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關廟區新光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  三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美藝嗊哩-竹藝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1) 竹藝欣賞  主題，每週  1節，實施 15週，共 15      

節。 

(2) 編織技巧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6  週，共6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彈性  領域   林于櫻   老師 

  藝文  領域   陳彩屏   老師 

 

設計理念 

結合在地資源，將傳統文化深耕於校訂課程，傳承並發揚

社區特色，提升學童藝術鑑賞能力並增進實務經驗的創造

力，親近我們所生活的這片土地，導師、行政協同教師與

在地業師於課餘時間進行備課，運用當地特色資源、地理

景觀，從觀察竹的生長、使用、備材、生活運用來貼近學

生學習的脈絡。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 理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

富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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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主題名稱 

1.戀戀竹情—認識竹子 

2.戀戀竹情—台灣竹藝產業 

3.紙上談編—熟練編織技巧 

4.竹編之美—製作竹編杯墊 

 

課程目標 

1.透過探索家鄉地名緣由的過程中，了解家鄉所具備的自

然與人文特性，以及家鄉聚落形成與生活需求間的關聯

性，並熟悉使用地圖的各種技巧。 

2.透過分組討論、冥想引導、觀察繪圖方式，認識家鄉的

自然環境，並從探究家鄉的地形、氣候與水資源等，發現

自然環境與生活的相互關係。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3.透過活動引導、閱讀觀察、情境討論及發表分享方式，

從家鄉文物中看先民生活方式，先民的智慧與風俗民情，

了解今昔之不同。 

4.透過分組討論、情境演練、分組報告方式，認識家鄉產

業的特色、合作與競爭關係及發展與挑戰問題，進一步覺

察產業與生活的關係。 

5.透過資料蒐集、分組討論、體驗活動、情境演練方式，

認識家鄉的名勝與古蹟，進而發現名勝、古蹟的特色及價

值，從中培養學生愛護鄉土、珍愛文化資產的態度。 

6.透過經驗分享、分組討論、體驗活動方式，認識家鄉的

節慶與民俗活動，進而發現不同群體的節慶與民俗活動所

蘊含的意義及特色，從中培養學生尊重並欣賞各種節慶與

民俗活動的態度。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1-2-1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4測量距離、閱讀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略平面

地圖。 

1-2-6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

求。 

1-2-8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2-2-1了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2-2-2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

民俗之美。 

融入相關議題 

【家政教育】 

3-2-1認識我們社會的生活習俗。 

【海洋教育】 

1-2-5了解家鄉或鄰近沿海或河岸景觀的特色。 

2-2-1了解水產買賣活動。 

3-2-9了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與生活的關係。 

4-2-4探討颱風對生活的影響。 

4-2-5說明並做好基本的防颱措施。 

【環境教育】 

1-2-3察覺生活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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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現象。 

7-2-2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

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S-2-07 能理解旋轉角

的意義。 

A-2-01 能理解乘除互逆，並運用於驗算與解題。 

A-2-02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結合律，並運用

於簡化計算。 

D-2-02 能認識並報讀生活中的長條圖、折線圖。 

2-2-1了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

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3認識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2-2-4了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資訊教育】 

4-2-1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本功能。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一週 

∣ 

第五週 

主題：戀戀竹情—認識竹子 

授課教師：介紹竹子的生長環境與條件並協 

          助學生了解竹子的生物特性， 

          結合社會領域的學習內容，融  

          入課程。 

協同教師：發揮行政整合功能，從社區出 

                      發，邀請專家備課，並依照本校   

                      發展特色與情形提供課程規劃建 

                      議，並從旁給予學生協助。 

5 自編教

材、書

籍、網路

資料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角色扮演 

紙筆測驗 

林于櫻 陳彩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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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 

第十週 

主題：戀戀竹情—竹的面貌 

授課教師：蒐集並觀察台灣竹子的種類，並    

          就其外觀，葉子、表皮等細節禁 

          行探討，導師根據教學給予學生 

          適當的學習情境安排。 

協同教師：引介在地資源，提供實物多樣 

                      性，供學生觀察探討，並設計主 

                      提任務，讓學生能做不同的專題 

                      探索。 

5 自編教

材、書

籍、網路

資料 

小組討論 

口頭報告 

林于櫻 陳彩屏 5  

第十一週 

∣ 

第十五週 

主題：戀戀竹情—台灣竹藝產業 

授課教師：教師導覽關廟地區的在地產業特 

          色，並介紹當地竹藝產業的開始            

          與發展。 

協同教師：規劃社區踏查內容，羅列在地產

業鏈及文化資產，引導學生規劃出期末踏查

清單，聯繫在地商家及文化單位合作支持。  

。 

5 自編教

材、書

籍、網路

資料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角色扮演 

紙筆測驗 

林于櫻 陳彩屏 5  

第十六週 

∣ 

第十八週 

主題：紙上談編—熟練編織技巧 

授課教師：先藉由紙編，引導學童練習編織 

          技巧，並訓練手眼協調。 

協同教師：協助學生理解編織紋理及配置手

法，在美藝課程中融入數學計算，不僅能事

3 自編教

材、書

籍、網路

資料 

實作評量 

學生互評 

陳彩屏 林于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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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功倍，更可以讓學生了解節約用料也可以

很科學。 

第十九週 

∣ 

第二一週 

主題：竹編之美—製作竹編杯墊 

授課教師：將紙編所習得的編織技巧運用在 

          竹編作品的呈現，讓學生熟悉竹 

          片的觸感，並拓展新的編織技 

          法。 

協同教師：協助學生了解竹片與紙條的差異 

          性，並引導學生與教師的指令同 

          步，結合空間感的運用，由 

         「線」演變至「面」的應用，。 

3 竹藝協

會、書

籍、網路

資料 

實作評量 

學生互評 

陳彩屏 林于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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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關廟區新光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  三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美藝嗊哩-竹藝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2.領域學習課程： 

□語文(□國語、□英語、□本土語/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課程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 

□自然科學(□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1) 竹藝欣賞 主題，每週 1節，實施 8 週，共 8 節。 

(2) 編織技巧  主題，每週 1 節，實施  12  週，共12      

節 

 

授課教師姓名 

  彈性  領域   林于櫻   老師 

  藝文  領域   陳彩屏   老師 

 

設計理念 

結合在地資源，將傳統文化深耕於校訂課程，傳承並發揚

社區特色，提升學童藝術鑑賞能力並增進實務經驗的創造

力，親近我們所生活的這片土地；下學期以之前所學作為

基礎，開始進入抽象的立體製作，與行動規畫至實踐，配

合學生的成長脈絡，做螺旋式的加深加廣，並加入藤編的

元素，碰撞出更多不同的體驗。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 理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

富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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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主題名稱 

1.細說藤編—認識藤類 

2.細說藤編—台灣藤藝產業 

3.細說藤編—藤編小碟子 

4.藤編之美—製作藤編筆筒 

5.高手小編—欣賞作品/戶外踏查 

課程目標 

1.透過探索家鄉地名緣由的過程中，了解家鄉所具備的自

然與人文特性，以及家鄉聚落形成與生活需求間的關聯

性，並熟悉使用地圖的各種技巧。 

2.透過分組討論、冥想引導、觀察繪圖方式，認識家鄉的

自然環境，並從探究家鄉的地形、氣候與水資源等，發現

自然環境與生活的相互關係。 

3.透過活動引導、閱讀觀察、情境討論及發表分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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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鄉文物中看先民生活方式，先民的智慧與風俗民情，

了解今昔之不同。 

4.透過分組討論、情境演練、分組報告方式，認識家鄉產

業的特色、合作與競爭關係及發展與挑戰問題，進一步覺

察產業與生活的關係。 

5.透過資料蒐集、分組討論、體驗活動、情境演練方式，

認識家鄉的名勝與古蹟，進而發現名勝、古蹟的特色及價

值，從中培養學生愛護鄉土、珍愛文化資產的態度。 

6.透過經驗分享、分組討論、體驗活動方式，認識家鄉的

節慶與民俗活動，進而發現不同群體的節慶與民俗活動所

蘊含的意義及特色，從中培養學生尊重並欣賞各種節慶與

民俗活動的態度。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1-2-1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4測量距離、閱讀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略平面

地圖。 

1-2-6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

求。 

1-2-8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2-2-1了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遷。 

2-2-2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

民俗之美。 

4-2-2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現象。 

融入相關議題 

【家政教育】 

3-2-1認識我們社會的生活習俗。 

【海洋教育】 

1-2-5了解家鄉或鄰近沿海或河岸景觀的特色。 

2-2-1了解水產買賣活動。 

3-2-9了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信仰與生活的關係。 

4-2-4探討颱風對生活的影響。 

4-2-5說明並做好基本的防颱措施。 

【環境教育】 

1-2-3察覺生活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2-2-1了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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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

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S-2-07 能理解旋轉角

的意義。 

A-2-01 能理解乘除互逆，並運用於驗算與解題。 

A-2-02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結合律，並運用

於簡化計算。 

D-2-02 能認識並報讀生活中的長條圖、折線圖。 

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3認識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2-2-4了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資訊教育】 

4-2-1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本功能。 

教學活動 

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一週 

∣ 

第四週 

主題：細說藤編—認識藤類 

授課教師：延伸竹編的概念，介紹藤類的生 

          長環境、條件並協助學生了解藤 

          類的生物特性。 

協同教師：幫助學生將資料做表格整理，引 

                       導學生將竹編與藤編做有條理的 

                       比較分析，並發掘各自無可取代 

                       的優點，應用在生活中有哪些異 

                       同與可行性。 

4 自編教

材、書

籍、網路

資料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角色扮演 

紙筆測驗 

陳彩屏 林于櫻 4  

第五週 主題：細說藤編—台灣藤藝產業 4 自編教 作業評量 陳彩屏 林于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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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週 

授課教師：教師導覽關廟地區的在地產業特 

          色，並介紹當地藤藝產業的開始            

          與發展，介紹傳承技藝的耆老作 

          品與業師。 

協同教師：比較兩種編織作品在關廟及民眾 

                       生活運用上的習性與差別，讓學 

                      生與作品產生連結，訪問家中的 

                      長輩，分享工具與生活，對自己 

                       所帶來的影響。 

材、書

籍、網路

資料 

口頭報告 

角色扮演 

紙筆測驗 

第九週 

∣ 

第十二週 

主題：細說藤編—藤編小碟子 

授課教師：教導學童練習藤類的編織技巧， 

          了解藤編基礎的材料處理方式。 

協同教師：協助將教學流程，細分為具體的 

                      步驟及順序，讓學生能夠有順序 

                      性的進行編織初體驗，並挑出紋 

                      理不順與缺漏的地方，檢視學生 

                      的學習成果。 

4 自編教

材、書

籍、網路

資料 

實作評量 

學生互評 

林于櫻 陳彩屏 4  

第十三週 

∣ 

第十六週 

主題：藤編之美—製作藤編筆筒 

授課教師：將先前所習得的編織技巧運用在 

          藤編作品的呈現，讓學生熟悉藤 

          條的手感。 

4 藤藝協

會、書

籍、網路

資料 

實作評量 

學生互評 

林于櫻 陳彩屏 4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協同教師：協助學生運用數學空間感，從平 

          面2D的作品實作，延伸進階到立 

          體3D的構想，在製作的過程中， 

          檢視學生的動作是否有需調整之 

          處，並注意施作姿勢，幫助製作 

          成品的流暢與效率。 

第十七週 

∣ 

第二十週 

主題：高手小編—欣賞作品/戶外踏查 

授課教師：介紹其他媒材的編織作品，並欣 

          賞各種作品想傳達的藝術內涵， 

          提供生活中的相關經驗 

協同教師：介紹國內國外不同時期、不同作 

          家對竹類藝品的各種詮釋，並探 

          討竹子與藤可與它類媒材，進行 

          創意結合的可行。 

4 書籍、網

路資料 

小組討論 

口頭報告 

學生互評 

林于櫻 陳彩屏 4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