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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內灣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 「家鄉情懷」教案 

 

領域/科目 藝術(視覺藝術) 設計者 劉奕夆 

實施年級 五甲 總節數 4 節 

單元名稱 視覺萬花筒 家鄉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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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

和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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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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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內容 

視 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與視覺美感。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文化

的特質。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

型。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藝術。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國 E3 

具備表達我國本土文化特色的能力。 

生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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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教材來源 翰林五上藝術 

教學設備/資源 教師： 

圖畫紙、教學影片、電子書 

學生： 

水彩用具、各種紙類、彩繪用具、白膠、剪刀、美工刀、紙黏土。 

學習目標 

1 能說得出家鄉讓人印象深刻、有特色的人、事、物。 

2 能說出誰的介紹令人印象最深刻。 

3 能透過藝術家的作品感受藝術家的家鄉之美。 

4 能說出自己欣賞畫作後的心得。 

5 能使用水彩的技法畫出家鄉的特色，表現家鄉之美。 

6 能解說並分享作品。 

7 能了解臺灣藝術家的創作主題與創作媒材。 

8 能欣賞藝術家的創作，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9 能認識紙黏土的特性。 

10 能利用紙黏土塑像的方式表現故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或物。 

11 能解說並分享作品。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1、2節 

➢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畫家們表現的情景與我們現在的生活有哪些相同或不同

之處呢？」 

2 引導學生自由發表。 

3 教師提問：「你生活的環境有哪些是值得你利用畫筆記錄下來的呢？」 

4 引導學生自由發表。 

5 教師總結。 

➢ 畫我家鄉――創作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參閱課文與作品舉例。 

2 請學生觀察水彩的表現方式。 

3 老師說明畫水彩時要控制水分，水彩筆沾水多時色彩會變淡，反之，

則會變濃，利用這種方法也可以畫出明暗色彩的變化。 

4 請學生挑選自己喜歡的主題畫出家鄉之美。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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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進行構圖。 

6 學生利用水彩進行彩繪創作。 

7 完成作品與展示作品。 

8 請學生解說與分享自己的作品。 

9 收拾用具。 

 

第3、4節 

人物塑像 

1 首先拆開黏土，加少許水量，像揉麵團般地全部揉勻，之後蓋上濕布。 

2 作品的大小尺寸隨意，黏土的取量多寡請自行斟酌。 

3 每次取用黏土時，一定要先捏揉，再搓圓，再搓成長形或水滴型，動

作盡量迅速（請多加練習），如此才不致於太乾而產生裂紋，影響美觀。 

4 先提醒學生紙黏土易乾要保持其濕度。 

5 製作順序：先將保特瓶用紙黏土包起來，再另做裝飾。 

6 同學練習時教師可走動指導，紙黏土過乾時提醒學生加水濕潤。 

7 當瓶子包起來後若過於皺摺，可多加點水在桌面滾動使外表平滑。 

8 裝飾時可利用紙黏土還濕潤時的黏度來黏接，或是等紙黏土乾燥後利

用白膠來黏貼。 

9 因為紙黏土容易弄髒環境，所以需預留幾分鐘讓大家洗手、清理桌面。 

10 做好的紙黏土要陰乾，再利用水彩上色。 

11 最後塗上或噴上亮光漆保存。 

12 教師提問：「大家的人物塑像，你認識哪一位？誰的作品與介紹，讓

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13 教師鼓勵學生發表。 

14 教師總結。 

 

 

 

 

80分 

 

 

 

 

 

 

120

分 

20分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 

試教成果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可包括學習歷程案例、教師教學心得、觀課者

心得、學習者心得等。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附錄： 

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