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 105學年度第 2學期（三）年級 (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領域課程教學計畫表 

教學總目標： 

1 .認 識 各 宗 教 藝 術 表 現 在 建 築 、 壁 畫 、 雕 刻 上 的 媒 材 運 用 、 風 格 與 特 色 。  

2 .藉 由 對 各 宗 教 的 認 識 與 宗 教 藝 術 的 鑑 賞 經 驗 ， 引 發 對 不 同 文 化 與 信 仰 的 尊 重 。  

3 .藉 由 介 紹 不 同 藝 術 家 的 生 命 歷 程 ， 讓 學 生 學 習 如 何 去 認 識 藝 術 家 及 其 作 品 。  

4 .引 發 學 生 思 考 探 索 自 己 的 興 趣 、 性 向 、 價 值 觀 及 人 格 特 質 。  

5 .認 識 人 物 的 頭 部 結 構 與 五 官 位 置 之 基 本 頭 形 畫 法 並 完 成 自 畫 像 。  

6 .透 過 對 有 關 戰 爭 的 藝 術 作 品 之 呈 現 ， 思 索 戰 爭 的 本 質 ， 瞭 解 戰 爭 對 人 類 的 傷 害 ， 進 而 學 習 尊 重 人 權 ， 愛 好 和 平 。  

7 .認 識 戰 地 攝 影 作 品 的 特 質 與 表 現 。  

8 .認 識 畫 家 、 雕 塑 家 表 現 戰 爭 與 和 平 的 藝 術 作 品 ， 賞 析 並 思 索 作 品 意 義 。  

9 .透 過 認 識 重 要 的 紀 念 碑 、 紀 念 館 之 設 計 理 念 ， 瞭 解 人 們 對 戰 爭 的 反 省 與 寬 恕 。  

1 0 .從 臺 灣 藝 術 家 作 品 探 討 其 畫 作 所 展 現 的 人 文 背 景 與 美 感 。  

1 1 .認 識 臺 灣 藝 術 家 的 生 平 、 作 品 特 色 及 關 懷 鄉 土 。  

（三）年級第 2學期課程教學內容：    

週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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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重大議

題 

融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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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一 
2/13 

| 

2/17 
2/13 正式上課 

宗教與藝術的交會 

心靈的殿堂 

1.瞭解佛道教建築代表性風格及屋脊設計。 

2.認識寺廟建築中的藻井之美。 

3.認識佛像雕刻特色。 

4.瞭解圓雕、浮雕、線雕與透雕四種雕刻手法

之區別。 

5.認識佛教敦煌壁畫代表意含，並學習壁畫製

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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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1 SPLT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分辨各宗教代

表建築風格及內部裝

飾。 

（2）認識藻井製作方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

動，繼續學習。 

法。 

（3）認識圓雕、浮雕、

線雕與透雕之區別。 

‧技能部分：能描述各

類宗教藝術內容，並具

備欣賞能力。 

‧情意部分： 

（1）體會藝術的美和

價值，養成欣賞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能尊重不同的文

化與信仰。 

二 
2/20 

| 

2/24 
 

宗教與藝術的交會 

心靈的殿堂 

1.瞭解佛道教建築代表性風格及屋脊設計。 

2.認識寺廟建築中的藻井之美。 

3.認識佛像雕刻特色。 

4.瞭解圓雕、浮雕、線雕與透雕四種雕刻手法

之區別。 

5.認識佛教敦煌壁畫代表意含，並學習壁畫製

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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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

動，繼續學習。 

1 SPLT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分辨各宗教代

表建築風格及內部裝

飾。 

（2）認識藻井製作方

法。 

（3）認識圓雕、浮雕、

線雕與透雕之區別。 

‧技能部分：能描述各

類宗教藝術內容，並具

備欣賞能力。 

‧情意部分： 

（1）體會藝術的美和

價值，養成欣賞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能尊重不同的文

化與信仰。 

 

三 
2/27 

| 

3/3 
 

宗教與藝術的交會 

心靈的殿堂 

1.瞭解佛道教建築代表性風格及屋脊設計。 

2.認識寺廟建築中的藻井之美。 

3.認識佛像雕刻特色。 

4.瞭解圓雕、浮雕、線雕與透雕四種雕刻手法

之區別。 

5.認識佛教敦煌壁畫代表意含，並學習壁畫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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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1 SPLT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作方法。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

動，繼續學習。 

（1）能分辨各宗教代

表建築風格及內部裝

飾。 

（2）認識藻井製作方

法。 

（3）認識圓雕、浮雕、

線雕與透雕之區別。 

‧技能部分：能描述各

類宗教藝術內容，並具

備欣賞能力。 

‧情意部分： 

（1）體會藝術的美和

價值，養成欣賞藝術的

興趣與習慣。 

（2）能尊重不同的文

化與信仰。 

四 
3/6 

| 

3/10 
 讓天賦點亮生命 

1.介紹各畫家自畫像，藉此認識不同生命形態

的藝術家。 

2.介紹不同自畫像繪畫技法運用及藝術家內心

深處的情感表達。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

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

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

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

動，繼續學習。 

1 SPLT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簡略說明藝術

家的出生背景。 

（2）能簡略說明藝術

家所處的時代背景對

其造成的影響。 

（3）能藉由藝術家背

景資料體認與作品之

間的關聯。 

（4）能學習以不同欣

賞角度鑑賞藝術家作

品。 

‧情意部分：能欣賞並

體會各藝術家作品。 

 

五 
3/13 

| 

3/17 

 讓天賦點亮生命 

1.介紹各畫家自畫像，藉此認識不同生命形態

的藝術家。 

2.介紹不同自畫像繪畫技法運用及藝術家內心

深處的情感表達。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1 SPLT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

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

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

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

動，繼續學習。 

‧認知部分： 

（1）能簡略說明藝術

家的出生背景。 

（2）能簡略說明藝術

家所處的時代背景對

其造成的影響。 

（3）能藉由藝術家背

景資料體認與作品之

間的關聯。 

（4）能學習以不同欣

賞角度鑑賞藝術家作

品。 

‧情意部分：能欣賞並

體會各藝術家作品。 

六 
3/20 

| 

3/24 

 

讓天賦點亮生命 

1.介紹各畫家自畫像，藉此認識不同生命形態

的藝術家。 

2.介紹不同自畫像繪畫技法運用及藝術家內心

深處的情感表達。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

藝術創作。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

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

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

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

動，繼續學習。 

1 SPLT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簡略說明藝術

家的出生背景。 

（2）能簡略說明藝術

家所處的時代背景對

其造成的影響。 

（3）能藉由藝術家背

景資料體認與作品之

間的關聯。 

（4）能學習以不同欣

賞角度鑑賞藝術家作

品。 

‧情意部分：能欣賞並

體會各藝術家作品。 

 

七 
3/27 

| 

3/31 

第一次段考 

 

戰爭與和平 

1.從戰爭相關詩文及電影引導學生寫下對戰爭

的想法。 

2.認識戰地攝影記者與其攝影藝術。 

3.賞析戰地攝影作品之美。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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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A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能從優秀

的戰地攝影中，理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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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功攝影作品的具備要

素。 

‧技能部分：對藝術作

品的賞析有個人主觀

見解，並能適當表達與

呈現。 

‧情意部分： 

  能體認戰爭與暴力

的傷害，充分尊重自由

與人權的價值，以寬容

及反省的態度面對衝

突。 

八 
4/3 

| 

4/7 

 

 

戰爭與和平 

1.從戰爭相關詩文及電影引導學生寫下對戰爭

的想法。 

2.認識戰地攝影記者與其攝影藝術。 

3.賞析戰地攝影作品之美。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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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1 STA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能從優秀

的戰地攝影中，理解成

功攝影作品的具備要

素。 

‧技能部分：對藝術作

品的賞析有個人主觀

見解，並能適當表達與

呈現。 

‧情意部分： 

  能體認戰爭與暴力

的傷害，充分尊重自由

與人權的價值，以寬容

及反省的態度面對衝

突。 

 

九 
4/10 

| 

4/14 

 

 

戰爭與和平 

1.從戰爭相關詩文及電影引導學生寫下對戰爭

的想法。 

2.認識戰地攝影記者與其攝影藝術。 

3.賞析戰地攝影作品之美。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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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A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

討論與發表的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能從優秀

的戰地攝影中，理解成

功攝影作品的具備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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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技能部分：對藝術作

品的賞析有個人主觀

見解，並能適當表達與

呈現。 

‧情意部分： 

  能體認戰爭與暴力

的傷害，充分尊重自由

與人權的價值，以寬容

及反省的態度面對衝

突。 

十 
4/17 

| 

4/21 

 

 

藝術家的故鄉情 
運用所學得的各種技法設計酷卡明信片。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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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

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

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

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1 STAO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於課堂上的

討論與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1）是否能觀察與表

達出對作品的觀察與

看法。 

（2）是否能以視覺形

式表現出自己之理想

和感情。 

 

十一 
4/24 

| 
  

藝術家的故鄉情 
運用所學得的各種技法設計酷卡明信片。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
1 STAO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於課堂上的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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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

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

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

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討論與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1）是否能觀察與表

達出對作品的觀察與

看法。 

（2）是否能以視覺形

式表現出自己之理想

和感情。 

十二 
5/1 

| 

5/5 
第二次段考 

 

藝術家的故鄉情 
運用所學得的各種技法設計酷卡明信片。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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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

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

1 STAO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於課堂上的

討論與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2.總結性評量 

（1）是否能觀察與表

達出對作品的觀察與

看法。 

（2）是否能以視覺形

式表現出自己之理想

和感情。 

 



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

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

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

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

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

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

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

習慣。 

十三 
5/8 

| 

5/12 
入班宣導 入班宣導 

     
 

十四 
5/15 

| 

5/19 
入班宣導 入班宣導 

     
 

十五 
5/22 

| 

5/26 

技職博覽會 技職博覽會 
     

 

十六 
5/29 

| 

6/2 
班際活動 班際活動 

     
 

十七 
6/5 

| 

6/9 
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 

     
 

    

融入「重大議題」的代表記號 : 

環境教育 A      水域安全宣導 B     愛滋病、肺結核宣導 C    飲食教育 D    登革熱防治 E 

家庭暴力防治 F  低碳環境教育 G     反毒認知教學 H          急救教育 I    全民國防教育 J 

 

金融教育 K      家庭教育 L         性別平等教育 M          保護動物 N    海洋教育 O 



生涯教育 P      防災教育 Q         適性輔導 R              人權教育 S    資訊教育 T 

生命教育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