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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身在浮洲要知浮            教案格式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設計者 劉美玲 

實施年級 高年級 總節次 共 6節 

單元名稱 身在浮洲要知浮 

設計理念 

浮洲，位於新北市板橋區西南方，舊名「番仔園」，意謂原住民的菜園地，就在

大漢溪及其支流湳仔溝之間。多年來浮洲的人事物不斷變化，就像是飄浮的島嶼，不

停漂泊、流轉，意欲生根的期待展現了包容和希望。浮洲

人工濕地是大漢溪生態廊道中面積最大的人工濕地，靜靜

埋沒在荒煙蔓草間，看似無用，卻默默為城市防洪、供

水、調節氣候；為動植物創造生態環境、提供人們親近臨

水綠地的休閒去處。 

中山國小的孩子，有的從小出生就生活在這裡，有的

則是因搬家而居住在這裡，在新舊雜陳的都市更新計畫

裡，以及和大漢溪比鄰的生態環境中，思考孩子們能與浮

洲的土地產生什麼樣的連結與對話呢？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

發想和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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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Ⅲ-5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

議題，表現人文關懷。 

核心
素養 

A 自主行動：A2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B3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C3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藝術

領綱 

核心

素養 

具體
內涵 

藝-E-A2：認識設計思考，理

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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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E-C3：體驗在地及全球藝

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學習 
內容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

文化的特質。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

藝術。 

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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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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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環境教育 環境倫理 環 E2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
動、植物的生命。 

科技教育 科技態度 科 E4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
的科技態度。 

多元文化
教育 

我族文化的 
認同 多 E2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意識。 

所融入
之學習
重點 

1-Ⅲ-6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3-Ⅲ-5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人文關懷。 

視 P-Ⅲ-2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藝術。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綜合、自然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簡報檔、學習單、行動載具、網際網路、便利貼、樂高積木、資

源回收物件、油性筆、直尺、美工刀、剪刀、切割墊、白陶土

（熟料土）、化粧土、陶藝工具、實物投影機、應用軟體。 

學習目標 

表現－創作表現： 

1.能運用媒材進行設計思考的實驗並創作音箱，同時操作行動載具、使用應用軟體等

科技工具構思數位海報與實作。 

鑑賞－審美理解： 
2.能感知環境的聲音及記錄生活的故事，並欣賞與討論小組定格表演、同儕作品，進

行回饋對話和互動交流的表達。 

實踐－生活應用： 

3.能運用行動載具、數位科技與網路資源，搜尋文史資料並進行跨越空間與時間的分

享活動。 

素養導向教學原則 

 

 

 
 

 
 

 
 

 

多元實作設計家  土地記錄建感性  五感互動有對話  科技體驗學分享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度

結合情境化、
脈絡化的學

習

注重學習歷
程、方法及

策略

強調實踐力
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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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教學
活動 

第1節：浮洲人家—故事收集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 入
（ 引
起 動
機 與
討
論） 

1.1. 引起動機為回溯先備經驗，喚起回憶。 

1.2. 共同回憶四年級的浮洲溼地踏查活動。 
5分鐘 

1.1.教師鼓勵學
生 思 考 與 發
表。  

開 展
（ 開
始 新
概 念
的 學
習） 

2.1. 利用閱讀文本理解我們住的地區—浮洲，文化、生

態、歷史與我們的關係。 

2.2. 發下《浮洲人家》主題文件與《故事收集》八摺小

書。 

 

15分鐘 

2.1.教師準備學

習單、行動

載具、便利

貼。 

2.2.教 師 以 對

話、討論、

辯證等方式

引導學生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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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講解4F 拼圖反思法：歸納出四個「F」的提問重點：

Facts（事實）、Feeling（感受）、Finding（發現）、Fu-

ture（未來）。 

(1)將學生分成6小組。 

(2)各小組間分配一個主題。 

(3)全組共同閱讀，從文章裡找到事實（facts）。 

(4)討論、選擇如何表現主題的情境故事以分享感受

（feeling）。 

2.4. 各組發下一台行動載具，可讓學生掃描主題文件或學

習單上的 QR code，查詢更多資料。 

2.5. 可請學生先行以鉛筆填寫學習單上的關鍵字。 

 
 

 

 

 

 

 

 

 

 

 

 

 

 

 

 

 

 

 

 

2.3.鼓勵學生發

表想法。 

2.4.隨時巡視學

生 討 論 進

度、狀況與

行動載具運

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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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戰
（ 正
式 進
入 討
論） 

3.1. 分組上台進行「浮洲導覽員」，表演各主題的定格畫

面。 

(1)欣賞表演時「需記下」各主題的關鍵字，記錄自己

的發現（finding），並「比較」自己所預想的關鍵

字，有何異同？ 

(2)小組內討論被啟發的想法、可能的未來發展（fu-

ture）。 

3.2. 讓學生融入「導覽員」角色任務，能解構浮洲生態文

史以重組想像情境，並以身體演出濕地公園、中山校

園、學生家園的故事劇情。 

3.3. 梳理對浮洲的社區文化、歷史、生態的觀察與了解。 

3.4. 請學生記錄、討論和分享對各情境表演印象最深刻的

關鍵詞。記得帶著觀察的五官、開放的心胸與伸展的

手腳。 

3.5. 發下便利貼，可將心得記錄分享，進行組間互學。 

15分鐘 

3.1.鼓勵以身體

發表想法。 

3.2.教師請學生

當一位最高

品 質 的 觀

眾，自重並

尊 重 表 演

者。 

3.3.教師準備便

利貼，提醒

學生進行記

錄。 

3.4.教師鼓勵學

生分享，聆

聽他人。 

總 結
（ 統
整 本
節 重
點） 

4.1.總結本節課重點：利用閱讀文本理解我們住的地區—

浮洲，文化、生態、歷史與我們的關係。 

4.2.預告：浮洲故事，非常豐厚，也歡迎你回家和家人討

論，下次和大家一起分享！ 

5分鐘 

4.1.教師鼓勵學

生回家和家人

討論浮洲的趣

事。 

教學
活動 

第2節：浮洲人聲—收音計畫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 入
（ 引
起 動
機 與
討
論） 

1.1. 開放討論：上次課程對浮洲最有印象的人事物。 

1.2.以對話、討論、辯證等方式引導孩子思考、鼓勵發

言。 

5分鐘 
1.1.教師鼓勵學
生 思 考 與 發
表。  

開 展
（ 開
始 新
概 念
的 學
習） 

2.1. 發下《收音計畫》九宮格學習單進行結構式的引導。 

2.2. 運用九宮格上的1個地方、2所學校、3樣缺點、4項優

點、5位朋友、6張照片、7家店面、8種聲音，讓孩子

思考個人與浮洲的具體聯結處。 

2.3. 給予孩子回憶周遭的機會，理解生活裡的普通性、欣

賞日常中的不平凡。 

 

15分鐘 

2.1.教師準備學

習單。 

2.2.教師以對話

引導學生思

考。 

2.3.鼓勵以身體

發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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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戰
（ 正
式 進
入 討
論） 

3.1. 發下行動載具 iPad，請孩子於校內練習並嘗試收集各

式不同聲音並進行編輯與分享。 

3.2. 鼓勵孩子打開感官傾聽與感受，收集環境中可聽見卻

不被看重的聲音。 

3.3. 利用 Google Classroom 或是智慧學習平台，分派回家

作業，拍攝家裡或社區的聲音後上傳雲端。 

3.4. 提醒上傳影片的畫面須定格，專注在「聲音」。於學

校外尋找畫面的陪伴者—聯結記憶、畫面與聲音。 

  
《浮洲生活的吉光片羽》 

3.5. 邀請學生分享校園中的聲音。 

3.6. 教師可請學生閉上雙眼傾聽—打開感官、啟發想像。 

15分鐘 

3.1.教師準備應

用軟體、網

際網路、行

動載具。 

3.2.隨時巡視學

生 設 計 進

度、狀況與

軟體運用的

情形。 

3.3.請學生完成

作品繳交程

序。 

總 結
（ 統
整 本
節 重
點） 

4.1.總結本節課重點：聯結記憶、畫面與聲音，以五感發

現與記錄聲音地景。 

4.2.請學生下次攜帶回收物件、油性筆、直尺、美工刀、

剪刀、切割墊。敬請期待！ 

4.3.請孩子回家收集資源回收物件的時間不宜只有一到兩

天；建議收集：紙杯、紙盒、紙捲、鋁箔包等容易切

割的種類。 

5分鐘 

4.1.教師宜請導

師提醒攜帶資

源回收物件的

時間。 

教學
活動 

第 3節：浮洲人聲—回收音箱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 入
（ 引
起 動
機 與
討
論） 

1.1. 播放影片：聲音無所不在，由何而來？觀察空氣振動

的物理現象。 

1.2. 生活科技影片欣賞與進行共振現象的觀察、收音原理

的探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1JTgyMi9OE。 

1.3.教師僅點選影片部分片段，請學生課後回家觀賞、自

學探究。 

5分鐘 

1.1.教師鼓勵學

生思考與發

表。 

1.2.影片較長，

教師重點提

示後請學生

課後科普。 

開 展
（ 開
始 新
概 念
的 學
習） 

2.1. 開啟簡報檔，帶領孩子利用樂高積木組裝不插電的音

箱，並探討聲音折射最佳化方向。 

2.2. 在各式造型的樂高音箱中進行播音實驗：探索外觀造

型和音量播放大小的關係為何。 

2.3. 請孩子自備資源回收物、油性筆、直尺、美工刀、剪

刀、切割墊，觀看音箱製作影片後即可進行後續流

程。 
2.4. 改造生活中的資源回收物，可以設計出一個手機放大

音箱。 

2.5. 播放影片：《舊物品別丟—好浮器音箱自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jLQNun7YE。 

20分鐘 

2.1. 教師準備樂

高積木。 

2.2.教師再三說

明使用刀具

以及工具的

安全事項。 

2.3.請學生務必

於座位上進

行設計和實

驗，切莫隨

意離開座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1JTgyMi9O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jLQNun7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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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小組，以

確保大家的

安全。 

2.4.隨時巡視學

生 製 作 進

度、討論狀

況與實驗試

誤情況。 

挑 戰
（ 正
式 進
入 討
論） 

3.1. 不管是選擇錄製哪些社區裡的聲響、溼地中的蟲鳴鳥

叫、還有家裡的人聲和背景音，只要在浮洲地區收音

皆可。 

3.2. 教師播放與欣賞收音計畫中的推薦回家作業。 
3.3. 請學生討論音箱製作的媒材選用與意義比較：木頭、

竹子、紙張、3D 列印、陶瓷、積木、回收物……等。 

3.4. 捏製陶器能讓人感受到土地的溫度，能融合學生對浮

洲地區的生活記憶。 

3.5. 介紹「設計思考」流程：設計思考是一種創意的問題

解決方法，將各個步驟套用到音箱的設計和實作，可

步步接近心中最美的聲音和感受哦。 

 

10分鐘 

3.1.教師準備學

生上傳的收

音 計 畫 檔

案。 

3.2.教師鼓勵學

生分享，聆

聽他人。 

總 結
（ 統
整 本
節 重
點） 

4.1.總結本節課重點：藝術其實沒有固定的樣貌，找感覺

-有感受-擁感動，從換位思考開始，將不起的生活物

件轉化和重組，設計思考即能化腐朽為神奇。 

4.2.預告：敬請期待不同的媒材和你我的故事！ 

5分鐘 

4.1.請學生收拾

工具，整理場

地。 

教學
活動 

第4節：浮洲人生—陶冶聲響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 入
（ 引
起 動
機 與
討
論） 

1.1. 和孩子回想為何使用陶土？理識陶土特性，思考土

地與聲音的契合—傾聽在地的聲音。 

1.2.由陶土特性的觀察與手作體驗，捏製陶器能讓人感受

到土地的溫度，能融合孩子對浮洲地區的生活記憶和

心意。 

2分鐘 

1.1.教師鼓勵學

生思考與發

表。 

開 展
（ 開
始 新
概 念

2.1. 複習及介紹四年級所曾使用過的陶藝基本工具：擀麵

棍、木板、木條、切弓、竹籤、竹刀、修胚刀、羊

毛刷、泥漿、牙刷、報紙、噴罐及熟料土、化粧土

13分鐘 

2.1.教師準備白

陶土（熟料

土）、陶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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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習） 

等。 

2.2. 複習及介紹陶藝基本工具之後，說明各個設備器材的

使用時機、運用技巧及清潔方式。 

2.3. 教師介紹陶藝工具和使用技法，以實物投影機同步投

影到至大屏或布幕時，須特別留意之處則將鏡頭放

大聚焦。 

具。 

2.2.教師準備實

物投影機，

請學生觀看

大螢幕的示

範。 

挑 戰
（ 正
式 進
入 討
論） 

3.1. 進行製作技巧與步驟解說： 

   (1)將熟料土置於木板，以擀麵棍及木條輾為平整

狀。 

   (2)擀成適合大小及厚薄。 

   (3)在土板上對好濕地動物版型後，切割出圖形。 

       (4)將圖形摺成立體—注意兩端須有孔洞讓聲音釋放。 

 
3.2. 於教師進行陶藝技法教學時，同步投影到至布幕，須

特別留意之處則將鏡頭放大聚焦。 

20分鐘 

3.1.提醒學生工

具使用方法

及 清 潔 事

宜。 

3.2.注意陶土的

溫溼度以調

整水份添加

程度。 

3.3.陶土皆可回

收再以練土

重生，教師

可準備回收

陶土的大袋

子以盛裝。 

總 結
（ 統
整 本
節 重
點） 

4.1. 清潔工具、木條、木板、桌面時，請學生以「半濕抹

布」來擦拭，不需清洗，僅需清理陶土即可。 

4.2. 總結本課重點：以藝術找到和土地的關係：感受土的

溫度，展現對浮洲的情感。 

5分鐘 

4.1.請學生收拾

工具，整理場

地。 

教學
活動 

第5節：浮洲人生—聲聲不息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 入
（ 引
起 動
機 與
討
論） 

 1.1.提醒孩子濕地動物參考圖片及型版為參考之用，鼓

勵孩子經由動植物外形的仿作，應用陶藝複合技法

後，完成獨一無二的陶藝音箱創作。 

2分鐘 

1.1.教師鼓勵學

生思考與創

造`。 

開 展
（ 開
始 新
概 念
的 學
習） 

2.1. 接續進行進階製作技巧與步驟的解說： 

   (5)黏貼附件、進行裝飾—製造質感的刮痕、多重印痕

的貼花、疊色擠泥等陶藝複合技法的應用。 

   (6)以塗上化粧土為上色方式—提醒不同方向來回刷三

次使土坯表面平整。  
2.2. 上完化粧土後須留意印痕是否還在，可以竹籤加深

紋路。 

13分鐘 
2.1.教師準備化

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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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戰
（ 正
式 進
入 討
論） 

3.1. 提醒孩子檢查音箱坯體結構狀況，並於其上刻出班級

座號以提供識別作者。 

3.2. 隨時巡視孩子操作土板成形切割、表面裝飾技法以及

化粧土上色運用的情形。 
3.3. 協助孩子解決問題，鼓勵創意想法及試作，並和孩子

一起思考如何實踐心目中的創作。 

3.4. 擁有個人獨創特色與浮洲在地文化的陶藝音箱。 

   

20分鐘 

3.1.提醒學生工

具使用方法

及 清 潔 事

宜。 

3.2.注意陶土的

溫溼度以調

整水份添加

程度。 

3.3.鼓勵學生編

寫作品的創

作故事。 

總 結
（ 統
整 本
節 重
點） 

4.1. 清潔工具、木條、木板、桌面時，請學生以「半濕抹

布」來回擦拭，不需清洗，僅需清理陶土即可。 

4.2.陶土皆可回收再以練土流程來重生以創作，故請教師

提醒學生回收陶土之處及回收禮儀，清潔工具後物歸

原位、雙手亦請務必洗淨。 

4.3. 總結本課重點：以藝術找到和土地的關係：感受土的

溫度，展現對浮洲的情感。 

5分鐘 

4.1.請學生收拾

工具，整理場

地。 

教學
活動 

第6節：浮洲人間—收藏分享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 入
（ 引
起 動
機 與
討
論） 

1.1.教師提問:「開學到現在，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內容是

什麼？」 

1.2.你覺得可以推薦親朋好友到浮洲的哪裡玩？ 

1.3.請孩子回憶並回應。 

5分鐘 

1.1.教師鼓勵學

生思考與發

表。 

開 展
（ 開
始 新
概 念
的 學
習） 

2.1.運用4F 拼圖思考法學習單：Facts 事實、Feelings 感

受、Findings 發現、Future 未來。 

2.2.請孩子記錄想法並省思回饋於學習單上—有關透過觀

察而覺察的感受、實境解謎體驗的故事、經由參訪浮

洲溼地的發現、未來與土地的關係或發展……等。 

 
2.3.引導孩子將4F 學習單的文字整合內心感受相呼應的文

字內容。 

15分鐘 

2.1.教師準備學

習單。 

2.2.教 師 以 對

話、討論、

辯證等方式

引導學生思

考。 

2.3.鼓勵學生發

表想法。 

Facts：我看到了—

Feelings：我想表達—

Findings：我發現了—

Future：可能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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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從浮洲的溼地生態與文化資產，到週遭不被人重視的

環境，引導孩子思考環境永續和公民責任的議題。 

挑 戰
（ 正
式 進
入 討
論） 

3.1.發下行動載具，請孩子登入應用軟體之教室。 

3.2.使用 Apps—Canva 或拼貼趣：將作品照片、4F 和標

題，選擇海報範本模式後進行設計組合。 

3.3.教師講解應用軟體海報模式之基本功能，孩子完成平

面設計後下載，以藍芽傳送給各組公機，再以公機上

傳到相對應的元宇宙藝廊。 

 

     

20分鐘 

3.1.教師準備應

用軟體、網

際網路、行

動載具。 

3.2.隨時巡視學

生 設 計 進

度、狀況與

軟體運用的

情形。 

3.3.請學生完成

作品繳交程

序。 

總 結
（ 統
整 本
節 重
點） 

4.1. 總結本節課重點：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分享的方法

與模式，可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4.2. 「浮洲」是我們的家，把感受透過收音作品來呈現，

將感情經由音箱創作來表現，讓感動跨越時空在元宇

宙展現。 

4.3. 身在浮洲，要知浮！ 

 

 
《GOXR 元宇宙藝廊》 

5分鐘 

4.1.教師鼓勵學

生課後和家人

朋友分享、線

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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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1. 編輯陶藝音箱作品海報時，宜加入「美的原理原則」，如漸層、對比、反覆，更能

明確說明，讓設計更有層次。 

2. 原本小美總覺得學校附近，是平凡無奇又無根漂流的浮洲島，但經由丟掉舊觀念、

不先入為主，回到觀察和感受，感情和感動，自是油然而生，便能有了課程設計和

實踐的行動。 

3. 以下為本單元公開授課時，參與觀課教師的記錄、感想，以及後續應用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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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https://nchdb.boch.gov.tw/ 

 

2.  
https://tcmb.culture.tw/zh-tw 

 

3.  
https://www.hrcm.ntpc.gov.tw/ 

 

https://nchdb.boch.gov.tw/
https://tcmb.culture.tw/zh-tw
https://www.hrcm.ntpc.gov.tw/
file:///C:/Users/yuy83/Downloads/114藝教館邀稿/Lego%20iPhone%20Speaker%20Stand!.mp4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332973&IndexCode=Culture_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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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學習單《浮洲人家—故事收集》、《浮洲人家—八摺小書》、《浮洲人聲—收音計

畫》、《浮洲人間—4F 反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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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報檔《身在浮洲要知浮》。 

 

 

 
 
3.學生自我檢核表、評量規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