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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第三波教案徵選 

教學實錄分享 
一、設計理念 
    小六屬於高年級學生，即將面對畢業與離別，孩子的童年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個階

段，找尋一個意義深刻的方式，讓學生在日後光陰裡可以回憶，重覆回味當時童年

的生命時光。小學畢業是人生中兒童期到青少年間的一個轉捩點，他們開始更重視

同儕與團體，於是透過團體的力量，運用集體藝術創作出全班想一起留下的快樂回

憶。老師帶領學生去想想，什麼回憶對全班而言很重要，是想要共同留存或傳承

「愛」的生命印記呢? 

 

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 名稱：回憶大搜查 

引導學生觀察校園及回憶自己的感受，尋找一個與自己生命最相關、最快樂的回憶或最有

意義的一件事。從《老師，您哪位？｜方文山的美勞課｜收藏回憶》公視影片中，看到以

「小學故事框」藝術創作的方式記錄下回憶，學生也思考想一想，班上平常在生活中最回

味、最快樂的一件事是什麼? 

活動二 名稱：傳承的思考洞窟 

如果這件創作是一件留校作品，你怎麼看待這件作品? 

如果這件作品留在校園裡，它對校園裡大家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或以一個畢業生的身分，你想留給學弟妹或這個校園的回憶是什麼?  

活動三 名稱：畢業集體創作討論 

從學生發散思考的提議中，聚焦討論每件提案的意義與可行性，並票選出一件共同想做的

創作。學生選擇從平日喜愛打桌球這件快樂的生活樂事出發。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將打桌

球這份快樂「愛」的生命感受傳承下去呢? 

活動四 名稱：心意的實踐家 

學生選擇自己所愛，也想將愛分享出去，開始實踐這份心意。 

學生回顧自己平日打桌球的感受，開始設計，為學弟妹量身製作符合身高與場地空間的特

殊尺寸球桌。從基礎木工訓練開始，到完成木製的桌球桌與桌球拍創作。 

活動五 名稱：遊戲的哲學思考 

討論快樂怎麼傳承下去? 

透過討論，選擇為學弟妹籌辦桌球友誼賽，然而，友誼賽要如何準備呢?分組討論「什麼

是遊戲?」、「遊戲一定要有規則嗎?」、「遊戲為什麼好玩?」、「遊戲可以傳承快樂

嗎? 」，那你對這場友誼賽遊戲的看法是什麼呢?  

活動六 名稱：堅持到最後的精神 

舉辦美展，學生向校園的親師生公開介紹自己創作過程。 

同步舉辦桌球遊戲，將快樂「愛」的生命回憶傳承給學弟妹。 

「什麼是運動家的精神呢?」透過美展與球賽，來體現運動家的精神意涵。 

活動七 名稱：「愛」的傳承與反思 

經歷美展與球賽，分享《赴花蓮偏鄉服務學子-志工團隊打造校園遊憩平台》的公視影

片。為了校園「愛的付出」與「愛的傳承」。最後，大家分享自己的看見，說一說以及

寫下來：關於過程中的心得或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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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 / 科目 視覺藝術 設計者 鍾旻家、劉炫億 

實施年級 小學六年級 實施學校 新竹縣道禾實驗教育機構 

課程名稱 
快樂怎麼傳承?   

  —畢業集體創作 
教學節次 48節 

設計依據 

核心素養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

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

理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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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藝 3-Ⅲ-5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人文關懷。 

藝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與情感。 

藝 3-Ⅲ-4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美感。  

學習內容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 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與視覺美感。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藝術。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生 E1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審美判

斷，分辨事實和價值的不同。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自己從

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養感恩之心。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透過藝術跨領域課程整合，進行哲學思考、價值思辨、靈性修養，探索

「愛」的生命意義。 

 

教材來源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平台、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投影機、木工相關用具 

使用的 

公視影片 

《老師，您哪位？｜方文山的美勞課｜收藏回憶》公視影片 

《赴花蓮偏鄉服務學子 志工團隊打造校園遊憩平台》的公視影片 

學習目標（至多 5項即可） 

1.在藝術學習上，透過團體討論，學生可以解說自己創作理念。  

2.學生能構思表現的主題，可畫成設計圖，並能選擇適當的媒材。  

3.透過實作，學生能發展學習，解決問題，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

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4.在集創中，學生能從中培養是非判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團體的關係，培養同理

心與責任感，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每個人的美。 

5.落實學習共同體的方式，從無到有，學生能籌辦藝術美展與球賽活動，同時展現團隊合

作的精神。 

 

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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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ㄧ、回憶大搜查 

 
（ㄧ）面對即將畢業的心情，學生的青春需要記錄，想尋找一個意

義深刻的方式，在日後漫長光陰裡可以回想，重覆回味當時

童年回憶。引導學生觀察校園及回憶自己的感受，尋找一個

與自己生命最相關、最快樂的回憶或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二）播放公視《老師，您哪位？｜方文山的美勞課｜收藏回憶》

影片裡小學故事框的創作方式，讓也想進行藝術創作的海洋

家學生欣賞，引導全班一起找尋集體創作的題材? 

（三）遴選作品：從學生十幾個創作發想提議中，一一分析與討論

創作的可行性與生命上的意義相連結。 

思考洞窟討論： 
1. 在這個校園裡，什麼樣的人事物是讓你在畢業前充滿回憶? 

2. 這份作品如果留在校園裡，你會想賦予它什麼意義? 

----------------------------------------------------------- 

二、畢業集體創作 

 

（ㄧ）集創前引導 
老師提問： 

1. 在這麼多創作提議中，什麼是與你們的生活最貼近，最讓你們想

念的呢? 

2. 你們選擇了桌球桌與球拍的創作，要用什麼技法與方式實踐? 

（二）心意的實踐家 
1. 桌球桌木工拼板美感設計與色彩搭配討論。 

2. 六年級學生在桌球桌設計上，考量學弟妹身高以及校園實際空間

大小，結合數學課依比例尺計算出特殊尺寸，學習計算所需材料

數量。 

3. 使用木工創作 

3-1、使用木工工具 

        (1)引導學生們如何使用木工具及安全須知。 

 (2)如何用角尺畫直線，及用鋸子在木頭上練習鋸出直線。 

3-2、開始測量尺寸畫出直線，實際測量與反覆鋸出各尺寸。 

3-3、木頭桌球桌與桌球拍拼接黏合與組裝。 

3-4、桌面重複打磨，磨出球桌與球拍的質感與完成創作。 

----------------------------------------------------------- 

三、遊戲的哲學思考 

 

（ㄧ）討論快樂如何傳承 
1. 快樂怎麼傳承給學弟妹呢? 

2. 為了學弟妹身高與場地空間，量身打造設計而成的桌球桌，要怎

麼讓學弟妹認識與瞭解這份用心呢? 

3. 透過討論，選擇為學弟妹籌辦桌球友誼賽，友誼賽要如何準備?

（二）討論如何舉辦友誼賽遊戲什麼是遊戲呢？ 

2. 舉辦桌球賽遊戲，遊戲需要規則嗎? 

3. 你們覺得遊戲為什麼好玩？ 

4. 遊戲可以傳承快樂嗎? 

---------------------------------------------------------- 

 

 

 

 

 

1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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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23小時 

 

 

 

 

 

 

 

 

 

 

 

60分鐘 

 

 

 

 

 

 

 

 

口語評量 

 

 

 

 

 

 

 

 

 

 

 

 

口語評量 

 

 

 

 

 

 

 

 

質性評量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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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堅持到最後的精神 
 

（ㄧ）美展公開發表 
透過公開美展的舉辦，學生有機會向校園親師生，介紹自己創作過

程與表達一份贈予學弟妹快樂的心意。 

（二）運動家精神傳承 
透過球賽舉辦，讓校園裡親師生與學弟妹一起體驗桌球友誼賽。 

分組討論：在遊戲中，輸贏是最重要的嗎? 

2. 運動家精神背後最重要的精神是什麼? 

3. 在生命中，你覺得運動家精神帶給我們什麼啟發?-------------

---------------------------------------------- 

五、「愛」的傳承與反思 
 

（ㄧ）影片欣賞 
看到六年級海洋家學長姊，為了學弟妹付出的心意。老師也與學生

分享一部公視影片《赴花蓮偏鄉服務學子 志工團隊打造校園遊憩

平台》。 

（二）愛心樹之分享 
從影片分享中看見在外面世界也有人為了偏鄉校園，當志工付出

愛心。引導海洋家學生們回頭瞭解，在生命中，付出也是一種快

樂，一種換不來的快樂。人除了懂得愛自己，也要懂得付出，去愛

別人，這是很重要的生命交流。書寫回饋小卡與感言。 

 

 

 

 

2小時 

 

 

 

 

 

 

 

 

 

60分鐘 

 

 

 

 

質性評量 

 

口語評量 

 

 

 

 

 

 

口語評量 

 

 

 

質性評量 

 

教學實踐情形與成果： 

    當學生從自身生活樂趣出發再進入創作時，這件創作原本就讓學生充滿動力，而從自身快樂，

到也想讓別人也感受到他的快樂，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在球桌創作過程中，面對木頭需要反覆打磨、切、鋸與上漆等重複性動作，學生開始覺得原來

這是單調無趣的過程，導致學習意願波動。例如：帶學生使用線鋸，學生一直弄斷鋸片，於是和學

生們一起討論鋸片是如何斷的，學生發現他們使用鋸子時，鋸太快導致會左右搖晃，造成鋸片斷

掉，於是學生就會從挫折中開始學習沉住氣，讓自己慢下來，以解決鋸片斷裂的問題。在刨木材

時，學校木工坊只有一台平刨機，帶學生使用電動刨刀時，其他非工作人員卻不知道要做什麼，於

是老師帶領學生一起想想如何分工?學生們想出一個人把木頭送入平刨機，其他人接著傳木頭或把

木頭依尺寸排整齊，學生從中體會到什麼是分工合作，不但有事做，也能從中學習解決問題與團隊

合作精神。過程中，老師會視當日工作進度與學生身心需求，彈性調整，再繼續往前邁進。這段創

作過程，對學生而言是意志力上很好的磨練! 

    當桌球桌創作完成，變成校園留存的一張公共設施球桌，透過公開美展介紹與球賽交流，校園

中的學弟妹感受到學長姐設計上的用心與美好的心意，一到下課時間，桌球區瞬間變成校園裡最熱

門的遊戲場域。六年級學長姊的初心，就是想將喜愛打桌球的快樂感受傳承下去，以心傳心的精

神，似乎在此實踐了。也讓六年級海洋家學生明顯感覺到參與了社會性的事物，除了是心意的實

踐，更是實踐公民參與的雛形。 

教學心得省思： 

    學生的想像是無限的，學生想出的方法，也有可能是適合他們自己的方法，不要輕易抹滅學生

們的想法，讓他們去試試，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在《最後 14堂星期二的課》書裡提到「生命之中最要緊的事，是學著付出愛，以及接受愛。」

然而，在這一步步討論與引導中，也讓學生從感受到自己單純喜悅，到如何懂得與別人分享喜悅的

過程，整個實踐過程覺得十分不容易，而一份願意為學弟妹著想的心，愛自己，也懂得愛別人，這

樣心意更是讓人感動! 

 

其他參考資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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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請將課堂簡報、學習單、影音檔連結或其他所有相關資料放置於雲端資料夾 

請將教師照片、課堂紀錄照片放置於雲端資料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