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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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十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3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比例閱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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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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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透過色彩美感課程，操作過以積木排組不同的比例，建立長寬

不同比例的實體概念。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對空間有基本感知能力，但對比例關係、空間認知無明確概念。 

一、課程活動簡介： 

以比例為主軸，從整理文具用品的活動，使其理解抽屜的收納有比例分隔與無比

例的差異，藉此產生比例的初步美感。而後引導學生製作各自的抽屜隔板，分析不同

隔板比例與文具的搭配性，逐步發現適合自己的抽屜分隔方式，進而調整家中的抽屜

內部比例，使其感受收納後的整齊秩序之美，並提高整理抽屜意願，也可在他人的分

享過程中，感受多樣化比例的巧思。在找到自己喜愛的比例之後，進一步引導與生活

其他層面的關聯。 

透過負空間概念的實例介紹，使其進一步理解負空間與比例的關係，有其互為主

題的趣味性，也提供不同觀看物件的角度，進而思考不同的空間語彙。課程活動中，

透過比例紙片的排列組合，感受實體（白色紙片）與虛無空間（黑色底紙）的搭配美

感，而後融入書櫃設計，期許日後能衍生比例與不同空間的諸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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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對數字的比例關係有初步的概念，如：等差數列、等比數列。  

學生將會：  

透過抽屜分隔、比例紙片的操作，理解比例與正負空間的關係，進而設計出具有空間

美感的書櫃。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生活的物件比例 

2. 掌握空間氛圍的比例 

3. 比例的模矩應用 

1. 生活物件和周圍空間、其他部位的比例

觀察分析 

2. 文具的尺寸和隔板之間的比例關係 

3. 書櫃的比例應用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物件比例、空間比例、負空間、比例的

應用 

整理規劃物件與空間的比例關係、設計有虛

實感的實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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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1）認知比例的初步美感 

（2）空間與比例關係 

（3）負空間概念 

從整理文具用品的活動，使其理解抽屜的收納有比例分格與無比例的差異，藉此

產生比例的初步美感。而後引導學生製作各自的抽屜格板，分析不同比例與文具的搭

配性，進而調整家中的抽屜內部比例，使其感受收納後的整齊秩序之美。 

之後再以負空間概念與比例關係，透過比例木塊的排列組合，感受實體與虛無空

間的搭配美感，並融入書櫃設計。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生活中的物件，最小的比例單位是什麼？」、「這個物件和其他部位有什麼樣比

例的關係？」—透過自然界、人造物的比例分析，引導學生發現比例的基本單位並非

具有固定尺寸，而是與生活物件彼此產生的關聯。 

「抽屜分隔後，和無分隔有何不同？」、「文具的尺寸和隔板空間的比例關係？」、

「三分法的分隔方式有何缺點？」—引導學生在實作中，藉由比較不同的比例邏輯關

係，思考適合自己的抽屜分格方式。 

「塞滿的空間感覺如何？」、「為何我們需要負空間？」、「負空間和視覺聯想的關

係？」—在負空間與設計作品中，發覺其中的趣味性，也提供另一種觀看的角度，進

而思考不同的空間語彙。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透過製作抽屜格板，與文具進行搭配，可感受收納後的整齊秩序之美。 

2. 將負空間比例概念融入書櫃設計，可感受實體與虛無空間的搭配美感，進而初步體會「少

即是多」的現代空間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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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提摩西‧薩馬拉 Timothy Samara（2017）。《必學！好設計的造型元素》。 原點出版。 

X-Knowledge Co. Ltd.（2015）。《大師如何設計：高度比例 設計師的空間規劃魔法》。瑞

昇文化。 

原點編輯部（2017）。《厲害！別小看系統家具》。 原點出版。 

學研編輯部（2017）。《平價又有設計感！好收易拿收納整理術》。台灣廣廈。 

 

教學資源： 

美感電子書、自編教材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5/14 

生活比例－透過自然界（松果、蘆薈）、人造物（可樂、高鐵

置物板、磚牆）的比例分析，引導學生發現比例的基本單

位，與生活物件彼此產生的關係。 

並從黃色小鴨理解「挑戰認知經驗的物件比例」、以小熊扶手

椅介紹適合人體特性的物件比例。 

2 5/21 

比例邏輯－介紹空間與比例邏輯關係（三分法、音樂邏輯、

數學邏輯），透過隔板的接合操作，感受抽屜內部的空間比例

之變化。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6%91%A9%E8%A5%BF%E2%80%A7%E8%96%A9%E9%A6%AC%E6%8B%89&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6%91%A9%E8%A5%BF%E2%80%A7%E8%96%A9%E9%A6%AC%E6%8B%89&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zoth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zoth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X-Knowledge+Co.+Ltd.&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resing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resing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yuandian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zoth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z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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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28 

裁製隔板－引導學生製作各自的抽屜格

板，分析不同比例與文具的搭配性，將家

中的抽屜比例調整前後照與同學分享，感

受收納後的整齊秩序之美。 

4 6/4 

負空間與比例－介紹負空間概念與比例關

係（同軸、輻射、波動、分歧、網絡），以

比例木塊進行排列組合，感受實體與虛無

空間的搭配美感。 

5 6/11 

比例設計－將前述比例概念融入書櫃

設計，以學習單進行初步構想。（一

個班將各自學習單進行票選，決定要

製作共用的書櫃方案）。 

6 6/19 

設計分享╱組裝書櫃－將設計好的書

櫃學習單與同學分享，觀摩他人作品

與回饋。（一個班將完成的書櫃元件

進行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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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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屜比例：原定於第一節課進行從整理文具用品的活動，理解抽屜的收納

有比例分隔與無比例的差異，試行一個班後，發現學生會花過多時間嘗試

隔板的排列組合，雖然可以表達：「我們的抽屜是按照文具的大小來分隔

的，有分橡皮擦區、筆區、尺區、立可帶區、文件區、雜物區」，但對比

例的概念尚未能建立，故其他班級改採直接介紹生活比例，並讓學生感受

並記錄課桌椅的適用比例。 

2. 比例分格：原定於第二節課介紹空間與比例關係，並引導學生製作各自的

抽屜格板，但考量學生須從操作中實際感受比例的邏輯關係，故將第一節

課嘗試隔板的排列組合體驗活動移到第二節課，與第二節課的操作整合，

學生在設計抽屜格板的比例時，便能藉此活動將抽象概念化為實體。 

3. 改造分享：原定於第三節課將家中的抽屜比例調整前後照與同學分享，但

引導學生製作各自的抽屜格板後，學生在設計圖和實際比例的尺寸轉換上

較多問題，需各組一一提示協助解決，尤其是卡接處的預留位置，故分享

部分改為：小組製作的隔板應用於家中抽屜分類整理後，再各自於臉書社

團留言取代小組發表。 

4. 負空間與比例：負空間產生的圖地反轉很有趣，故將比例轉換部分往後移

一節，增加讓學生剪製負空間造型練習活動，以強化對負空間的概念與聯

想。 

5. 比例設計：將比例關係空間配置的結構概念，由第四節移至第五節，並運

用前一節的負空間造型，轉換為具比例關係的空間配置（以鉛筆進行初步

規劃與繪製）。 

6. 設計分享：原定的設計分享改為數位化作品展示於臉書社團，並將上一節

鉛筆草擬具比例關係的空間配置，以灰、白比例色塊貼製於黑底丹迪紙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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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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手尺寸與桌椅比例對照 

B 學生操作流程： 

量測各自的手掌長度作為人體比例尺的基準，紀錄並表達身體各部位坐於學校課桌椅的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可樂最小的比例單位是什麼？」，生：「瓶口寬」、師：「和瓶身有什麼關係？」，生：

「瓶口和瓶身是 1：2」、師：「瓶身為何有凹進去的曲線？」，生：「讓手比較好拿」、師：

「和瓶口有比例關係嗎？」，生：「是瓶口的 1/2」。 

師：「磚牆和其他部位有什麼樣比例的關係？」，生：「1：2：3：4」、師：「最小的比例單

位是什麼？」，生：「一塊磚」、師：「這樣的排列方式有什麼樣的美感形式？」，生：「漸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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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以隔板進行比例邏輯的排組練習 

B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比例邏輯概念繪製各自的抽屜隔板，並與組員合作排組隔板。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三分法的分隔方式有何缺點？」，生：「無法放大小不一樣的東西」、「很單調」，

師：「可以如何改善？」，生：「其中一塊再用三分法來分隔」。 

師：「音樂式邏輯有什麼美的形式？」，生：「反覆」、「左右顛倒（鏡射）」，師：「音樂式

邏輯的比例關係可以有哪些變化？」，生：「1：3：1：2」、「1：5：1：3」， 

師：「Enzo Mari 的方塊組合有什麼樣的比例關係？」，生：「1：4：16」。（師可補充說

明面積比與邊長比的數字差異）。 

師：「抽屜分隔後，和無分隔有何不同？」，生：「我們的抽屜是按照文具的大小來分隔

的，有分橡皮擦區、筆區、尺區、立可帶區、文件區、雜物區。有分隔比較好分類，看

起來也比較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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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裁切封扣版以製作抽屜隔板 

B 學生操作流程： 

各組自行分配工作，學習單圖樣代表負責計算比例轉化後的尺寸，其他人初步裁切一致的

隔板高度（8 公分），再依比例裁切卡接處的凹槽。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如何找出自己抽屜的比例基準點？」，生：「我是以深度來當最長的邊」， 

師：「如何應用比例邏輯？」，生：「把最長的邊去除以要分隔的幾等分」。 

（教師提醒小隔板邊界需預留卡接的可固定寬度，約需 1.5 公分） 

 

 

 

 

 

 



97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製作負空間學習單 

B 學生操作流程： 

經教師介紹負空間的圖地反轉例子後，學生運用黑色丹迪紙進行發想，並製作負空間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你看到了什麼？」，生：「破掉的盤子和一棵樹」。（教師根據案例延伸提問引發思考） 

師：「從這棵樹讓你聯想到什麼？」，生：「枯萎、大自然被人類破壞」。 

師：「和破掉的盤子有什麼關係？」，生：「大自然被人類破壞之後，就像盤子被打破之後無法

回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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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將負空間圖像轉換為比例方塊 

B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前一節設計的負空間圖像造型，轉換為具比例關係的空間配置（以鉛筆進行初步規劃

與繪製）。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如何將曲線轉換為比例方塊？」，生：「用小一點的方塊比較能表現彎曲的地方耶」。

（教師提醒方塊之間也需有比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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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負空間配置                            組裝比例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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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組裝負空間比例書櫃  

B 學生操作流程： 

經教師介紹空間配置的不同組合方式後，學生依之前繪製的比例方塊設計稿，剪裁灰、白

色塊貼製於黑底丹迪紙上，並於背後書寫：靈感來源、比例邏輯、空間配置，將想法作最

後的整理。（一個班運用自己設計的負空間比例配置圖，委託木工廠裁切木片，由小組合作

組裝為負空間比例書櫃）。 

C 課程關鍵思考： 

師：「如何運用空間配置讓比例方塊的排列組合具有美感？」，生：「裁切方塊的時候，要有

比例的關係、間隔距離一致比較整齊、可以排出漸層或對稱的感覺、用負空間來排間距」。

師：「如何將比例書櫃組裝起來？」，生：「用電鑽把釘子鎖進去、旁邊的櫃子挪進去一點才

不會重心不穩、櫃子中間的間隔也要有比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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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研討與反思 

原先設定將比例概念融入書櫃設計，但中間轉換的過程並沒有想得很清

楚，一直擔心會變成純粹是構成的排列組合，但在學生的負空間造型練習活

動之後，發現可以嘗試先運用負空間進行造型的發想，經對照空間配置的結

構概念後，再收斂為比例的應用設計，這樣的方式可協助學生在比例的空間

設計之前，對正負空間彼此的關係先有個全貌的想法。 

另外，學生在先體驗多孔隔板的比例分隔活動，對立體空間的分割有概

念後，再進行家中抽屜的比例規劃，確實能對他們進行抽屜的整理、比例美

感的應用、秩序感的建立產生幫助。 

不過，也有一些學生反映家中無抽屜，有些直接使用電腦桌、摺疊桌進

行作業，有些使用家長或兄姊的桌子，抽屜不屬於自己的，所以無法讓每個

人都將比例隔板實踐應用於自己的抽屜，頗為可惜。而當分組進行活動時，

也就會因切身度不高，有為人作嫁之感，而失去積極參與製作的動力，學習

成效相對低落，這點也是當初設計課程時沒有預先意識到的狀況。 

進行負空間設計時，原本並無任何限制，但發現有的學生直接以方形裁

剪，缺少了轉換的抽象形式，因此，方才規定以「曲線」作為發想的基礎，

甚至有學生嘗試以「雨點」設計負空間，於是產生意料之外豐碩的多元成果

面貌。 

  



102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比比身手學習單 

  

負空間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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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韻・居仁國中美感教育計劃」之學生抽屜隔板、感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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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空間比例配置：「雨點」、「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