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徐韻琴 

實施年級 一、二 

班級數 十五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45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教室色彩小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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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一～二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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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對色彩有基本感知能力，但對色彩關係、環境認知無感。 



 

一、課程活動簡介： 

1. 以色彩為主軸，從排列和諧色彩的活動，理解色彩的系統性、對話關係，進而發現教室

的牆面色彩問題，並引導至校園周遭的環境色彩，在觀察與色彩分析後，探索環境色彩

的美與醜，實為彼此間的對話關係出了問題，而得以反思改善之道。 

2. 透過融入性色彩的實例介紹，使其進一步理解色彩與環境的關係，有其凸顯或融入的差

異，在感受低調的色彩美感後，分享小組觀察環境色彩的心得，在同儕彼此互相提供意

見後，省思如何將「融入性色彩」的概念，以適宜的色彩對話關係應用於改造教室的牆

面色彩。 

3. 由實際操作色彩與比例關係的練習，感受色彩因比例而產生的秩序之美，並在比較不同

藝術家的作品後，能從藝術家對城市的色彩意象之作，理解細緻與寬大色塊的視覺差

異，而選擇將較為細緻、有比例關係的環境觀察色條，應用貼製於模擬教室縮小比例的

紙板上，使其產生視覺混色的效果，並與校園周遭的環境色彩達到和諧之感。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色彩的關係和環境協調 

學生將會： 

1. 辨別色彩的對話關係 

2. 發現色彩與建築間的問題 

3. 觀察環境色彩的特點 

4. 分析並描繪環境色彩 

5. 描述色彩的意象 

6. 應用色彩的比例關係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色彩的和諧美感 

2. 環境色彩的特點 

3. 改善色彩的方式 

1. 和諧色彩有何關係 

2. 建築色彩有何問題 

3. 不適色彩如何改善 

4. 主題色彩如何搭配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色彩的城市意象 

2. 色彩的對話關係 

3. 色彩的秩序之美 

1. 能發現環境色彩的問題 

2. 能與小組合作討論 

3. 能對配色表達觀點與分析 

4. 能嘗試排序並進行色彩搭配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1）色彩關係－以排列百色紙膠帶進行找出和諧色彩的關係。透過提問，使學生觀察

及發現教室色彩問題（墨綠色牆面），並票選參訪地點。之後帶學生前往居仁附

近的台中火車站、刑務所演武場、春水堂、無印良品、台中文學館、宮原眼科、

文創園區、校園內部，運用 APP 分析建築與環境色彩，上傳於臉書社團分享觀

察心得。在觀察與色彩分析後，探索環境色彩的美與醜，實為彼此間的對話關係

出了問題，而得以反思改善之道。 

（2）比例規劃－在感受都市酵母「融入性色彩」低調的美感後，懂得安排與中性色（灰、

咖啡）搭配的相關色彩。並在比較不同藝術家的作品後，能從藝術家對環境的色

彩意象之作，理解細緻與寬大色塊的視覺差異，而選擇比例較為細緻的色塊來設

計，使其產生視覺混色的效果，進而與環境色彩達到和諧之感。而後小組自行決

定四種比例（如 1：2：3：5），運用 APP 分析的五種色塊，以規劃教室牆面模

型色塊之比例。 

（3）模型貼色－依比例裁剪五色紙膠帶，貼製色條於模擬教室的模型紙板上，感受色

彩因比例而產生的秩序之美。最後各組分享成果，票選最適合教室牆面的代表色

作品。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色彩關係－「如何排列才能讓色彩有和諧的關係？」、「教室內部的主要色彩是什

麼？」、「教室的牆面色彩有何問題？」、「有哪些位於學校附近的建築色系和教室

內部的主要色彩有關？」、「這樣的色彩組合是哪種關係？」、「這樣的色彩關係給

你什麼感覺？」 

（2）比例規劃－「台灣城市給人的色彩印象是什麼？」、「哪位藝術家的色彩關係與比

例比較適合用在教室？」、「比例除了倍數增加，還可以有哪些方式？」、「小組想

用什麼比例來搭配色彩？」 

（3）模型貼色－「如何找出主色調的相關色系？」、「強調色的比例該如何配置？」、「色

條的貼製如何產生秩序感？」、「如何在秩序感中又有變化？」 



 

四、預期成果： 

1. 能發現並分享環境的色彩問題。 

2. 能與小組合作找出和諧色彩的關係。 

3. 能比較不同比例的視覺差異。 

4. 能應用比例設計色彩諧調的作品。 

參考書籍： 

5. 莉雅翠絲．艾斯曼、齊斯．雷科、PANTONE 公司  （2011）。《PANTONE 色彩聖經》。

漫遊者文化。 

6. 約瑟夫‧亞伯斯（2015）。《色彩互動學》。臺北市：積木。 

7. 陳傳發（2009）。《抽象克利 Paul Klee》。臺北市：雪嶺文化。 

8. 何政廣（1996）。《蒙德利安 : 幾何抽象畫大師 P. Mondrian》。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9. Kouhei Sugie, Kumiko Tanaka, Hiroshi Hara, Akiko Hayashi,Junya Yamada（2014）。

《設計就該這麼好玩！配色 1000 圖解書》。臺北市：悅知文化。 

10. 得利色彩研究室（2016）。《好感空間色彩學：懂設計更要懂色彩怎麼玩》。臺北市：麥浩

斯。 

教學資源： 

自製教學多媒體《i 上色》、都市酵母變電箱實例、台中市西區建築群、色彩相關書籍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16 

系統色彩－ 

以排列百色紙膠帶進行找出和諧色彩的關係（前測），藉此說明系

統性色彩（色相、明度、彩度）、色彩的對話關係（細語色、對話色、

喊叫色），排列紙膠帶的和諧色（後測），發現教室色彩問題、尋找教

室主要色彩關係（咖啡色桌椅）、觀察咖啡色的三要素變化。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E%89%E9%9B%85%E7%BF%A0%E7%B5%B2%EF%BC%8E%E8%89%BE%E6%96%AF%E6%9B%BC%E3%80%81%E9%BD%8A%E6%96%AF%EF%BC%8E%E9%9B%B7%E7%A7%91%E3%80%81PANTONE%E5%85%AC%E5%8F%B8&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zoth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7%B4%84%E7%91%9F%E5%A4%AB%E2%80%A7%E4%BA%9E%E4%BC%AF%E6%96%AF&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vf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Kouhei+Sugie&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Kumiko+Tanak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Hiroshi+Har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kiko+Hayashi&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Junya+Yamada&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delightpress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BE%97%E5%88%A9%E8%89%B2%E5%BD%A9%E7%A0%94%E7%A9%B6%E5%AE%A4&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yhouse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yhouse


 

         對比色彩的調和方式              發現問題 

      

色彩的對話關係             尋找教室色彩關係 

2 10/23 

環境觀察－ 

帶學生前往居仁附近的台中火車站、刑務所演武場、春水堂、無

印良品、台中文學館、宮原眼科、文創園區、校園內部（分不同年級、

班級進行），環境色彩觀察分析（與咖啡色桌椅相關色系）、紀錄色彩、

臉書分享。 

        

舉例：台中車站色彩分析 



 

3 10/30 

小組分享－ 

理解都市酵母如何改造變電箱色彩，使其與環境融入，各組分享

觀察環境建築所得之色彩組合，他組提供意見回饋。 

（教室油漆者，需進行票選最適合教室牆面的一組代表色。） 

4 11/06 

比例規劃－ 

運用觀察的環境三色，規劃教室牆面模型色塊之比例。透過其邊

界影響明度之法（白或黑）、保羅克利 vs 蒙特里安作品（色塊比例的

寬窄差異），自行量測教室牆面尺寸、決定三種色彩搭配之比例（如 1：

2：4）。 

5 11/13 

裁剪色條－ 

小組工作分配、裁剪色條。 

（教室油漆者，需以膠帶進行教室牆面的塊面分隔）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小組分享：原定於第三節課進行小組分享，因擔憂時間不足，且臉書分享有目共睹，故直接讓

小組進行票選色塊、及學習單的色彩分析。 

2. 比例規劃：有些小組在這部分會有數學上的恐懼感，遲遲不敢決定比例，因此訂製 8 種比例木

塊，讓各組以實物進行排列組合後，對比例有了視覺上的初步理解，問題因此得以解決。原定

是三種比例進行色彩搭配，但實行後發覺變化性不足，故改以四種比例為主，選擇費式數列的

小組，可增至五種比例。（1：2：3：5：8） 

3. 模型貼色：教室的模型紙板規劃設計為窗型、牆型二種，由小組自行選擇，窗型的小組可於一

至二節課完成貼色，牆型的小組則須三至四節課，甚至還有利用午休時間來趕工的。 

4. 教室油漆：原定以油漆方式進行教室色彩改造，但於誠品敦南店發現多色大型膠帶於商場空間

的應用後，決定改以 HARU 大型膠帶貼製牆面，油漆部分則只有將原先的綠底漆白而已。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比例排列範例 

6 11/20 

模型貼色－ 

作品依比例裁剪三色紙膠帶色條，貼製色條於模擬教室的三面模

型紙板上，各組分享成果，票選最適合教室牆面的代表色作品。 

（教室油漆者，需分組進行教室牆面的油漆上色。）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排列百色紙膠帶進行找出和諧色彩的關係（前測），藉此說明系統性色彩（色相、明

度、彩度）、色彩的對話關係（細語色、對話色、喊叫色），進而發現教室色彩問題，並尋找

教室主要色彩關係（咖啡色桌椅）、透過票選決定參訪地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如何排列才能讓色彩有和諧的關係？」，生：「我們排的是由亮到暗」、「我們排的

有漸層色的感覺」、「我們是按照色系來排列」。 

師：「教室牆面有什麼色彩的問題？」，生：「綠色太深了，感覺很陰暗」、「有些漆都剝

落了，露出白白的不好看」、「牆上的漆看起來有的深有的淺，沒有一致的感覺」。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帶學生前往居仁附近的台中火車站、刑務所演武場、春水堂、無印良品、台中文學館、

宮原眼科、文創園區、校園內部，觀察參訪地點的色彩特點，拍照後，運用 APP 分析建築

與環境色彩（五個色塊即可），上傳於臉書社團分享觀察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參訪地點的色彩組合是哪種關係？給你什麼樣的感覺？」，生：「宮原眼科的色彩

是類似色，復古風的建築感覺很優雅」、「火車站的色彩由深紅色偏棕色組成，給人一種沉重

穩定卻不壓抑的感覺」、「演武場的綠色襯托出咖啡色的靜謐美，看著讓人感到放鬆」、「春水

堂的色彩是類似色，感覺秋天葉子要泛黃的時節」、「文創園區的牆面給我的感覺是鮮艷活

潑，彷彿那相配的兩人擦出熱情的火焰，留下這些只待追憶的畫面，就如那前世與今生的驚

鴻一瞥」、「文學館的色彩為類似色，有著日式建築的後院風格，金黃的陽光穿越了樹梢上的

葉子縫隙，照在綠色的草叢上，使得葉子的顏色變得深淺不一，更添加一種平靜之美」。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感受都市酵母「融入性色彩」低調的美感後，發表對變電箱改造的民眾參與度之看法、

色票的用途、台灣城市給人的色彩印象後，各組票選出具有參訪特色的照片，以紙膠帶對照

APP 所分析之色塊，貼製於學習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台灣城市給人的色彩印象是什麼？」，生：「水泥的房子感覺灰灰暗暗的」、「大樓

的玻璃窗有點偏藍綠色，看的到天空的一點顏色」、「磚牆是有點溫暖的橘紅色」、「招牌顏色

的對比很大，感覺很亂」、「綠色的行道樹很像生活在大自然裡」。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理解與中性色（灰、咖啡）搭配的冷暖對比關係，並在比較不同藝術家的作品後，從藝

術家對環境的色彩意象之作，發現比例的視覺差異。而後小組透過 8 種比例木塊的排列組合，

找到具協調美感的四種比例（如 1：2：3：5）。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比例除了倍數增加，還可以有哪些方式？」，生：「等差數列，前後兩個數字相差

固定的數字」、「費式數列，前面兩個數字相加可以得到第三個數字」。 

師：「哪種數列排列起來比較有漸層的變化？」，生：「費式數列，前面差距比較小，越

後面差距越大」。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日本 HARU 大型膠帶應用於商業空間的範例，理解如何找出主色調的相關色系，以

及強調色的比例配置，而後依小組規劃的比例裁剪紙膠帶，貼製色條於學習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如何找出主色調的相關色系？」，生：「同色系」、「有共通顏色的關係」。 

師：「強調色的比例該如何配置？」，生：「應該小一點的比例才不會搶了主色調」、「一

樣比例的話，就分不出誰是主要的顏色了」。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參訪火車站班級的色塊模型紙板 

以大型膠帶改造教室色彩 

B 學生操作流程： 

對於貼製的秩序感有初步概念後，再貼於模擬教室窗牆的模型紙板上。 

（擇取一個班級進行大型膠帶改造教室色彩，先以白漆取代原本的綠牆，經票選決定採

用的小組色塊之後，各組量測 5 公分為基本單位的比例，先以一種色彩膠帶貼製於牆面上，

再交換使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色條的貼製如何產生秩序感？」，生：「從上面往下貼」、「不要貼歪」、「顏色可以

有固定的規律」。 

師：「如何在秩序感中又有變化？」，生：「可以用左右或上下顛倒的反覆排列」、「從大

到小的比例來排，再從小到大」。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再次經歷了一次緊湊的色彩課程，深深體會到：色彩其實是可以從生活出發，透過觀察、分

析的實際體驗，讓孩子們感受到色彩搭配的適與不適，甚至是可以經由一點小小的改變，讓生活

變得不一樣。 

以往在上色彩課程時，會覺得應該要將色彩的基本要素、冷暖關係、對比應用都講述過之後，



 

學生才能對色彩有清楚的認知，但這次發覺：學生在動手操作比較的過程中，較能有所體會，因

此逐漸修改為集中焦點於色彩的主色系、強調色的比例應用，學生也較能掌握住重點，進行後續

教室模型的色塊貼製。 

雖然還是超過六節課（無實際進行改造教室的班級約八節課完成），但有了這次的經驗，我

想：未來的教學規劃會傾向於縮減色彩的基本要素之講述，讓學生多增加色彩主色系的調和色練

習，直接透過強調色的搭配應用，感受對比與調和色的主副關係；比例的排列組合則直接以木塊

進行操作，可以省去許多憑空想像、徘迴摸索的時間。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