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設計理念 

(一)單元的設計緣起: 

    本主題教學「詩‧夢‧米羅」是自編教材，以永安國小高年級學生為對象，以藝術領域內教學 

為主，另搭配語文領域國語科課文（米羅的畫）的統整教學。選擇藝術大師「米羅」的認識為起源 

指導孩子對米羅作品的賞析，從鑑賞教學出發，創新研發導入創作和裝置展演的系列活動。設計出 

結合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的教學，激發學生的想像力與創造力，和學生探討藝術作品、藝術家和藝 

術創作，表演活動的感受與體驗的創新教學。 

課程設計理念： 

1. 前瞻性與時代性的教材：除「探索與創作」外，更加強「審美與思辨」、「文化理解」能力培

養。 

2. 研發深入淺出的「由鑑賞導入創作與展演的創意教學」：培養學生藝術知能與鑑賞能力提升， 

   並主動參與創作、展覽與表演的活動，教學成效良好。 

3. 開發「多元評量」：評量內容與評量方式多元化，包括資料蒐集、口頭報告，賞析討論、記錄、 

   學習單、創作、表演。 

4. 藝術校園：永安國小課程特色「逐年」實施並發展「藝術校園」計畫。這次米羅風格創作的校 

   園裝置，觀察校園環境特色去創作，形成校園裝置、美化校園，達到藝術校園的目標。 

5. 合作學習與集體創作：教學方法、作品和活動，都運用個人與團體交互運用方式。 

(二)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 

1. 學區特色：位於台北市文教區，家長及學生課程學習的態度普遍較為積極。各式各樣的藝文 

   展演活動多，親、師、生很容易獲得相當多的社會資源。 

2. 學生基本能力： 

   ■永安國小藝術領域，每年都舉辦校內學生的展演活動，本校學生對於藝術活動有高度的興趣。 

   ■四年級在課程中引導過「名畫的認識與仿作」，以這為基礎在五下加深加廣，發展這次「米 

    羅」鑑賞及創作課程，學生學習漸進有系統。 

   ■學生運用電腦基本能力：指導進行「米羅」資料的蒐集活動，加深加廣的學習。 

   ■合作學習的問題：教師發現大部分孩子在各式合作學習活動中，和同儕間都互動良好。但 

    少部分孩子在家是獨生子女，在團體中較容易表現自我只顧表達自己，在兼顧尊重與欣賞 

    他人的態度上，較需老師耐心多引導。 

二、單元架構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 設計者 賴淑華 

實施年級 五.六年級 總節數 共_8_節 

單元名稱 詩‧夢‧米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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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藝-E-A1 

參與藝術活動，探索生活美感。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E-B1 

理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

點。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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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理與視覺

美感。 

視 E-Ⅲ-1 

視覺元素、色彩與構成要 

素的辨識與溝通。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環境教育 

實質內涵 環 E1 參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教材來源 教材教師自編 

學習目標 

1. 能從欣賞、討論中認識米羅「超現實風格」作品，學習以具體而適當的藝術語言來描述、分 

   析、討論、評價作品。 

2. 能運用點、線、面三種基本要素，學習以簡單的線條、符號、色彩，創作出如詩如夢似的 

  「米羅風格」創作，利用個人創作平面作品，小組創意思考，組裝成藝術拼圖或立體造形。 

3. 能從肢體遊戲開始、運用想像力與創造力，小組合作表演出「星星月亮太陽」主題的肢體造 

   形創作。最後正式演出，並學習良好的欣賞觀摩的態度。 

4. 能分組合作學習，完成「米羅風格---星星月亮太陽」的大型集體創作，裝置校園空間，長 

   期展示美化校園，親師生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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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認識米羅 

1. 引起動機與興趣 

引起動機與興趣 

    美勞教室配合國語課快上到「米羅的畫」

之前一二週，就先公告米羅英文名字，張貼一

些米羅的畫作圖片，引起學生主動去探索的動

機與興趣。 

2. 米羅資料蒐集與閱讀指導 

 

 

 

 

態度: 

＊能課堂進行米羅資料的報告分享 

 

 

● 教學提

醒事項 



（1）教師指導學生學習運用圖書、網路等方 

     式蒐集有關米羅資料。 

（2）搜尋方法：例如，圖書介紹、美術館藝 

     文資訊、報章雜誌、網路查詢…等方式 

     讓學生知道如何去搜尋資料。 

（3）指導學生進行資料蒐集後的閱讀與記錄 

     重點的方法，並於教室展示資料分享。 

(二)鑑賞高手 

1. 學生口頭報告 

   指導學習如何大方上台分享資料蒐集、閱

讀心得等的報告方式，並鼓勵學生發表分享。 

2.「米羅」簡報鑑賞教學 

   教師透過事先做好的power point 簡報進

行欣賞教學，讓孩子對超現實畫家「米羅」生

平和作品有基本認識。以此作為引發學生往後

創作教學活動的興趣。 

3. 有趣的鑑賞教學活動 

(1)猜一猜活動：先欣賞代表性的作品，教師 

   指導學生對作品「點線面」造形的欣賞後 

   讓學生想想與發表你看到什麼？猜一猜畫 

   家的創作符號可能是什麼？刺激學生想像 

   力。 

(2)符號運用大搜尋：教師教學中引導學生去 

   觀察與發現、分析米羅作品中常出現的半 

   抽象與抽象的符號，可請學生上台在作品 

   中指出來說說看！或在黑板試著仿作畫畫 

   看？增加全班性參與鑑賞與互動的機會。 

(3)色彩應用之美：引導學生觀看米羅作品中 

   的大膽配色，指出作品常用色，如紅黃綠 

   藍黑白等色的應用，此時可找一幅寫實用 

   色作品作相互比較，和學生討論色彩不同 

   產生的感受也不同！也可引導學生對作品 

   單純、對比的色之不同表現，討論有何不 

   同的感覺？ 

(三)我的發現學習單 

   1.學習、體驗與重點記錄 

   (1) 教師提出米羅具有特色與符號的作品 

   進行賞析，同時以深入淺出方式指導學生 

   仔細欣賞、觀察、討論、分析米羅的創作 

   風格與符號應用特色。舉例如下： 

 （引自Domenec Corbella 著，徐芬蘭譯

（1997）：瞭解米羅。） 

 
(2) 發下學習單（附件二三四），指導學生對 

鑑賞發表: 

＊能參與課程的討論與欣賞並提出 

  問題或回答問題。 

＊能以適當的藝術語言描述、分析 

  討論米羅作品中造形、符號與用 

  色、配色之美。 

 

 

 

＊討論:問答發表與記錄可以透過教 

  學活動參與進行反饋和分享 

 

 

 

 

學習單: 

＊能在學習單上作米羅作品觀察的 

  造形、符號與用色、配色之美的 

  體驗記錄，並寫下學習心得。 

 

 

 

 

資料蒐集: 

＊能積極主動蒐集米羅相關資料。 

 

 

 

 

 

 

 

 

 

 

 

＊能提出米羅作品符號和表現連結 

 

 

 

 

 

＊能透過米羅資料進行表現。 

 

 

 

 

 

＊在符號的理解上可以進行解析。 



    作品常用的造形符號，進行記錄與仿作活 

    動。 

2.分享、展示 

(1) 可將學生學習單批改後，展示在教室公佈

欄，提供學生相互觀摩機會。 

 

單元二: 小小米羅---藝術拼圖 
 (一)創意聯想 

1 點線面之美: 

（1） 引起動機：教師再次提示與復習米羅 

      作品中常出現的代表性符號，指導學 

      生對作品中的造形符號有更深刻的體 

      會後，讓學生可以對「點線面」之美 

      能更熟悉！ 

  （2）重點加強學生的應用與想像力。 

2 米羅繪畫符號的創意聯想 

（1） 教師舉例介紹簡化原理應用，鼓勵學

生去運用自己的創意聯想，試著將具

體的描繪轉換成半抽象與抽象的符號 

（2） 可請學生上台在黑板試著仿作或自

創，畫畫看？增加全班互相觀摩學習

機會。 

(二)我是小米羅 

1.米羅風格的創意創作 

  (1) 指導學生運用之前鑑賞課程學習的概念 

      和方法，把自己當作是小米羅，嘗試創 

      作一幅具有米羅風格的作品，鼓勵學生 

      打破具象寫實的表現，多應用造形與符 

      號的想像與簡化表現。 

  (2) 教師教學時可準備2 種不同紙板---正 

      方形、長條形，讓學生自由選擇進行構 

      思與彩繪創作，因不同的紙形在創作時 

      構圖比例的不同，學生聯想與想像空間 

      更多元。 

2.我的詩我的夢—分享 

    作品因為超現實或抽象創作，所以完成後 

    需進行觀摩欣賞和說明。教師可將具有特 

    色作品貼於黑板上，請學生發表他的創作 

    內容和想法，增加師生共賞與瞭解作品的 

    機會。 

3. 詩夢象徵的創作說明 

    請學生用文字記錄自己創作的主題名稱、 

    內容想法及含意、表現特色、、、等，以 

    便日後圖文並列一起欣賞觀摩。 

(三)拼圖高手 

(1) 引起動機：以回憶小時候玩拼圖遊戲及堆 

    積木排造形的經驗，作為動機與興趣的起 

    點。 

(2) 指導學生利用聯想、創意將自己創作的紙 

 

 

 

 

 

 

 

 

 

＊透過點線面進行米羅創作的代表 

  性運用。 

 

 

 

 

 

＊簡化原理的運用和創作的表現。 

 

 

 

＊學生嘗試在講台上進行米羅的元 

  素創作。 

 

 

 

實作部分: 

＊學習嘗試構思與彩繪創作一幅具 

  有米羅風格的作品，並試著打破 

  具象寫實的表現，多應用造形與 

  符號的想像與簡化。 

＊能與人合作共同完成米羅藝術拼 

  圖或立體創意造形。 

 

 

 

創作說明 

＊能用文字記錄自己創作的主題名 

  稱、內容想法及含意、表現特 

  色、、、等。 

 

 

觀察力.想像力.基本彩繪.立體空間

概念.文字表達.合作分享 

1.分析討論 

2.問答發表 

3 創作引導 

4 記錄分享 

5.合作學習 

 



    板作品，找3-10 人和同學將小作品拼成 

    大作品。 

(3) 教師提示表現方式可平面串起（數大就是 

    美），也可立體組裝（具有造形與空間 

    感），鼓勵學生多想多發揮全體的創意。 

2.作品分享與討論: 

  製作中教師可隨機展示學生表現有創意之處 

  引起討論和觀摩，藉機會再次激發學生不同 

  的創意。 

3.票選拼圖高手（全班投票） 

(1) 完成後進行觀摩欣賞，請學生代表發表他

們的創作內容和想法，增加師生共賞與瞭解作

品的 

機會。 

1.藝術拼圖造賽 

2.作品分享與討論 

3.票選拼圖高手 

 

 

單元活動三: 米羅小子-遊戲與肢體創作 
           （2 節 80 分鐘） 

(一)星星太陽月亮之約 

主題引導—星星太陽月亮 

1. 音樂聆聽引導：聆聽音樂，緩和下課時

高昂的情緒作為學習的準備，也可選擇

主題相關的音樂為引導。（也可隨著音

樂作身體的簡單律動導入） 

  2.主題引導—星星太陽月亮 

    以米羅星座系列作品為靈感出發，引發以 

    此為主題作討論，學習運用肢體作想像造 

    形活動。 

(二)遊戲與肢體創造 

  1.暖身與伸展遊戲（個人與群體肢體開展） 

  (1) 以 123 木頭人的遊戲為出發，學生快 

    樂的參與遊戲從自然中去學習，老師引導 

    進行個人到多人的肢體造型動作。作為下 

    一個活動的準備與暖身。 

  (2) 教學重點：1.能運用個人身體做出至少 

    3種肢體動作變化。 

  2.能和同學一起練習 1—2 種的群體造形 

  2..肢體想像和創造活動 

    分組討論練習：配合主題—星星太陽月 

    亮，小組討論練習如何以肢體創作展現出 

   「星星太陽月亮」的造型。 

  3.音樂節奏與預演 

    配合音樂讓學生先進行第一次預演，讓同 

    學互相觀摩激發創意，教師引導討論優缺 

    點，做為修正。 

(三)表演高手 

 

 

 

 

＊能音樂欣賞及創意思考展現。 

 

 

 

合作學習 

＊能與他人共同合作、討論製作完 

  成藝術拼圖的集體創作。 

 

＊充分發揮想像力和節奏感及肢體 

  運用並且運用欣賞力進行表現。 

 

 

 

 

 

 

 

 

態度部分 

＊能參與各種肢體遊戲與造形練習 

  並具有積極的參與度與專注力。 

＊能與同學合作愉快的學習各種表 

  演活動。 

 

 

 

 

 

實作部分 

＊能運用個人身體做出至少3 種肢 

  體動作變化。 

＊能和同學一起練習1--2 種的群體 

  造形。 

＊能和同學分組討論練習：配合主 

  題--星星太陽月亮，以肢體創作 

  展現出「星星太陽月亮」的造形 

 

 

 

＊能參與小組討論造型表現。 

 

 

 

 

 



  1.肢體表演造形賽（小組創作發表） 

   （1）指導小組發表時的方式，包括表演與 

    欣賞的禮儀、流程和評量要點等。 

   （2）鼓勵合作學習與能大方上台公開發表 

 為首要目標。 

2. 票選表演高手（全班投票） 

小組表演後，教師主持賞析討論，以問

答方式鼓勵學生發表看法。之後進行票

選表演高手活動，每班選出最佳表演

獎、最佳創意獎，最佳精神獎各一組。

公開獎勵獲表揚。 

  3.表演心得分享 

    演出後請學生發表自己或小組的心得，或 

    觀察和發現與大家分享。 

 

單元活動四: 米羅小子-遊戲與肢體創作 

  (一)星星月亮太陽之詩與夢 

  1 主題象徵的分組討論 

  引起動機：以主題「星星月亮太陽之詩與 

            夢」靈感來源「米羅星座系列作 

            品」，和學生討論各式各樣表現 

            方式。 

  2 計畫與分工: 

  先以各班小組進行討論和分工計畫，合作學 

  習時，教師記得鼓勵人人要有工作，分工合 

  作取長補短去製作，要留意避免有些程度較 

  弱的學生被排斥、沒有工作。 

 

  (二)創意雕塑 

  1.彩紙剪貼「星星月亮太陽」創意雕塑 

   （1）分組創作：進行時有些人負責在彩紙 

        上設計造形符號設計、有些人負責剪 

        貼，有些人負責裁切塑膠瓦楞版「星 

        星月亮太陽」之造形，並選出一人作 

        總指導和總串連整理。 

   （2）製作材料：彩色貼紙、細鐵絲、塑膠 

 瓦楞版、之前完成的平面拼圖作品。 

   （3）製作方式：起先由第一個班小組合作 

 開始，如未完成下一班接下來繼續製 

   作到完成，如有時間再循環前面製作 

   步驟，依此類推，採全學年各班接力 

   接龍方式完成，最後呈現全學年共同 

   參與的創作品。 

   （4）製作叮嚀：設計主題草圖在瓦楞板 

 製作時，重要的代表造形符號要大， 

 再配其他小符號，剪裁塑膠瓦楞板

（作底所以面積要更大，約 1 公尺見  

 方範圍）要在地上切割，避免劃傷桌 

 面等。 

心得發表 

＊能在演出後發表自己或小組的心 

  得與大家分享。 

 

 

＊進行小組表演活動和投票。 

 

 

 

 

 

＊小組能進行發表和分享。 

 

 

 

 

 

＊小組可以劑型表演及引導學生肢 

  體創作和表現。 

 

 

 

 

＊同學可以進行分工計畫和創意思 

  考進行。 

 

 

 

 

 

＊透過音樂欣賞和雕塑的創作和表 

  現。 

 

 

 

 

 

＊合作學習進行和表現進行。 

 

 

 

 

 

＊學生進行主題草圖在瓦楞板製作 

  發表分享及符號的運用。 

 

 

 

 



   （5）教師行間巡視，進行個別指導工作 

   完成「米羅風格---星星月亮太陽」 

   的大型集體創作—創意雕塑，進行作 

   品表現內容，造形符號應用特色等的 

   分享與討論」。 

  2.創意作品分享 

   

(三)校園裝置展 

  1. 「星星月亮太陽」—校園裝置 

  （1）指導學生事先觀察教室、班群空間與 

校園場所，討論合適的展示場地來裝置 

作品。 

（2）學習布置：指導學生親自動手布置集 

體創作的作品，學生將從作中學習到

作品與環境、空間、材料應用的互動

關係。 

  2.「詩‧夢‧米羅」系列展 

  （1）「詩‧夢‧米羅」系列展：教師帶領 

學生將布置一系列的學習成果，連同 

個人創作、集體創作、心得文字記錄 

等，一起在校園中公開展示，與親師 

生分享。學生互相觀摩學習，也能對 

裝置展示的作品進行欣賞活動，並進 

行作品特色討論。 

（2）指導學生寫下學習心得與展演活動記 

錄。 

 

＊合作練習的策略進行和表現。 

 

 

＊學習態度的要求和進行。 

 

 

 

 

 

＊透過肢體造型與創意的發表進行 

  校園裝置的作品。 

 

 

＊學生進行心得發表的內容關係介 

  紹。 

 

 

 

 

＊學生可以連同個人創作、集體創 

  作、心得文字記錄等，一起在校 

  園中公開展示。 

 

 

 

教學設備/資源： 

教師：電腦、單槍投影機、米羅資料、鑑賞教學簡報、學習單 

學生：蒐集米羅資料、色鉛筆、 

參考資料： 

● 郭文堉（1995）：現代畫巨匠。台北：藝術圖書公司。 

● 何政廣（1996）：米羅。台北：藝術家出版社。 

● Domenec Corbella 著，徐芬蘭譯（1997）：瞭解米羅。台北：藝術家出版社。 

    廖順約（2006，7/8 月）：表演藝術教教看 P56-62。美育雙月刊 152 期。台北：國立藝術 

    教育館 

● 康軒文教事業（1994）：藝術與人文第六冊五下課本 。 

● 康軒文教事業（1994）：國語科五下課本。 

附錄： 

● 學習單相關補充資料於附錄。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一）、省思 

●    1. 課程採自編教材的優缺點：本主題是自編教材，優點是可依社區環境、學校特色、學生能 

     力、、、各方面需求而設計創新與適用的教學。但因教師需事前準備各項教學計畫與蒐集 

     相關資料，勞心勞力費時較多，也讓一般老師不願太累而裹足不前。所以教師本身首先需 

     肯定創新教學的價值，並樂在工作願全力以赴。 



 2.多元評量與開發學生多元智能：這次主題的學習評量，我們不僅有傳統技術導向的評量， 

   更努力開發新式的多元評量。最主要是希望能啟發不同潛能的孩子，開啟學生多元智能。 

 3.先鑑賞後導入創作活動：先鑑賞後創作活動，孩子更能將鑑賞所學加以應用，突破傳統概 

   念式的表現創作，學生學習有連慣性和系統性。學生學習成果、成效都很有進步。 

      4.師生共同成長：體驗了一次認識西方文化的「創新與感動的學習歷程」。 

 

（二）、展望 

                    

 

 

 

 

 

 

 

 

 

 

 

 

 

 

 



五、附錄 

（一）我的發現學習單 

 

 



 

（二）我的發現學習單-學生實作 

 

 

 



（三）.我的發現學習單-發下空白紙張、學生設計和紀錄 

 

 

 



（四）.學生作品一-小小米羅.正方形作品1 

 

 

 



（六）.學生作品一-小小米羅.正方形作品2 

 

 

 

 



（七）.學生作品一-學生作品（小小米羅---長條形作品） 

 

 



（八）.學生作品一-學生作品（詩夢米羅—創意雕塑） 

 

 

 



（九）.學生作品一-學生作品（小小米羅—藝術拼圖塑） 

 

 

 

 

 

 



（十）. 米羅作品創作說明表 

 

 

 



（十一）. 米羅學習評量表 

 

 



（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