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藝文領域融入生涯教育教案 

單元名稱 永恆的原點-我就是我 實施時間 四節課 

實施對象 八年級學生 方案設計 自編 

單元目標 

1.透過觀察，瞭解五官的比例關係，並能準確指出個人特徵部分。 

2.藉由本課程的練習，觀察、認識自己的外在形象，進而能省思、接受自身。 

3.以自己為生涯原點，認同自己，進而探索，發展其他生涯志向。 

教案內容 

活動名稱 內容 時間 器材 備註 

第

一

節

課 

準備 

活動 

1.說明課程重點。 

2.使用「永恆的原點-我就是我」教學簡報講解: 

(1)以「畫家為什麼要畫自畫像?」引發學生動機 

(2)講解藝術史上「自畫像」形式的發展演變 

(3)以梵谷及林布蘭為例與學生討論「自畫像」對畫

家的意義 

30’ 

投影機 

筆電 

喇叭 

學 生 準

備 紙

張、鏡子

及鉛筆 

 

教學 

活動 

1.以板書講解人類臉部五官的特徵及比例關係: 

(1)臉型(2)眉毛(3)眼睛 

2.請學生一邊作筆記，一邊用鏡子觀察自己  

15’ 黑板 

 

第

二

節

課 

準備 

活動 
複習上節課重點 5’ 黑板 

 

教學 

活動 

1.以板書講解人類臉部五官的特徵及比例關係: 

(4)鼻子(5)嘴巴(6)耳朵(7)頭髮 

2.學生開始作畫 

40’ 黑板 

 

第

三

節

課 

準備 

活動 
複習上節課重點 5’ 黑板 

 

教學 

活動 
學生持續作畫 40’ 黑板 

 

第

四

節

課 

準備 

活動 
複習上節課重點 5’ 黑板 

 

教學 

活動 
學生持續作畫 25’ 黑板 

 

綜合 

活動 
作品製作結束，收集學生作品進行分享討論 15’  

 

活動評量內容： 

評量項目 評分比重 

認真上課，重點筆記記錄完整 10％ 

完成作品 90％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教案 

單元名稱 藝術新視界 適用年級 九年級 

教材來源 康軒版 9 上視覺藝術第一課 時    間   5   節/      分鐘      

教學類別  □音樂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設 計 者 陳韻如 

設計理念 

二十一世紀的藝術千變萬化，本單元學習內容主要說明藝術家走出

畫室，並將創作空間延伸，傳達主觀的價值批判，透過課堂，鼓勵

學生將對生活的觀察、對新聞事件的省思、對環境變異的體認與感

受，經由藝術創作表達出來。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1.九年級學生,具備色彩基礎能力。 

2.具備將想法轉成文字的能力。 

3.具備將文字轉製成立體作品的能力。 

4.具備藉由符號表達對生活、時事與環境的觀察與見地。 

能力指標 

藝術與人文領域 

1-1-7 利用藝術創作的方式，與他人搭配不同之角色分工，完成以圖

式、歌唱、表演等方式所表現之團隊任務。 

1-2-2 實驗各種媒材與形式，瞭解不同媒材與技術的差異及效果，從

事創作活動。 

1-3-2構思表現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材技法，完成有感情、

經驗與思想的作品。 

1-4-1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發揮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9與同學針對特定主題，規劃群體展演活動，表達對社會、自

然環境與弱勢族群的尊重、關懷與愛護，澄清價值判斷，並發展思

考能力。 

 

生涯教育領域 

3-2-1覺察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3-2-2培養互助合作的工作態度 

3-2-3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3-2-4培養工作時人際互動的能力 

1-3-1探索自我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1-3-2了解自己的能力、興趣、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環境教育領域 

1-1-2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畫圖勞作和說故事的方式表達對動、植物和景

觀的感受與敏感。 

2-1-1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則。 

單元目標 

1.認識現代與當代藝術。 

2.欣賞現代與當代藝術的多元風貌。 

3.能探究與猜測現代與當代藝術品的創作意涵。 

4.由關心生活出發，以立體創作方式表現。 

5.透過欣賞同儕作品，並運用描述、解釋、判斷等步驟，票選出自 

  己喜歡的作品。 

  評量方式 

1.認真投入課程學習(20%) 

2.能與同儕合力完成立體作品(60%) 

3.完成完整投票過程(20%) 



多元評量課程教案 

課程內容 

1.說明課程概要與作品形式。(15 分鐘) 
2.運用簡報講解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60 分鐘) 
  (1)以觀念為核心的藝術 
  (2)創作媒材的千變萬化 
  (3)挪用舊作，重新建構 
  (4)傳遞生命體驗的女性藝術家 
  (5)源自生活的大眾藝術 
  (6)藝術活化了閒置空間 
3.講解本課程作品(15 分鐘) 
  (1)主題 a.生活---學校(學習與人際)、家庭、環境。 
         b.社會---藉由新聞、網路所見的議題，例如酒駕、霸凌…。 
         c.隨想有感---對於所見的人、事、物，有突發的感覺或想法。 
  (2)材料不拘，但初次製作前須討論主題與材料，每人至少須帶五樣材料。 
  (3)尺寸：1-4 個礦泉水箱子的體積。 
  (4)人員：由老師按照座位(座號)指定，每組 3 人。 
4.製作作品(135 分鐘) 
5.投票： 
  (1)作品製作完成當週，每班大約 10 件作品統一於教師指定的三次下課時間， 
    將作品移至走廊上的休憩角，供所有同學投票。 
  (2)每人有三張選票，都必須投出，但不可投給自己班上同學的作品，以達觀 
    摩及欣賞他人作品之目的。 
  (3)回收統計選票，得票數以作品加分為原則。未投出滿三張選票者，扣分。 

評量標準 

等級 教師評量說明 備註 

A 
(1) 能明確表現主題。 
(2) 能運用 7 項以上媒材。 
(3) 能美化作品以達吸引目光之程度。 

 

B 
(1) 能明確表現主題。 
(2) 能運用 5 項以上媒材。 
(3) 能美化作品。 

 

C 
(1) 能明確表現主題。 
(2) 能運用 5 項以上媒材。 
(3) 能將作品完成。 

 

D 
(1) 能明確表現主題。 
(2) 能運用 3 項以上媒材。 
(3) 能將作品完成。 

 

E(未達 D 級) 
(1) 能表現主題。 
(2) 作品較不具完整度，但是有繳交作品。 

 



等級 學生示例 備註 

A 

(1) 能明確表現主題。 
(2) 能運用 7 項以上媒材。 
(3) 能美化作品以達吸引目光之程度。 

 
 
 
 
 
 
 

(實作學

習單、

照片或

影片等) 

B 

(1) 能明確表現主題。 
(2) 能運用 5 項以上媒材。 
(3) 能美化作品。 

 
 
 
 
 
 
 

C 

(1) 能明確表現主題。 
(2) 能運用 5 項以上媒材。 
(3) 能將作品完成。 

 
 
 
 
 
 
 

D 

(1) 能表現主題。 
(2) 能運用 3 項以上媒材。 
(3) 能將作品完成 

 
 
 
 
 
 
 
 
 
 
 
 
 



E(未達 D 級) 

(1) 能表現主題。 
(2) 作品較不具完整度，但是有繳交作品。 

 
 
 
 
 
 
 
 
 
 
 
 
 

教學心得與省思 

1. 學生對於議題的呈現，從開始的生澀，經由不斷的討論與技術使用的修正，
在作品完成時，都可以有較為具體的描述。 

2. 由於分組方式是由教師強制分組，可避免學習成就較低落的學生被編在”剩下
的那一組”，所以每一組都可以完成這項作品，也幾乎每個學生都會動手製作。 

 



臺南市立海佃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融入生涯發展教育教案 

單元名稱 永恆的原點-我就是我 實施時間 四節課 

實施對象 八年級學生 方案設計 自編 

單元目標 

1.透過觀察，瞭解五官的比例關係，並能準確指出個人特徵部分。 

2.藉由本課程的練習，觀察、認識自己的外在形象，進而能省思、

接受自身。 

3.以自己為生涯原點，認同自己，進而探索，發展其他生涯志向。 

教案內容 

活動名稱 內容 時間 器材 備註 

第

一

節

課 

準備 

活動 

1.說明課程重點。 

2.使用「永恆的原點-我就是我」教學簡報

講解: 

(1)以「畫家為什麼要畫自畫像?」引發學生

動機 

(2)講解藝術史上「自畫像」形式的發展演

變 

(3)以梵谷及林布蘭為例與學生討論「自畫

像」對畫家的意義 

30’ 

投 影

機 

筆電 

喇叭 

學 生

準 備

紙

張、鏡

子 及

鉛筆 

 

教學 

活動 

1.以板書講解人類臉部五官的特徵及比例

關係: 

(1)臉型(2)眉毛(3)眼睛 

2.請學生一邊作筆記，一邊用鏡子觀察自己  

15’ 黑板 

 

第

二

節

課 

準備 

活動 
複習上節課重點 5’ 黑板 

 

教學 

活動 

1.以板書講解人類臉部五官的特徵及比例

關係: 

(4)鼻子(5)嘴巴(6)耳朵(7)頭髮 

2.學生開始作畫 

40’ 黑板 

 

第

三

節

課 

準備 

活動 
複習上節課重點 5’ 黑板 

 

教學 

活動 
學生持續作畫 40’ 黑板 

 

第

四

節

課 

準備 

活動 
複習上節課重點 5’ 黑板 

 

教學 

活動 
學生持續作畫 25’ 黑板 

 

綜合 

活動 
作品製作結束，收集學生作品進行分享討論 15’  

 



活動評量內容： 

評量項目 評分比重 

認真上課，重點筆記記錄完整 10％ 

完成作品 90％ 

 



本文節錄自「大師自畫像」 

作者：黃晨淳；出版社：好讀 

我就是我-自畫像 

班級        姓名          

座號 

◎傾聽藝術家的心靈獨白：  

  畫家為何要畫自畫像呢？  

  通常，都不是為了賣畫。因為一般來求畫肖像畫的，大多都是自己或與自己

關係密切的人，絕少畫畫家自己。至少，歷史上殘存的數量龐大自畫像，大部份

都不是為了銷售而畫，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在西洋繪畫史上，是從文藝復興時代才有明確的自畫像出現的。  

  起初都是在故事性的繪畫中，不著痕跡地也把自己畫進去。羅馬教廷梵諦岡

有名的《雅典學院》一隅，拉斐爾把自己畫入就是一例，就相當於畫家的署名。  

   巴洛克時代以後，自畫像漸多。其一是為訓練作畫，尤其是默默無聞的畫

家，不容易雇請模特兒，只好利用自己這個現成的模特兒了。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論，對許多畫家來說，那是最重要的自我表現手法。他

們以自畫像記錄了人生的欣喜悲歡，以及他和靈魂內在的自我對話。感覺上，彷

彿這些卓越的畫家，在創作那些震憾人心的藝術鉅作之後，需要安靜地面對真實

的自己。  

  於是，林布蘭畫質疑自己、審視自己的自畫像；梵谷的自畫像嚴肅悲愴，好

像有股生命之火鬱結胸中，揮霍不出；甚至如孤傲的高更一般，自比為救世主耶

穌基督。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6%C0%B1%E1%B2E%2F%B5%DB&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haotu


    自畫像有時更跳脫出畫家內在的自己，讓自己的想像力馳騁，把信仰、生活、

夢想、理想都寫在自畫像上，因此，自畫像也算是藝術家所無心透露的心靈獨白

吧。 

    本次主題：我就是我-自畫像的學習課程，主要是希望同學藉由創作的過程

中，忠實的觀察自己，從外在五官的認識開始，學習接受最真實的自己，進而到

內在自我的審視，對自己作一通盤的理解，踏出自我成長的第一步。 

     

◎觀察自我：觀察、分析自己的五官特徵，並記錄在下方的空格裡 

 

 

1.臉型： 

 

 

2.眼睛 

 

 

3.鼻子 

 

 

4.嘴巴 

 

 

5.耳朵及其他 

 

 

  

 



屬於我的人物像 

教學對象 國中一年級 教學時間 5節課 

教材來源 康軒一年級下學期「造形與創意」、自編教材 課程設計 黃俐寧 

教學媒體 電腦多媒體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討論教學法 

教學目標 1.讓學生從此創作中，多認識自我的興趣、外在與個性等。 

2.透過刮畫讓學生體驗不同於平常繪畫「加法」的創作方式。 

行為指標 1-4-1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 

      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

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評量的方式與規準 刮畫作品、課堂參與度  

 

 節次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第 

  一 

  節 

 

 

準備階段 

1.教師準備多樣人物像藝術作品、設計課程與創作活動。 

2.學生確認電腦投影設備。 

 

發展階段 

一、以不同漫畫家風格的動漫人物，說明每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畫風，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將人物像分為「立體人像造形」與「平面自畫像造形」，並提醒學 

   生在欣賞作品時，要一邊思考代表自己的人物像刮畫創作。 

1.「立體人像造形」 

   以古代的寫實雕像說明以往的寫實風格，帶出 20世紀以後風格多變 

   的特點。 

  (1)台灣兩位雕刻家—蒲添生與朱銘。 

 

 

 

 

 

 

5分鐘 

 

 

 

 

 

 

 

 

 

30分鐘 

 

 

 

 

 



     從蒲添生的風格與朱銘的風格讓學生了解同樣都是我國的雕刻 

     家，卻有截然不同的表現方式。 

          
  (2)從台灣出發，介紹外國的雕刻作品。 

     (以不同風格的作品來介紹) 

         

                 

 

2. 「平面自畫像造形」 

   從畫家的藝術風格與理念來說明畫家自畫像的巧思。 

  (1)從學生熟悉的畫家自畫像開始介紹—梵谷與高更。 

  (2)介紹外國不同藝術家的自畫像。 

         

 

 

 

 

 

 

 

 

 

 

 

 

 

 

 

 

 

 

 

 

 

 

 

 

 

 

 

 

 

 

 

 

 

 

 

 

 

 

 

 



           
  (3)回到台灣的藝術家自畫像介紹—陳進與陳澄波。   

            

 

綜合階段 

1.以動漫畫家的自畫像畫風，引導學生思考是哪部動漫的畫家。 

                

2.自我人物像構圖說明，以及下節課需攜帶的用具。 

 

 

 

 

 

 

 

 

 

 

 

 

 

 

 

 

 

10分鐘 

   

 

 

 

 

  第 

  二 

  節 

 

 

準備階段 

1.教師準備草圖紙。 

2.學生攜帶自己的照片、鏡子或參考資料。 

 

發展階段 

1.介紹有那些人物表現方式，例如卡漫化、寫實等。 

 

2.鉛筆草圖注意事項說明 

(1)人物大小(提醒至少大於 A4的三分之二)。 

(2)線條安排(讓學生先看刮畫人物像的範例)。 

 

 

 

 

 

 

5分鐘 

 

5分鐘 

 

 



 

3.學生開始構圖，教師個別指導與引導學生，例如可以從外在、興趣與 

  專長來構思。 

 

綜合階段 

綜合學生構圖的問題統一說明，提醒下節課要攜帶此構圖。 

 

 

30分鐘 

 

 

5分鐘 

   

 

 

 

 

 

 

 

 

  第 

  三 

  節 

 

 

準備階段 

1.教師準備刮畫方式說明。 

2.學生攜帶草圖構圖。 

 

發展階段 

1.發放刮畫材料。 

 

2.介紹雕刻中的陰刻與陽刻概念，提醒學生就自己想要畫面選擇線條 

  是否要刮除或留下。 

           

3.於草圖中先將自己要留下，不要刮除的部分塗黑。 

 

綜合階段 

學生完成草圖部分與線條提醒與建議。 

 

 

 

 

 

 

 

5分鐘 

 

10分鐘 

 

 

 

 

 

 

 

 

 

25分鐘 

 

5分鐘 

 

  

   

 

  第 

  四 

  節 

 

 

準備階段 

1.教師準備說明方式。 

2.攜帶用具與草圖。 

 

發展階段 

1.教師說明如何將草圖先讓版子上有痕跡(利用鉛筆壓描方式)， 

    並注意線條寬度的留下。 

 

2.學生開始壓描並開始刮畫，提醒學生刮除時，要先想好確認無誤後 

 

 

 

 

 

 

10分鐘 

 

 

30分鐘 



    再刮除，以免不注意刮掉不應刮除的部分。 

 

綜合階段 

1提醒學生用具收拾、清潔桌面與將手洗乾淨。 

2.下節課將刮畫帶來繼續完成。 

 

 

 

 

5分鐘 

 

 

  

  

  

 

  第 

  五 

  節 

 

 

準備階段 

1教師彙集學生常見到的創作問題。 

2.學生攜帶刮畫用具與作品。 

 

發展階段 

1.提醒學生線條的修飾與寬度效果。 

2.學生繼續創作並完成。 

 

綜合階段 

說明作品繳交時間 

。 

 

 

 

 

 

40分鐘 

 

 

 

5分鐘 

 

 

學生創作過程 

  

  

 

 



學生作品發表會 

  

  

人物像刮畫作品展覽 

   

   

 

透過發表會與展覽，學生能夠互相交流彼此的人物像巧思，激發更多的創作靈感，並能提供

同學發表作品的機會，增加他們的膽識與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