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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健瑩 

實施年級 一年級 

班級數 六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約 170 人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靠近一點，好嗎？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課程 每週堂數 ■一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一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 對物體輪廓的描繪能力、會用圓規畫出大小不同圓形 

2. 會使用剪刀或美工刀剪圓形 

一、課程活動簡介： 

（一）構成讓物件之間的關係更多元--「秩序」是基本的美感，最單純的構成方法。想打破眾多

物件之間的秩序，就要了解構成的形式。 

（二）從實驗中探索與體驗構成的美感，了解構成的形式--以「圓」為基本形在畫面上排列出美

感，循序加入位置、大小、濃淡的變因，並在每個實驗後檢討分析作品符合的構成的形式，讓學

生修正自己的作品達到美感的效果。 

（三）透過構成的形式，解讀生活中視覺造型的言外之意—分析電影海報、名畫、室內設計，

了解構成形式多元的表現方法，理解設計者/藝術家的創作意圖。 

（四）應用構成的形式呈現自己的生活意象—觀摩校內教室布置成果，感受構成在生活中的實

用性，並與生活連結，呈現自己獨一無二的的書桌桌面和抽屜。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了解「秩序」的美感。 

學生將會：  

判斷生活中出現的構成形式，理解視覺意象蘊含的構成美感及內涵；學會將構成的形式應用在

生活中的平面設計、空間環境，創造自己生活美感及與他人和諧互動。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構成的形式 

1. 對稱 

2. 均衡 

3. 主從關係 

4. 格線分割 

5. 依主題/功能等的排列方式 

1. 讓構成有美感的方法/形式 

2. 構成形式如何應用在視覺藝術中 

3. 構成形式如何應用在自己的生活環境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構成的形式呈現出的不同美感 應用構成的形式素造環境空間美感，體驗生活

中一切安排的意義 
 

三、教學策略：【做】 

1. 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第一週： 

(1)說明本單元上課內容及目標、六人分為一組。 

(2)認識秩序與構成的美感構面內容。 

＊意圖：了解先備知識--「秩序」的重複、整齊排列、成套觀念，是基本的美感、最單

純的構成方法，但守「秩序」免不了單調，但是「構成」想打破眾多物件的「秩序」，

而且從更多角度去思考物件之間的關係。 

＊提問：『你認為甚麼是美』、『構成是甚麼』、『構成是甚麼』？  

 

第二週： 

(1) 學生以圓規、墨汁、宣紙製作三組圓形： 

1.直徑 3 公分黑色圓形、 

2.直徑 3~10 公分大小不一黑色圓形、 

3.直徑 3~10 公分大小不一且濃淡深淺各不同的圓形， 

每組圓形由大到小不一約 7~10 個。 

 

 

 



 

第三週： 

(1)構成實驗 1--學生將七個直徑 3 公分黑色圓形排列在八開卡紙上，呈現出自己認為有

美感的排列方式，並從小組中票選最具美感的作品 

(2)老師檢討並說明票選出的學生作品，分析其符合哪種『構成』的美感 

(3)討論在構成之外，影響作品美不美的因素 

＊意圖：探究物件的『位置』產生的構成可能。  

＊提問：『剪得圓不圓會不會影響構成的美感』『作品中出現那些構成的形式』？ 

 

第四週： 

(1)構成實驗 2--學生將七個直徑 3~10 公分大小不一的黑色圓形，排列在八開卡紙上，

呈現出自己認為有美感的排列方式，並從小組中票選最具美感的作品 

(2)老師檢討並說明票選出的學生作品，分析其符合哪種『構成』的美感 

(3)討論在構成之外，影響作品美不美的因素 

＊意圖：探究物件的『位置』、『大小』產生的構成可能。 

＊提問：『不同大小的層次如何設計/會不會影響構成的美感』『作品中出現那些構成的

形式』？ 

 

第五週： 

(1)構成實驗 3--學生將七個大小不一且濃淡深淺各不同的圓形，排列在八開卡紙上，可

以利用卡紙黑色那一面，呈現出自己認為有美感的排列方式，並從小組中票選最具美感

的作品 

(2)老師檢討並說明票選出的學生作品，分析其符合哪種『構成』的美感 

(3)討論在構成之外，影響作品美不美的因素 

＊意圖：探究物件的『位置』、『大小』、『濃淡』產生的構成可能。  

＊提問：『不同大小、濃淡的層次如何設計/會不會影響構成的美感』『作品中出現那些

構成的形式』『以黑色或白色當背景會影響美感嗎』？ 

 

第六週： 

(1)老師介紹東西方傳統畫作、電影海報構成方式與設計意圖；觀摩校內教室佈置成果，

體驗在空間中構成形式給人的感覺 

＊意圖：讓學生了解創作者如何以構成形式呈現自己的想法。並將平面延伸到生活間的

構成體驗。 

＊提問：『這些作品用了哪些構成形式』、『這些構成形式傳達的是甚麼言外之意』、『這

些圖形與文字的排列方式可以再更好看嗎』、『教室空間的規劃要使用那些構成形式』？ 



 

 

第七週： 

(1)學生利用自己在教室的書桌、抽屜，應用構成的概念呈現屬於自己的個人空間。 

＊意圖：在空間規劃融入運用構成形式，同時檢視自己的生活物品的輕重緩急，了解空

間規畫的方法及重要性。 

＊提問：『你的桌面、抽屜平常是怎麼樣子？符合剛學過的構成的美感嗎』、『桌面、抽

屜各有甚麼用途』、『你使用了那些構成形式』？ 

 

2. Show & Tell 提問簡列：＊列於各週步驟簡列之後 

3. 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列於各週步驟簡列之後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了解影響構成美感的因素，學會安排具有美感的畫面與空間。 

2. 學生具有實驗、創新的精神，檢視與欣賞生活週邊環境的美感。 

參考書籍： 

教學資源： 

105 年美感入門電子書、校內教室布置比賽成果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05/07~11 說明上課內容及目標、認識秩序與構成的美感構面內容。 

2 05/14~18 學生製作三組圓形 

3 05/21~25 

構成實驗 1 

檢討並說明票選出的學生作品，分析其符合哪種『構成』的美感，以

及影響作品美不美的因素 

4 05/28~06/01 

構成實驗 2 

檢討並說明票選出的學生作品，分析其符合哪種『構成』的美感，以

及影響作品美不美的因素 

5 06/04~08 

構成實驗 3 

檢討並說明票選出的學生作品，分析其符合哪種『構成』的美感，以

及影響作品美不美的因素 

6 06/11~15 PPT 介紹東西方傳統畫作、電影海報、校內教室佈置成果 

7 06/18~22 
學生利用自己在教室的書桌、抽屜，應用構成的概念呈現屬於自己的

個人空間。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班級數原本為四班，增加為執行老師任課的共六個班級。課程

沒有調整。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說明上課內容及目標、認識秩序與構成的美感構面內容 

A 課程實施照片：上課投影片重點 

 

B 學生操作流程： 

 思考『甚麼是美』、『甚麼是構成』、『甚麼是構成』並寫在學習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構成」有哪些方式？你在這些範例中看到美感嗎？ 

 

  



 

課堂 2  製作三組圓點 

A 課程實施照片：學生活動情形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宣紙、墨汁製作圓點後剪裁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控制圓點從大至小的比例、由濃至淡的明度差 

 

  



 

課堂 3 構成實驗 1--檢討並說明票選出的學生作品，分析其符合哪種『構成』的

美感，以及影響作品美不美的因素 

 

 

  

A 課程實施照片：學生活動情形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卡紙上將七個同樣大小的圓點排列成最美的形式 

 選出最美的構成作品 

 討論票選出來的作品如何有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安排點與點之間的距離、角度造成美的構成 

 別人用了如何的構成形式形成美感 

 具有美感的構成作品，符合/應用那些美感形式 



 

課堂 4  構成實驗 2--檢討並說明票選出的學生作品，分析其符合哪種『構成』

的美感，以及影響作品美不美的因素 

 

A 課程實施照片：學生活動情形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卡紙上將七個大小全不同的圓點排列成最美的形式 

 選出最美的構成作品 

 討論票選出來的作品如何有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安排點與點之間的距離、角度造成美的構成，別人用了如何的構成形式形成美感 

 最大的點和最小的點是否是畫面美感的關鍵 

 新發現了那些上一節課沒有的美感形式 

 

  



 

課堂 5  構成實驗 3--檢討並說明票選出的學生作品，分析其符合哪種『構成』

的美感，以及影響作品美不美的因素 

 

A 課程實施照片：學生活動情形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卡紙上將七個大小全不同的圓點排列成最美的形式 

 選出最美的構成作品 

 討論票選出來的作品如何有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安排點與點之間的距離、角度造成美的構成，別人用了如何的構成形式形成美感 

 點的濃淡大小比例是否是畫面美感的關鍵 

 新發現了那些之前沒有出現的美感形式 

 除了構成形式，有哪些因素影響畫面美不美 

 

 

  



 

課堂 6  PPT 介紹東西方傳統畫作、電影海報、校內教室佈置成果 

A 課程實施照片：課堂投影片擷取 

 

B 學生操作流程： 

 聽老師講解，以之前課堂上所學的構成知識思考並回答問題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的構成形式傳達的是甚麼言外之意 

 教室空間的規劃適合使用那些構成形式 

  



 

課堂 7   學生利用自己在教室的書桌、抽屜，應用構成的概念呈現屬於自己的

個人空間 

 

  

A 課程實施照片：課堂投影片重點及學生活動情形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自己的書桌桌面與抽屜，以構成的方法呈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分別使用了那些構成形式呈現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審美客觀性及公正性如何掌控：在第三~五節課的實施過程中，每個小組(約

六人)先選出一件「最具有美感」的作品，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影響審美客觀性

及公正性的狀況—(1)再由教師依座號分組的分組，會因為某個同學在班上課

業較優秀、人緣較好，作品常被選出來，但是這些作品並非最美的。相反的

有些好的作品在分組中不會被選上。 

因此在過程中教師會至各組觀察票選狀況，並切隨時另外挑出「遺珠」參與

全班票選。在小組及全班票選之前，也會申明「靜下心來，用客觀的角度，

不帶任何對創作者的主觀認識，選出自己真正覺得美的作品」的態度。 

3. 圓點的製作技巧會影響美感呈現：為了兼顧實驗工具大小色調的多變與動手

做的樂趣，採取由學生自己用墨汁與水在宣紙上渲染，做出各種濃淡級大小

不同的變化再剪下。雖然教師已經示範過製作方法，但是個人使用工具的程

度不同，因此圓點的色調、形狀各有不同，在作品呈現時十分明顯。尤其在

「大小不一且濃淡深淺各不同的圓形」構成中，圓形大小變化大、明暗深淺

豐富的構成就容易呈現美感。 

這是實驗過程中除了構成之外一個很大的變因，也是在課程實施中才浮現的

現象，想校修正已來不及，故因勢利導，當成實驗課程中師生的一個發現。 

4. 學生經過多次實驗與訓練之後，確實有提升美感鑑賞力：在三次的圓點實驗

中，學生一次比一次了解實驗的意義，會花較多的時間調整子己的作品的構

成方式；在票選時六個班級中有四個班級選出來的美感作品票數集中，大多

數的學生對美感構成的共識已漸趨一致性。在鑑賞教室布置的案例中學生也

可以提出構成方式上的建議。 

4. 「秩序」是「構成」的基本法則，「構成」是最基本的美感先備能力：回

到自己座位處理環境空間的構成，學生先以「秩序」為先，「自我表現」為

次要考量。有趣的是有些收納能力或習慣較差的學生，一開始會不知如何處

理被課本、雜物塞滿的抽屜，這時引導他以大小、種類「分類」處理，達成

整齊的「秩序」，是最基本的構成方式。看到學生揮汗將抽屜大清倉，甚至

面臨一些取捨與丟棄的抉擇，然後滿意的欣賞自己整齊的抽屜、有個性的桌

面構成，老師也很有成就感！只是不知道這樣的秩序可以維持多久，也有些

懷疑這樣的空間構成教學是不是太簡單了？！以這個基礎的構成觀念為起點，

以後可以試將三度空間的構成融入其他美感構面。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