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南投縣立集集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惠珊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班級數 3 班 (忠、孝、仁)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57 名學生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醞釀家鄉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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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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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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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七年級已學過攝影和基礎色彩學，包含類似

色與對比色，但較缺乏美感生活的應用。 



 

一、課程活動簡介： 

(一) 發現構成之美:當兩個物件以上放置在一個空間形成關係，即是「構成」；將對的東西擺在   

合宜的位置，即形成「美感」；將物與我的關係產生連結，即是「生活美感」。藉由自然美

與人工美了解構成在生活中的廣大影響，引導學生了解何為「焦點」，探索主從關係，進

而關心物我關係。 

(二) 探索構成之美:透過幾何圖形的編排，探索物我關係的強度與連結，尋找在地特色美食， 

思索地圖的元素與構成，重組美食地圖；利用格線分割體驗餐盒構成之美。 

(三) 應用構成之美：了解食譜版面的元素、組成與編排，在學生實作過程中，透過觀察、了解 

與發現，思索創新的方向，結合圖文構成手創在地美味食譜。讓美感應用在生活中，提昇

感官知覺，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中發現美無所不在，讓生活有感，到感知美感，進而達到美

感生活的目的。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發現構成之美。  

學生將會：  

1.認識自然與人工的構成之美 

2.了解焦點關係、發散關係、聚斂關係 

3.能思考並運用格線分割 

4.能探索故鄉的美食構成 

5.能分析食譜的構成 

6.能對構成產生多元開放美感經驗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靜態與動態的構成 

2. 了解構成在生活上的應用 

3. 合宜的版面編輯 

1.構成在生活中的影響 

2.環境中角色的主從關係 

3.版面編排的邏輯與可能性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構成的抽象思考與表現 

2. 認識分割與組合 

3. 版面的構成 

1. 觀察並記錄構成的組合 

2. 主動探索及分組合作學習 

3. 分享與表達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第一堂: 認識構成之美(美感電子書 ppt) 

(1) 認識靜態(古典)構成，介紹「對稱」的原理原則，例:建築、昆蟲…等。 

(2) 認識動態(現代)構成，認識「非對稱」平衡，例：光與影、街道…等。 

(3) 覺察生活中構成的印象與感覺。 

第二堂: 焦點任務(每組發雜誌，請學生選出一頁最喜歡的圖片，說明吸引目光的焦點 

        所在，並分析主從關係。) 

(1) 發散關係：每位學生發雙色色紙，將色紙分割成四個矩形，將矩形邊靠邊， 

擺放在底板上。(勿重疊) 

(2) 聚斂關係：每位學生發雙色色紙，將色紙分割成四個矩形，拼成較原來色 

紙更小的新圖形。(可重疊，限小單位放在大單位上，不可交錯) 

(3) 探討喜歡發散與聚斂構成的原因。 

第三堂: 美食地圖（每位學生發一張集集地圖，請學生將地圖分割為四等分，標註最推 

        薦的四道在地美食） 

(1) 請學生分享推薦的美食特色、外觀、口感、地點及為何推薦原因(與自己產

生連結的關係)。 

(2)請學生重組四道美食，加入與食物有關係的人事物，繪製一張美食地圖。 

第四堂: 美味餐盒(每位學生發一個紙盒，請學生自行設計格線，並加入不同穀物設計 

       符合美感與健康的餐盒) 

＊請學生分享自己的餐盒特色、外觀(穀物代表的實際食物)、格線分割原因(與 

自己產生連結的關係)。 

第五堂: 食譜的構成 

(1) 每組發數本雜誌，每位學生選出最佳構成排版，討論分析版面構成包含何 

種元素、訊息的重要性排序、不同訊息的排列關係等。 

(2) 每位學生將自己選出的最佳構成排版，用描圖紙畫出版面構成。 

(3) 利用透明片和橡皮筋設計出自己滿意的在地美食食譜構成。 

第六堂: 各組分享成果與心得 

(1) 學生分享自己的食譜，介紹設計理念及發現。 



 

四、預期成果： 

希望學生對生活有感並產生連結，能發現周遭事物的美感因子。學生透過體驗課程，分享自己

的想法與觀念，發現構成影響生活面的廣大，認識故鄉特色美食，結合圖文編輯，提升美感素

養與在地認同感。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漢寶德（2010）。如何培養美感。台北市：聯經。 

六、教學資源：雜誌、簡報、單槍、實物投影機、平板電腦 

美感網站 :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美感電子書: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ebook/ 

七、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6.10.30

~ 

106.11.03 

【發現階段】 

教學主題：認識構成之美(美感電子書 ppt) 

(1) 認識對稱的古典美學 

在假想的中心軸線上下、左右或中心發散，加入相同的元素稱為對稱，

可分為上下對稱、左右對稱和輻射對稱。例:建築、昆蟲、…等。 

(2) 認識動態(現代)構成 

在物體的質與量、色彩及質感等非對稱的組合下，經營位置達到平衡的

效果，稱為「非對稱」平衡，例：光與影、街道…等。 

(3) 覺察生活中構成的印象與感覺。 

2 

106.11.06

~ 

106.11.10 

教學主題：焦點任務(每組發雜誌，請學生選出一頁最喜歡的圖片，說明吸

引目光的焦點所在，進而分析主從關係。) 

(1) 發散關係的構成：每位學生發雙色色紙，將色紙自由分割成四份矩形，

將矩形邊靠邊，重組擺放在底板上。(勿重疊) 

(2) 聚斂關係：每位學生再發雙色色紙，將色紙分割成四個矩形，拼成較原

來色紙更小的新圖形。(可重疊，限小單位放在大單位上，不可交錯) 



 

(3) 探討喜歡發散與聚斂構成的原因。 

3 

106.11.13

~ 

106.11.17 

【探索階段】 

教學主題：美食地圖（每位學生發一張集集地圖，請學生將地圖任意分割

為四等分，標註最推薦的四道在地美食，例如：主食、飲品、小吃、甜點……

等） 

(1) 請學生分享推薦的美食特色、外觀、口感、地點及為何推薦原因(與自己

產生連結的關係)。 

(2) 請學生重組四道美食，加入與食物有關係的人、事、物，繪製一張美食

故事地圖。 

4 

106.11.20

~ 

106.11.24 

教學主題：美味餐盒(每位學生將一張 A4 紙板組合成紙盒，請學生自行設

計格線，並加入不同穀物，符合美感與健康的餐盒) 

＊請學生分享自己的餐盒特色、外觀(穀物代表的實際食物)、比例、數量、

格線分割原因(與自己產生連結的關係)。 

＊根據分享內容，適度調整為合宜的餐盒設計。 

5 

106.11.27

~ 

106.12.01 

【應用階段】 

教學主題：食譜的構成 

每組發數本雜誌，每位學生選出一頁最佳構成的排版，討論分析版面構成

包含何種元素(主標題、副標題、內文、補充說明、插圖、照片……等)、訊

息的重要性排序、不同訊息的排列關係等。 

(1) 每位學生將自己選出的最佳構成排版，用描圖紙畫出版面構成。 

(2) 利用透明片和橡皮筋設計出自己滿意的在地美食食譜構成。 

6 

106.12.04

~ 

106.12.08 

教學主題：分享成果與心得 

(1) 學生分享自己的食譜構成，介紹設計理念及心得感想。 

(2) 思考構成在生活的影響。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美食地圖原計畫以四道在地美食為主，但考量集集地圖為瘦長型，僅表現四種食物容易侷

限學生的構圖，因此彈性讓學生依據喜好多元呈現。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認識構成之美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簡介美感電子書及美感網站的運用，認識構成之美，討論並分享經驗。 

C 課程關鍵思考： 

能覺察生活中構成的印象與感覺。認識構成的美感形式與原理，藉由物體的質與量、色彩及

質感的組合下，經營位置達到平衡的效果，例：光與影、街道…等。 

課堂 2：焦點任務 



 

A 課程實施照片：( 右圖/八忠 湯○皓 ) 

   

 

B 學生操作流程： 

1.發散關係的構成練習：每位學生發一張雙色色紙，將色紙依比例(2：1)分割成四組矩形，

將矩形邊靠邊，重組擺放在底板上。(勿重疊) 

2.聚斂關係的構成練習：每位學生再發一張雙色色紙，將色紙自由分割成四個矩形，加上之

前的四組矩形，重新組合圖像。 (可重疊，限小單位放在大單位上，不可交錯) 

3.分享設計發散或聚斂構成的想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色紙的分割了解比例原則，藉由重組的條件再次思索造型的呈現方式。由色紙的面積區分

主從位置，從發散到聚斂的組合，讓小矩形依附在大矩形的側邊，讓彼此形成關係，進而因

數量改變也出現質的改變(可重疊)，雙面色紙的特性讓學生在設計造型時能運用色彩做更多

的變化，透過不同顏色的組合發現更多可能性。學生可從生活經驗思考圖像表現，讓抽象的

矩形構成透過組合更加具象化。 

課堂 3：美食地圖 



 

A 課程實施照片：( 右下圖/八仁 陳○臻 ) 

  

    

B 學生操作流程： 

1.每位學生發一張空白的集集地圖，請學生將地圖任意分割，依據個人喜好將推薦在地美食

(例如：主食、飲品、小吃、甜點……等）畫在分隔內，可部分加入與食物有關係的人、事、

物，使用描圖紙檢視畫面構成。 

2.請學生利用原子筆素描表現食材的質感與立體感。 

3.分享推薦的美食特色、外觀、口感、地點及為何推薦原因(與自己產生連結的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首先以集集地圖的輪廓讓學生聚焦在地的美食的呈現，藉由矩形分割了解主從關係及空間配

置，圖案大且完型為主、圖案小或被切割重疊為輔。利用線條的粗細變化呈現輪廓與細節、

透過明暗配置突顯圖地關係。同儕的分享能了解彼此的喜好，讓在地美食更加推廣。 



 

課堂 4:美味餐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每位學生將一張 A4 灰紙板組合成紙盒，並自行設計隔板，上色待乾後加入不同穀物搭配，

完成兼具美感與健康的餐盒設計。 

2.請學生分享自己的餐盒特色、外觀(穀物代表的實際食物)、比例、數量、格線分割原因(與

自己產生連結的關係)，適度調整成合宜的餐盒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堂課將構成概念由平面到立體呈現，學生以食物金字塔每日所需營養比例，透過格線經營

位置，讓學生從中發現隔板的意義，藉此讓視覺、嗅覺、味覺等提升餐盒的層次。分組合作

學習設計一套餐具，在溝通、協調過程中學習傾聽與接納別人的意見，讓整套餐具能呈現個

人風格兼具整體感。使用不同食材體驗擺盤的樂趣，能合宜的運用席巾(背景)與擺設來襯托

餐盒(主角)之美。 

課堂 5：食譜構成 

 



 

A 課程實施照片：( 左下圖/八仁 陳○儀  右下圖/八仁 陳○蓉  ) 

  

  

B 學生操作流程： 

每組發數本雜誌，每位學生選出一頁最佳構成的排版，討論分析版面構成包含何種元素(主標

題、副標題、內文、補充說明、插圖、照片……等)、訊息的重要性排序、不同訊息的排列關

係等。學生將自己選出的最佳構成排版，用透明片和奇異筆畫出版面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堂課探討圖文的構成之美，文字部分簡化成點和線，圖片部分簡化成面，學生能運用奇異

筆、灰色和黑色的透明片與膠帶，經營畫面構成；能發現占版面大或顏色深容易形成焦點，

其他資訊如何輔助成為最佳配角。創作過程中體驗透明片的半透明特性與異於紙材光滑的質

感，除了簡化版面也能思索如何運用無彩色的媒材搭配出合宜的畫面。 



 

課堂 6：分享成果與心得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分享自己的食譜構成，介紹設計理念及心得感想。 

2. 填寫學習單，思考構成在生活的影響。 

C 課程關鍵思考： 

分享作品一方面可以統整創作思維，訓練台風，另一方面可以培養聆聽的美德及了解他人的

創作。美感實驗課程的最後一堂課除了奠定對構成的基礎認識，最重要是引領學生落實在生

活器物方面，了解如何應用在生活中。 

 

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美感實驗課程有別於視覺藝術課程，首重如何「發現」生活中的美感經驗，因此如何讓生活

有感，成為設計課程的主要核心問題。教學過程中，運用大量的圖片與情境布置，塑造學習氛圍，

結合實作課程，讓學生除了認識構成之外，能動手做做看，體驗創作的樂趣！增加討論、分享時

間，藉由小組互動增加團隊默契。 

    雖然設計課程時已經考慮過可能會遇到的種種問題，但實際上課過程中需要因應不同班級的

狀況進行調整，由於是第一次參與實驗課程，有點高估學生的程度，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引導學生，



 

例如：製作餐盒構成時，學生在測量部分由於缺乏經驗，因此需要花更多時間在指導部分。但是

學生樂於討論如何讓小組設計成套的餐具概念，能尊重不同的意見並整合夥伴的想法。 

最後，在學生的回饋中發現本次結合生活經驗與體驗，以「食」為主要概念的課程大受好評！

雖然學生在上課過程中會受到啟發與感動，但是每週一節 45 分鐘的課程有時因學校活動或國定

假期中斷，會影響學習品質，未來設計課程時會考慮時間的因素外，以「生活共感」為主要方向。

本次回饋中大部分學生對「質感」較有興趣，因此，下學期的課程設計會以學生為中心，以質感

構面作為主要計畫方向。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