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杜敏學、張儷薰 

實施年級 一、二年級 

班級數 11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7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櫥窗設計有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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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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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學生剛從國小畢業，之前未曾在國小修習過美感構成，國小只上過簡單的美勞操

作課程，二年級學生在本校美術課程中曾學習過基本的構成概念，但僅止於基本概念的介

紹，未曾操作也未曾有過案例觀察，因此在本課程的引導中應著重案例的導入。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首先著重於美感構成的視覺觀察，第一堂課先以器物經典案例的觀察和比對著手，讓

學生了解構成是什麼？以及影響美感構成的因素有哪些？對稱性或節奏感、韻律感等。在第

二堂以水果攤、書報攤和經典案例的圖片為例讓學生從觀察與討論中了解美感構成的形式

〈對稱 平衡 主從關係 格線分割〉然後在第三堂課在洞洞板的活動體驗中以操作的方式體驗

美感構成的形式之美，第四堂課進入生活沓查，在學校圖書館空間中進行實地空間操作與體

驗，從圖書館的空間觀察和繪圖紀錄讓學生了解ㄧ個實際空間的陳列與構成的關係，進而引

導學生思考如何運用美感構成形式讓空間可以設計的更好、更美？第五堂課則讓學生開始進

行圖書館美感構成的構思，學生必須以組為單位設計出理想的圖書館櫥窗設計，最後在的六

堂課中進行「圖書櫥窗設計展」的習作和心得發表。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學生將會：  

1. 了解美感構成之於生活的重要性 

2. 能分辨影響美感構成的因素 

3. 說出美感構成的形式 

4. 能操作並運用美感構成形式 

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了解美感構成之於生活的重要性 

2. 能分辨影響美感構成的因素 

〈討論問題如教學策略表所述〉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說出美感構成的形式 能操作並運用美感構成形式 

 



 

三、教學策略： 

1. 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 1 堂 生活有感 --- 『談美為什麼重要？』 

第 2 堂 活動體驗 --- 『排排看！這樣美嗎？』 

第 3 堂 看看與說說 --- 美有哪些元素構成？ 

第 4 堂 美感構成的排列 --- 『好玩的洞洞板遊戲』 

第 5 堂 校園踏查--- 圖書館觀察紀錄 

第 6 堂 美的玩家設計 --- 『圖書館櫥窗設計』作品發表 

 

2.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觀察案例圖中各部位的形狀和大小為何？ 

（2） 觀察案例圖中有那些符合對稱、均衡、主從、分格四個美感學習關卡？ 

已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四、預期成果：  

1. 了解美感構成之於生活的重要性 

2. 能分辨影響美感構成的因素 

3. 說出美感構成的形式 

4. 能操作並運用美感構成形式 

 

01 

02 

美感構成四關卡 

對稱均衡主從分格 

03 

思考應用 

視覺形式構成 

視覺觸覺 

有感啟發 

學習美感

方法 

生活物件的有感啟發 

經典案例的觀察比較 

案例分析與探討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觸覺不思議 : 從觸感遊戲、感官實驗及最新研究，探索你從不知道的觸覺世界》 

作者： 仲谷正史、筧康明、三原聡一郎、南澤孝太 

譯者： 劉格安 

繪者： 是澤ゆうこ 

出版社：臉譜  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出版日期：2017/05/11 

2. 《建築環境色彩設計》 

作者： 施淑文  

出版社：淑馨    

出版日期：1994/03/01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設備，學府藝廊，美術專科教室，圖書館。 

教學進度表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本課程依 106 學年度美感課程計畫內容原定六堂課執行，但因配合學校活動及考試日程各

班課程執行時間不一，調整為 6-8 周完成，課程內容方面發現較多，影響學習進度，因此

將原訂最後一堂櫥窗作品設計發表的部分調整為書面設計發表。 

二、 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17 生活有感 --- 『談美為什麼重要？』 

2 10/24 活動體驗 --- 『排排看！這樣美嗎？』 

3 11/01 看看與說說 --- 美有哪些元素構成？ 

4 12/06 美感構成的排列 --- 『好玩的洞洞板遊戲』 

5 01/22 校園踏查 --- 圖書館觀察紀錄 

6 01/25  美的玩家設計 --- 『圖書館櫥窗設計』作品發表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 ppt.圖片檔案賞析構成的要素 

2. 問題討論 ---影響美感構成的因素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由教師整理收集有關構成資料，以物件的構成與畫面的構成兩個面向教學，學生透由圖

片的賞析歸納並討論出影響美感構成的因素。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這樣好看嗎？學生以早餐操作美感排列情形。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第一堂美感構成學習，運用在餐點的擺盤上。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於課堂上做分組討論。 

C 課程關鍵思考： 

實際體驗美感構成的活動，再以分組討論來執行學習單的挑戰活動。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操作板材點線面構成情形。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於圖書館沓查記錄情形。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將美感構成的學習運用在校園中，以圖書館為場域，找出符合美感構成的四種方法。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操作櫥窗設計情形。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察圖書館中櫥窗運用情形，設計具有美感構成形式的櫥窗擺設。 

 

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課程計畫在設計時，因考量構成和美感形式的連結和完整性，將可成分為兩個階段，在

第一堂課進行時希望先讓學生從組成形體〈物件〉的構成元素開始，了解形體〈物件〉的

各部分組成及其關係，課程介紹時導入構成形式遞進、反轉，讓整個單元的學習能從物件

元素組成連結至美感形式的學習。第二堂課以美感形式的延續學習為主，以美感形式四關

卡〈對稱、均衡、主從、分格〉為延伸學習內容，課程執行後發現幾個問題： 

 



 

1. 內容過多，應縮小範圍： 

第一堂課上完時發現學生好不容易建立的遞進、反轉的概念到第二堂的四個構成形式〈對

稱、均衡、主從、分格〉已經有點混淆，後面的四關卡部分好像學生印象比較深刻，初判

應該是後面的美感四關卡較容易掌握重點學習，因此，下次課程設計將鎖定在後半段的美

感四關卡為主要學習重點。 

 

2. 操作材料的適用性應多加考量： 

第三堂課以點線面操作美感四關卡的部分，學生對造型圖釘和線材的操作相當感興趣，在

過程中常聽到學生對自己的點線面構成感到滿意，點點頭表示：「我覺得這樣好美喔！」

在驗收分組成果時也發現學生能具體說出美感四關卡的相對應操作，因此，對於材料的選

擇兩個入班進行課程的任課教師皆認為效果不錯，但是遞進和反轉的部分就比較不容易透

過這些材料操作，因此這個部分應改進操作材料的適用性。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校在美感課程執行期間舉辦「蔥料理食農教育活動」，學生在此以經過美感的四種構成方式

的學習，在此蔥料理的表現上，學生除了努力的煮出烹飪料理之外，也將所學習的構成方式應用在

擺盤上，每每都可以聽到「這樣比較對稱、比較漂亮」、「這樣好像很雜亂，把他歸類一下，留出

一些間格」等等的話語，都可以感受的到學生對於美感構成上的學習收穫，在生活中也能運用在其

中。 

  另外在洞洞板的實作體驗上，對於實作體驗的四大關卡「對稱」、「平衡」、「主從關係」與

「格線分隔」，都能有額外意想不到的表現形式出現。藉由毛線與圖釘的連線、定點操作，表現更

細微的變化表現，甚至融入美感秩序與色彩搭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