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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

        彌陀國小位處濱海漁村，兼具原始的鄉村風貌與現代教育，在這民風純樸的海

濱小城，盛行養殖虱目魚業與農作種植，彌陀國小設立於民國二年、位於城鎮市中

心，迄今已有百年歷史，佐以彌陀區即是臺灣皮影戲藝術文化發源地，純樸的鄉間

瀰漫著濃厚的文化氣息，造就這所社區中心學校擁有優雅質感的基因。

        走過百年校史，本校造就無數人才，也與地方的榮辱興衰息息相關，在走讀社區

的同時，發現外界對於學校教學成效的期待極高，教學設施的更替、教學質能的提

升，全然影響著整體教育的成效。因此，如何與當代教育觀念接軌、匯聚教師能

量、充實環境設施、進而進行有效教學等，遂成為重要的校務發展目標。

        此外我們也發現鄉村社區的凝聚尤其強烈，居民普遍

友善且謙和，保守略嫌鬆散，對於產業發展的開創能力與

意圖較為消極，社區的美感營造亦不足。有鑒於此，自民

國103年起本校訂定了「103－105年的三年美感教育中長程

發展計畫」，銜接彌陀的過去與未來，將朝向「深耕美感

教育-彌陀的幸福」的方向前進，這個起點是彌陀國小校史

跨入了另一個世紀的起點，對於本校而言有其特殊的意

涵，冀盼學校與社區能緊密接軌。

        因此，我們一直在想像，這樣的漁村未來，會是怎樣一個的景象？是任憑經濟

活動持續帶給大地無限的負擔？或著可以另尋出路，用心靈、文化及美感來感動這

塊大地，將美的憧憬深植兒童稚嫩的內心，美感教育，就從現在開始！

        浮光掠影之間，因為風的吹拂，校園的花草枝葉因而充滿詩意，因為海的洗

禮，彌陀孩子的純真與笑容，有如大海一般的可愛，孩子們在如此純樸的環境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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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晶亮的眼眸中看得到人類未來無窮的希望。本校在100學年度即以「光」為探

索的重點，發展了一套以「多元文化場域」的方式來提升孩子的文化素養與藝術表

現能力，103年起，則漸次發展出有關彌陀國小的「大美感計畫」，並契合教育部所

頒定的「臺灣、好美」的美感素養公民培育計畫，分別從「藝術力」、「創造力」

及「品德力」三方面彙集而成校本三美力課程，將藝術與人文深耕教學計畫充實至

藝術力的培養課程中，逐步建構出完整的架構。

貳、核心教育議題與重點任務貳、核心教育議題與重點任務

        以「美藝延年、美夢成真、美德傳家」三美教育為本，推動本校美感教育課

程，構築未來豐厚美感人才，並不斷以創新為本位開創許多美感藝術課程。經由不

斷的課程討論、教學實驗、校園地貌改造、社區交流服務等，「培養具有美感意識

的幸福公民」已逐漸形成教學團隊共同努力的目標，102學年度起，教學團隊主動組

織了「閱讀深耕」、「寫作策略」、「數位學習」、「輔導技巧」及「藝文教學」

等數個教學研發社群，深入探討教學精進策略，逐漸形成教師間的「學習共同

體」，並獲教育局審查通過核准專案經費補助，以「共同備課」與「觀課研討」為

主軸，無限拓展教育潛能，深植美感教育。

一、多元展能、美感再造一、多元展能、美感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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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敏銳的覺知能力，主動思考、檢視問題的真相

        結合本土教育，從家鄉的「海洋」、「山與水」、「文

化」與「景觀」探究，蒐集資訊，擬定觀察與記錄策略，以

舊知識為底，課程為載體，學校為平臺，逐步省思所觀測現

象背後的深刻意義，讓孩子學會懷疑、發問、實驗、解釋與預測。

 

（二）促使師生深度探索，關心地方產業、環境、人文的未來趨勢

        以「水」與生活的探究開始，逐步進行「養殖」與「農業」的產業觀察，開始

關心產業與自己生存的關係，進行虱目魚、吳郭魚、白蝦的養殖觀察，以及租地農

作，回應以「有機」實踐來表達對於環境的尊重。

 （三） 提升藝文素養，激發強大的感性驅力，並付諸實踐

        將「景觀」與草木蟲魚的「生態」思維結合，以「美感」藝術創作來實踐對於

生命悸動的感受，營造出可以感動人心的美麗境界，藉此體現對於未來的憧憬，進

而影響社區居民對於環境營造的美感關注。

二、核心教育議題與任務二、核心教育議題與任務

 

 

 

 

 

（一）環境教育：以彌陀「漯底山」、「海濱」、「養殖場」、「校園」等在地環

境進行主題式觀察與探索，經由「觀測、選擇、珍視、行動」步驟，培養學生敏銳

的覺知能力，主動思考、檢視問題的真相，發揮想像，投入對於環境議題深刻的關

心，進而美力國民。

（二）美感教育：學習木工、陶藝、馬賽克鑲嵌、彩繪、拼貼藝術等創作技巧，全

面性營造以校園「花草樹木」、社區「街道布置」、「門牌廊道」設計為題材的藝

術創作，在藝術教學為核心的課程架構中，搭配「想像力教育」、「美德教育」而

為整體性「美感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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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觀察：：透過閱讀、搜尋資訊、整理歸納，實現為深度觀察「社區人

文」、「自然景觀」、「農作物生長」、「水產養殖」等所做的準備，強化多元智

能中的「自然觀察智能」，作為未來想像的重要基礎，在校園中創造「擬自然」的

情境，促使孩子探索記錄學習，內化成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未來適應世界各種挑戰

做足準備、美化家園。

（四）公民運動：探索家鄉產業的「風貌與操作歷程」，投入校園與社區的「改造

思考與實踐」，培養能夠關心社會共同利益、目標和價值，有責任感、正義感、實

踐力的公民，也在行動中，促使師生共同學習、平等討論的平臺，為了關心共同的

未來而努力，體現「參與式民主」的「未來公民」概念、美善社會。

 

參、執行策略、方法及步驟參、執行策略、方法及步驟

一、課程結構與計畫藍圖一、課程結構與計畫藍圖

（一）課程主架構

    1、從「水」的循環探索，到「海」與「人」的未來共存。

    2、從家鄉的「文化」與「景觀」，探究省思與期待未來的生活樣貌。

    3、從草木蟲魚的「生態」思維，以「美感」來實現生命的悸動。

    4、從「養殖」與「農業」的產業觀察，以「有機」實踐來回應對於環境的尊重。

（二）分年目標

   1、第1年：以「水」與「地方產業」之探索，引發對未來生存的反思、想像與努

力。

   2、第2年：以「社區」與「文化現象」之探索，深化自己與家鄉臍帶的深厚情感。

   3、第3年：以「未來世界」之探索，思考科學、美感與正義議題，樂當未來世界公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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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方法二、執行方法

（一）文化探索校本課程：以藝術與自然課程為前導，文化傳承意識為目標並融合

美感教育，構成各領域之間的課程網絡，全面、統整性建構擴展學生文化視野的創

意美感本位課程。

（二）產學合作創意經濟行動：探討地方產業的獨特性與未來密切關聯，以調查、

訪問、見習、實作等方式實際參與地方農漁產業的經營方式，提出創意觀點協助產

業開展新形態。

（三）學校與社區共同參與未來想像：邀集社區團體與社團展開溝通活動，鼓勵勇

於發表自己對土地的觀點與情感，進而提出創意想法， 發展創意作法，將美學要素

自然融入各式情境中，提供理想社區營造的優良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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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計畫三、教學計畫

單元單元

名稱名稱

主題主題 課程教學內容課程教學內容

水水

綠綠

活活

水水

社社

區區

1、透過訪問與調查行動，與地方文史社團合作，建構彌陀地區綠活地圖概念。

2、實地走訪測量與觀察，提出地區發展與環境問題的省思，共同討論解決之道。

3、討論水資源、海洋與地方發展的密切關係，想像未來的生活樣貌。

4、繪製有趣地社區綠活地圖，並辦理發表與印製活動。

5、觀察同時，尋找可提供環境美化改造的地點，進行居民溝通，準備變身。

6、課程：中高年級各班各安排4節社會及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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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

源源

頭頭

校校

園園

治治

水水

記記

 

1、觀賞世界各國著名城市治水美化經驗，例如臺灣冬山河、日本古川町等，連結美感與環保

的緊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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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思、價值澄清，合適的美感與自身文化息息相關的重要意義，構思改造計畫。

3、一起規劃校園水的美麗景觀，加上兼種環保除污染的概念，以創造一條可以養魚的循環水

道。

課程：安排中高年級學生綜合、藝文與彈性課程進行。

 

單單

元元

名名

稱稱

主題主題 課程教學內容課程教學內容

山水山水

美行美行

水精

靈大

遊行

 

 

 

 

 

1、配合藝術及綜合課程規劃大型水精靈創偶製作計畫，全體參與製作。

2、配合節慶辦理年度藝術踩街遊行活動，激發社區居民認同與幸福感受。

課程：全校各班規劃藝文課程10節、綜合活動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各4節，創作遊行

道具與探索遊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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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幸福

烏托烏托

邦邦

  

1、探討調查彌陀地區環境與人文問題後，開展對於彌陀區域未來發展的一些構思及想

像。

2、透過學生公民組織的運作，蒐集師生對於幸福彌陀地景的未來想像構思與圖

像，以多元媒材集體藝術創作的方式，製作大型彌陀地圖模型。

3、辦理社區發表會，邀集社區居民共同參觀討論，並訓練小小導覽解說員用心說明。

將學習歷程記錄透過網站發表，吸引更多關注，共同實踐彌陀幸福的未來。

單單

元元

名名

稱稱

主題主題 課程教學內容課程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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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木木

水水

月月

草木草木

有情有情

 

1、探索調查校園植物與區域氣候特性，透過討論與分析，擬定合宜栽種計畫。

2、以藝術課程設計園藝景觀布置的有趣意象及作品，設立各學年認養區域，布置成有

趣兼具美感的校園。

3、學習木工、陶藝、馬賽克鑲嵌、彩繪、拼貼藝術等創作技巧，全面性營造以校園

「花草樹木」、社區「街道布置」、「門牌廊道」設計為題材的藝術創作

課程：中高年級每班實施藝文課程8節，創意設計營造美感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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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水水

藝術藝術

季季

  
辦理藝文展演活動，包含校園藝術景觀展、藝文畫廊展覽、邀請藝術家現場藝術展演、

藝術家、文學家演講會、音樂會，培植善美心靈。

 

單單

元元

名名

稱稱

主主

題題
課程教學內容課程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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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

魚魚

得得

水水

晴

耕

雨

讀

 

1、與農會合作，承租耕作農地，延聘農作專家蒞校指導，調查討論地區農業活動，規

劃農業種植行動課程。

2、進一步以有機栽植耕種方法實作體驗農業栽種。

3、透過討論與調查分析，發展設計精緻有趣地農穫包裝及履歷制度，並透過網路傳導

提升經濟產值。

課程：高年級每周至少安排2節彈性課程進行。

吉

慶

有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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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漁會與地區養殖戶合作，在安全前提下長期觀察體驗指定魚塭，延聘養殖專家蒞

校指導，調查討論地區漁業養殖活動，探索其問題，規劃養殖體驗課程。

2、改造學校就司令臺為養殖水族箱，延聘專家例校指導。

3、進一步實作體驗漁業養殖作業，從魚苗施放、投餌、用藥防治疾病、收穫、後續處

理、行銷等。

4、透過討論與調查分析，發展設計精緻有趣漁穫包裝及履歷制度，並透過網路傳導提

升經濟產值。

課程：高年級每周至少安排2節彈性課程進行。

肆、預期成果及效益評估肆、預期成果及效益評估

一、預期成果一、預期成果

（一）改造校園地貌，開闢水渠循環河道，具體觀察清淨河道與魚群帶來的幸福感

受。

（二）闢建創意養殖水族箱，在實際的養殖操作中，學習與記錄未來有機養殖漁業

的可行途徑。

（三）實地調查、繪製社區綠活地圖，協助社區進行環境美化再造，並在地圖中標

示發展亮點，促進地方認同。

（四）以植栽、陶藝、木工工藝、裝置藝術等，規劃深具美感的景觀情境。

（五）發展教師創意教學社群，以學習共同體的探究精神，促進教學能力的深化。

（六）學生透過問題教學解決歷程，知識轉化與遷移，以團隊合作的力量，提出對

家鄉生活與環境的創新解決策略，並付諸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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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深入了解於家鄉環境中扮演的角色，面對家鄉環境問題，協力採取主動

預防及表現積極善後處理的友善行為。

（八）讓學生從認識本地生態環境以及人我之間的應對進退相處，學習尊重生命、

珍惜資源、崇尚自然，提升人際智能，兼顧生活、生態的永續平衡，達成環境素養

及鄉土意識的提升。

二、效益評估二、效益評估

（一）創意特色

1、獨特性：了解彌陀地區文化特色，承續社區傳統文化，讓學生認識社區，從生活

與環境的核心觀點出發，發展校本課程特色。

2、創意性：以彌陀地區的自然與社區環境，將藝術與文學創作將地區特色融入課程

中，豐富學習內涵，並進一步提升地區產業的價值。

3、未來性：從本課程的推動歷程中，清楚理解「未來」與自己的重要關聯，釐清環

境地與文化的獨特價值，做為未來其他教育組織建構活化課程的參照。

（二）預期成效

1、學生學習成效學生學習成效：由自身生活經驗出發，造就深植內心的價值與想像力，化想法

為實際行動，身體力行、獨立判斷、合作學習實踐創意，境種環境，以家鄉產業為

榮，造就未來人才，本計畫將以高年級250名學生為主體，擴及介紹給全校823位學

生受惠。

2、教師專業能力教師專業能力：以全校55位教職員工全部投入，成立跨學科社群，深入探討創

造力教學，並以實地踏查，實際感受地方產業與環境風貌，教學團隊在不斷辯證與

價值澄清的歷程中，充分將課程與實際生活充分結合，匯聚教學強大能量。

3、社區參與動能社區參與動能：由學校這個「鄉村社區文化中心」發起的社區探索、產業參

與、環境美感營造等活動，期能帶動居民的參與與反思，共塑幸福家園，首年預計

鼓動居民1,000人次參與。

伍、結論伍、結論

    　本校於民國100年在王彥嵓校長的帶領之下，藝術與人文深耕教學計畫開始啟

航，從課程設計到成果評估階段，為期僅約四年的課程發展時間，雖已建立課程架

第14頁/共15頁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5年06月,第2期
彌陀不思議 美感新教育



構，但仍未盡善盡美，如能繼續充實課程內涵與活動精緻度，將使美感課程更融入

日常教學活動中，從生活中體驗美的人、事、物。

        在本校的103－105年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的實施過程中，啟航之年在課程上的

創新改變是我們極於著墨之處，孩子們對於創新美感教育的課程感到新奇而有趣，

透過多元教學融入課程，孩子們正用心來感受美的事物，由內隱到外顯，在在顯露

出彌陀的孩子正在改變，變得喜歡學習、樂於思考；此外，教師的改變更是彌陀幸

福小學進步的原動力，教師們自組社群、共同學習，探討美感教育課程，形成共同

學習體，如此的轉變對於整個彌陀更是一大福音，也是我們所欲營造的氣氛。

        校園再造的過程，實屬不易，轉型的過程總是辛苦的，如同蝴蝶化蛹一般，如

果沒經過那艱辛的蛻變過程，哪能見到美麗翩翩的彩蝶起舞；在學校諸位同仁的共

同努力堅持之下，不只將校園的每一個角落融入了美的元素，課程方面更以「美藝

延年、美夢成真、美德傳家」三美教育為本推動本校美感教育課程，輔以創造力、

藝文教育及品德教育為發展重心，發展各項活動，營造美學空間，師生浸濡在藝文

氣息的氛圍中將激發出更多希望的種子，藉由美感多元的學習策略、潛移默化的體

驗課程，讓每位彌陀國小的學生皆能從參與學習的活動中，留下屬於自己在彌陀的

美好回憶，將美感教育深耕於每個孩子的心中，孩子最美的笑容將是彌陀幸福小學

永遠的代名詞。

* 莊豐懋，高雄市彌陀區彌陀國小主任

電子郵件： fengmaochu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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