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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嘉義縣立鹿草國中 

授課教師 蔡佩玲 

實施年級 二 

班級數 8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73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遇見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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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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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上過色彩單元，由生活中的色彩發現、思考色彩運用的可能，嘗試改變明度與彩度

及運用色彩意象進行改造，找出合宜的色彩搭配。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一年級時未上過美術課，對於美的原則概念缺乏，想藉這個單元使之理解構成的基礎

概念，並能加以運用於生活上。 

一、課程活動簡介： 

    此課程主要讓學生從最基本構成之美為目標，從生活中「擺放物件」開始，從物品

的整理引導到物件的擺放關係，擺放物品除了是審美的表達，也屬一種溝通行為。從秩

序出發，了解格線、主從關係與對稱的構成概念學習，尋找生活的其他地方的構成加以

印證。如餐廳目錄編排上的主從關係，觀察及運用等再次觀察，是否有更佳的可能。經

由實際的練習，體察物件的擺放位置及相對應的關係、字與圖的關係，轉換成其他的練

習，連結生活的需求，最後以野餐會活動學習日常生活中構成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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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認識構成之美 

學生將會： 

1.認識構成的概念 

2.學會分析圖文的關係 

3.物件在空間的構成比例如何才有美感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構成設計的美感 

2. 構成的美感判斷能力 

3. 圖與文的構成美感關係 

4. 構成於生活上應用 

1. 物件的主從關係是否與重要性相關 

2. 構成的要素有哪些？ 

3. 構成與人的感知相關性何在？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平面空間排列的美感構成 

2. 美的構成有主從、對稱與格線等 

3. 空間配置要是適切才有美 

1. 運用構成的概念判斷美感因素 

2. 將所學用於創作 

3. 空間的概念與適當留白 
 

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先以點的發散構成練習，再解說構成要素 

         主題：構成是什麼？以餐桌整理開始來做構成開場練習，讓每個學生使用六

個點貼在白紙上，練習視覺上的平衡與美，加以討論，老師最後用美感電子書講解什麼

是構成，及構成的要素及美感。 

最後示範一張酒與酒杯圖片，討論空間配置、材質合宜性，分配各組下次攜帶用具任

務。 

  第二堂：練習視覺美感構成，了解主從關係與重要訊息 

         視覺美感構成。請學生將帶來的杯與飲料排列並拍下，分析討論其構成要

素，觀察其中是否具有比例關係，視覺美感等問題。老師於課後將各組圖片整理列印。 

  第三堂：分析、改造 DM 圖文配置，重新配置(老師給予任務挑戰) 

         主題：圖與文。 

1.老師給予一組 DM，找出元件要素，分析其重要訊息或次要訊息排序，找出主從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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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下各組圖片讓學生進行改造、配置，設計一張邀請卡，圖片限定只能剪一刀，必須

有主從關係，注意文字圖的位置配置須符合視覺平衡與美感。 

  第四堂：構成練習(一) 

         尋覓桃花園。讓學生選野餐籃、餐墊、布。各組設計一場野餐會，到校園尋

找並勘查合適地點，討論規劃布置、分配任務、布置、餐盤、餐點設計規劃如何安排構

成 

  第五堂：構成練習(二) 

         遇見 春天。備齊用具、餐食、上課排好野餐籃拍照，食物放於盤子裡的主從

實地活用與實踐野餐，餐前再拍照。 

  第六堂：欣賞各組設計，分享討論創作心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構成的要素有哪些？與美感的要素是否相同？ 

 當傳達的目的改變時，構成要素是否也跟著改變？ 

 構成的改變是否造成相異的感覺？ 

 生活中還有哪些要素與構成面向有關？ 

 傳遞的內容過多時，是否容易造成構成混亂？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常見學生不知如何整理桌面，安排空間，習慣性在畫面空白處填補沒意義的物件，      

彷彿空白是錯的，填滿代表美，絲毫沒有基本構成概念。構成看似簡單，隨處可見，卻      

是學生常忽略且未曾學習與探討的課題。希望藉由這個課程幫助學生更深入理解什麼是      

構成，它在生活裡的重要性何在？ 

          

挑戰如何重新配置與構成。在此過程中體悟構成的定義，最後將之延伸到餐具擺

盤、到野餐的整體性構成，讓同學思考物件的構成與人的密切性。 

 

於是從一開始簡單的發散練習去探討構成，引起學習動機，經由練習慢慢使學生      

掌握構成的美感要素，理解並能分辨主從關係、格線原則、對稱的美感，並將秩序概念      

帶入構成中，從生活的物件裡一次又一次練習中去認識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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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經過練習，能感知構成美感的要素，內化於心中。 

2.能運用構成解決問題，體察物件擺設與人的感受相關。 

3.發現並感受構成的美。 

參考書籍： 

Pattern Design 圖解圖樣設計(藤田伸、易博士出版社、2017/05/20) 

版面設計學 平面設計的美感養成( Flair 、邦聯文化、2017/08/07) 

解構插圖版面設計( BNN 新社、麥浩斯、2017/06/15) 

問題解決實驗室：用「設計觀點」來解決生活與工作中的「問題」，原來這麼有趣！ 

(佐藤大、遠流、2016/12/29) 

「？」的設計：解開設計鬼才 nendo 佐藤大源源不絕創意的秘密，從不被採用的案子，生出

最棒的點子！( 佐藤大、平安文化、2017/11/06) 

教學資源： 

1 美感電子書 

2.設計美學賣點子 

3.學學文創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5 主題：構成是什麼？ 先以點的發散構成練習，再解說構成要素 

2 3/12 
主題：視覺美感構成。練習視覺美感構成，了解主從關係與重要

訊息，是否具有比例關係，視覺美感等問題。 

3 3/19 
主題：圖與文。分析、改造 DM 圖文配置，重新配置(老師給予任

務挑戰) 

4 3/26 
主題： 尋覓桃花園。構成練習(一)選野餐籃、餐墊、布。安排如

何構成 

5 4/2 主題：遇見 春天。構成練習(二)排好野餐籃拍照，實踐野餐。 

6 4/9 主題：草地的野餐，分享討論創作心得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easy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Flair&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banlian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NN%E6%96%B0%E7%A4%BE&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yhouse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4%BD%90%E8%97%A4%E5%A4%A7&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yuanliou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4%BD%90%E8%97%A4%E5%A4%A7&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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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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堂課練習前老師用簡報加以解說課程中重要基本概念後再讓學生進入練

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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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使用六個點貼在白紙上，輪流練習視覺上的平衡與美，排列出抽象圖形或圖

案，加以討論每件作品終點的構成所呈現的視覺效果，以問答方式讓學生去思考。 

C 課程關鍵思考： 

  構成的定義是什麼？如何形成構成的抽象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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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老師找些餐廳的目錄來讓學生練習視覺美感格線構成，用黑筆描出格線後，解說主從關係

何在，與重要訊息放置處，圖片與文字的配置分析，再請學生將帶來的杯與飲料排列並拍

下，作為下次課堂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主從關係與重要訊息配置原則為何？正相關或負相關 

如何應用在其他版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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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給予各組 DM，找出元件要素，分析其重要訊息或次要訊息排序，讓學生進行配置，設

計一張邀請卡，必須有主從關係，注意文、圖的配置須符合視覺平衡與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視覺平衡與美感的要點為何？ 文、圖的配置須注意什麼？如何應用於卡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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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各組設計一場野餐會，討論規劃布置、分配任務、布置、餐盤、餐點設計規劃，到校園尋

找並勘查合適地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將構成概念運用於野餐的餐食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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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食物放於盤子裡的構成，實地活用與實踐野餐，餐前再拍照，各組可派一名代表前去

其他組參觀並給分數與評論。除此之外，盡情享受校園野餐的樂趣。 

C 課程關鍵思考： 

食物擺盤時是否有思考「秩序」的問題 

整體佈置時有將構成概念放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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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回顧當天各組野餐實境，欣賞各組的排盤與野餐佈置，包含餐墊色彩搭配及餐食

擺設的重點，選出最喜歡的組別，每組派代表說明理由，是否與老師分析的重點相符

合，回憶並記錄當日野餐的情境及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各組的擺放與佈置是否符合美感原則？ 

小從食物構成到擺盤還有墊布等，是否有其他的構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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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第一堂與第二堂的構成練習時間太短，讓學生練習的時間太短，難以仔細思考

消化構成要素，應加長構成的討論時間，充分練習，方可使後續的邀請卡設計

應用更順利進行。卡片設計可再加入材質概念、食物的質感思考等觀念，更能

深入主題；而由於每星期只有一堂課，很快就遺忘上次所學。因此每一節課應

再預留十分鐘讓學生整理學習重點，或於上課一開始提醒學生上次所學，加深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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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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