更多的創意發想

與細膩的感知，進而建立「以藝術為核心」的學習經驗。希望每位學生都能在這個過

程中發現自己獨特的視覺語言，並將其轉化為藝術創作，真正實現自我詮釋與對美的

深刻理解。 

參考資料： 

（一）、參考書籍： 

          1、核心素養的課程與教學，作者-蔡清田，五南出版社 

           2、教學力：深化素養學習的關鍵，作者-藍偉瑩，親子天下 

（二）、參考網站： 

          1、設計思考，頂尖企業都在學的創新流程！ 

             https://hahow.in/courses/5788984dd0c303070041573a/main 

          2、翻轉教育，親子天下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3285 

          3、遠見雜誌-看懂新課綱，素養是什麼？怎麼學？  

         4、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參考手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台中教育大學，素養核心課程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view/21thcore。 

附錄：宜列出與此教案有關之補充說明，包含學習單、簡報、評量規準等。歡迎提供教學影 
            片，以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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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習工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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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生學習紀錄檔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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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生成果影像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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