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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教育在學校行政上的實踐 
王春綢 

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小教務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博士候選人 

 
一、 前言 

    「美感教育」是培育美感素養的實踐作為；美感素養乃透過生活美學的省思，

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度、能力。

教育部自 103 學年度起推動美感教育計畫，積極投入大量教師人力開發創新美感

課程，著重於日常生活中的探索、體驗及美感的潛移默化，讓學生增進對生活周

遭的審美判斷力，「跨領域」及「創新教育」是 12 年國教的核心元素，以藝術為

中心結合其他學科，不但加強學生的藝術涵養，進而提升學生對學科的興趣。目

前進入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其著重在跨領域的美感教育，藉由不

同科別的老師跨域合作，共同產生不同以往的課程美學，提升學生美感素養，培

育美感前瞻人才，增進國家美感競爭力。 

二、 學校行政支援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之策略 

    美感教育課程是一種跨領域的展現，行政是支援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的最佳

動力，只要引發老師的教學熱情，感染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師生感受生活是一種

美學、是一種智慧，透過實際的體驗，讓學生在美感中薰陶，在合作中成長，在

關愛中茁壯，我們需要培養孩子對生活中美的敏感度，進而孕育美感素養，基於

如此信念，檢視目前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在實踐上出現以下問題，筆者以學校行

政觀點提出因應策略以供參考。 

(一) 提升教師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與教學能力 

    多數老師沒有藝術專長，時常困擾著美感要用什麼教材？該如何教？

Schwab（1969）曾指出課程是由教師、學生、環境、教材等四個共同要素組成，

教師、環境、教材三個要素交互作用的過程，影響學習的主體－學生，在學習歷

程中，獲得的學習經驗與學習成效。周淑卿（2017）也指出，好的教材能夠促進

學習，並達成學習目標。因此，在跨領域美感教育於學校的實施過程中，研發跨

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素，教師如何能創發設計系統化的跨領美感

教育課程及教材，讓學生有興趣、有熱情、有成效的持續學習，並且運用在日常

生活中，是至關重要的，學校行政協助申請教師學習社群補助經費，辦理跨領域

美感教育教材教法研習，針對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教案設計及成果發表活動，

聘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在教師增能研習後，鼓勵跨域美感學習社群研發創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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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結合理論與實務，進行滾動式修正。 

(二) 辦理提升學生跨領域美感教育相關課程與活動 

    以「美感藝起來」跨育教師學習社群為例:學校行政擔任社群召集人，協助

老師撰寫跨領域美感閱讀計畫申請經費補助，帶領研發創新課程與教學策略，引

導學生感受《弟子規》古典文學之美，培育學生跨領域的美感素養，從《弟子規》

的閱讀，探索美善品格，最後，融入數位互動遊戲競賽及結合教育戲劇展演，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並體驗美感，這些課程與活動都有助於孕育學生具跨領域的美感

素養。 

    此外，學校可以辦理多元化、多樣性的跨域社團、課程與活動如：合唱團、

管弦樂團、魔術社、舞蹈社、話劇社等進行音樂、舞蹈、戲劇、體育、魔術表演，

創作音樂劇、微電影製作、積木創作、美感鄉土踏查、藝術季……等，發展音樂

跨戲劇、美術跨電影、體育跨音樂等多元表演活動，讓孩子學會發現美、體驗美、

探索美、創作美、分享美，也從中建立跨領域的美感人文素養。 

(三) 重視跨領域美感教育與多元評量 

    學校將跨領域美感教育融入校訂課程，建構由一到六年級的跨領域學習課程，

永續發展，而美感教育的學習成效該如何評量呢？紙筆測驗是傳統使用最多的評

量，大多著重學科內容的學習，如何評量出學生的美感素養與價值信念，甚至透

過評量達到素養目標的導引，恐怕不是傳統評量能夠達到。面對翻轉教育這股新

趨勢，老師們必須要改變評量的方法，美感教育素養導向的評量著重「美感體驗

的歷程」、「促進美感學習的發生」與「創造美感的情境與表現」。在重視美感素

養的年輕新世代，孩子在學校須要能內涵美感素養，在家也須「參與家庭美感設

計規劃」，「培養提升生活品味的習慣」，在社區「感受生活周遭的美」，如此才能

涵養具有美感素養與提升生活品味的新國民。因此筆者認為美感素養導向的評量

應落實以下幾個面向：(1)除了紙筆測驗，輔以多元評量；(2)以察覺、探索、感

受美、認識美及實踐美為導向；(3)貼近生活情境；(4)培養審美能力；(5)建立創

造美感之能力；(6)體現與運用美感於日常生活中，讓跨域美感教育呈現多元及

彈性的評量，達成教學目標與成效。 

(四) 營造美感校園，讓親師生沉浸在美的學習環境中 

    學校行政與親師生合作，營造包含自然生態環境、在地特色文化、學校親師

生需求及整體視覺美感之校園，進而透過「境教」潛移默化的方式，提升自我學

習環境之認同感，運用學校校園環境的美感薰陶過程，培育親師生們美感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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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意識，更重視運用環境的美感陶冶，能更協助親師生培養敏銳而深沉的人格形

塑與美感素養、形塑具有美感之校園教學情境、創造美感體驗和文化探索、教師

與學生之間交流對話的場域、催化校園知性與美育的逐步改善認知；改善校園與

周邊社區生活美學，兼顧自然環境、在地文化、學校需求及整體美感之教育場域，

彰顯學校環境特色，打造校園與社區的美感共學場域，成為一座跨越圍牆的「社

區美學教育中心」，真正達到跨領域的美感教育。 

三、 以「美感藝起來」教師學習社群進行跨領域美感教育為例 

    在教育現場老師們習慣照著課本趕進度，深怕課程教不完，筆者認為，學校

行政在規劃美感素養之課程時，可以結合不同領域及相關活動，利用日常生活化

與情境脈絡化的學習，以培養能展現美感素養的新生代。如何來規劃與落實跨領

域美感教育的課程？舉例來說，為了從小扎根學生的美感、閱讀與品格素養，學

校推行美感閱讀融入品格教育之「跨領域美感閱讀課程」，由五年級導師與行政

組成「美感藝起來」教師學習社群，藉由教導學童《弟子規》內文中，孝、悌、

謹、信、汎愛眾、親仁、學文等七大綱領，探討為人子弟在家、外出、待人接物、

求學等應有的禮儀和規範，特別講求家庭和生活教育，藉此提升學童美善品格，

老師將《弟子規》融入於學校教育中，進而導入學童待人處世正確價值觀，使其

外顯於行為，散發人性之美，最後，結合美術、音樂、舞蹈，以《弟子規》為故

事文本，用戲劇的形式來詮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文學與藝術的交匯與融合，

讓這部戲劇注入了不同的藝術美感，不是只有傳統的朗誦《弟子規》，沒有局限

於《弟子規》原文的條文框架和古板窠臼，《弟子規》戲劇成果展用有血有肉的

劇情故事，以創意的戲劇形式，來闡釋中華傳統文化尊崇的孝道，這種講解、展

演、互動的形式，讓美感教育課程結合藝術、文化及閱讀，從美感教育延伸品格

教育、人文素養，藉由古典文學美感體驗，讓小朋友走入《弟子規》的經典文學，

進一步創作屬於自己的戲劇舞台，在全校師生及家長前完美演出，這是行政支援

老師互助合作的最佳呈現，以下為實施的方式： 

1. 導師每日在黑板寫下四句《弟子規》（前一天抄聯絡簿一起寫），利用五分鐘

講解文辭涵意，並由學生抄寫在連絡本空白處，《弟子規》共 360 句，預估一

學期可以教授完畢。 

2. 每日語文課，鐘聲響起後，全班一起念誦一遍《弟子規》，不需要求學生背誦，

約三~四個月，學生即朗朗上口。 

3. 第二個月第一週，利用一節綜合課，全班一起觀賞一集《弟子規》動畫卡通

《天庭小子-小乾坤》，並由老師帶領，討論影片內容與相關文章，進行價值

澄清與生活教育。 

4. 隔週綜合課由老師帶領習寫《弟子規》遊戲本，並於最後十分鐘，分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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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搖桿遊戲競賽！（老師自行設計研發之數位遊戲） 

5. 進行《弟子規》回饋單及大會考，於學期末統一時間，五年級各班一起進行

相關活動！ 

6. 行政協助並提供資源於學期末舉辦全學年《弟子規》搖桿遊戲大賽與戲劇成

果展，表現優良前六名給予獎品公開頒獎鼓勵。 

    藉由推動高年級跨領域美感閱讀與戲劇展演計畫，協助老師進行課程研發，

建立課程模組與學生學習檔案，讓美感閱讀課程延伸為美感素養課程，使學生不

再只是呆板的坐在課桌椅上學習書本知識，而是讓學生從閱讀經典文學，於品格

教育中探索知識、體驗文學美感、引發人性美善，吸引學生美感閱讀自主學習，

進而創作《弟子規》戲劇展演，將古典、傳統、藝術、美感等或抽象或枯燥的東

西，變成生動活潑的形象，這是對傳統文化教育、品德教育改革的新模式，也是

對原有課堂的一種有益的擴充。而跨領域美感教育教學的設計與實施，必須全面

關照知識、能力與態度的統整，強調學習經驗、學習歷程、學習方法及學習策略，

尤其「學會學習」、「自主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學會學習後才可能自主學習，

而且能多元學習，最後達到終身學習的目標，也才能在生活及情境脈絡中統整、

運用、實踐與行動。由此可知，美感教育與素養教學強調生活情境與學習的連結、

學生的主動學習、積極參與、體會認知、情意與技能的統整，並能針對不同素養

項目加以適當的調整，達到學習成效（周淑卿、吳璧純、林永豐、張景媛、陳美

如，2018）。 

    在教育現場可以透過藝術與美感的涵養，環境的營造，療癒身心，淨化心靈，

培養藝術氣質，提升生活質感；老師們能研發創新課程與教學策略，找出學習的

關鍵，強化基本能力，培養學生美感素養與思考能力，開發多元潛能，能與他人

和自然和諧相處；亦可藉由跨領域課程推動美感與品格教育，安排服務學習、愛

與利他活動，培養現代公民之良好素養，建立美善品格、美善校園。另外，還可

透過家庭教育與社區關懷讓學生找到良善的本性，願意犧牲與付出，主動關懷與

同理他人，互相包容與尊重，深化品格與美感教育，深耕鄉土，開拓國際視野，

規劃全面性、豐富多元而具人文美感素養的課程，達到教學目標與成效。 

四、 國小行政支援跨領域美感教育實踐之建議 

(一) 就行政領導而言 

    跨域美感教育實踐上應以提供跨域美感教育方向的帶動，美感教育就是讓學

生易於獲得美感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並能時常沐浴於美的感受的一種教

育活動。換言之，「美感教育」即是使學生能具備「對美的欣賞力」、「對美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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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然後與現有經驗交織產生「對美的創造力」（陳木金，1999）。 

(二) 就行政管理而言 

    行政主管在推動美感教育工作時，若採取由上往下的推行模式，易導致第一

線教師被動接收改革訊息，卻難以將實施問題反應至上層，使在政策、研究與教

學面每有脫節與斷裂的問題，以致較難真正落實改善教學的問題。趙惠玲（2014）
在研究課程政策與教師意識間的連結時提出，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不僅是課程的

詮釋者，更具有學生學習內容的主要決定權，使教師進行教學時的實務踐履，成

為影響課程政策走向，以及學生學習成效良莠的重要因素，故行政領導必須身先

士卒並成為重要推手，協助解決教師美感教育實施之難题。 

    綜上，學校實施跨領域美感教育，在確立目標後，行政團隊必然要成為教師

堅強後盾，在此次的「美感藝起來」教學中，在學校主任的帶領下，鼓勵教師以

學年為單位，各班學生在老師教導《弟子規》的古典文學中，感受文學之美、孝

道之美、品格之美，藉由全班學生每天早晨共同朗誦，體會文中涵義，運用戲劇

表演《弟子規》的情境，並且使用數位遊戲融入教學，以互動遊戲加深學生學習

理解與興趣，鼓勵將所學實際運用於學校與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老師與家長們對

美感閱讀教育影響了學生美善品格的發展，進而增進了其他學科的學習態度與成

效，都非常支持、肯定與讚賞，孩子的轉變間接地也影響了更多老師及班級的加

入，這正是教育使人向上向善的最佳寫照。期待我們所培養的學生都能成為蘊含

美感素養與全人發展的好公民，增進國民美學前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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