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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CIPP 模式評鑑美感教育跨領域教學－ 
以臺北市 M 國中「藝數鑲遇」課程為例 

林雪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所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部將 2014 年訂為「美感教育年」，顯示我國對美感教育之重視，各式各

樣的美感教育課程於教學現場推展，如今已遍地開花。 

研究者至今第七年的教職時光，已是第五年投入美感教育計畫，累計至 110
學年度上學期，已執行九次美感教育課程，隨著計畫階段目標改變與服務於不同

學校，研究者所規劃之美感教育課程漸漸展現多元樣貌，最重要的是隨著新課綱

革新，課程設計走向跨領域，帶動更多層次的素養學習。 

為瞭解本校美感教育跨領域教學之經驗，本文將以 CIPP 評鑑模式針對研究

者服務的 M 國中美感教育跨領域教學進行評鑑，評鑑對象為 M 國中 108 學年度

開發之課程「藝數鑲遇」，是融合數學密鋪與美感構成概念開發單位形設計之跨

領域課程，期許依據評鑑結果，瞭解美感教育跨領域教學的問題與突破，以促進

未來穩定發展。 

二、CIPP 評鑑之發現 

CIPP 評鑑模式為史塔佛賓（Daniel Stufflebeam）於 1960 年代後期開發，用

於對計畫、項目、人員等面向進行全面的評估，數十年來，逐漸被廣泛地運用在

更多領域，CIPP 可分為背景評鑑、輸入評鑑、過程評鑑、成果評鑑，CIPP 認為

評鑑最重要的並非證明，而是改進（Stufflebeam, 2003）。 

本文以 CIPP 評鑑模式對臺北市 M 國中實施美感教育跨領域教學進行背景、

輸入、過程及成果四種評鑑，以下將蒐集並分述相關資料。 

(一) 核心價值 

美感教育是「以生活為題，美感探索為歷程」的學習，重視人對生活中的每

件事情敏感，進而開展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整合的歷程，因此，美

感教育為一種素養教育，並能涵育自信心的養成（曾成德，2016）。美感教育需

啟發學生對美的「有感」，藉用眼觀察、以心覺知，並動手做，引發學習者在過

程中思考「美」與「好」如何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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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國中以全人教育「心」世紀公民為學校願景，重視學子成為終身學習者；

課程目標為「關懷人我，解決問題」，各領域課程皆培養學生三種核心能力－學

思力、協作力及公民力，以國際教育、閱讀教育與數位學習為主軸，統整學生學

習經驗。 

本文評鑑對象為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執行之「藝數鑲遇」課程，屬於美感教

育課程結合校本主軸的跨領域教學方案，109 學年度亦持續於 M 國中實施。 

(二) 背景評鑑 

M 國中位於臺北市，交通便捷，社區內學校機構林立，擁有許多可利用的資

源，班級數在六十個班級以下，年年招生滿額。校風重視五育均衡，積極發展各

項活動，教師團隊認真專業，學生普遍學習態度佳，家長亦積極參與學校事務。

美感教育方面，M 國中具備以下優勢：(1)為參與「十二年國教課綱國中小階段

前導學校計畫」之學校，校內逐年成立核心前導小組，發展素養導向的領域與跨

領域教學，每月皆有課程共備會議；(2)研究者為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以下簡稱美感設計計畫）種子教師，相關教學經驗豐富。面臨之問題則為美感

教育常被認為僅屬於藝術領域的學習，忽視美感乃基本能力的養成，此外，學生

通常難以覺察美感，必須透過課程設計才能引發關注，然而，此點雖為問題，卻

也成為課程之突破點。 

(三) 輸入評鑑 

輸入評鑑將分析美感設計計畫以及 M 國中輸入的人力、經費以及相關資源，

瞭解研究者兼教師如何運用資源於課程設計與實施中。 

1. 教育部美感設計創新計畫 

(1) 種子教師增能 

依據美感設計計畫申請計畫所示：「種子教師應配合辦理及參與本計畫

之相關活動，如社群學校課程共備、基地共學增能工作坊及講座等，並參與

總計畫團隊辦理之全國工作坊。」研究者身為 M 國中唯一的美感種子教師，

教師增能為人力資源輸入，持續透過增能融入所學。 

(2) 教學計畫審查 

研究者依據計畫需執行為期一學年、上下學期各六小時之美感通識課

程，需經總計畫團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審查課程設計，審查委員檢核項目包

含課程概述、美感觀察、美感技術、美感概念、其他目標與教學進度，審查

結果分為「通過」、「部分修正後通過」、「建議部分課程重編」及「不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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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須依照審查結果給予修正回應。「藝數鑲遇」初審意見為部分修正後通

過，後續通過複審，並於當學期執行課程完畢。 

2. 計畫核定經費 

美感設計計畫由種子教師設計課程並編列課程預算，108 至 109 學年度經費

額度最高補助一學年新臺幣八萬元，分上下學期撥付。核定經費對 M 國中而言

為財力的輸入，且為重要的資源。 

3. M 國中 

(1) 教師團隊 

M 國中為參與「十二年國教課綱國中小階段前導學校計畫」之學校，校

內成立核心前導小組，發展跨領域課程；此外，為推動校本主軸「數位學習」，

M 國中於校內成立「數位學習社群」已行之有年，研究者身兼前述團體成員

身分，並進行「美感設計計畫」。108 學年度執行「藝數鑲遇」課程時，M 國

中在教師人力資源輸入透過課程設計與執行有所連結。本課程後續參加「臺

北市百大菁英資訊應用人才教育獎」，亦是自上述社群人員中組成參賽團隊。 

(2) 資源設備 

研究者於 M 國中配有一間視覺藝術科專科教室，與「藝數鑲遇」課程

相關的教材購置齊全；由於校本主軸為數位學習，教師可向學校設備組借用

學生數量之平板，使課程推動具有良善之基礎。 

(四) 過程評鑑 

「藝數鑲遇」延伸自 M 國中數學科彈性課程「渾身解『數』」，幾年來，數

學科教師嘗試在課程中引導學生操作現成的密鋪圖形，儘管學生樂於動手操作，

但圖形概念的學習無顯著成效。研究者加入課程共備後，團隊發現數學之密鋪概

念與視覺藝術之單位形可進行統整，便以美感為核心發展鑲嵌單位形設計課程。 

1. 課程設計 

「藝數鑲遇」由研究者、K 老師進行設計，並由 108 學年度任教七年級數學

科的教師團隊共同進行跨領域教學；本課程同時為研究者執行美感設計計畫之課

程，計畫以「美感學習構面」為課程入口，六項美感學習構面分別為色彩、質感、

比例、構成、結構與構造，「藝數鑲遇」係以構成美感為核心發展課程。根據陳

瓊花（2015，頁 11）所述，構成美感定義如下：視覺形式部分的「構成」，是指

在設計或創作的過程中，就平面、立體、空間或時間性的範疇，將色彩、點、線、

面、體、光線等的元素、材料、題材、成分或內容等，作特殊而有意義的安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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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以傳遞出設計者或藝術家的創作思維，並藉之與觀者或使用者溝通。 

M 國中整合「渾身解『數』」走向「藝數鑲遇」，前者將在學期初探究圖形設

計中的數學原理，後者將於學期中後段引導學生發現「構成」的美感，從而理解

「秩序」的重要性。過程中，小組將數學科彈性課程討論的「主題單位形設計」

帶至美感課堂，藉生活與藝術家作品的構成分析，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調整原有設

計，體會幾何與簡化的應用、圖形組合的安排，試驗與發展小組的鑲嵌，於實作

中探索構成的可能性。學生經歷一學期的發現、嘗試與合作歷程，從中理解共通

的美感來自合宜的思考與秩序的統領。 

2. 教師共備 

108 學年度上學期，「藝數鑲遇」初次由研究者、K 老師、C 組長進行構想，

下學期轉為在核心前導小組討論之，核心前導小組每個月由教務處主導進行共備

會議，數學科教師為代表制，視覺藝術科教師為研究者，因此在會議討論出共識

後，將由數學科代表負責回報與統整相關進度。 

3. 課程實施 

教學期間遭遇幾個重要問題，如下所示：  

(1) 由於每個班級的進度不同，數學科及視覺藝術科的引導階段不一定會重

疊於同週次，必須依實際教學狀況進行調整。 

(2) 課程最初有特定主題以開發鑲嵌圖形，後來遇到少部分學生卡關的問

題，因此，依各班數學教師觀察學生狀況後，自行決定是否擴大題目範

圍；數學教師們也可依照學生能力，採取個人或小組的方式設計圖形。 

(五) 成果評鑑 

以下將分述學生成果、學生回饋，以及教案獲獎作為成果評鑑。 

1. 學生成果 

為推動 M 國中課程主軸之一為「數位學習」，教師融入了平板教學。學生將

各班的單位形於實作中置於 APP 重新排列，調整各項參數值，即時創造多元的

壁紙，學生藉此練習美感中的構成；教師再配合 Seesaw 進行班級經營，可讓全

班共享並欣賞彼此的學習成果。為回應課程初始的鑲嵌概念，教師鼓勵學生使用

APP 做出班級的鑲嵌密鋪，各班皆有挑戰成功的例子，引起同儕好奇與學習動

機，正向的學習氛圍讓師生皆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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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回饋 

教師運用表單使學生進行自我表現的評比，結果顯示，學生肯定自己在藝術

鑲遇課程的表現程度給 6 分以上者佔 7 成左右；藝數鑲遇課程讓學生覺得學以致

用的比例接近 8 成左右。令學生印象深刻的部分則包含增加對學習的自信與成就

感、感受到數學之美、齊心協力的共同創作、培養欣賞他人作品的能力、透過線

上平台可綜覽各班級成果、使用平板的 APP 可使相同的基本形元素做出不同的

圖形等。 

3. 教案獲獎 

M 國中將「藝數鑲遇」執行經驗整理並撰寫為教案，獲得「臺北市百大菁英

資訊應用人才教育獎－國中團體組優等」，後續亦作為 M 國中參與臺北市教育博

覽會課程之一。 

三、建議與結論 

研究者參與美感教育計畫已數年，從專以構面發想的課程，至結合校本主軸

開發跨領域單元，在新課綱與素養導向的時代，如何整合多面向的教學，實為當

代教師必須具備的專業展現，也是研究者以此為題進行評鑑的關切之處。根據

CIPP 評鑑模式針對 M 國中之美感教育跨領域教學進行評鑑後，提出下列建議與

結論： 

(一) 建議 

1. 校內資源整合 

「藝數鑲遇」在前導小組的合作中茁壯，並得到數位學習社群、美感設計計

畫的支持，最終促成良好成效的教學方案，可見校內資源整合為進行跨領域課程

之首要，檢視並促進校內資源，將使課程發展具備彰顯學校特色之起點。 

2. 教師課程共備 

「藝數鑲遇」自設計初期至教案獲獎，歷經近一年的調整與改進，投入最多

的莫過於人力與時間。M 國中採取社群方式發展，透過定期的共備使課程能夠滾

動式修正，同時凝聚參與教師共同成長。 

3. 課程實施層次 

「藝數鑲遇」108 學年度於 M 國中初次實施，次年再次執行，經由不同的教

師團隊完成教學。研究者建議可規劃一般版與進階版教學計畫，在相同的學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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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下，視當年的資源決定課程的層次，讓運作保有彈性。 

(二) 結論 

美感教育進行跨領域教學，以結果論，可知學生學習成效佳，M 國中亦獲得

教案比賽肯定，「藝數鑲遇」更回應本文核心價值，為未來實施課程奠定良好基

礎。研究者藉 CIPP 評鑑分析的過程中，深刻回溯「藝數鑲遇」在背景、輸入、

過程與成果上，都相較一般課程更為複雜與精實，若以小見大，此為現今教師在

結合跨領域、校本課程、素養導向設計教學方案時共有的經驗，因此，如何致力

解決過去執行時發現的問題，以團隊模式討論可行解方、就課程設計思考一般版

與進階版方案，使其適用於每學年不同之情況，將會是本文提出的重點思考，期

能服膺 Stufflebeam 認為評鑑的目的為改進之信念。 

四、省思 

跨領域課程不僅為學科知識與經驗的統整，更是學校資源與教師團隊的整

合，而後者為前者發展的關鍵，因此，透過 CIPP 模式進行課程評鑑為有效的作

法。 

研究者身兼「藝數鑲遇」此美感教育跨領域課程的設計者與執行者，反思課

程發展的期程，學生完成作品、教案獲獎肯定，都能被視作該段落的小結，然而，

課程發展的終點為何？應是追求進步，這正是評鑑之價值所在。透過 CIPP 模式

以客觀的角度審視課程，讓研究者跳脫前述身分的主觀意識，深入分析各向度的

細項，不但有效提供課程未來實施方向，亦促成教師專業成長，使改進擁有雙層

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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