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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鄭雅文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班級數 5 班 ( 803 / 804 / 805 / 806 / 811 )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811 為體育班     

學生人數 約 140 名學生(每班平均 28 人)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好比例才有好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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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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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基礎比例的概念及實物量測技巧 

一、課程活動簡介： 

從記錄分析學校模範生選舉海報張貼構成美感開始，讓學生看見不適當的張貼將造成

多大視覺混亂衝擊，並紀錄具體的水平垂直度及間距以具體數據呈現「亂」。接下來則聚

焦以校園環境為對象訓練視覺比較能力~如何用筆快速測量單一物件長寬比；布告欄中多

物件的排列間距之統一性；教室中各物件間對齊關係（如黑板底端與油漆線、門窗的水平

線等）；類似物件（如開關等）重複出現之排列秩序是否一致等（走廊上開關的位置是否

有依照固定的模組放置，如是否居中或是高度是否一致等等）。最後則是以拼貼檢視學生

是否具有將圖片去背乾淨~實際操作細膩度及黏貼時是否對齊格線及注重間距~排列秩序

性，此兩種在構成美感中不可或缺的能力以作為課程的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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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基礎數學的比例邏輯概念 

學生將會：  

1. 使用簡單物件分析對象物之簡單的長寬比例。 

2. 明白最基本的視覺美感乃建立有秩序地排列上。 

3. 了解施工操作的細膩度是決定美感存在的最基礎條件。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構成中的比例關係。 

2.一致性的秩序美感。 

1.缺乏比例關係是否與混亂有直接關聯？ 

2.操作的確實度完成度是否造成觀感不同？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間距及方向性一致可創造出秩序感。 

2.等差或等比數列與美感息息相關。 

1.用簡單工具測量比例。 

2.建築空間之量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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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1) 不美的覺知~觀察校園中模範生選舉海報的張貼位置與方式 

 將觀察結果（黏貼方式、間距、對齊度）具體地記錄於學習單。  

 (2) 美感好眼力~學習比例的量測方式 

 以筆為量測工具，教導學生如何簡單量測出對象的長寬比 

 以校園環境為對象，找四樣物件為練習範例並記錄於方格紙上。 

 以教室的物件討論擺放是否具秩序性~如燈座與梁柱距離或電源開關位置等。 

(3) 典範學習~校園植物葉序角度與比例量測 

 觀察自然物的排列是否具有秩序感（葉片間距及生長角度），並將觀測結果記錄於

學習單上 

(4) 人工有美嗎?~校園建築開關位置秩序感觀察紀錄 

 2 人一組測繪走廊的開關位置，需記錄與柱面兩端的間距及油漆線之上的間距，

若有歪斜或施工殘缺(如施工洞口未填補或破損等等)。 

(5) 回頭看自己~教室中物件排列秩序性檢測 

 以教室內所有人工建置物為教材，讓學生兩人分組測繪兩物件之間是否具有秩序

感~如日光燈的排列、講台與地磚格線的對齊、門窗稅平線是否一致等等，並將

結果以數據方式記錄於方格紙上。 

(6)拼貼~練習多物件的排列秩序感 

 實際作業檢視學生是否具有以下兩種美感構成能力 

 排列秩序性~黏貼物是否考慮水平垂直線或間距是否相等...... 

 操作確實性~黏貼是否確實不脫落、去背乾淨度或剪切邊緣的圓滑度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視覺混亂或是活潑，取決於物件排列中變化因子變動幅度及項目多寡，最低限度

要維持到多少的因子固定，才不會失去秩序感？ 

(2)物件與背景環境為何需要協調？應以設置物件具宣傳效果為優先考量還是以背景

協調為考量？為何要做如此考量呢？ 

(3)操作施工的確實對美感會產生多大的關聯？想法與做法將同時影響美感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教學資源： 

   方格紙、量角器、尺、剪刀、口紅膠、學習單 



4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16-20 不美的覺知~觀察校園中模範生選舉海報的張貼位置與方式 

2 4/23-27 美感好眼力~學習比例的量測方式 

3 4/30-5/4 典範學習~校園植物葉序角度與比例量測 

4 5/7-11 人工有美嗎?~校園建築開關位置秩序感觀察紀錄 

5 5/14-18 回頭看自己~教室中物件排列秩序性檢測 

6 5/21-25 拼貼~練習多物件的排列秩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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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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取消原設定之第一堂課~多樣排列~樹葉書籤製作及第五六堂~

挑戰改變：以校門口及圍牆常見的招生宣傳廣告為題目，請學生(2 人一組)重

新思考並設計更具美感且兼具宣傳性的設置方式。將課程更聚焦於提升學生

的的視覺比例判定能力上~如何測量對象物的比例關係；兩個以上物件排列的

整齊度（歪斜度及間距）量測與分析，即以具體量測方式重新檢視校園中可

見的人為環境的視覺構成。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節次一：不美的覺知~觀察校園中模範生選舉海報的張貼位置與方式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實地觀察校園模範生海報貼的位置是否洽當以及黏貼的方式 

C 課程關鍵思考：美感存在於物件與周遭的協調~對齊的秩序以及黏貼是否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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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二：美感好眼力~學習比例的量測方式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學習以筆為量測工具，可約略說出出對象物的長寬比，並記錄於方格紙中 

C 課程關鍵思考：構成的美感存在物件間的間距及自身形體比例差異是否具和諧性 

節次三：典範學習~校園植物葉序角度與比例量測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實地觀察校園植物的葉序排列密度及角度並記錄於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為生長所需，植物按照固定比例與角度生長與排列，造成秩序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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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四：人工有美嗎?~校園建築開關位置秩序感觀察紀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觀察開關在柱子上的左右距離是否一樣、是否水平、高度為何？ 

C 課程關鍵思考：植物能有一定的秩序美，反觀人工建置物卻無法做到對稱與整齊！ 

節次五：回頭看自己~教室中物件排列秩序性檢測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觀察教室兩物件之排列至否合乎比例或是確實的對齊 

C 課程關鍵思考：從生活周遭觀察物件彼此是否能做有秩序的排列~基本的對齊或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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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六：拼貼~練習多物件的排列秩序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從課本剪下 5 張圖片貼在方格紙並須考量前後關係及比例的秩序做組合。 

C 課程關鍵思考：多物件的組合更需考量彼此的間距及形體大小排列才能達到秩序美，而操

作技法的細膩度也是決定美感存在與否的重要關鍵。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探究如何提昇學生「構成」的視覺批判能力一直為本人課程主軸，因為

一直不明白在雷厲風行推動美感教育之際，學校視覺環境卻依舊如此紊亂，

而師生卻也無感。本課程已持續修正三期，而在本次課程進行時，終於發現

關鍵問題所在~觀察到學生對於視覺版面構成概念薄弱是因為缺乏視覺比例

的認知，經多階段測試過發現多數學生未能成功地（甚至無法）將抽象的數

學比例轉化成具象的視覺圖像，對於比值或三度空間的比例概念也十分薄弱，

數學邏輯能力的低落間接影響構成的視覺比較性不足，而導致對歪斜或不平

均的排列未能有敏感的察覺，這也是連續幾期構成實驗課程的終點。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附件之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