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深美國小 113學年度備觀議課活動設計備課單(B) 

領域 社會 設計者 林欣儀 

實施年級   五年    二班 節  數 
共  1  節，  40  分鐘 

(為本單元的第 6節) 

單元名稱 
三、日治時期的建設、社會文化與生活的關係  

小小探究家:日治時期藝術家對臺灣的貢獻是什麼？ 

教學法 

策略/形式 

■跨領域(含議題融入)素養導向教學     □探究實作     □線上教學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雙語教學   □PBL 

□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其他(          ) 

核心素養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表現 

(能力指標) 

社會領域 

1b-Ⅲ-2 理解各種事實或社會現象的關係，並歸納出其間的關係或規律性。 

1b-Ⅲ-3 解析特定人物、族群與事件在所處時間、空間脈絡中的位置與意

義。 

3d-Ⅲ-1 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議題，進行探究與實作。 

3d-Ⅲ-3 分享學習主題、社會 議題探究的發現或執行經驗，並運用回饋資訊

進行省思，尋求調整與創新。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

別的限制。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5性別平等 

5.5 確保婦女能充分、有效地參與教育、政治、經濟、公共決策，並在各層

級都享有參與決策領導的平等機會。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10.3 確保機會平等、減少不平等現象，包括消除歧視的法律、政策及實務

作法，並推動適當的立法、政策與行動。 

教學目標 

1.理解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人與日本人在教育、升學機會方面的不

平等問題。 

2.探討日治時期藝術家求學生涯與經歷，對作品產生的影響。 

3.培養學生關懷人文、歷史脈絡的素養與情意。 

一、以終為始的思考計畫 

我期望學生學到的… 我將如何看見(證明)… 我將使用的策略(方法) 

1.探究日治時期的文教與制

度，覺察其對臺灣文化發展

帶來的影響。 

1.小組「日治時期藝術家九宮

格」表格分析(小白板或 A3紙) 

2.個人任務(學習單：日治藝術

1. 兩兩討論、分享 

2. 小組討論、分享 

3. 全班討論、分享 



2.思考藝術家關懷臺灣土地

的多元作法，並理解日治時

期藝術文化作品所傳達的土

地關懷。 

3.以筆記的形式整理所學內

容，並提出自身觀點。 

家小檔案) 
4. 筆記表格 

5. 個人任務 

學生學習預期成果(評量基規準) 

評量項目 

(基準) 

思考日治時期各個藝術家的發展歷程與影響，並以此探索自我的態度與價值

觀。 

評量形式 多元評量(小組及個人任務) 

評量標準說

明(規準) 

表現優異 表現良好 已經做到 還要加油 努力改進 

能完成九宮

格及學習

單，並清楚

呈現藝術家

的求學生涯

與經歷，會

對他們的作

品產生的影

響與貢獻。 

能完成完成

九宮格及學

習單，並寫

出藝術家的

求學生涯與

經歷，會對

他們的作品

產生的影響

或貢獻。 

能完成九宮

格及學習

單。 

能完成九宮

格或學習

單。 

無法完成九

宮格及學習

單。 

 

二、關鍵提問(佈題) 

1.日治時代，如何培育臺灣的藝術與文化人才？  

2.日治時期臺灣藝術家的求學生涯與經歷，會對他們的作品產生什麼影響？ 

3.日治時期臺灣藝術家為什麼要創作出這些著名作品？這些人才對臺灣有何貢獻？ 

三、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流程 學習重點 
時

間 
使用策略、評量 

導入 

引起動機或 

舊經驗回朔 

一、以提問喚起學生記憶： 

1.日治時期，如何培育臺灣各領域的人才？  

透過新式教育制度，培養各領域的專業人才。 

2.當時的新式教育包含哪些領域？ 

在基礎教育中，讓臺灣人學習國語(日語)、算

術、博物(自然)、圖畫、唱歌與體操等多元課

程領域，並依照總督府推動的各項政策去培育

相關需求的人才，也規劃設立師範、醫學、農

林工商及大學等各類型新式學校。 

3.當時有哪些人可以接受教育? 

除了原本清帝國時期就可以就學的男性外，總

督府正式將女性納入接受教育的對象，原住民

的學生也有相關的學校(蕃童教育所)提供學

習。 

 

3 分

鐘 

 

 

 

 

 

 

 

 

 

 

 

 

 

口頭評量 

 

 

 

 

 

 

 

 

 

 

 

 

 

 



二、從日治時期的舊照片，觀察並分享，照片

中日治時期的臺灣與日本人所接受的教育是否

有差異？有哪些差異?代表著什麼? 

(師資/設備/教學內容/教育機會/升學管道等)  

有差異，在教育層面，日本人和臺灣人分別上

不同性質的學校，例如：臺灣人小孩只能上公

學校、日本人可以上小學校，提供日本小孩較

好的教育環境。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也受到

限制，只能就讀特定科(師範、醫學、農林工

商)，若要前往國外求學，也是極少數優秀人

才能有機會爭取。代表著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使用便利貼寫下：每人寫下自己的發現，並和

隔壁的同學進行分享。 

分享完後，兩人派一人將代表的意義上傳到

slido文字雲。 

3 分

鐘 

 

 

 

 

 

 

 

 

 

 

2 分

鐘 

 

 

 

 

 

 

 

 

 

 

 

 

兩兩分享 

 

開展 

概念學習 

一、小組討論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家(四選一) 

1.陳進 

2.黃土水 

3.鄧雨賢 

4.蔡瑞月 

以課本 P.86和老師提供的資料 

使用畫線策略閱讀，並整理、完成表格與

題目。 

 

 

二、小組報告與分享 

1.各組以「世界咖啡館」模式進行分享，各組

選出一位桌長(當時間到換桌時，桌長留在原

桌不動)，由桌長介紹自己組別討論的內容給

其他組別的組員，而其他組的組員則負責聆聽

與記錄。 

2.每次分享計時 2 分鐘，時間到，組員移動到

下一組。 總共輪轉 3次。 

3.三桌都輪過之後，所有組員回到原組，與桌

長依序分享自己聽到的內容。 

 

三、小組彙整與討論表格內容 

5 分

鐘 

 

 

 

 

9 分

鐘 

 

 

 

12

分

鐘 

 

 

 

 

 

 

 

 

1 分

鐘 

小組討論 

 

 

 

 

 

筆記表格 

 

 

小組分享 

 

 

 

 

 

 

 

 

 

 

小組討論 

筆記表格 

挑戰 

進階學習 

1.小組討論並完成進階題目 

(1)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家們在求學過程

中，可能經歷哪些困難?女性藝術家是否面

臨更大的挑戰? 

(2)面對不平等的教育對待下，日治時期臺

灣藝術家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3)日治時期臺灣藝術家的求學生涯與經

5 分

鐘 

小組討論 

口頭評量 

筆記表格 



歷，對他們的作品產生什麼影響？ 

2.思考日治時期臺灣藝術家的創作出這些著名

作品的理念以及這些人才對臺灣的貢獻，並記

錄於表格。 

總結 

學習重點 

1. 統整本單元所介紹的四個藝術家 

2. 總結本單元之重點 

(1)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家在權力不平等與資

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透過教育的方式，追求

理想。 

(2)女性藝術家在當時更是要突破困難，才能

完成學業、開始創作。 

(3)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家在獨特的成長與求學

背景下，仍然表現出對臺灣這片土地的熱愛， 

透過推出藝術作品、參與藝文團體、舉辦藝文

活動等，喚醒社會大眾對臺灣這片土地的關

心，值得我們敬佩與學習。 

 

指派回家作業:日治藝術家小檔案 

2 分

鐘 

口頭評量 

 

 

 

 

 

 

 

 

 

 

 

個人任務 

 

 

 

 

 

 

 

 

 

 

 

 

 

 

 

 

 

 

 

 

 

 

 

 

 

 

 

 

 



附件【授課班級座位表】 

座位表 
 

黑板 

 

 

 

 

第一組 走

道 

第二組 走

道 

第三組 

21 

 

3 

 

6 

 

23 18 

 

5 

 

13 

 

7 
(潛能班) 

10 

 

20 

 

2 

 

25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17 

 

11 

 

12 15 
(潛能班) 

16 

 

1 

 

14 19 22 4 

 

26 8 
(潛能班) 

2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