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 
【藝 術】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暨藝術領域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頒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總綱。 

   四、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五、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藝術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貳、課程目標： 

   一、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力。 

  二、發展善用多元媒介與形式，從事藝術與生活創作和展現的素養，以傳達思想與情感。 

 三、提升對藝術與文化的審美感知、理解、分析，以及判斷的能力，以增進美善生活。 

四、培養主動參加藝術與文化活動的興趣和習慣，體會生命與藝術文化的關係與價值。 

五、傳承文化與創新藝術，增進人與自己、他人、環境之多元、同理關懷與永續發展。 

參、基本理念： 

一、學校理念: 

藝術源於生活，應用於生活，是人類文化的累積，更是陶育美感素養及實施全人教育的主要

途徑。基於藝術本質與特性，以學生為主體，激發學生的直覺、推理與想像，促進其創意及思考

的能力。從表現、鑑賞與實踐的學習過程，體驗美感經驗，創造藝術價值，從而領悟生命及文化

的意義。 

二、領域理念: 

藝術領域課程不但能啟迪學生的藝術潛能和興趣，同時可進一步建立人與自己、人與他人、

人與環境之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的和諧共生關係，傳承文化與創新藝術。 

整體而言，經由多元的藝術學習與美感經驗的累積，培養以學生為中心的感知覺察、審美思

考與創意表現能力，從快樂學習的過程，充實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肆、國小階段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及具體內涵： 

A1 

身心素質與 

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 

創新應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

索生活美感。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 

理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A3 學習規劃藝術活動，

豐富生活經驗。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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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藝-E-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

社會議題。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 

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

合作的能力。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

與文化的多元性。 

 伍、本領域課程目標： 

學習階段 學習節數／學分數 備註 

第二學習階段 

（3-4 年級） 
3節 

1.在領域課程架構下，國民小學藝術領域學

習，內容應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三

科目。 

2.以領域教學為原則。 

第三學習階段 

（5-6 年級） 
3節 

陸、領域組織及運作： 

   一、組織成員： 

   （一）召 集 人：陳珮珍 

       （二）組    員：陳瓊婉、賴明琪、張歆卉 

二、運作方式： 

    （一）集合時間：每個月一次。 

   （二）集合地點：輔導室。 

   （三）彙整不同年級的藝術領域議題，提供藝術領域各成員共同討論。 

柒、領域授課總節數及每週授課節數分配：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每週節數 3節 3節 3節 3節 

每週分鐘數 120分鐘 120分鐘 120分鐘 120分鐘 

捌、教科書使用版本：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選用出版社 翰林 翰林 翰林 康軒 

備註  

玖、實施要點： 

 一、課程發展  

藝術領域之課程發展應整合社會資源以及文化資產，著重領域內不同科目教師之協作，以凝

聚藝術教育共同圖像，進行彈性、累進、多元、創新的課程設計。依據藝術領域特性以及教育趨

勢，課程發展應注意下列原則： 

  （一）素養導向：課程應確保學生藝術學習之核心素養，規劃時應培養學生整合藝術學習的 

     興趣和知能，並將藝術運用於生活情境、生涯發展與職涯探索等。 



 

  （二）漸進發展：課程規劃應具順序性和連貫性，顧及學生身心發展與藝術認知成長，循序 

     漸進加深、加廣，以持續累積其藝術知能，強化美感經驗。 

  （三）銜接連貫：課程應連結學生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藝術學習經驗，強化各教育階段藝術 

     學習的縱向連貫。同時，應由師生共構學校本位的藝術課程，橫向連結其他領域/科目， 

     進而外擴至社區或學區，發展在地之特色課程。 

  （四）統整原則：在領域課程架構下，課程可採跨科目、跨領域之主題、專題或現象導向的    

     設計。 

  （五）均衡組合：學校規劃藝術課程時應衡酌領域總節數/學分數，提供適當且均衡學習量 

     的教材。同時，各學習階段藝術領域各科目之學習內容應能均質均量，在減少每週授 

     課科目原則下進行課程組合，領域學習總節數/學分數應予維持，不得減少，以達成藝 

     術教育之總體目標。 

二、教材編選  

（一）藝術教材取自於生活，也應用於生活；除了教科用書外，亦包含各種形式教學資源，如

圖書、物件、數位影音教材等。教師可研發與彙編多元適切的素養導向教材，以累積教

學資源。 

（二）研發與應用 

   1.各學習階段教材均包含表現、鑑賞與實踐等三大學習構面，強調藝術與美感的基本概 

念、原理原則與生活應用。教材編選時應依關鍵內涵，選取適切重要之藝術詞彙，整 

合單項或多項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轉化發展為素養導向的教材。 

2.輔助教材與教具應符合課程綱要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領域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採取素養導向的教學與學習策略設計之。 

3.為增進藝術領域學習的豐富性，以及在地關懷與國際視野，教材編選應結合相關議題， 

教師應適時增補各類議題，如可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教育等素材，尤其 

學習重點中有關「人文關懷」部分，可與議題做適當之結合。 

4.教材編選時，在學習內容選材上，應避免傳遞特定的性別、族群等刻板印象，尊重各 

族群文化表現，並針對文化習俗所潛藏之偏見、歧視，宜加以檢視與批判。 

5.教材編選應連結其他領域/科目，重視臺灣在地藝術與各族群藝術，兼顧傳統藝術文化 

資產與當代藝術文化，兼及在地特性及學校特色，活用不同形態文化資產，引導學生 

體驗藝術與文化。 

6.各教育階段教材每學期至少一個單元採取跨科目、跨領域之主題、議題、專題或現象 

導向的統整設計；教材發展應重視藝術與社會文化、藝術與生活環境之統整，強調藝 

術領域內科目間與跨領域/科目之科際整合，培養學生以藝術解決問題之能力，並注意 

各學習階段課程的連貫與銜接。 

7.教材之編輯宜求清晰易懂，所用文字與插圖，應考量美感，以及學生身心發展及需求。 

8.各學習階段應依學習內容選取適切重要之藝術詞彙，使學生能深入了解、表達溝通與 

實踐應用在藝術文化與生活情境中。 

三、教學實施  

 （一）建立學習情境：教師應營造適合該學習階段的藝術學習情境，運用案例、角色扮演、意 

    象引導與軟硬體設備，引發學習動機和安排學習歷程，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引導察覺、 

    感知、嘗試、探索、實作、思考價值態度，並負起學習責任。 

 （二）發展基礎技能：教師可以提供良好示範，提示重要技能，並依據教材性質斟酌採用講解、 



 

    示範、問答、發表、討論、遊戲、實作、展演、合作學習等教學方法，發展藝術基礎技能。 

 （三）培養美感態度：教學時應啟發學生多元感官體驗與學習，引導表現、鑑賞與實踐的能力， 

養成對美的感受與知覺，並能表現於各種空間與場域。 

 （四）促進師生互動：教師能以積極、開放、熱忱的態度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溝通互動與社會 

    參與；尊重學生的詮釋、原創、獨特表現或解決問題的方式，並能正向回饋學生合宜的 

    表現。 

 （五）實踐平等價值：應引領學生破除當今社會在本領域相關職業上常見之性別區隔與職業階 

    級歧視。強調在本領域生涯發展與職業探索方面，依循自身興趣與所長，自主探索與職 

    涯發展。 

四、教學資源  

 （一）建置學習場域：學校應逐年依教學實際需求建置與充實藝術領域專科教室、相關藝文展 

    演空間、圖書教具等；如為新建校舍，宜設計多功能藝教館。 

 （二）充實教學資源：學校應有計畫性擴充並維護相關軟硬體設施，積極充實相關圖書、視聽 

    資料、電子書等各種教學媒材，支持學生自主學習。 

 （三）整合各項資源：教師宜設計各類教具，提供教學使用；妥善利用社區資源或民間資源、 

    社會文化資產、自然資源及相關創意產業，並結合各式場館空間和經費等進行校外學習 

    體驗，拓展學生藝術視野，提供學生觀摩學習的機會。 

 （四）善用網路平臺：教師可連結或建構藝術領域教學之網路平臺，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及相互 

    觀摩的機會。 

五、學習評量  

 （一）關注素養：學習評量應能協助學生發展本領域之核心素養。因此，評量規準與方法應重 

    視自發、互動與共好的學習歷程表現、整合應用、興趣啟發、以及情境化實踐等。 

 （二）多元方法：基於現代藝術活動多樣化與媒材多元的特質，學習評量應採多元方法，除了 

    學生自我評定，亦可採用同儕互評、學習歷程檔案評量、實作評量、學習心得紀錄或報 

    告、作品集、示範、展演、軼事紀錄、鑑賞等。此外，強調質與量的多元呈現，包括時 

    機的多元、情境的多元或評量策略的多元等。 

 （三）學習支持：學習評量應能適時、明確、持續不斷地提供學生了解藝術學習狀況。教師可 

    以與學生共同討論評量規準，運用學習日誌、晤談、分組合作評量以及觀察法等，了解 

    學習狀況，並且提供回饋以協助學生提升學習策略與興趣。 

六、特殊教育班級各領域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以調整部定各領域課程計畫為原則，課程調整前應先評估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特質與學習需

求，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和先備能力，再分析課程目標與學生需求及能力之適配性。調整原則及

作法可依下列四大向度進行調整： 

 （一）【學習內容】方面 

1.針對各類特殊需求學生可採「加深」、「加廣」、「濃縮」、「簡化」、「減量」、「分 

 解」、「替代」及「重整」的方式來調整。 

2.身心障礙學生則需依個別學生的身心狀況及能力採用原指標，或採簡化、減量、分解、

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調整，再根據調整過後之指標編選教材。 

 （二）【學習歷程】方面 

1.依特殊需求學生的需要，善用各種能引發其學習潛能之學習策略，並適度提供各種線索 

及提示，採工作分析、多元感官、直接教學、多層次教學、合作學習、合作教學等教學 



 

方法，並配合不同的教學策略及活動，以激發並維持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三）【學習環境】方面 

 1.以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安全、安心且無障礙的學習環境為首要考量。 

2.再依據個別學生之身心狀況與需求，進行教室位置與動線規劃、學習區的安排、座位安 

 排等環境的調整。 

   3.提供所需的人力、輔具與行政資源與自然支持。 

 （四）【學習評量】方面 

   1.評量方式可採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生態評量與課程本位評量等多元評量的 

    方式，充分瞭解各類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以做為課程設計及改進教學的參 

    考。 

   2.視學生需要提供評量時間（如延長、分段實施等）、地點（隔離角、資源教室等）與方 

    式（如口試、指認、使用科技輔具或專人協助等）的形式調整，或進行內容、題項與題 

    數增刪等評量內容的調整。 

 

拾、藝術領域之議題融入： 
本領域融入議題的選擇為呼應總綱及領綱的核心素養，並連結、延伸、統整及轉化本領

域的學習重點，包含四項重大議題及十五項相關議題。其中「品德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

際教育」已納入《總綱》核心素養，且轉化為領綱核心素養。「科技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

劃教育、閱讀素養教育、戶外教育」等議題之內涵，亦能呼應本領域之學習重點，深化與拓

展本領域的學習。  

拾壹、課程評鑑： 

 一、評鑑程序：藝術領域課程小組實施初評，課發會實施複評。 

 二、採多元化方式實施，兼重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 

 三、運用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來評鑑學生學習成果、各項課程與活動設計教學成效、行政支援 

     成效。以總結性評鑑來評鑑整體課程與教學效益、學生基本能力成長狀況，學習節數分 

     配、總體課程教學進度、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以及選用或自編教材的適切性。 

 

拾貳、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10學年度一至三年 

      級課程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實施；四至六年級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實施。 

 

拾參、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