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12 至 113 學年度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工作計畫 

表 4、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海洋風情-舞潮汐 設計者 林育華 

科目 即興與創作 實施年級 四年級 

教學設計理念 

  明義舞蹈班學生生長在東臨瀚太平洋，西倚中央山脈的花蓮，是一個擁有豐富自

然生態的環境。 

  為了讓學生對於花蓮自然環境有更完整的概念，本課程設計即是透過認識東海岸

的太平洋，覺察環境與我的連結，藉由對於海洋的感受以肢體動作元素為主，融入

視覺與聲音節奏等元素呈現豐富多元的藝術樣貌。 

  在課程過程中，學生藉由表現與鑑賞的實作，達成創作與表現的情感思維，培養

審美的理解力與主動參與合作的精神，在快樂的學習過程中充實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 

課程架構 

 

        

教材研究 

一、課程分析 

(一)藉由東海岸太平洋不同樣貌之圖片欣賞，培養藝術鑑賞能力。 

(二)將選擇的畫作內容，提取多種元素運用於創作中，並藉由互助合作與欣賞，達 

到小品演練的學習效果。 

(三)能融合聲音節奏、環境與肢體動作結合，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

美感經驗。 

二、單元子題:本單元主題共 2子題 4節課完成，40分鐘為一節，共 160分鐘。 

    各子題單元分別如下: 

(一)遇見海洋:請學生利用假日與家人到海邊，透過觀察與體驗感受自己與大自然

的相互關聯，進行分享。 

(二)海風情畫:每位學生藉由分享、討論以及自己的感受，描繪海洋。 

(三)舞潮汐:各組依據選擇畫作，以肢體動作元素組合展現。 

(四)潮汐舞音:各組將動作組合融入聲音或節奏，進行小品呈現。 

教材

來源 

自 編 

海洋風情 

律動之海 

遇見海洋 海風情畫 

海洋之舞 

舞潮汐 潮汐舞音 



教材

設備 
音樂、音響設備、學習單、學生畫作。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舞才Ⅱ-P3 樂於與他人互動、合  

          作與欣賞。 

舞才Ⅱ-S1 蒐集、觀察及記錄舞  

          蹈資料。 

 

核心素養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

隊合作的能力。 

 

學習內容 

舞才Ⅱ-P3-1 與他人互動：含舞蹈   

            的分組與回饋。 

舞才Ⅱ-P3-2 樂於參與舞蹈活動: 

            含溝通與協調。 

舞才Ⅱ-S1-2 舞蹈資料蒐集、觀察  

            與記錄：含畫圖、歌 

            唱等。 

 

呼應核心

素養重點 

透過畫作為媒介，從動作探索與發展的

過程中，適切發展人際互動與溝通。 

 

議題 

融入 

(無者免填) 

議題名稱 海洋文化 

融入之 

學習重點 
海 E9 透過肢體、聲音、圖像及道具等,進行以海洋為主題之藝術表現。 

教學 

流程 

節次 教學活動方式及實施詳細流程 時間分配 

一節 

(40分鐘)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 a.完成檢閱學生圖畫作業。 

          b.準備上課所需之教具與音樂。 

(二)學生: a.完成海邊踏查學習單 

          b.將老師上一節課提示的作業完成並按時繳交。 

      c.複習已學習過暖身動作組合。 

(三)暖身組合:隨著教師的引導，融入情境配合音樂做暖身動作，由局部

關節漸進帶動軀幹活動，達到各肢體部位活動伸展的效果。 

(四)引起動機:引導學生從暖身動作組合中找出與主題相關的元素。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提供兩張海的圖畫，引導學生進行欣賞與觀察。 

(二)教師提問兩張圖畫的內容？學生口頭發表。 

(三)依據各小組學生選擇的圖畫，提示從圖畫中尋找內容元素(如:浪花、 

顏色、大小、浪的速度、風平浪靜…等) 。 

(四)各組依據海的圖畫，利用肢體動作創作出多樣的變化組合。 

(五)教師走動觀察各組討論和練習情形，引導學生回答問題，提示解決方

法。 

(六)分組呈現 

 1.教師發互評表，說明以 5 等量表進行評量。 

 2.小組發表:各組小品呈現，並報告說明小品動作取決於畫中哪些編創

的舞蹈元素與創作邏輯表現。 

 3.同儕回饋與分享進行評量。  

  4.教師統整各組表現的內容元素。 

 

 

 

 

 

 

7’ 

 

 

 

 

 

15’ 

 

 

 

 

 

 

 

 

15’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肯定學生在課程中的認真投入，依據今天課堂中各組的表現給予

正向回饋與建議，期待下一堂課中進行修正與準備。 

(二)教師提醒大家完成互評表並在下次上課時分享。 

 

……第三節結束…… 

 

 

 

 

 

3’ 

 

 

學習評量 

1.實作表現～觀察學生於課堂中與同儕互動的表現。 

2.口頭發表～觀察學生參與課程的表現，鼓勵學生勇於表達。 

3.互評表～以欣賞者的角度觀察、評量表演者的表現。 

備註：本表格參自國家教育研究院110年度愛學網「教師創新教學徵集教案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