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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授課教師 陳怡君 

實施年級 七年級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69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怎麼放，才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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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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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設計好教室的公布欄設計圖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1. 具有美感的構成方式，是有邏輯可依循的，大致可分為對稱構成、不對稱但平衡的構

成、    

    具有主從關係的構成、以格線分割的構成，以及由許多零件組合而成的構成方式。若能

掌 

    握每一種構成方式的重點，在生活上加以運用，不僅能提升個人的美感品味，也有助於

解 

    決公共空間的紊亂，提升環境品質。 

2. 生活環境對於美感的感受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學生不了解什麼是美感的感受之下，讓他

們 

去重視並體驗每天接觸的教室環境的美與不美。 

3. 以教室環境的陳列物品的收納與排列的練習來做發現「美的基礎—整齊」的體驗。 

4. 理解美的基礎是整齊，以格線分割的構成邏輯，是最容易達成整齊要求，並且讓人一目

瞭然、感覺愉悅的配置方式。 

5. 介紹構成的要素有:對稱、非對稱、主從關係、格線分割，了解之後並做練習，分享檢

討。 

6. 再以紙上設計公佈欄，來映證學生是否能運用美的構成方法來安排版面。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成能力的初探:對稱與非對稱、主從關係、格線分割 

學生將會： 

1.分類並整齊的收納                4.運用美的構成，完成版面設計 

2.思考陳列日常物品的秩序          5.對版面構成的美感進行討論 

3.觀察生活環境的整齊、美與否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整齊是構成美的基礎  

2. 有目的的安排物品陳列 

3. 構成的美感：對稱與非對稱、主從

關係、格線分割 

1.環境(教室)如何才會美？ 

2.東西如何收納才會整齊？ 

3.平面空間的物件安排能造成美感的方法有         

  那些？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生活美的整齊秩序 

2. 合目的構成排列 

3. 版面美的構成 

1.能與小組合作討論 

2.對案例表達觀點，並聆聽他人意見 

3.能嘗試思考並進行創作 

4.能對創作進行反思與提問 
 



 

三、教學策略：【做】 

第一堂課   生活美感入門 

     

啟發學生從生活環境中學習色彩與找尋靈感，第一堂課先播放生活周遭的圖片，引導學生思

考我們的生活有美感嗎？透過圖片引起共鳴，打開學生對生活環境的好奇。例如：我們的生

活環境─有美感嗎？我們的生活住家─有美感嗎？我們的生活裝飾─有美感嗎？我們的生活器

物─有美感嗎？我們的生活商品─有美感嗎？我們的校園環境─有美感嗎？ 

Ex: 

   
 

  

第二堂課   教室美不美?? 

分組：以教室環境所需陳列物品的收納與排列來做發現的體驗。 

分組的主題有：1.掃具 2.圖書櫃 3.講桌 4.黑板登記規劃 5.教室佈置板塊 6.桌椅 。完成後分

組發表，教師分析檢討。 

讓學生了解，收納及陳列都須先將物品分類，再依照需求來作呈現。要讓學生學得「思考」

需求的安排，是很重要的事。而不是只為「方便」而隨意擺放。學生了解之後，再擺放一次

做對照，再進階討論如何擺放會變美(好不好看)。希望藉由這樣的練習(格線分割練習)可以知

道「整齊是美的基礎」每個人都能養成用心放置教室物品的好習慣及美感。總的來說，美的

基礎是整齊，毫無邏輯的拼湊排列絕非創意。在整齊劃一的基礎之上，例如維持整體色調的

統一，或是線條、圖案的一致性，只在某些元素製造變化，並控制變化數量與頻率，與整體

達成平衡，如此才能維持畫面的穩定感，進而產生 「美」的感覺。 

                   

1.掃具                         2.圖書櫃                 3.講桌  



 

      

4.黑板登記規劃                5.教室佈置版面             6.桌椅 

 

 

第三堂課   視覺構成練習(一)與分享 

 

構成無所不在。兩個以上的物件擺在一起，就會有構成的問題，所以一個單獨存在的盤子，

沒有構成問題，在盤子上放一顆蘋果，要考慮二者之間的相對關係，這就形成了構成的問

題。生活中的各種物件幾乎都無法單獨存在，因此，討論生活美感，構成是不能忽略的重要

關鍵。一個空間的構成要素有很多，先理解視覺構成的種類：主從關係，格線分割的構成邏

輯，對稱，非對稱。然後練習簡單的構成。 

 

材料： 4 開白色卡紙，12 個黑色的圓點(直徑 2.5cm)。 

練習 1.每個人用 6 個點，安排在畫面上(對稱與非對稱練習)。全班一起欣賞討論美與不美。 

 

第四堂課   視覺構成練習(二)與總結 

 

因為要挑戰公佈欄的版面構成，平常張貼的紙張是長方形紙張，所以練習的構成以３個不同

大小的長方形紙張來練習。完成後全班一起欣賞討論美與不美的原因。最後由老師做總結。 

 

材料： 4 開白色卡紙，12 個不同大小的黑色圓點。３個不同大小的 12 張黑色長方形紙張。 

練習 2.每個人用 3 種不同大小各 4 個的圓點(2cm、2.5cm、3.5cm)，安排在畫面上(主從關

係練習)。 

全班一起欣賞討論美與不美的原因。 

練習 3.每個人用３個不同大小的黑色長方形紙張，安排在畫面上。 

 

第五堂課   公佈欄設計(一) 

 

紙上設計公佈欄版面構成(邊框裝飾設計之前已完成)。 

公佈欄的元素：1.張貼紙張的尺寸(A3 B4 A4 直橫式) 

              2.標題字:公佈欄 3 個字的字體大小。 



 

 

將擺放的元素印好在紙上，由學生自行剪貼黏在佈告欄上做版面構成安排。 

 

第六堂課   公佈欄設計(二)與檢討 

 

完成公佈欄的設計與分享，並且能說明使用到的構成方法，讓學生藉由操作與分享了解構成

美的因素。 

 

四、預期成果： 

 

1. 美感基礎課程的累積。 

2. 能覺知整齊是美的基礎，並能運用這個要素來安排物品的位置。 

3. 了解美的構成是有邏輯方法的。將學習到的方法運用在版面安排上，能達到美感的效果。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基礎設計-平面構成原理 作者： 林崇宏  出版社：新文京  出版日期：2007/10/15 

2. 設計基礎原理：平面造形與構成 作者： 林崇宏 出版社：全華圖書   出版日期：

2016/05/04 

3. 設計的法則：125 個影響認知、增加美感，讓設計更好的關鍵法則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Design,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原文作者：William Lidwell、Kritina Holden、Jill Butler  譯者：呂亨英、吳莉君、吳佩

芬    

  出版社：原點   出版日期：2011/01/24 

4.讀建築：從柯比意到安藤忠雄，百大案例看懂建築的十大門道  

 How Architecture works: a Humanist’ s Toolkit 作者：黎辛斯基  原文作者：Witold   

Rybczynski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日期：2016/08/11 

5.看得見的滋味：INFOGRAPHIC！世界最受歡迎美食的故事、數據與視覺資訊圖表──老饕 

必懂的食材與美食歷史、文化、食譜、料理技巧、最新潮流──Taste: The Infographic 

Book of Food 作者： 蘿拉．洛威  追蹤作者 新功能介紹 原文作者：Laura Rowe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出版日期：2016/10/06 

教學資源： 

單槍、電腦、投影筆、相機 

教學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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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enchin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E%97%E5%B4%87%E5%AE%8F&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chwa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Universal%20Principles%20of%20Design%2C%20Revised%20and%20Updated%20Edition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William+Lidwell%E3%80%81Kritina+Holden%E3%80%81Jill+Butler&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91%82%E4%BA%A8%E8%8B%B1%E3%80%81%E5%90%B3%E8%8E%89%E5%90%9B%E3%80%81%E5%90%B3%E4%BD%A9%E8%8A%AC&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91%82%E4%BA%A8%E8%8B%B1%E3%80%81%E5%90%B3%E8%8E%89%E5%90%9B%E3%80%81%E5%90%B3%E4%BD%A9%E8%8A%AC&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yuandian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How%20Architecture%20works%3A%20a%20Humanist%E2%80%99%20s%20Toolkit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BB%8E%E8%BE%9B%E6%96%AF%E5%9F%B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Witold+Rybczynski&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Witold+Rybczynski&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owl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Taste%3A%20The%20Infographic%20Book%20of%20Food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Taste%3A%20The%20Infographic%20Book%20of%20Food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98%BF%E6%8B%89%EF%BC%8E%E6%B4%9B%E5%A8%81&f=author
javascript:setFollow('setFollowAuthorAjax','%E8%98%BF%E6%8B%89%EF%BC%8E%E6%B4%9B%E5%A8%81');
http://www.books.com.tw/activity/2015/06/trace/index.html#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Laura+Rowe&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zoth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02 生活美感入門 

2 10/16 教室美不美? 

3 10/23 視覺構成練習(一)與分享 

4 10/30 視覺構成練習(二)與總結 

5 11/06 公佈欄設計(一) 

6 11/13 公佈欄設計(二)與檢討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時間上沒有延後，6 堂課是可以的。但是構成練習可以多一堂會更好。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上 ppt，沒人可拍 

B 學生操作流程： 

聽老師介紹生活上不美與美的地方 

C 課程關鍵思考： 

你習以為常的街景､人､事､物，美嗎?有發現嗎?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分組後，5 分鐘觀察負責的區域美嗎?討論後，開始調整，分組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整齊為美的基礎，所以先觀察教室美嗎?再以整齊為標準，動手調整。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了解構成的基本種類。 

2.每個人用 6 個小圓點在長方形畫面擺出「對稱」並記錄下來。 

3.再離開位置去觀摩別人的擺放，並將值得學習的擺放也記錄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要依據整個畫面來擺對稱。 

2.整個畫面要有個(隱形)中間線，才有左右或上下對稱。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利用 3 種不同大小各 4 個，共 12 個圓點，在畫面上擺出「不對稱的平衡」的畫面並記錄下

來。 

2. 再離開位置去觀摩別人的擺放，並將值得學習的擺放也記錄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以對稱的畫面來移動，擺放不對稱但平衡的畫面，會比較容易。 

2. 是否發現，「非對稱但平衡」的擺法有「對角線」擺法。 

3. 雖然數量不一樣，但會因為大小與位置而達成平衡。 

 

  



 

課堂 5 及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班上的公佈欄重新安排字的大小，還有配合的底圖。 

2. 然後再把字放在適合的位置。 

3. 練習貼上公布的訊息位置。紙張有 A4(只能直的)及 B4(直或橫皆可)。 

4. 最後老師一張張檢討學生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１. 公佈欄是有功能性的，除了美觀，還要考慮空間。所以「公佈欄」三個字不適合太大，否則公

布的空間就會太小。 

２. 訊息的紙張貼上後是否有美感(整齊，運用的是「格線分割」)及方便閱讀。 

 

 



 

二、 教學觀察與反思 

１. 課程如期完成，但若能多一節練習構成會更好。 

２. 學生已經知道整齊為美感的基礎，可惜將教室變整齊大部分只有課堂上做到，學生並沒有

繼續維持。得要多提醒，並有導師的配合會更好。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