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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素養為導向的跨領域美感課程設計與教學 
—以表演藝術課程為例 

張連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表演藝術發源於生活也應用於生活，不只是人類文化的累積，更是陶冶美感

素養及實施全人教育的重要途徑。身處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數位化的時代的我

們，學校應要有符合時代的課程規劃與設計，讓學生可以在課程的進行中探索與

感受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認識與鑑賞環境中各類表演藝術形式與作品。以

往國內許多藝術教育研究較少以學生為主體，也鮮少探究學生期望課堂學習的內

容為何？使得課程內容與學生日常生活脫節。因此學習的「情境」相當重要，可

從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各面向中切入，透過任務、遊戲、角色扮演

等方式，引起學生共鳴與興趣，建構藝術學習與個人的意義（趙惠玲，2004）。
由此可知，表演藝術教師若能透過此進行教學設計，學生們將能運用感官、知覺

和情感，透過實作、實地參訪學習、參與操作、提升自主學習與探索能力，以辨

識表演藝術及不同學科的特質與意義，了解到各學科與生活、社會、時代、文化、

國家與族群等相關議題。 

相較於之前的舊課綱（一般稱為「九年一貫課綱」）是對於「能力」的培養，

目前已於 108 學年度起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

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2018）乃是以「核心素養」為課程教學連貫與統

整的主軸，且注意各學習階段課程的連貫與銜接，其所重視的是「素養」，強調

「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教師們若可藉由表演藝術多元的形式進行跨領

域的學科課程設計，建立應具備的核心素養，從中溝通與分享，定能使學習變得

豐富多元且有趣。因此，基於表演藝術具有如此的本質與特性，能激發學生的直

覺、推理與想像，促進其創意及思考的能力，亦能從表現、鑑賞與實踐的學習過

程，體驗美感經驗，創造藝術價值，進而領悟生命及文化的意義。論文格式說明 

二、表演藝術跨領域應有的認知 

表演藝術不但具有其自身的發展過程、特性及價值，也在社會各領域及人類

的生活中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若能試著將表演藝術與其它不同領域範疇融合，

這樣的「跨領域」概念，必然會為人類未來的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 

當我們提及「跨領域」的概念時，在不同領域的文獻中有學者專家在其自身

的學習背景中，有著對跨領域的不同解。傅大為認為，成功的跨越是能流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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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語言的「雙語人」（Bilingual），具備能與不同文化溝通的能力，得以同時活

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傅大為，2006）。而陳慧珊則以英文的「跨」字意涵分析跨

領域的不同交流程度，例如各領域不輕言放棄原領域的主體性與立場而互助互

惠、通過與他領域的交融進而新譯自我的價值、先分別進行獨立發展或改良後再

以截長補短的方式互相合作、盡量要放下身段並與他領域進行激盪與融合等（陳

慧珊，2012）。綜上所述，跨領域就是指各不同領域以不同的交流方式、交流程

度彼此互通連結，嘗試以各領域皆可互助互惠的模式開拓出新的視野與思維，並

進而產出更新穎的成果。 

表演藝術與學校中的不同學科發展跨領域的課程時，在教學現場中能促進教

師間的協同合作，再經由共同規劃與課程實施，使得學科之間產生了跨域、擴展、

與整合。讓產生的新課程展現出更豐富內容與樣貌。受惠的不僅是學生，老師在

課程施行中亦受惠不少。在十二年國教的精神之下，學校若能鼓勵老師們盡力參

與，定可規劃出多元或具有校本特色的跨領域課程。而筆者認為各校的師長們在

開始執行時，應該要對跨領域的施行原則與概念，有以下基本的認知： 

1. 跨領域是未來世代的趨勢 

黃政傑（1991）在論述關於學科領域的架構時認為人類社會在進入二十世紀

之後，科技邁向專業化，教育也逐漸走向精緻化發展，各學門領域為建立專業的

知識架構，被切割成許多不同的學科。陳議濃（2011）同樣認為，國際間對於課

程的主流趨勢傾向統整的概念，促使藝術教育與其他領域的科際界線逐漸模糊淡

化，既使藝術學科不僅能影響其他各領域的知識體系，也有助於藝術教育領域視

野的拓展。 

2. 應要保留表演藝術原有之藝術特性 

根據 Krug, D., & Cohen-Evron, N.（2000）對藝術跨領域課程的見解，學生

可以學習提出問題和解決實際生活問題，透過跨領域的課程整合，讓學生能夠從

不同的知識結構、多元文化的觀點了解不同面向的知識。從表演藝術的角度來

說，包含聲音、肢體、表情等身體語言，結合了豐富的元素，藉由模仿動作與關

係互動等形式進行創作表現，以身歷其境實踐藝術教育，並透過鑑賞活動提升其

美感品味（教育部，2014）。由此出發，建構出以表演藝術內涵之跨領域課程。

其實不僅是表演藝術，其它的藝術學科本身的特質即包含了多元的表現形式與議

題，因此，當思考跨領域課程的發展策略時，也可從不同的藝術領域特質進行思

考。 

3. 可由表演藝術引導其他學科進行跨領域的統整教學 

有著開放性特質的表演藝術教學課程，在教育場域的所有學科屬性中，是最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1），頁 01-06 

 

美感素養的培育 主題評論 

 

第 3 頁 

能包容不同學科領域之多元教學目標。因此，跨領域課程若能從其特質為核心進

行跨領域課程設計，不但能彰顯各學科之個別化、差異化，也能帶出其共通性以

及多元性的內涵。 

4. 跨科建構出共同的教學目標 

表演藝術課程跨領域與其他學科結合時，各學科建構出共同的教學目標，不

僅可以增加學科資源的豐富性，讓學生可以從實際的感受中體會抽象的學理，更

進一步可將藝術作為連結知識之間的媒介，增進學習的深度、廣度與完整性，最

終與學生經驗、生活及社會作聯繫，運用多重角度與創新思維關心整體生命環境

中的各項議題（陳瓊花，2001）。 

表演藝術教學發展至今，已累積有豐富多元的藝術媒介與資源，透過適當整

合應用，將對各學科之教學產生相輔相成的加值效果（Marshall, J.，2010）。然

而，當規劃跨領域課程時，仍應先考量各學科之教學單元的學習內涵，再理解所

合作領域之概念與美感元素的特性，思考其融整的方式，務必要避免「為融入而

融入」的情形。 

三、以「核心素養」為導向的表演藝術教學 

在 108 的課綱中，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的主軸，以落實課綱的理念

與目標，也兼顧各教育階段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間的統整。而所謂的「核

心素養」係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

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並不局限於學科知識及技能，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

結合。（洪詠善、范信賢，2015）。 

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回應基本理念（自發、互動、

共好），分為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透過這三大面

向，我們可以瞭解到，表演藝術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與發展應是以強調「核心素養」

來連貫、統整與發展的課程與學習。整體而言，課程活動將經由多元的學習與美

感經驗的累積，培養以學生為中心的感知覺察、審美思考與創意表現能力，從快

樂學習的過程，達到充實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表演藝術的跨領域課程設計不但

符合課程綱要的精神，啟迪學生的藝術潛能和興趣，同時也可進一步建立人與自

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之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的和諧共

生關係，傳承文化與創新的一門重要的課程。 

四、結語 

觀諸歷來社會文化的發展，人類改變自我的力量有許多均與生活中的美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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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密切相關。有鑑於此，教育部（2013）於 2014 年開始推動「美感教育中長程

計畫」，強調「美感教育，是精煉個體的美感認知，強化感性與理性整合的教育，

必須從 生活中做起」。於此同時，在全球化瞬息萬變的脈絡中，跨領域的能力也

成為了各國教育變革中重要理念（洪詠善，2016）。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瞭「跨領域教學」乃指教師具備多領域專業且能以多

領域的專業語言進行教學與溝通，藉此帶給學生更多元、宏觀、統整的情意及知

能。而學生也能藉由跨領域教學，在宏大的知識領域中逐步覺察、欣賞而理解，

終而歸結並熟悉知識的內涵。表演藝術科的教師提供了最佳的融合技巧與方法讓

學科之間能加以整合，與他科的脈絡加以深化後，再結合十二年國教中「核心素

養」的三個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的課程設計，表演藝術

科的教師根本不必擔心學科是否會因統整而被邊緣化，反而可以證明表演藝術的

發展與跨領域的整合是齊頭並進、共榮共存。透過表演藝術來提升核心素養的跨

領域課程的推動，在實務面上並非一蹴可及，有意進行跨領域教學的教師可根據

所處的教學場域，從不同的角度理解與處理不同的組織模式，憑藉學校的條件、

實施階段與課程特性，經由跨科合作，轉化出具體的教學內容與方法。本人相信

透過跨領域課程的推廣，不僅能引導學生在生活各層面皆能進行素養的增能，而

學校的教師也可依此配合校本特色，發展出極具特色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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