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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陳怡妏 

實施年級 高職二年級 

班級數 1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6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無與倫筆-筆記本封面構成設計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2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這次參加美感的學生為二年級，本校美術課安排在二年級，故學生為第一次接觸高中美術，在

上美感課程之前會具備美的形式的基本概念。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以「構成」為主，「色彩」為輔，學習二者之間相互搭配出和諧的畫面安排，並從中進

行構成與色彩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第一週讓學生觀察生活中構成的美感，並分組討論思考線條

分割及幾何型在畫面上的構成。第二週介紹色彩原理、色彩意象，並著重於色彩比例的安排及

生活中的運用。第三週使用明信片帶入色彩表達，讓學生自行規劃比例大小，使用顏料調配出

所選擇的色彩組合填入比例方格中，讓學生思考色彩比例的變化及感受。第四、五週是結合構

成與色彩的單元，以筆記本封面設計作為成果作品，學生已能思考構成的形式，在筆記本封面

上規畫出具有美感的構成圖形，並搭配色彩意象的練習，可自行創造屬於自己的色彩表達在封

面上。最後一週為學生的分享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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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成與色彩的畫面安排 

學生將會：  

1. 理解畫面安排中的美感元素，構成(主)、色彩(輔)、比例(輔) 

2. 能理解畫面構成的美學 

3. 能思考以色彩表達抽象概念 

4. 能透過自己的作品進行表達與反思討論 

5. 能以分組討論方式欣賞多元的美感表現手法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構成中的比例及平衡 

2.  色彩的配置與比例關係 

3.  比例與色彩運用於平面作品的和諧

搭配 

1. 畫面分割的構成 

2. 色彩的比例搭配 

3. 色彩與構成兩者搭配所產生的視覺效果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畫面構成的概念 

2. 色彩的表達 

3. 色彩的調和 

4. 綜合的美感判斷 

1. 畫面構成的安排 

2. 從印象與情境的結合當中分析出其色彩

的表達 

3. 能嘗試思考並進行創作 

4. 能相互分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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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註：藍字為修改部分) 

(1) 構構看(第一週)-欣賞構成之美 

A. 以 APP 組圖為例，以照片排版說明不同的構成美感(ppt) 

B. 線條分割畫面的構成(ppt)。 

C. 畫面中物件之間的位置關係。 

D. 構成小遊戲：每組分配四種形狀同配色的圖卡多個，組員們進行相互討論如何安排畫

面，上台分享其畫面的特色，其它組員也能發表對於畫面的不同見解。 

圖卡：以幾何型當中的方形、正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和鈍角三角形等四種形狀，並在

後方貼上磁鐵，方便在黑板作呈現。 

 

(2) 彩彩看(第二週)-色彩的表達 

A. 觀察生活中的色彩，討論生活色彩的運用(ppt) 

B. 色彩基礎概念(三原色/基本調色/色彩三要素) 

C. 討論生活當中的色彩配置及不同顏色所給予人們不同的心裡感受。 

D. 不同比例的色彩搭配及生活運用(食/衣/住)。 

E. 色彩收集活動：分組收集老師指定得顏色，例：紅色，在時間內找尋周遭有紅色的物

品，並在畫面上擺出具有美感的畫面 

 

(3) 調調看(第三週) -色彩表達與比例的搭配 

色彩表達與比例組合練習： 

學生一人一張明信片作為練習，使用紙膠帶將紙張分割出三組不同的比例安排的長條(第

一組的固定比例-四等份，第二三組自己安排比例)，再由學生從六個色碼中選擇兩個和

四種調性中選擇一個，讓學生思考色碼及調性之間的相互搭配所產生四種不同的色彩，

將這四種顏色填入三組不同的比例構成中，讓學生思考色彩不同比例之間的視覺效果。 
 

 

 

 

 

 

 

 

 

※顏料上只供三原色及黑白，希望學生學習如何調色，而非直接使用已調配好的顏色 

 

色碼(選二)： 

1. 柏油路 

2. 青苔 

3. 大花咸豐草 

4. 計程車 

5. 灰綠色鐵皮 

6. 天空 

 

調性(選一)： 

1. 雨天 

2. 冬晨 

3. 酷暑 

4. 夕照 

第一組：等比例 

第二、三組： 
比例自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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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筆筆看(第四、五週)-實作無與倫比筆記本封面 

構成及色彩搭配：以製作筆記本封面的方式呈現。首先運用構成單元當中學會的畫面安

排以紙膠帶分割筆記本的封面，再以色彩單元當中的色彩意象活動做衍生，讓學生自己

安排自己所想的印象及情境，調配出屬於自己的色彩填入分割的畫面，顏料乾掉後將紙

膠帶撕除，最終在筆記本的第一頁寫下自己的創作內容及色彩意象。 

(5) 想‧享看(第六週)-分享與討論 

     輪流分享自己的作品及理念，彼此欣賞並討論對於作品畫面的感受。 

 

2.Show & Tell： 

(1) 畫面構成能有怎樣的的視覺變化？不同的擺放位置有怎樣的視覺效果？ 

(2) 當畫面加入色彩後有怎樣的變化？ 

(3) 怎樣的顏色組合是適合的？ 

(4) 相同的顏色不同的比例有怎樣的視覺效果？ 

 

3.以上請簡要說明，你的意圖與相關思考： 

(1) 畫面的構成美學，物件之間的位置安排 

(2) 色彩的表達方式與生活之間的關聯 

(3) 色彩的組合與比例關係 

(4) 構成搭配色彩所呈現的和諧畫面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運用色彩比例製作出一張具有美感的明信片 

2. 學生能學會構成與色彩製作出具有美感的筆記本封面 

3. 學生能思考構成與色彩間的畫面搭配是否有美感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伊達千代(2016)。玩出絕妙好設計 1： 色彩的準則。台北: 悅知文化 

2. 藤田伸(2016)。Pattern Design 圖解圖樣設計。台北: 易博士出版社 

教學資源： 

1. 美感構成與色彩 ppt、相關影片 

2. 自創單位形教具 

3. pinterest 的參考資料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4%BC%8A%E9%81%94%E5%8D%83%E4%BB%A3&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delightpress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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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2/12 

構構看(構成) 

1. 畫面分割所產生的構成美感(線條/幾何) 

2. 畫面中的物件位置安排 

3. 遊戲方式進行活動，藉由圖卡讓學生討論出不同幾何的構成。 

2 12/19 

彩彩看(色彩) 

1. 色彩的表達 

2. 基礎色彩學 

3. 色彩與比例的觀察及生活運用 

3 12/26 

調調看(色彩) 

1. 色彩組合(不同的色彩印象搭配不同的情境的色彩表現) 

2. 色彩調和 

3. 色彩比例(明信片) 

4 1/2 
筆筆看(構成+色彩) 

1. 筆記本封面設計○1 (以紙膠安排畫面的構成) 

2. 畫面構成的討論 

5 1/9 
筆筆看(構成+色彩) 

1. 筆記本封面設計○2 (填入自己所設定的色彩組合) 

2. 色彩比例與畫面間的安排 

6 1/16 
想‧享看(成果發表) 

分享發表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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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構成活動-教具設定修改：  

原本圖卡是安排方形、三角形、平行四邊形、梯型等形狀搭配兩種不同的配色，最後是以方形、

正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和鈍角三角形等四種形狀，單純一種顏色為構成元素，活動課程著重

於構成，所以將顏色單純化，不要過多色彩讓學生能專注於一個方向，最後安排多種類的三角形，

是因為三角形的變化較多，兩個三角形及可拼成梯型或平行四邊形，讓學生的變化範圍更廣。 

2. 構成單元-增加內容(照片排版為例)： 

以生活當中常見的 APP 當作引起動機，並搭配老師的照片為例，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並照片的

排列方式引導到構成的主題，讓學生清楚知道構成的運用，及生活當中的關聯性。 

3. 色彩單元-增加色彩基礎並以收集色彩為學生活動： 

發現有學生色彩基礎相當不足，在色彩課程當中加入簡單的色彩學(三原色、調色等)，並在學生

活動當中，安排小遊戲，讓學生透過收集周遭的物品顏色，體會色彩與生活之間的連貫性。 

4. 教學時間延後： 

本學期以單節為主，加上教學材料問題，故時間往後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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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全班分小組進行活動，每組可拿到四種不同形狀卻同色的教具(正方形 10 個、正三角形 20

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20 個、鈍角三角形 20 個)。 

2.題目為運用這些圖形在畫面上擺出具有美感的畫面，讓學生思考之前所學的美的形式，並

從 PPT 上所呈現的幾何構成出發，單純以視覺效果佳的畫面為主軸，而非設計具體圖像。 

3.給小組討論的時間，討論圖形當中的構成，之後將討論出的畫面重現在黑板上，在貼圖卡

時，學生會發現有需要修正的部分，例如：畫面的增減、位置的變化等，依據不同的畫面可

能做不同的處理。 

4.每組派組員上台說明畫面安排的特色及想法，讓學生們彼此交流不同的看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1.題目的預設與畫面整體性： 

    在學生活動部分，儘管事先告知學生主題是畫面的構成，單純以畫面的比例搭配美的形

式作出發點，不用刻意以具體圖像為題目，例：凱蒂貓、海綿寶寶等，而是純粹以抽象畫面

的視覺效果為重點，但仍有許多學生拼到一半時，忽略畫面的整體性，預設好要完成的題目，

讓畫面安排是以一種為完成某圖像而去增加圖像，例：想完成以《天空》為主題，故擺出雲

朵和太陽的造型，故許多小組所呈現的是以一種七巧板拼圖的概念去設計一個主角，沒有考

量到是以統整畫面為主軸，關於這點，在往後教學上需多針對畫面的組成多加說明，讓學生

能釐清主要的重心在於整體性，而不是單個物件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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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畫面的比例安排： 

    圖卡每個人給的數量都相同，沒有硬性規定要使用完畢，但仍有學生有想要用完的企圖

心，導致畫面過度擁擠，沒有視覺上的疏密緊湊，只是一種越多越好的概念。小組在台下安

排的構成，到黑板上所呈現的視覺效果不見得是一致的，這時老師會成為輔助者，說明畫面

之間的關係，讓學生多嘗試更動圖卡的位置或造型，不要過度執著於原有的形體，要考量到

整個畫面的擺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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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老師指定某種顏色，並讓學生們以小組方式開始尋找周遭符合這顏色的物品。 

2.將找尋到的物品擺放在畫面上，安排物品擺放的位置(具有美感的方式)。 

3.推派小組其中一名人員介紹自己組別的構成及想法，讓全班共同討論。 

C 課程關鍵思考： 

1.色彩基礎概念： 

    在色彩單元一開始先詢問學生幾個色彩的基本問題，例：色彩三原色、紅加藍會產生甚

麼顏色等，原以為學生們都在國中階段已擁有色彩的先備知識，沒想到仍有少許學生是完全

沒有色彩概念，因此在色彩單元有花一點時間在講解色彩的基礎，尤其是在調色上面，希望

先將學生的基礎打好，再接續下面的課程。 

2.群科特色融入： 

    在收集色彩活動時，學生們會將課堂所用的工具拿出來，像是在美容科，有粉餅、有眼

影、有刷具，甚至出現了人頭(造型用)；而在餐飲科，有麵包、有馬鈴薯等各式各樣的食材，

讓一堂看似簡單的活動，顯現出高職的多元性，讓不同的群科有不同的特色。這活動沒有所

謂的標準答案，有的只是生活周遭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色彩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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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明信片以橫式方式作圖，先將明信片以紙膠帶橫向分三等份，每一等份分四格，比例不同，

其中第一組為等比例。 

2.從 6 種色碼中(柏油路/青苔/大花咸豐草/計程車/灰綠色鐵皮/天空)選擇 2 種配色，並從每

組比例中選擇 2 個填入此色碼顏色。 

3.再從 4 種調性中(雨天/酷暑/夕照/冬晨)選擇 1 個，選擇的色碼結合調性，產生 2 種新的顏

色，(例：天空搭配夕照，產生夕照下天空的顏色)，並將這 2 色填入剩下的比例位置。 

4.撕下紙膠帶 

5.在第一組的四種顏色下書寫顏色的內容 

C 課程關鍵思考： 

1.打破固有的思考模式： 

   在色碼調色的過程中，有個學生調配出粉紅色，我問她這是哪個色碼，她說：「不知道!

可能是大花咸豐草吧！」，我卻回答：「大花咸豐草不是這顏色喔！是黃色的花蕊和白色的花

瓣」，給予學生一個很肯定的答案，原以為事情就這樣落幕了，沒想到這學生會因為我的這

句話而查詢資料，在下次上課時，興高采烈的跟我說：「老師！我查到粉紅色的大花咸豐草

了！」，讓我相當的驚訝，看似絕對的答案，卻學生會因為好奇而去推翻，打破我對於色彩

的刻板印象。這位學生沒多久也在校園中拍出了一張粉紅色的大花咸豐草並跟我分享，讓我

無比的感動，感動的莫過於學生會踏出教室外，探索課外的知識，有著求知的精神。 

    這學生給了我新的想法，事物的呈現並非是單一的、絕對的，根據不同的環境會有不同

的呈現，而教學過程中如何拿捏呈現的方式也是我開始要思考的，如何在自我的表現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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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做衡量是一大挑戰。 

2.調性不同的思考 

    一開始學生在色碼上，調色沒甚麼大問題，但在加入調性後，有學生不解為何在不同的

調性下(環境/時間)會呈現不同的色彩，對於他們而言，計程車的顏色在冬天和夏天似乎沒有

甚麼太大的差別，這時老師需引導學生，甚至用一些問題來帶領他們思考，而非直接給予答

案，例：酷暑和冬晨的陽光哪個光線較強？如果光較強那所呈現的顏色相對會是怎樣的？以

類似這樣的問題，循序漸進的讓學生腦中浮現適合的顏色。 

經由這過程，在往後的課程規畫我會多加著墨「觀察」，其方式可能是先從校園或生活周遭

開始，甚至帶到教室外去體會，讓學生能以一種體會和經驗的方式進行，讓學生先有感，再

去作表現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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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思考一個自己的主題，根據主題去構思畫面、配色及比例，設計專屬於自己的筆記本。 

2.將紙膠帶黏貼在筆記本的封面上，設計一個以幾何抽象構成為主的畫面，而非具體圖像的

呈現。 

3.貼完整個畫面，根據整體性的美感作部分的微調，例：紙膠帶粗細的變化、色塊之間的疏

密緊湊及大小比例變化、滿板及留白的視覺效果等。 

4.如果有設計滿版或碰觸到書邊的部分，會將筆記本翻書的邊以紙膠封起來，以免顏料滲透。 

C 課程關鍵思考：  

具體與抽象思考： 

    儘管一開始有說明不要過度安排具象圖形，但有少許學生因自身的喜好而設計具體的圖

形，例：韓國男團標誌，卡通造型等，認為這圖形有用到幾何形，卻忽略這圖形並非是非是

本單元所希望的目標。此單元是希望針對抽象的幾何圖形去做畫面的排列，並運用到一些美

的構成方式而非是單純設計一個圖案。學生對於抽象與具體之間的概念不是很清楚，在往後

的教學上可能會安排兩者間的差異性，也透過一些課程理解整體畫面的安排而非個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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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調配出符合自己主題的用色，並平塗在預設的地方，在調色的同時，考慮每個顏色之間的

對話，例：顏色的明暗度、合適性、位置安排及比例關係等，從操作過程中，讓學生學習如

何調色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搭配顏色與顏色之間的關係。 

2.撕下紙膠帶，如有不足的部分再加強。 
 

C 課程關鍵思考： 

比例的掌握： 

    在顏料用量方面，學生無法掌握顏料的用量，要不是調過多浪費掉，就是調太少不夠用；

顏料的比例方面，無法了解調配的比重，往往調出來的顏色不是自己所想要的。比例，不單

單只是畫面的構成，在使用顏料的同時其實也運用到比例的原則，偏紅的橘或偏黃的橘，根

據份量的不同也有所不同，有些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相對較薄弱，無法知道想要的顏色究竟

是怎麼調配出來的。在往後的教學上，可能會增加一些色彩調配的練習，了解顏色不同的比

例調出不同的顏色，這也是比例的一環，讓學生能透過兩種顏色不同分量所產生的色彩來了

解色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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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在筆記本第一頁寫下自己的創作題目及理念。 

2.讓學生上來講述自己的作品題目與理念，互相欣賞彼此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主題思考模式 

    筆記本的題目由學生去命名，構成和配色也是根據自己的想法進行，原本是希望學生先

訂定方向再去做創作，但其實到最後有許多學生事先產出作品，再根據作品畫面來發想自己

的主題及理念，雖說順序不一樣，但我認為沒有所為的對錯或好壞，有些學生是先有規劃才

行動，在創作方面比較是屬於按部就班型的；相對的，有些學生是隨機安排，不論是畫面安

排或配色，在創作方面相較隨性但也不失美感。學生的思考模式很多，我認為沒有制式的順

序，在最後的部分能將自己的看法表現出來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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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具體思考為主，抽象概念須加強: 

    儘管學生是高職生，但仍有許多學生無法理解屏除具體的圖形，以幾何的畫面出發去構成畫面，

甚至有學生堅持以自己的喜好為主，將原本的主題拋之在後，這點是教學上的一大挑戰，讓學生概

念上須釐清才能進行下一步。很多學生對於個體的描繪能力極佳，但整體性卻相對單薄，這也跟構

成能力相關，在未來的教學上，我認為可以設計課程，例如：圖像轉化成線與面的構成，類似這樣

的課程讓學生學習轉化。 
 

2.色彩沒有目標： 

    很多學生在調色時，沒有預設好要調的顏色，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調出的顏色或許

是他所喜愛的，也或許跟期待相差甚遠。我問學生：「你想調出甚麼樣的顏色？」，有些回答卻是「不

知道」，在教學過程中，我不認為調出不理想的顏色是件錯誤的事，我反而喜歡學生多多嘗試配色，

而不是用現有的顏料，我仔細觀察那些不知所措的孩子們為何會不清楚自己所調的顏色，根據觀察

這類的學生大多數都不知道的目標究竟為何，他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所想要的色彩；也或許不知道現

在到哪個步驟；甚至可能不清楚顏色之間的調配，以至於只是跟著大家走。總結於一個答案，這類

學生不知現在該如何行動，我在想這些孩子們可能無法一次吸收所學的知識，它們是需要在教學上

更加的步驟化，分解化，故在往後的教學上，可以把過程的步驟呈現給學生們看，讓他們知道下一

步該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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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一) 分組構成練習 

 

 

 

(二) 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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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筆記本封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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