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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結案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海味小搖滾─彌陀漁村美感新印記 

執行單位：高雄市彌陀區彌陀國民小學 

一、計畫簡述： 

(一)理念與發展脈絡 

我們一直在想像，彌陀這樣的鄉村的未來，會是怎樣一個景象？是任

憑經濟活動持續帶給大地無限的負擔？或著可以另尋出路，用心靈、文化、

美感來感動這塊大地，將善的憧憬深植兒童稚嫩的內心，我們希望透過特色

課程的實施與空間改造，以自然為師，美感為基底，連結與文化之間的共感，

創造課程美學的嶄新嚞學，改變不可思議的彌陀！ 

因此，本校在 100 學年度起以「光」為探索的重點，將「光影」、「文化

傳承」、「藝文素養」等數個概念作層次分明的規劃，我們發展了一套以「多

元文化場域」的方式來提升孩子的文化素養與藝術表現能力，逐年進入以探

索、認識地方文化藝術在區域萌芽發展的歷程，將「生命歷程觀」的開發與

感動筆直延展至以「文化公民」的主體探索。讓每位學生皆能在多元文化場

域的課程裡得到對「文化權」的開發。 

103 年起，則漸次發展出有關彌陀國小的「大美感計畫」，這其中將對

應教育部所頒定的「台灣、好美」的美感素養公民培育計畫，本校分別從藝

術力、創造力、品德力三方面匯集而成校本三美力課程，將藝術與人文教學

計畫充實至藝術力的培養課程中，此外，更逐漸深入到藝術基礎素養的另一

個重要面向：設計美學，期待能夠從設計學基礎的美感元素探討開始，逐漸

以「土地與文化」為題材，匯聚成對於未來幸福的想望。 

而 105 年度起，在設計教學逐漸與兒童生活密切結合的探索意念之下，

我們體會到，「造形」教育以媒材、形體、描繪、裝置、欣賞等方式交互進

行下，「色彩」的學習將是使藝術涵養更上層樓的契機，在這其中，環境仍

將是創作的主要場域，進一步學習色彩的趣味關係，培養在色彩經營方面更

具敏銳能力的藝術素養，將是本年度的重點。此外，包含社區營造精神的介

入與海洋故事的搭接，則是此計畫的核心價值，面向海洋，我們以濱海文化

的題材作為美感營造的重點，取自新課綱的重要精神：「自發、互動、共好」，

鼓勵孩子自發關注濱海生活的種種問題，進而投入藝術行動，在「與海共好」

的氛圍下營造美感情境，共同為本計畫的終極目標：「美麗海洋幸福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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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二)計畫目標 

1.閱讀土地印記，探索海洋產業、環境與自身關係，導入美感因子，再造風

華。 

2.豐厚美感知覺，欣賞與學習藝術家對於色彩創作的多面向藝術表現，激發

創意動機。 

3.探尋文化根基，學習地方文化藝術，並透過設計學習，將所見所感轉化為

美感符號與趣味意象，普及於生活空間，使生命更美好。 

4.深耕環境素養，以家鄉空間為探索範疇，美學為學習基礎，統整文學、史

學、哲學、科學等方面的學習，將色彩與造形趣味回應至環境與各種

領域之中，激發對於環境地景的有趣想像。 

5.促進藝術參與，藉由藝術造形創作活動，廣邀師生與社區居民共同參與，

回饋於生活環境之中，培養廣大的藝術參與人口。 

(三)推動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機制及組織 

本計畫強調以校本「海洋」與

「美感」兩大課程主軸作搭接，校

內第一層核心團隊以藝文教師團

隊為主，負責整體計畫執行、教學、

評析，第二層則加入全校教師團隊，

以跨領域統整教學方式支援計畫

之執行，另外，再延聘校外專業人

士與組織、社區機構、家長會等協

作，形成嚴謹的教學工作圈。 

 

(四)具體構想 

結合校內藝文核心教學團隊、跨領域全校教師團隊，以及校外支援團

體、學界等，共同組成課程執行組織，一起為「美麗海洋幸福感」這樣的終

極目標而合作，分成教學、空間營造兩大區塊，分述如下： 

1.教學方面： 

以「震盪孩子內心對於文化與空間美感的認識並且突破其框架限制

進而創意思考！」來作為課程發想的基礎，透過藝術作品、環境意象、科

學觀測、文學研討、邏輯推理、空間遊戲、設計美學等課程，激發孩子對

於「文化空間」這個概念更寬廣的想像，將客觀的視覺意象與空間感受，

轉化成為充滿「詩意」的生命謳歌讓每個人都能侃侃而談，談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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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美感與想像因此油然而生。 

2.空間營造： 

推動校園「公共廊道」、「老舊牆面」、「閒置空間」、「休閒花圃」，以

及社區「家戶門面景觀」等空間的重新整合與設計，透過師生環境色彩踏

查，使其充滿地方文化意象、專屬色彩、當代藝術觀念、心靈療癒等功能，

將校園當成「地方文化中心」來經營，使全校師生與社區民眾均能浸潤在

當代美感情境中。 

 

（五）執行內容課程結構 

 

 

（三）執行策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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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策略 

(1)教材研發：研發「海味小搖滾」統整課程，將課綱與現有教材搭接連結 

(2)教學行動：與樹德科技大學視傳系、中山大學社會系與藝文團體協同駐

校指導 

(3)空間再造：將校園玄關區、中央草原、閒置棚架、圍牆外牆、植栽區等

重新規畫 

(4)展演參與：規劃校園春天草地藝術節、紅點設計大賽，擴展師生藝文參

與機會 

(5)公眾參與：開拓師生、地方人民團體、社區發展團體、農漁會等參與平

台。 

(6)參觀體驗：參觀成功案例、藝術家工作空間、美術園區等，吸收經驗。 

(7)教師研習：海洋藝術藝術教師專業社群、師生造船藝術工作坊 

(8)策展發表：進行社區參與(廟口開展)、校內外藝術策展發表 

2.辦理地點：各班級、藝文專科教室、藝文展演空間、校舍前庭、樓梯穿廊、

中庭草地、活動中心、社區家戶。 

(六) 第一期(105 年度)改造重點 

1.原野光雕：皮影戲曲意象雷射鐵雕裝置於校門正面圍牆上，預計製作 10 片 

2.造艦計畫：組織師生與社區民眾工作坊，共同學習傳統手作獨木舟，並舉

行濱海下水划行活動，之後形成校園特色藝術裝置。 

3.療癒花園：改造校園前庭與中央貧瘠草皮區域，形成步道、本土植栽、班

級菜園、綠籬攀藤植物共構的精采花園區域，以收境教效果 

4.遊戲沙坑：援引中水系統再利用，構築洗池、打水井、沙雕沙坑，以海洋

生物意象造形竹城兒童遊戲沙坑區域，與療癒菜園花園連成一串

動線，強化遊戲探索的功能。 

5.圍牆內側彩繪：分析彌陀在地色彩，設計彌陀街道意象色塊彩繪圍牆，銜

接環境探索。 

 

二、核定版相關圖面資料 

海味家戶門牌 

帶領社區居民探索居家環境與社區關係，創

作屬於彌陀印記色彩意象的家戶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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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艦計畫： 

教師專業社群探索研究傳統造船技術，並發展為船舶造型公共藝術計畫

 

圍牆彩繪： 

空拍海線社區景觀，省思環境議題，進而加入想像與期許，表現於校園建築彩繪

壁面 

樓梯間玄關牆面海洋意象大圖： 

以粉刷與大圖輸出模式，將樓梯間牆面營造成繽紛珊瑚礁海洋意象遊戲探索牆

面。 

療癒花園水世界： 

營造水生植物園區，設計潔淨水溝循環系統，引進本土水生動植物，蘊涵保育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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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花園： 

重新整合校內荒野空間，妥善利用植栽造景裝置、遊戲沙坑、洗手池等，創造孩

子們的祕密花園，營造療癒感 

 

 

原野光雕： 

取材皮影戲曲文化意象，創作校園光影與

自然物雕塑裝置，強化地方文化意識 

 

三、 施工過程記錄 

海味家戶門牌： 

延聘陶藝家曾永鴻老師指導探討陶板創作與融入社區生活環境歷程 

 



7 

 

造艦計畫： 

 

 

 

 

圍牆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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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海洋意象 

 

療癒花園水世界 

 

遊戲沙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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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光雕： 

 

 

四、完整呈現成果 

海味家戶門牌： 

 

造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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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色彩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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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文創社區色彩彩繪展覽 

 

圍牆海洋意象彩繪： 

 

 

皮影戲鐵雕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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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嘉年華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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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花園與藝術遊戲沙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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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來師生參與教學活動狀況、結合社區或活動相關紀錄 

(一) 持續推動校園美感再造與環境永續觀念並行 

(二) 落實學校本位美感課程，內化成強烈的美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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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創意課程，形成典範學習案例，組織策略聯盟擴大參與 

 
 

創意遊具改造計畫 

 

 

六、期程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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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作項目 

105年 106年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1 課程計畫研擬            

2 研發教材            

3 藝術家駐校教學            

4 設置藝文展演空間            

5 課程學習            

6 期中檢核            

7 景觀工程            

8 皮影戲藝術探討教學            

9 教師工作坊            

10 校園紅點設計大賽            

11 藝術裝置空間營造            

14 本校藝文空間策展            

15 彙整成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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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員到校審查驗收意見與修正情形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1. 校方的提案內容與執行成果豐碩，

值得肯定。 

持續努力精進改進，並充分與課程教

學活動結合，擴大效益。 

2. 校園入口「原野光雕」部份與週遭

景觀應作整體考量，例如圍牆之面

材、顏色與壁畫配色等，使主題更

為突顯。 

106.4.13 已邀集校門圍牆原有彩繪與

燈具規劃代管之區公所，研議爭取經

費重新改造外牆意象。 

3. 建議校門口意象延伸至圍牆(馬賽克

拼貼)，作整體考量，取代彩繪壁畫。 

106.4.13 已邀集校門圍牆原有彩繪與

燈具規劃代管之區公所，研議爭取經

費重新改造外牆意象。 

4. 目前造艦成果之展示場域，應與週

遭環境再作整體性搭配，目前來說

過於混雜零亂。 

改善整合玄關區域延伸至樓梯動線的

牆面色彩。 

5. 在報告呈現部分，造艦裝置應該是

聯結製作過程的記憶，而非只是裝

飾藝術。 

製作造舟歷程影像與展示版記錄於現

場合併說明，並以 QR-Cord 條碼引導

觀者上網觀看創作歷程。 

6. 為使本案未來投入校園美感環境再

造具有正面效果，建議應有全校的

未來發展願景圖，以符合當前「逐

步改善校園、成就整體景觀、落實

美感教育」之目的。 

依審查意見修正，召開全校性會議討

論彙整未來發展改善願景。 

7. 未來整體規劃亦需考量時程，避免

施作好的項目因下個營造項目而又

重新打掉。 

依審查意見修正，召開全校性會議討

論彙整未來發展改善願景、策略、經

費運用、時程管理等。 

8. 沙坑可利用耙子及架子變成教具的

展示，可進行枯山水創作。 

依審查意見修正，目前已設置完成，

並增添開放性玩沙探索工具與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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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沙坑旁水族箱區牆面可再規劃，例

如座椅或可靠背之處等。 

依審查意見修正，設置水族區教育版

面與座椅。 

10. 樓梯處的牆面圖案可用噴漆收邊，

玻璃上的圖案可利用光影投射特

性，讓投射在地上的圖案更明顯，

並將樓梯間切割為三塊區域，兩旁

區域不放置圖框，利用迴音，可播

放海浪聲，製造並教育學生劇場迴

音的特性，發揮不同空間的教育場

功能，非僅是裝飾。 

依審查意見修正，重新改善粉刷、減

少上下樓梯動線區域掛圖以策安全，

增加迴音探索體驗，目前正測試中。 

11. 水池部分可利用抽取水池污水設置

灑水器，水池邊的生態植物才能繁

衍，且設置在水池邊，灑水時會有

彩虹效果。 

依審查意見修正，已增加抽水灑水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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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室外掛抹布處，可結合色帶，引

導孩子依照顏色掛置，形成彩虹的

效果。 

依審查意見修正，已設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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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果報告建議群組化、議題化施作

項目或場所的空間營造論述，以突

顯主題及成效。 

依審查意見修正，加強理論論述。 

14. 可增加學生在沙坑區往上看到的美

景、美感教育的論述。 

依審查意見修正，加強理論論述。 

15. 可加強光影的論述。 依審查意見修正，加強理論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