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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蔡安泰 

實施年級 高一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預估 7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連堂 教學對象 
職業學校(綜合高中)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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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中階段學習到美術基礎課程，不排斥美感體驗，

對於操作有興趣。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1. 透過輕鬆活潑的操作課程，帶領學生體驗美感經驗，同時置入美感理論。 

2. 生活化的課程設計，引領學生在平日生活中注入美感經驗，進而表現生活美感。 

3. 綜合高中學制，高一不分科，為進入職業學程作準備，將來可以把美感智能運用在各專業

領域。如餐飲學程的餐點製作融入美感經驗。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面的學習目標描述) 

學生將會： 

透過簡單操作，對「色彩」有基礎認識與了解。對於將來進入職業類科能懂得運用美

感的可能。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色彩的原理 

2. 色彩在傳統文化中的意義 

3. 色彩在生活應用中的趣味 

1. 對色彩有認知了解 

2. 對身邊的色彩有敏銳感受 

3. 對生活中的色彩運用有多種可能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色彩的分類與特性 

2. 知道刻意用色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3. 了解整體配色提升價值感 

1. 能精準分辨色相，色澤，飽和等特性。 

2. 能控制色彩的搭配。 

3. 能靈活運用色彩計畫，創作個人特色。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第一週 2 節課)  

(1) 色彩觀察 1：觀察生活大環境中的色彩，街景、商店、校舍、教室、家裡、房間等。 

(2) 色彩理論 1：走進彩色世界，理論對應「色彩觀察」單元。 

(3) 色彩觀察 2：觀察生活細節中的色彩，手邊的器物、服飾、食物、信仰、習俗等。 

(4) 色彩理論 2：隱藏在我們生活中的陰陽五行與色彩關係，對應「色彩與文化」單元。 

(5) 色彩觀察 3：觀察自然界的色彩，山海自然環境、花草樹木果實、時間與季節等。 

(6) 色彩理論 3：大自然的色彩，生態與生物的色彩呈現(鳥類的夏羽、動物的保護色等)。 

      (第二週 2 節課) 

(1) 色彩體驗：色彩大拼盤，運用乾燥乾果在白色盤子做擺盤配色練習，說出食物色彩與

五行的象徵，以及對身體食補的對照。拍照記錄，發表解說，並品嚐。 

      (第三週 2 節課) 

(1) 色彩計畫練習：分組作業，對老師備妥的草圖(主題展館室內設計、服裝設計、漁村形

象設計，或部落文創設計)，各組擇一做一份小組色彩計畫。學生僅就設計草圖提出色

彩構想以及選用色彩的理由。 

(2) 上台報告分享。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 

(1) 什麼顏色會讓你感到(溫暖或寒冷？神秘或熱情？美味或可口？…)色彩與感官聯想 

(2) 看到(藍色)你會直覺聯想到漁港的(雨傘旗魚)? 色彩與意象聯想 

(3) 提到(阿美族)，你會想到那些色彩？色彩與文化聯想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色彩觀察 ─ 色彩理論 ─ 色彩發想 ─ 綜合表現  

四、預期成果： 

1. 透過仔細觀察，從大環境到小細節，從自然到人為空間，發現生活環境中的色彩元素。 

2. 了解所觀察到的色彩現況與色彩學理論的關聯。 

3. 靈活運用色彩的搭配或變化，形成有主題思考的用色計畫練習。 

4. 於班上發表後，分享於社群平台，進一步與讀者討論。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色彩學 歐力米視覺工作室 , 拓客  

2. 美感練習誌 發行人:曾成德 發行所:國立交通大學 

3. 百年色辭典 凱蒂‧葛林伍德 漫遊者文化 

4. 玩出絕妙好設計 1 色彩的準則 伊達千代 悅知文化 

5. 色彩計劃與實作(附北星 167 色實用色票)  賴瓊琦 , 北星 

教學資源： 

1. 學學文 app 

2. 美感教育網站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暫定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15~10/21 

色彩觀察 1：觀察生活大環境中的色彩，街景、商店、校舍、教室、

家裡、房間等。 

色彩理論 1：走進彩色世界，理論對應「色彩觀察」單元。 

色彩觀察 2：觀察生活細節中的色彩，手邊的器物、服飾、食物、信

仰、習俗等。 

色彩理論 2：隱藏在我們生活中的陰陽五行與色彩關係。 

色彩觀察 3：觀察自然界的色彩，山海自然環境、花草樹木果實、時

間與季節等。 

色彩理論 3：大自然的色彩，生態與生物的色彩呈現(鳥類的夏羽、

動物的保護色等)。 

2 10/22~10/28 

色彩體驗：色彩大拼盤，運用乾燥乾果在白色盤子做擺盤配色練習，

說出食物色彩與五行的象徵，以及對身體食補的對照。拍照記錄，發

表解說，並品嚐。 

3 10/29~11/4 

色彩計畫練習：分組作業，對室內設計、服裝設計、漁村形象設計，

或部落文創設計，擇一做一份小組色彩計畫。 

上台報告分享。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6%AD%90%E5%8A%9B%E7%B1%B3%E8%A6%96%E8%A6%BA%E5%B7%A5%E4%BD%9C%E5%AE%A4/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type/001/key/%E8%89%B2%E5%BD%A9/area/mid_publish/pubid/shanchi2/page/1/item/0010748191/idx/6/cat/001/pdf/1
http://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8%89%B2%E5%BD%A9/area/mid/item/0010756102/page/1/idx/13/cat/001/pdf/1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8%B3%B4%E7%93%8A%E7%90%A6/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type/001/key/%E8%89%B2%E5%BD%A9/area/mid_publish/pubid/norstar/page/1/item/0010756102/idx/13/cat/001/pdf/1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許多課外(放學後)的作業(如色彩觀察)比較籠統，在課堂調整為老師引導深入討論。 

2. 第三週色彩計畫的課程太大，調整為老師提出個案和同學討論。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2 (連堂)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上完色彩基礎理論之後，學生動手製作色環，在廣告紙當中尋找最接近的色彩作拚貼。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有色彩的基本概念，對色彩有敏感度。能比對出色階之間細微的差別。 



 

 

 

課堂 3~4 (連堂)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色票在周邊以及校園當中尋找色彩，專注體驗色彩帶來的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體驗天然色彩的感受。 

2. 思考人為用色的優劣。 

課堂 5~6  (連堂) 

A 課程實施照片： 

  

§ 老師試作。 § 陰陽五行與色彩。 

   



 

 

   
 

B 學生操作流程： 

  了解色彩基本理論以及陰陽五行概念之後，以這些乾燥蔬果點心的色塊作拼盤，也有學生迫不

及待想品嘗，但遊戲規則一定要說清楚，完成並拍照記錄之後統一開動。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色彩與學生個人文化背景(漢族、原住民族)緊緊相扣，在欣賞各地色彩觀念的同時，也打

開心胸接納了不同的文化。 

2. 除了色彩，拼盤體驗也融入了構成與比例的構面。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同學在色彩觀察的部分不容易紀錄、表達，未來可以給更詳細的引導或學習單。 

2. 「色彩計畫」適合安排在後續延伸課程，比較有充裕的時間。 

3. 有些棒球隊原住民學生特別注意到「紅色食物有益心臟血管」的說法而特別揀選紅色材料，

五行色彩觀念已經直入心中。 

4. 如何幫助學生「在校園外的日常生活中也能主動留意美感體驗─從色彩出發」會是個好題

材。 

 



 

 

 

五、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從一堆變華麗，從難吃變好吃。 

2. 今天的課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課，有得吃又有得擺盤。 

3. 用食物來學色彩，除了視覺以外還有嗅覺，味覺的學習。這種創新的教學讓我學習了色

彩不只是看到的，聞得到也吃得到，還有心理的感受。 

4. 以後吃東西的時候可以排造型和顏色，讓食物更可口美味。 

 

 

經費使用情形 

一、106-1 收支結算表 

（附件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