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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素養導向教材及教學模組研發之探析 

【文／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黃祺惠】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以「核心素養」為課程連貫與統整的主軸，強調「素養導向」的課程

與教學。為落實總綱與藝術領綱的理念與內涵，本研究研擬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素養導向之課程與

教材編寫原則，並邀請國小、國中及高中現職教師研發素養導向的藝術領域教學模組，期能提供教

科書編撰、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成長及其他領域參考，為十二年國教的課程轉化與實施作出實質貢

獻。「教學模組」是一個主題性的教學活動，師生可選擇、調整其元件並加以轉化應用，讓學生獲

得更適合的學習，本研究中的模組包含單元教案、學生手冊及教師手冊。課程發展是一個具有彈

性、反覆修正的動態發展歷程，因此本研究採「設計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 DBR）」，設計

研究法的目的為建立理論、設計產品與改善實務，在本研究中，係透過理論分析與專家共識發展藝

術領域素養導向教材及教學模組的編寫原則，以引導模組開發，並透過試教以了解教學模組實際運

作情形，進而調整修正內容。 

依據設計研究法的流程，研發過程包含四個階段： 

一、準備階段 

（一）研讀藝術領綱草案，掌握藝術領域內涵特色及核心素養。 

（二）研讀課程設計相關文獻及參考國外教科書。 

（三）辦理素養解讀工作坊，凝聚對素養導向的共識。 

（四）提出藝術領域素養導向教材教學模組編寫原則及檢核表。 

（五）基於研究基礎選擇模組內容主軸，研發三套教學模組。 

二、執行階段 

（一）針對教材及教學模組內容進行試教，將理論轉化為教學實踐。 

（二）思索如何從教師為主體調整為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 

（三）考量穩定與彈性之間的平衡，即預設的學習目標與開放的彈性調整空間。 

三、評鑑階段 

（一）試教後進行議課，從素養導向的觀點進行檢核與對話。 

（二）修正模組內容並諮詢相關學者。 

四、推廣階段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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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教材及教學模組編輯成冊，以利後續推廣。 

（二）印刷出版並上傳電子檔於國教院網站平台，供各界參考應用。 

本計畫研發成果如下： 

一、國小教育階段 

  以「數位科技」為主軸，研發「我？我！我們…」課程模組，單元子題為（一）與眾不同的

我、（二）我的聲音印記、（三）我的視覺印記、（四）我們的故事。課程設計運用「心智圖」的

發散及聚斂策略提煉出課程內容重點，以「自我探究與表達」為核心，學生利用視覺藝術與音樂數

位工具及多元的藝術符號製作個人名片，最後透過表演藝術與他人產生連結。 

二、國中教育階段 

  以「生活美感」為主軸，研發「發現臺灣之美」課程模組，單元子題為（一）探究臺灣之美、

（二）解析創作美感、（三）臺灣意象創作、（四）酷卡聯展傳情。 

  課程設計原則運用「起、承、轉、合」四個步驟，引導學生探索臺灣人文與生態之美，使用多

元媒材創作臺灣意象明信片，並於線上展出、和朋友互寄與交流。 

三、高中教育階段 

  以「設計思考」為主軸，研發「就是那道光！一『燈』的設計思考」課程模組，（一）光與電

的神秘之旅、（二）光亮人生、（三）靈光乍現‧創意燈具、（四）幾何形態創意無窮、（五）材

料大觀園、（六）閃亮「燈」場。此課程為專題式課程，結合設計思考的步驟和 STEAM 課程模式，

學生從觀察和體驗出發，從不同領域知識的探究中產生靈感，創作出具有創意、美感且能解決問題

的設計原型。  

  本計畫研發成果將於 107 年出版並上傳電子檔至國教院「協力同行」網站，期能提升推廣流通

效益，供更多學校教師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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