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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蔡孟恬 

實施年級 一、二、三 

班級數 3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9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美感比例袋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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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學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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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美術班學生曾於 105 學年度下學期經歷美感教育實驗課程之色彩與質感體驗練習，對          

  於色彩及質感的美感因子有基本的認知。 

  高二美術班學生曾於 105 學年度下學期、106 學年度上學期經歷美感教育實驗課程之色彩、      

  質感與構成體驗練習，對於色彩，質感、構成的美感因子有基本的認知。 

  高一美術班學生曾於 106 學年度上學期經歷美感教育實驗課程之構成體驗練習，對於構成 

  的美感因子有基本的認知。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預想現狀 

  1.具備基礎造型能力。  

  2.具備觀察及色彩搭配能力。 

  需求  

1. 加強視覺上造型之間比例分析的能力。  

2. 塑造學生形與形、局部與整體之間比例調配的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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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美國設計師、思想家及設計教育家-保羅．蘭德（1914-1996）:設計是什麼？設計是一種

關係，一種比例。 

    我想要帶著學生，藉由發現生活中的比例美物件與物件使用的調查與分析生活小物

比例配置練習三個階段任務練習，讓同學從任務中的討論與分享過程歸納出比例的美感關鍵要

素-適當的物件比例。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發現生活中可見的物件設計所符合的比例美感關鍵

要素；分析日常生活中時常使用的物件尺寸，分析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在平面設計上的運用。

透過生活小物的創作任務，強化學生對於美感構面中的比例運用之經驗；結合環保的議題讓同

學培養自發、互動、共好的美感情意。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學生具備-古典美學觀中關於比例美的基本概念 

學生將會：  

1. 認識『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適當的物件比例。 

2. 分析生活物件中形成比例美的物件，形體關係。 

3. 運用『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設計一件生活用品。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從度量物件的尺寸、觀察物件的色彩，

調整設計物件與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理解美感構面當中的─適當的物件比例。 

1. 生活中的物件尺寸與使用者的比例關係。 

2. 在一個物件上找到適合色彩搭配與面積

大小分割。 

3. 物件上的裝飾(圖案/文字)色彩、大小與

整體物件的考量。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美的關鍵在於安排物件之局部與局部、

局部與整體在尺寸和色彩間適當的比例

搭配。 

運用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概念完成一件生活

用品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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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 

發現生活中的比例美 二節課 小組 便利貼、海報紙 

a.觀察教室中物件與人、物件與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b.小組分享-整理討論觀察之後的發現（太大/高-剛好-太小/矮） 

     物件與物件使用的調查與分析 一節課 個人 A4 方格紙 

     a.同學紀錄平時所喝的飲料杯尺寸與色彩。 

b.分析自己手的大小及提飲料杯的方式與狀態。 

     c.畫出三種不同尺寸，色彩比例的設定。 

     生活小物比例配置練習 二節課 個人 有色帆布、1.2cm 提帶、2.5cm 提帶、絹印 

     a.飲料杯提袋與飲料杯之間的尺寸與色彩配置發想 

     b.在提袋上安排適當大小的圖案或文字 

     展示作品及分享設計過程的考量 一節課 個人 

a. 在設計作品的過程中物件與物件比例分配與色彩安排上的考量。 

b. 分析自己攜帶飲料的習慣與情境，解釋提袋長度的設計考量。 

c. 解釋圖案或文字的大小、色彩與擺放位置之設計考量。 

d. 對於整個任務練習後的反思與回饋。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a. 找尋教室中以你的身型為基準最適合的物件尺寸，與同學分享最適合你使用的物件尺寸與你

身型的比例關係。 

b. 找尋教室中物件與物件之間最適合大小比例範本，說明你覺得適合的原因。 

c. 請舉出教室中什麼物件對你來說尺寸過大？提出後有同感者是多是少？ 

d. 請舉出教室中什麼物件對你來說尺寸過小？提出後有同感者是多是少？ 

e. 請分析你個人的身形或平常的習慣，與你平常買的飲料杯尺寸有無關連？ 

f. 你如何考量平時所喝的飲料杯大小、色彩及使用情境，而做出的三種比例配置？ 

g. 你如何考量在提袋上面的圖案或文字大小及色彩？你想表現什麼樣的比例美感？ 

h. 你覺得經歷這次的美感任務課程，可以將比例的美感練習步驟運用在什麼其他的設計創作

上？ 

     3.課程意圖： 

     第一二節課，希望學生透過觀察與比較，認識生活中物件與自己身體的比例關系。 

     第三節課，透過調查與分析讓學生找到飲料杯尺寸的設計與自己身型的關係，讓學生思 

     考適合的提袋面積、大小、色彩與飲料杯尺寸、飲料色彩之間的比例關系。 

     第四、五節課，透過實際的生活用品製作，讓同學構思體驗美感要素比例的運用。 

     第六節課，讓同學透過表達與分享的方式反芻課程參與的過程中，他的考量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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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我希望學生經歷過本次的美感體驗課程，能夠知道關於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並且可 

    以從生活環境中的各種物件觀察，發現物件中比例的美感；從歸納分析市面上飲料杯的尺 

    寸及飲料色彩運用的比例美感要素，體驗設計規劃與杯子和飲料搭配的生活物件，達到比 

    例美感於生活中的實踐。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擺放的方式：安排物件的修辭，李歐納．科仁(  Leonard Koren)，行人，2014 

2.設計幾何學，金柏麗．伊蘭姆（ Kimberly Elam），積木 ，2016 

3.想設計：保羅‧蘭德的永恆設計準則，保羅‧蘭德 (Paul Rand)，原點 ，2016 

4.設計是什麼？： 保羅．蘭德給年輕人的第一堂啟蒙課， 麥可．克魯格等 (Michael Kroeger) 

 原點 ，2010 

教學資源： 

1.台南合成帆布行、永盛帆布行參觀 

2.印花樂參觀或講座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03/05 發現生活中的比例美-觀察教室中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2 03/05 小組分享-整理討論觀察之後的發現（太大-剛好-太小） 

3 03/12 

物件與物件使用調查與分析- 

1.同學紀錄平時所喝的飲料杯尺寸與色彩。 

2.分析自己手的大小及提飲料杯的方式與狀態。 

4 03/12 

生活小物比例配置練習 1- 

飲料杯提袋與飲料杯之間的尺寸與色彩配置發想 

5 03/19 

生活小物比例配置練習 2- 

在提袋上安排適當大小的圖案或文字 

6 03/19 同學展示作品及分享設計過程的考量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D%8E%E6%AD%90%E7%B4%8D%EF%BC%8E%E7%A7%91%E4%BB%81&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Leonard+Koren&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alkman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87%91%E6%9F%8F%E9%BA%97%EF%BC%8E%E4%BC%8A%E8%98%AD%E5%A7%86&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Kimberly+Elam&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vf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4%BF%9D%E7%BE%85%E2%80%A7%E8%98%AD%E5%BE%B7&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Paul+Rand&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yuandian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BA%A5%E5%8F%AF%EF%BC%8E%E5%85%8B%E9%AD%AF%E6%A0%BC%E7%AD%89&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Michael+Kroeger&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yua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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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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生活中的比例美 二節課 小組 便利貼、海報紙1 

a.觀察教室中物件與人、物件與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b.小組分享-整理討論觀察之後的發現（太大/高-剛好-太小/矮） 

     物件與物件使用的調查與分析 一節課 個人 A4 方格紙 

     a.同學紀錄平時所喝的飲料杯尺寸與色彩。 

b.分析自己手的大小及提飲料杯的方式與狀態。 

     c.畫出三種不同尺寸，色彩比例的設定。2 

     生活小物比例配置練習 二節課  

個人 有色帆布3、1.2cm 提帶、2.5cm 提帶4、絹印5 

     a.飲料杯提袋與飲料杯之間的尺寸與色彩配置發想 

     b.在提袋上安排適當大小的圖案或文字 

     展示作品及分享設計過程的考量 一節課 個人 

a. 在設計作品的過程中物件與物件比例分配與色彩安排上的考量。 

b. 分析自己攜帶飲料的習慣與情境，解釋提袋長度的設計考量。 

c. 解釋圖案或文字的大小、色彩與擺放位置之設計考量。 

d. 對於整個任務練習後的反思與回饋。 

 

 

 

 

 

 

 

 

 

                                                      
1
 原設計便利貼、海報修正為 A4 方格紙，讓同學便於計算描繪比例。 

2
 修正為讓同學直接選擇搭配飲料的布料，在紙上模擬適合的高度。 

3
 原設定為帆布，試驗後發現帆布過厚，修正課程使用棉布。 

4
 為了讓同學有更多的選擇搭配的寬度，故增加 3.5cm 的選項。 

5
 避免絹印圖案的操作影響課程進度，修正為“提供不同尺寸及圖案的布標”讓同學選擇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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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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學生操作流程： 

   1.三至四人一組，觀察及測量教室中物件與人、物件與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2.將測量的紀錄畫在 A4 方格紙上 

   3.討論並寫下這些物件在尺寸或比例上設計的考量 

C 課程關鍵思考： 

   希望學生透過觀察與比較，認識生活中物件與自己身體的比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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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整理討論觀察之後的發現（太大/高-剛好-太小/矮） 

  2.與同學分享討論結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希望學生透過觀察與比較與討論，發現生活中的物件大小比例設計與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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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同學觀察與實際測量平時所喝的飲料杯尺寸與色彩 

  2.分析自己手的大小及提飲料杯的方式與狀態。 

  3.設定飲料杯袋的尺寸、位置及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觀察與分析讓學生找到飲料杯尺寸的設計與自己手部大小、身型及使用習慣的關係，  

  讓學生思考適合平常喝的飲料杯之提袋長度、包覆面積大小與色彩搭配 

 



9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飲料杯提袋與飲料杯之間的尺寸與色彩配置發想製作 

  2.在提袋上安排適當大小的裝飾布標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實際的生活用品製作，讓同學構思體驗美感要素比例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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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飲料杯提袋與飲料杯之間的尺寸與色彩配置發想製作 

  2.在提袋上安排適當大小的裝飾布標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實際的生活用品製作，讓同學構思體驗美感要素比例的運用。 

 



11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寫下在設計作品的過程中物件與物件比例分配與色彩安排上的考量。 

  2.分析自己攜帶飲料的習慣與情境，解釋提袋長度的設計考量。 

  3.解釋圖案或文字的大小、色彩與擺放位置之設計考量。 

  4.對於整個任務練習後的反思與回饋。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同學透過表達與分享的方式反芻課程參與的過程中，其的考量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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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在思考設定飲料杯提袋長度、及包覆杯身的布料高度比例的同時，教師仍需

要提醒同學考量重心及使用上的問題。 

2.在布材質的製作上，因材料特質以及工具使用的不熟悉，所以學生實際製作

的作品時無法做出精準的尺寸。因應問題的對策，是讓同學做設計的部分，

製作的流程可以找有縫紉經驗的同學或家長處理。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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