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與「學」的碰撞 

崇光女中 黃光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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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課綱」已於 108年 8月正式上路，強調用核心素養培養以

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筆者參與高中音樂學科中心的種子教師培

訓逾十年，在多場音樂專科與教師專業的研習及工作坊中，有一些自

我省思的問題從未間斷地浮現腦海中; 

-我是位同時擁有音樂與教育素養的教師嗎？ 

-如果我無法力行「終身學習」的生活模式，又如何能引導莘莘學子

往此目標前進？ 

-我如何複製自主學習的熱情到學生身上？讓他們能化被動為主動學

習。 

-在假訊息充斥的資訊媒體環境中，如何帶領學生將海量的資訊去蕪

存菁，爾後據為己用，持續累積知識能量？… 

 

壹、草創過程 

    經過兩年的課程規劃時間，任教的學校於 107學年開設藝術領域

的多元選修課程-「游藝趣」；是提供高一、二學生跨班跨年級的單一

學期選修課程，每星期 2節連堂上課的模式，選課學生人數限制在



32人以下。「游藝趣」最初的構想是讓學習不只停留於平面的書本，

而是進到立體的空間中，經由視覺、聽覺、觸覺…等多重感官的刺激

來學習。所以這個課程的教室，自然而然就擴大到大台北地區與指定

的網路平台，校內有形的教室空間，儼然成為學習的轉運站;而一學

期中兩次的校外踏查，更是必要的活動行程。 

    「游藝趣」的課程宗旨:有鑑於現有國高中各科的學習內容中,

對於台灣本土傳統藝術與文化訊息之不足;青少年哈韓、哈日，卻對

於餵養自己的這塊島嶼存在文化疏離。「台北」是台灣人文薈萃之都，

絕對不亞於法國的巴黎、美國的紐約與日本的東京。因此，本課程以

台北的文化聚落出發，探尋本土文化根源為課程重心；盼能引導學習

者愛鄉愛土。 

    在此檢視從 107學年第一學期以來開課的三學期，課程活動與型

態的蛻變，也記錄筆者個人在教學與生活交互作用的成長軌跡。 

    第一學期由於顧及同時教課的四位教師的權利與義務，在每人各

教授 5次的課程設計下，可說「教」與「學」皆成效不彰。 

 

貳、建立雛形 

107學年第二學期隨即縮減由 2位教師擔綱，即音樂與表藝老

師；如此的縮編使課程活動更能聚焦於課程宗旨。又因筆者參與文化



部的「流行音樂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2018~2019」，得以申請專業人

士到校講座，有幸邀請丁曉雯老師主講「一首歌曲的誕生」，同時嘉

惠本校其他人文類的多元選修課學生與國中部音樂、美術藝才班；如

此優質的業界分享，讓學生認識職場運作實況，也是點燃學習的熱情

的契機。 

以下用圖像分享當日講座現場與學生即席筆記的回饋: 

           

             

 

參、漸入佳境 

    108學年第一學期的「游藝趣」因為校內教師課程鐘點數分配之

故，僅由筆者一人單獨規劃課程活動；然而這樣的狀況之下，更有利

於班級經營與課程內容的深度發展。學期間適逢幾場與課程相關的特

展，如：一、在萬華「歷史文化街區」舉行的「鄧雨賢文物特展」，

二、文化部與淡水古博物館區共同策畫的「1884 滬尾戰役」，以及三、



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特展「自由戀愛」;校方更針對「自由戀愛」

特展邀請學者到校主持講座，對學生剖析 1920~40年的時代氛圍與兩

性議題。學生由於校外踏查參與特展活動，在該會場中體驗各項活動

設施;已有先備初淺的概念，加上學術論述的補充知識，得以習得部

編版教科書上未盡詳述的台灣歷史人文。 

    108學年第一學期筆者在教學評量方式上有明顯的改進，實因多

次與北區種子教師跨校的共備與觀課成果；緊扣教學活動的多元評量

方式，確實能協助學生專注，並增加學習成效。分享這學期貫徹執行

且獲得正向回饋的評量方式： 

一、 學習單：精心設計且緊扣課程內容的學習單，是幫助學生專注、

讓老師輕鬆經營班級的專業鑰匙。 

二、 學生互評：在分組展演或報告時，要求身為觀者寫下觀察文句

與建議，讓學生較容易聚精會神檢視他人的表現優劣，無形中

變成一位優質的觀眾，並能尊重靜觀他人的展演。 

三、 適時的知識評量方式：多元評量並不屏棄紙筆測驗，這仍然是

有效的評量工具之一，只是不是唯一。所以筆者在學期中會適

時運用 Socrative測驗平台，以是非題、填充題、單選或複選

題的題型，使用平板或電腦執行 1、2次線上測驗，驗收學生應

該記憶的藝文知能。 



圖示 Socrative 多選題型:      圖示 Socrative 是非題型: 

     

     

    當學期中的課程活動進入「禁歌時期」的主題階段時，在與學生

的互動中驚覺這些青少年視「返校」為電影版的線上遊戲，或認為就

是一部恐怖片而已，大部分無法同理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受難者的冤

屈；筆者接收到如此令人意外的反應，壓抑百感交加的情緒苦思一星

期，終於承蒙天助靈光一現自創「抓耙子互動遊戲」，這是類似「小

天使遊戲」但是黑特版；在遊戲進行的同時介紹「禁歌時期」的作品，

謝天謝地!終於勾動這群青少年的憐憫。 

 

肆、精益求精 

    在新冠肺炎疫情壓力下，即將展開的 108學年第二學期，課程內

容因為台北市中心的四大博物館將整合成博物館區，以及筆者參與的

「富邦文教基金會」主辦的「電影教育工作坊」，和國立教育研究院

的「108學年媒體素養教育教師研習」，而增添些許學習內容與學習

表現的深度要求；另得力於北區種子教師教學共備聚會時，聚焦討論



過的主題「輔導學生完成精簡又豐富的學習歷程檔案」，也融入本學

期的期末報告作業輔導中。 

    本文結語之後，以附件方式分享最新的「游藝趣 108下學期課

程說明」PPT全部內容，以利讀者理解這課程活動的全貌。 

 

結語: 

     多元選修「游藝趣」是自編教材的課程，以「108課綱」為經，  

在地的藝文資源為緯。 

     近四年來筆者積極踏尋大台北地區，網羅所有可以納入課程的 

教材；曾有同仁對選課的學生說：「老師是用她的生命在教這門課，

我敢斷言，你們即使年歲漸長，回首妳的高中生活，必定懷念這門

課」。筆者心存感謝被抬舉與肯定，也確知這樣的教學方式改變多數

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習慣；引導學生將學習融入生活，把握環境中所有

學習的契機。 

    雖然每學期要求學生踏查的景點不盡相同，但是求知的基本功都

是踏實穩健的步伐；這樣的學習步驟與方法是可以放諸四海，成功複

製到其他科目的。目睹學生的改變，並與他們一起品嘗學習的喜悅，

深刻感受「教」與「學」是在彼此碰撞之下不停地前進，生命變得更

加美好！ 



 

附件一、踏查剪影: 

寶藏巖寫生: 

      

 

大稻埕踏查:                    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常設展:         拘留所體驗: 

               

 

附件二、游藝趣 108下學期課程說明 PPT 



108 下學期 
 
 

課程活動說明 
 
 

 

黃光慈 

2020年 3月 



目錄  課程宗旨 與 教室範圍 

 

共用雲端平台 與 學習歷程記錄 

 

 指定景點、藝術聚落 與 課程內容歷史時間軸 

 

評量方式 與 注意事項 

 

 個人先備知識: 

   1.看「台劇」根植鄉土情 

   2.由「電影」走入歷史事件 
 



課程宗旨 

     有鑑於現有國高中各科的學習內容中,對於台灣本土 

傳統藝術與文化訊息之不足;青少年哈韓、哈日，卻對於 

餵養自己的這塊島嶼存在文化疏離。 

    「台北」是台灣人文薈萃之都，絕對不亞於法國的 

巴黎、美國的紐約與日本的東京。 

     因此，本課程以台北的文化聚落出發，探尋本土文化

根源為課程重心；盼能引導學習者愛鄉愛土。 



 

教室範圍一 

教
室
範
圍
二 



 
學習單 

 大台北地圖 
 

歡迎光臨 臺灣博物館 
 

金視獎-台北老故事_城門 
 
 
 
 
 

 http://輝哥的天空.tw/319/319all.htm 
 
 
 
 

 
延伸學習：全台歷史景點 

學習單-大台北地圖.do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EY8zuKQp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EY8zuKQp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EY8zuKQp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EY8zuKQp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EY8zuKQp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UiemwY5A5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UiemwY5A5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UiemwY5A5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UiemwY5A5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UiemwY5A5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EY8zuKQp4&feature=youtu.be
http://xn--kwr22her7a6qdvs6a.tw/319/319all.htm
http://xn--kwr22her7a6qdvs6a.tw/319/319all.htm
http://xn--kwr22her7a6qdvs6a.tw/319/319all.htm


共用雲端平台 

Google Chrome → Gmail  

 

   

              

                  密碼: 20200306playarts 

       (適用期間:2020,3/6 上午10:00 ~ 6/19凌晨 零時) 

 



 
注意事項 一 

  
 
 
 
 

 
注
意
事
項 

二 

 
注意事項 三 

雲端文件夾名稱 :學號班級全名 

例如: 710012高一音黃光慈 



指定景點 與 藝術聚落 

台灣博物館 四館區 

台北城門 

大稻埕-5/8(五)團體踏查 

景美人權園區-5/29(五)高一選課學生 

 

富邦文教基金會 / 讀一部電影-囧男孩 

台文博覽會、台灣新眼界-FB網站社群 / 拼貼一段學習成果 

聲動美術館 / 台灣畫家作品解說 

 

 
指定景點 

 
藝術聚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3rz86MCjA&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dTYz2h2io4
http://www.fubonedu.org.tw/content/info/index.aspx
囧男孩-富邦文教基金會.pdf
囧男孩-富邦文教基金會.pdf
囧男孩-富邦文教基金會.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g476f3Kw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jCT7sRPRE&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jCT7sRPRE&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dGXvdh4io


 

加分景點推薦 
 二二八公園 & 紀念館 

                 ◆故宮 (清明上河圖)  總統府   
           台北美術館    台北故事館 

國家音樂廳 & 戲劇院 
龍山寺 與 剝皮寮歷史街區 

台北街頭藝術採集 - 中正紀念堂站 
第五、六號出口交會處 

板橋林家花園 
鶯歌老街 & 陶瓷博物館與藝術園區 
三峽老街 & 祖師廟 與 李梅樹美術館 

淡水古蹟博物館區 & 輕軌 
北投博物館區 & 地熱谷 &  

北投社三層崎公園 
採集文創、科技等各類型展覽與演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7ba9zdhf5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AdG5L1wzg
https://www.tshs.ntpc.gov.tw/


 
行程規劃✽資料收集 

事前籌畫踏查目標與行程 
蒐集文宣資料與影音記錄 
留下個人文字記錄與回饋 

 
隨堂筆記與學習單 
結合多樣資訊軟體彙整個人

文字、資料與影音記錄 
 

運用「起承轉合」的架構編
輯學習歷程 

隨時檢視個人的「媒體識讀
能力」，迴避假資訊。 
 
 
 
 
 

 
統整✽編輯技巧 



評量方式 

           1.出曠缺、遲到早退與課程活動參與度 

             2.完成學習單,並每週上傳個人課堂筆記              

             3.以Socrative測驗平台驗收學習單與課程   

                內容 

 

             1.踏查景點資料收集與影音記錄的豐富性 

             2.尋訪與踏查的文字報導與感言 

               (嚴禁「複製」→「貼上」網路資訊)  

             3.參考「富邦文教基金會」出版， 

               作者:黃以曦 根據電影〈囧男孩〉撰文 

               探討一部電影；模擬此架構， 完成一篇 

              「我讀了一部電影-片名***」           

                                    

 
 

 

 

 

 

一、平時成績 

二、指定作業 



評量方式 

            

         運用「非華語」的在地語言 或 母語, 

         演說 或 演唱 3Min. 

 

                                

                               

 

 

     至少6張PPT,配合「超連結」 

     以講演方式呈現學習成果 

     

 

 

 

 

 

 

三、個人 或 兩人團體展演 

四、個人或團體期末報告 



學習歷程檔案 

注意事項 

將踏查的影音、相片或手繪圖製成影片檔 

以「不公開」的方式上傳到 Youtube 平台 

再製以「超連結」的功能,並附上 Youtube 網址 

 

務必將課綱中的議題融入撰寫的文字類型作業中 

 

記錄時間為全學期,內容含音樂、美術與所有藝術類型。 



失速墜落的語言 

聲音的魔力與效果 

 

語言 音韻是文化的根源 

1930年的台北大稻埕迪化街市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p0q6MzfRU&feature=youtu.be
LINE_MOVIE_1570423998511 (1).mp4
LINE_MOVIE_1570423998511 (1).m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GNyztTZ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GNyztTZ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GNyztTZ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GNyztTZ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qIFMEMDHE&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qIFMEMDHE&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GNyztTZ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GNyztTZ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GNyztTZ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GNyztTZ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GNyztTZWk


音樂課程內容的時間軸 

• 台灣史一般斷代分類方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AMQuF1pv4


        

 

 

 

 

 

 

 

 

 

                                                                              
1890年~1960年                                                                               
台語流行歌謠                                                                         
我們的先民是這樣唱音符的 

 

1993年河洛歌仔戲 皇帝、秀才、乞食 - 車鼓弄.mp4


先備知識 : 看「台劇」根植鄉土情 

 台灣首位女醫師蔡阿信的故事   &  用心呈現台灣美術史與政治史演變 

 

 

浪淘沙 紫色大稻埕 



1930年代的台灣流行音樂    &   演繹出台灣電影半世紀的興衰起伏 

 

 

歌謠風華-初聲 阿不拉的三個女人 



• 《浪淘沙》民視無線台於2005年播出之電視劇。 

• 改編自臺灣國寶級作家東方白長達150萬字之同名小說《浪淘沙》。 

• 整個故事從「臺灣割日」至「國府遷臺」，前後時間長達50年以上。 

• 內容講述臺灣首位女醫師丘雅信的坎坷人生，以她不凡的一生來透視

整個臺灣的變遷。 

• 丘雅信的原型源自臺灣首位女醫師蔡阿信。蔡阿信是第一位在北美當

駐診醫師的臺灣人，是北美第一位正式開業看病人的臺灣人，是臺灣

第一位有專業麻醉訓練的醫師。 

• 她曾以私人力量興辦「助產士訓練學校」，訓練出五百多名助產士。 

 

《浪淘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AA%E6%B7%98%E6%B2%99_(%E9%9B%BB%E8%A6%96%E5%8A%87)


《紫色大稻埕》 
• 《紫色大稻埕》，2016年台灣電視劇，三立電視 

    週五台灣好戲系列之第十部曲。 

• 葉天倫導演以謝里法原著的《紫色大稻埕》作為 

    戲劇藍本，兼具歷史考證、不但寫出台灣畫家群像，也紀錄著這代知 

               識分子如何在歷史劇變中顛簸前進。 

              《紫色大稻埕》從歌舞昇平的三○年代切入，開放氣氛與   

               青春活力，很快地因為 1937 年中日戰爭的爆發，台灣被 

               迫進入皇民化時期… 

               在原著的加持，與追求精緻製作的決心下，展現出台灣少 

               見的大河劇格局與野心，從演員、美術、配樂、攝影燈光等 

               面向都十分令人肯定。 

 

https://www.pts.org.tw/dadaocheng/


《歌謠風華-初聲》 

• 《歌謠風華-初聲》2012年台灣時代偶像劇 

 

• 本劇講述鄧雨賢的一生 

 

• 帶領觀眾回到1930年台灣日治時期流行歌曲的黃金年代， 

重現大稻埕的風華。 

https://www.pts.org.tw/thesongsofsoil/about.html
https://www.pts.org.tw/thesongsofsoil/about.html
https://www.pts.org.tw/thesongsofsoil/about.html


《阿不拉的三個女人》 

• 《阿不拉的三個女人》為2016年臺灣製播的時代劇 

• 改編自楊麗玲所著小說《戲金戲土》 

• 本劇演繹出台灣電影半世紀的興衰起伏 

• 故事從1930年代至50年代 

（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當背景 

 

 

• 場景主要以嘉義為主 

其中大多選在大林萬國戲院、民雄日式招待所一帶等作為拍攝地點 

https://www.gtv.com.tw/Program/P2016050101/index.html


先備知識 : 由「電影」走入歷史事件 

             霧社事件             &             二二八事件 

 

 

賽德克巴萊 天馬茶房 



用 心 尋訪文化根源 
 

珍惜孕育你的這個島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