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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十二國教課綱內涵與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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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如何來

1980-
competence(y)-
based education 
（能力本位教育）

1990-
素養導向教育
歐盟與OECD

「終身學習」為主軸

2003-
OECD的 DeSeCo （
界定與選擇核心素養計
畫）提出三大核心素養

國際趨勢：「素養導向教育」(competence-based education)

教育演進 國際接軌:國外相關核心素養導向研究 

1.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

組織（UNESCO） 

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3.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年從核心素養的

觀點，提出了終身學習

的五大支柱：                                     

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earning to be                

learning to cha 

2003-5 年提出的核心素

養包含三個主要層面:                                    

（1）互動工具（using    

  tools interactively）                      

（2）異質性團體互動

（interacting in 

heterogeneous 

groups 

（3）自主行動（acting 

autonomously） 

2005 年提出促進終身學

習的八項核心素養：                                          

（1）母語溝通                               

（2）外語溝通 

（3）數學能力                                          

（4）基本科技能力 

（5）數位能力 

（6）學習如何學習、人

際、跨文化與社會

能力以及公民能力  

（7）創業家精神 

（8）文化表達 

 

經
濟
觀
點
-
人
力
素
質
的
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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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如何來

在參考國內外相關核心素養導向的研究，國內國科會委託學者於
2006-2008年「界定與選擇核心素養」，
國家教育研究院亦委託專長於各教育階段的課程學者分別於2011年與
2012年完成的核心素養

國教院民103（2014）年1月發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
》，作為課綱發展之依據

2014年11月發佈總綱，2016年10月26日藝術科學領綱公佈
預計107學年度（2018八月）實施

我國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的推動：



1.2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理念與目標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自發

啟發生命的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 促進生涯發展 涵育公民責任

互動 共好

願景

理念

目標



1.3 總綱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具體內涵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圖片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理念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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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從總綱到領綱：
都由「核心素養」進行轉化、連貫及統整

備註：核心素養在總綱與領綱中的功能：強化各教育階段、課程總
綱與領域/科目之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彼此之間的統整。

（圖片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1.核心素養最重要

2.各領域會各自擬定自己領域的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藝術領域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各領域/科目

1.5 領綱的「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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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領綱的「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 領綱的核心素養係指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結合各領域/科目理
念與目標後，在各領域/科目內的具體展現。

1.領綱的「核心素養」

2.領綱的「學習重點」

領綱的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行）與「學習內容」（知
）兩個向度所組成。

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用以引導課程設計、教材發展、教
科書審查及學習評量等，並配合教學加以實踐。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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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領綱的「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範例

（圖片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12

• 貳、藝術領域課綱-「三碼學會查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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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藝術領域課綱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編
碼規則

課程目標
學生透過表現、鑑賞與實踐的三個學習構面，達成以下課程目標：

一、表現：善用媒介與形式從事藝術創作與展現，傳達思想與情感。

二、鑑賞：透過參與審美活動培養感受力與理解力，體認藝術價值。

三、實踐：培養主動參與藝術的興趣與習慣，促進美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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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藝術領域課綱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編
碼規則

第 1 碼 第 2 碼 第 3 碼 

領域代碼 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項目 

藝術領域（藝） 

國民小學（E） 

國民中學（J） 

普通型高中（S-U） 

自主行動

（A）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A1）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2）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A3） 

溝通互動

（B）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1）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2）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B3） 

社會參與

（C） 

道德實驗與公民意識（C1）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2）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C3） 

 

第1碼 第2碼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編碼範例

第3碼

藝 J A1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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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階教育、五階學習、第一是生活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第二學習階
段

第三學習
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第五學習階段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藝術領域 (3) 藝術領域
(3)

藝術領域(3)：音
樂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必修 音樂、美術、藝術生活
(10學分)

加深加
廣選修

表演創作、基本設計
多媒體音樂、新媒體藝術
(6學分)

1.在領域課程架構下，國民中小學藝術領域學習，內
容應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三科目。 2.國民
小學以領域教學為主，國民中學除實施領域教學外，
亦得實施分科教學；各科目可在不同年級、學期彈性
開設，並得連排，但領域各科目學習總節數應予維持，
不得減少。

1.部定必修三科目共 10 學分，每科
目至少開設 2 學分。在減少每週授
課科目之原則下，各科目可在不同
年級、學期彈性開設，並得連排。
2.藝術生活科包含三類學習內容
（設計與視覺應用，音樂應用，表
演藝術），每類 2 學分，學校可依
學生需求開設 1-3 類。
3.部定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四科目共
6 學分，每科目可開設 2-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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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習重點內涵「表現與內容」

2.3.1 領綱課程架構

藝術領域課程架構：以表現、鑑賞與實踐三個學習構面組織藝術領域的課程架構
；依此架構建立本領域各科目的關鍵內涵，進而引導發展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國小、國中 

學習構面對應關鍵內涵表 

 音樂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表現 歌唱演奏 視覺探索 表演元素 

創作表現 媒介技能 創作展現 

創作展現 

鑑賞 音樂欣賞 審美認知 審美認知 

審美理解 審美理解 審美理解 

實踐 藝術參與 藝術參與 藝術參與 

生活應用 生活應用 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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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習重點內涵「表現與內容」

2.3.1 領綱課程架構

藝術領域課程架構：以表現、鑑賞與實踐三個學習構面組織藝術領域的課程架構
；依此架構建立本領域各科目的關鍵內涵，進而引導發展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高中必修 

學習構面對應關鍵內涵表 

 音樂 美術 藝術生活 

表現 歌唱演奏 視覺探索 應用基礎 

創作表現 媒介技能 

創作展現 

鑑賞 音樂欣賞 審美認知 審美認知 

審美理解 審美理解 審美理解 

實踐 藝術參與 藝術參與 藝術參與 

生活應用 生活應用 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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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習重點內涵「表現與內容」

2.3.1 領綱課程架構

藝術領域課程架構：以表現、鑑賞與實踐三個學習構面組織藝術領域的課程架構
；依此架構建立本領域各科目的關鍵內涵，進而引導發展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高中選修 

學習構面對應關鍵內涵表 

 表演創作 基本設計 多媒體音樂 新媒體藝術 

表現 表演元素 媒介技能 編曲 數位創作 

創作展現 創作展現 作曲 跨域整合 

鑑賞 審美認知 審美認知 音樂欣賞 多元審美 

審美理解 審美理解 審美理解 互動回饋 

實踐 藝術參與 藝術參與 藝術參與 發表展演 

生活應用 生活應用 生活應用 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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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習重點內涵「表現與內容」

2.3.2 學習重點編碼規則

第1碼：科目縮寫+123是：學習表現
科目縮寫+EAP是：學習內容

1. 科目縮寫：
「音」音樂，「視」視覺藝術，「表」表演藝術，
「美」美術，「藝」藝術生活，
「演」表演創作，「設」基本設計，「多」多媒體音樂，「新」新媒體藝術

學習重點 學習構面(第 1碼) 學習階段(第 2碼) 流水號(第 3碼)

學習表現 表現1、鑑賞2、實踐3 Ⅱ、Ⅲ、Ⅳ、V 1.2.3…

學習內容
表現E、鑑賞A、實踐P Ⅱ、Ⅲ、Ⅳ、V 1.2.3…

E 代表表現 Expression,
A 代表鑑賞Ａppreciation,
P 代表實踐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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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習重點內涵「表現與內容」

2.3.3 學習表現查碼範例

第1碼 第2碼

藝術領域「學習表現」編碼範例

第3碼

美1 Ⅴ 1

美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生活經驗，並與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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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習重點內涵「表現與內容」

2.3.4 學習內容查碼範例

第1碼 第2碼

藝術領域「學習內容」編碼範例

第3碼

美E Ⅴ 3

美 E-V-3 影音媒體與表現技法 *、數位媒體與表現技法。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由學習階段選擇 

（學習表現項目） 

 

範例 

美 1-V-1  能運用

多元視覺符號詮 

釋生活經驗，並與

他溝通。 

 

由學習階段選擇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範例 

美 E-V-3  影音媒體與表現

技法*、數位媒體與表現技

法。 

 請教師擬定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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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內容與表現雙向細目表：展開學習目標、
活動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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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複雜…面對未來素養導向的

教案如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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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與規劃



• A_跨領域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討論歷程表

• B_藝術領域-跨領域教案設計架構表

• C_藝術領域-跨領域教案設計依據表

• D_藝術領域-跨領域教學活動設計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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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相關檔案

中等教育階段跨學科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討論歷程表(A3) 

系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組員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紀錄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討論 

歷程 

教學單元訂

定 I 

學習目標擬

定 

查詢領域核心

素養具體內涵

階段 II 

查詢領域

學習重點

階段 III 

議題融入 跨學科 

教材選

用或設

計 

教學設

備/資

源 

教學活動設計階段 IV 試教暨學習單設計 
整體教案規劃及試教

檢視省思心得 

小組 

討論 

紀錄(請

詳細紀

錄) 

1.國中/高中 

2.授課年級： 

3.設定單元： 

4.授課時間： 

1.單元基本核

心知識、原理

學習 

2.情意、態度

養成 

 1.學習內容 

2.學習表現 

性別平等/人

權教育/ 

環境教育/海

洋教育 

主科+副

科 

教科書

以外的

教材 

 引起學習動

機的活動規

劃 

發展教學活

動(主、副科

目) 

導入學理知

識的活動設

計(主科目) 

生活應用活

動規劃 

1. 教具準備 

2. 授課內容演練 

3. 簡報檔/海報(多媒體應用) 

4. 習單設計 

 

評量策略 

規劃 

評量策略 

規劃 

評量策略 

規劃 

評量策略 

規劃 

與指導教

師討論紀

錄 

              

 

藝術領域-跨學科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架構表 B 

畫出架構表(請小組討論擬出教案設計架構表，架構表包含五個部分：1課程或單元

名稱 2.單元或子單元名稱 3學習目標 4教學活動設計 5.評量策略) 

 

2單元/子單元名稱 

 

2單元/子單元名稱 

 

3.單元學習目標 

5.評量策略 

4.教學活動設計 

（概要式列舉） 

 

2單元/子單元名稱 

 

2單元/子單元名稱 

 

3.單元學習目標 

5.評量策略 

4.教學活動設計 

（概要式列舉） 

 

2單元/子單元名稱 

 

2單元/子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5.評量策略 

3教學活動設計 

（概要式列舉） 

 

1課程名稱/教學單元名稱 

(請先教師確認是以「課程」或「單元」為教案設計主軸) 

例： 

藝術領域-跨學科教學活動設計規劃表 D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學習評量策略 

學習內容關鍵字： 

 
一、引起學習動機的活動規劃 

 
 
 
 
 
 
 
 
 
 

二、發展教學活動(主、副科目) 

 

 

 

 

 

 
 
 
 

三、導入學理知識的活動設計(主科目) 

 
 
 
 
 
 
 
 
 
 

四、生活應用活動規劃 

 
 
 
 
 
 

 

 

 

 

 

 

 

 

 

 

 

 

 

 

 

 

 

 

 

 

 

 

 

 

 

 

 

 

 

 

 

 

 

藝術領域-跨學科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依據表 C 

領域/科目  教師/團隊  

實施年級  總節數 共    節，    分鐘 

單元名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內容 A1 

（請查詢領綱） 

核心 

素養 

B 

（請查詢領綱） 

學習表現 A2 

（請查詢領綱）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請查詢領綱）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教材內容 

 

教學設備/資源 

 

學習目標 

(由教師自行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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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素養導向教案設計結構圖

2.對教師而言最重要

1.這兩項都查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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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1/5）

一、啟動教案設
計歷程紀錄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構
面

每個小組要有專人負責紀錄教案設計歷程表

中等教育階段跨學科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討論歷程表(A3) 

系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組員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紀錄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討論 

歷程 

教學單元訂

定 I 

學習目標擬

定 

查詢領域核心

素養具體內涵

階段 II 

查詢領域

學習重點

階段 III 

議題融入 跨學科 

教材選

用或設

計 

教學設

備/資

源 

教學活動設計階段 IV 試教暨學習單設計 
整體教案規劃及試教

檢視省思心得 

小組 

討論 

紀錄(請

詳細紀

錄) 

1.國中/高中 

2.授課年級： 

3.設定單元： 

4.授課時間： 

1.單元基本核

心知識、原理

學習 

2.情意、態度

養成 

 1.學習內容 

2.學習表現 

性別平等/人

權教育/ 

環境教育/海

洋教育 

主科+副

科 

教科書

以外的

教材 

 引起學習動

機的活動規

劃 

發展教學活

動(主、副科

目) 

導入學理知

識的活動設

計(主科目) 

生活應用活

動規劃 

1. 教具準備 

2. 授課內容演練 

3. 簡報檔/海報(多媒體應用) 

4. 習單設計 

 

評量策略 

規劃 

評量策略 

規劃 

評量策略 

規劃 

評量策略 

規劃 

與指導教

師討論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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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2/5）

請到國家教育研究院下載公佈的領綱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10469,c639-

1.php?Lang=zh-tw

二、查詢領綱各
階段「學習重點
」與「核心素養
」。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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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2/5）

A.查詢「學習內容」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構
面

舉例說明
A.查詢「學習內容」
第1碼：科別 美術內容（美E）
第2碼：學習階段:  高中第5階段（V）
第3碼：流水號：3:影音媒體與表現技法*、數位媒體與表現技法。

第1碼 第2碼

藝術領域「學習內容」編碼範例

第3碼

美E Ⅴ 3

美 E-V-3 影音媒體與表現技法 *、數位媒體與表現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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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2/5）

B.查詢「學習表現」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構
面

舉例說明
B.查詢「學習表現」

第1碼：科目美術＋表現（美1）
第2碼：學習階段：高中第五階段（V）
第3碼：流水號：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生活經驗，並與他溝通。

第1碼 第2碼

藝術領域「學習表現」編碼範例

第3碼

美1 Ⅴ 1

美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生活經驗，並與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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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2/5）

C.查詢「核心素養」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構
面

舉例說明
C.查詢「核心素養」

第1碼：領域：藝術（藝）
第2碼：學習階段：高中（S-U）
第3碼：領綱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A1 參與藝術活動，以提升生活美感及生命價值。

第1碼 第2碼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編碼範例

第3碼

藝S U A1

藝 S-U-A1 參與藝術活動，以提升生 活美感及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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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2/5）

D.檢查核對看看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構
面

舉例說明:檢查核對看看

藝術領域學習重點 藝術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美 1-V-1  能 運 用 多

元視覺符號詮 釋生活

經驗，並與他溝通。 

美 E-V-3  影音媒體與

表現技法*、數位媒體與

表現技法。 

藝 S-U-A1 參與藝術活

動，以提升生活美感及

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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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學習
目標」及「教學
案例結構圖」。
（1/2）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構
面

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3/5）

開展學習目標、學習活動、學習評量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由學習階段選擇 

（學習表現項目） 

 

範例 

美 1-V-1  能運用

多元視覺符號詮 

釋生活經驗，並與

他溝通。 

 

由學習階段選擇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範例 

美 E-V-3  影音媒體與表現

技法*、數位媒體與表現技

法。 

 請教師擬定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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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學習
目標」及「教學
案例結構圖」。
（2/2）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構
面

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3/5）

藝術領域-跨學科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架構表 B 

畫出架構表(請小組討論擬出教案設計架構表，架構表包含五個部分：1課程或單元

名稱 2.單元或子單元名稱 3學習目標 4教學活動設計 5.評量策略) 

 

2單元/子單元名稱 

 

2單元/子單元名稱 

 

3.單元學習目標 

5.評量策略 

4.教學活動設計 

（概要式列舉） 

 

2單元/子單元名稱 

 

2單元/子單元名稱 

 

3.單元學習目標 

5.評量策略 

4.教學活動設計 

（概要式列舉） 

 

2單元/子單元名稱 

 

2單元/子單元名稱 

 

單元學習目標 

5.評量策略 

3教學活動設計 

（概要式列舉） 

 

1課程名稱/教學單元名稱 

(請先教師確認是以「課程」或「單元」為教案設計主軸)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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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寫教案設
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核 心 素 養規

劃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成 效

教
學
構
面

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4/5）
藝術領域-跨學科核心素養導向教案設計依據表 C 

領域/科目  教師/團隊  

實施年級  總節數 共    節，    分鐘 

單元名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內容 A1 

（請查詢領綱） 

核心 

素養 

B 

（請查詢領綱） 

學習表現 A2 

（請查詢領綱）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請查詢領綱）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教材內容 

 

教學設備/資源 

 

學習目標 

(由教師自行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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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規劃「教學
活動」及「評量
策略」。（1/2）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規
劃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成 效

素養導向、啟合學習

啟

啟發興趣

1.引起動機

從生活導入引

起學生學習動

機的個案。

承

承展教學

2.發展活動

開展有趣的教

學活動設計。

（主/副）

轉

轉換知識

3.總結活動

導入領域學理

與知識。

合

合進生活

4.生活應用活

動

生活應用

學習評量策略

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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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教 學 活 動

啟合學習法
（啟、承、轉、合）

評 量 重 點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成 效

規
劃
構
面

教
學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領綱教案設計結構圖

學 習 重 點

內容 表現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規
劃
構
面

各領域都有

評 量 重 點

學 習 成 效

五、規劃「教學
活動」及「評量
策略」。（2/2）

3.3素養導向教案設計設計流程（5/5）
藝術領域-跨學科教學活動設計規劃表 D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學習評量策略 

學習內容關鍵字： 

 
一、引起學習動機的活動規劃 

 
 
 
 
 
 
 
 
 
 

二、發展教學活動(主、副科目) 

 

 

 

 

 

 
 
 
 

三、導入學理知識的活動設計(主科目) 

 
 
 
 
 
 
 
 
 
 

四、生活應用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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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本次主題：「藝術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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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數學

藝術＋數學

資料來源：阿簡生物筆記http://achien.blogspot.tw/2008/11/dna_20.html

數學（引發學習興趣） 融入美術教學設計（強化學習成效）

跨學科：引起學習興趣，強化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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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藝術：引起學習興趣，強化學習成效

http://www.tari.gov.tw/sub/news/index-
1.asp?Parser=9,38,651,635,,,1051

藝術成果（引發學習興趣） 融入藝術教學設計（強化學習成效）

藝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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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與加入臉書社群

相關電子檔及訊息
將由「facebook」
中社團進行分享。
https://www.facebo

ok.com/groups/193

7059569864016/

請加入「中等教育階段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臉書社群
「藝術生活學科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