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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說
明 

課程內容以作品實例介紹為主，從中帶入藝術相關原理的思考，教材本身著

眼於藝術與生活的關係論述，生活中如果能夠從欣賞藝術作品而獲得美感經

驗，對於學生的生活態度和人文關照，是有很大幫助的。學生藉由學習本教

材的內容，了解藝術相關的四種概念，也就是： 

1. 藝術符號的意義 

2. 傳達藝術符號的方式 

3. 藝術創作常見的資源 

4. 藝術文化議題 

教
學
目
標 

 
 

目標向度 學習目標 

知識 

 能理解藝術符號的意義 

 能理解藝術作品的媒介 

 能理解藝術創作的資源 

 能理解藝術相關的理念 

態度 

 能培養藝術作品的鑑賞能力 

 能體驗藝術創作與人生的關係 

 能欣賞藝術作品之間的對話，養成多元包容的情操 

技能 

 能檢索藝術相關的文獻資料 

 能規劃和參與藝術活動 

 能分析藝術作品 

教
學
方
式 

 

1. 課堂講解  

2. 數位線上非同步教學 

3. 隨堂演練  

4. 視聽媒體展示  

5. 分組討論 

 

評
分
標
準 

 

1. 書面報告 

2. 線上討論 

3. 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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