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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王姿翔 

實施年級 七八九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7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記憶中的味道 

課程設定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七八九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施行課堂 

□高中高職多元選修 or 基本設計 

□國中彈性學習或社團。 

■視覺藝術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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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國小及七年級時，已上過美的原理原則，知道秩序、反覆、對稱等概念，

也具備基本的色彩概念。 

一、課程活動簡介： 

出外打拼的台灣人，回到家鄉為家人蓋一座住宅，並以瓷磚裝飾，成了他們人生的夢想。仔細

看這些美麗的瓷磚，可以發現其工法、設計與拼貼方式，都帶著工匠的技藝和屋主的個人喜好。

因此，每每會在屋頂或意想不到的角落發現它們的身影，讓人不禁納悶貼在那個位置，是想吸

引何人的目光。 

澎湖的聚落本富有歷史的滄桑韻味，再加上漁村特有的海洋文化氣息，小而有情的社區也是澎

湖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但可惜人口外移嚴重，導致聚落裡常有些老舊破損，甚至已塌倒的危

險老屋，亟待整理。學生居住的社區有許多老舊房子的痕跡，希望從最簡單的花磚開始，帶領

學生重新回到時光的回憶中，也希望藉由課程的學習，能為這短暫消逝的美麗，留下永恆的記

憶，也讓學生重新體會往日的美感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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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成與色彩的味道美感 

學生將會： 

1.能了解並發現台灣建築美感中，秩序美與特色美的重要性 

2.探索秩序美感的構成方法與條件，在課程中進行試探 

3.了解構成的原理著手進行構成規劃 

4.能理解屬於在地社區的色彩 

5.利用構成與色彩的構面，設計出屬於自己的專屬文具(桌墊、杯墊)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秩序美與特有美 

構成美感的主從關係 

色彩的協調搭配 

記憶中社區的味道 

從傳統的彩色磁磚中發現怎樣的秩序與整齊

的美感？ 

物品間排列組合的秩序美感 

利用隔線與幾何形進行畫面的分割及組合 

怎樣的配色符合社區特有的色彩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秩序美及構成美的舒適視覺美感 

社區特有色彩的選擇與定義 

發現構成中不同分割排列組合的美感 

能與小組討論合作 

能從課程體驗中的美感發現與再造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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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十四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節 

  從台灣花磚博物館中，讓學生了解花磚的由來與圖案特色。 

第二節 

  利用構成和秩序協調的美感，請學生分析花磚不同的構成原理，傳達構成中的平衡、 

  對稱、格線分割邏輯、組成要素。 

第三節 

  利用正方形草稿紙進行圖案設計，不同大小的幾何排列重組，說明排列的方式及想呈 

  現的效果。 

第四節、第五節 

  利用珍珠板版畫的原理進行花磚的製作，以 90 度翻轉的要領，呈現出秩序與整齊的花 

  磚美感。 

第六節 

  將完成後的花磚印刷排版，並分組討論同學們的花磚設計，是否有達成秩序與整齊的 

  美感。 

第七節 

  跟同學介分析介紹花磚的色彩配置原理。 

第八節 

  與同學討論出屬於學區中社區特有的色彩美感。 

第九節、第十節 

  將之前學生設計的花磚圖案，利用色彩配置與配色，整合出屬於在地特有花磚色彩。 

第十一節 

  請學生根據學過的構成原理與社區色彩的探討，設計出有自己社區色彩的桌墊與杯墊。 

第十二節、第十三節 

  利用剪貼原理的原理進行桌墊與杯墊的製作。 

第十四節 

  將完成後的桌墊與杯墊，與同學們互相討論，是否有呈現出屬於社區色彩的美感與秩 

序的協調美。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秩序美與構成美之間的關連 

  2.整齊就是美嗎？數大就是美嗎？ 

  3.記憶中社區的色彩是哪些？ 

4.分享一下你為什麼選擇這些顏色？作品完成後這些是你期待的色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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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希望學生能藉由課程中的學習，主動發覺生活中的美感事物、對自己對他人進而對他人發掘更

多美好的事物，不斷的練習發現，提升自己的美感素養，改善社會從自己出發。 

參考書籍： 

1.老屋顏：走訪全台老房子，從老屋歷史、建築裝飾與時代故事，尋訪台灣人的生活足跡 

2.再訪老屋顏：前進離島、探訪職人，深度挖掘老台灣的生活印記與風華保存 

3.懷舊著色：台灣老花磚的花鳥樂園，， 

4.台灣老花磚的建築記憶 

5.著色台灣舊日風情：用畫筆體驗老花磚的美感與創意 

教學資源： 

台灣花磚博物館   https://www.1920t.com/copy-2-of-home 

教學進度表（以單元為題，單元安排之週次可自行修正）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子題 

單元一  

1 9/6 從台灣花磚博物館中，讓學生了解花磚的由來與特色。 

2 9/13 分析花磚不同的構成原理 

3 9/20 利用正方形草稿紙進行花磚圖案設計 

4-5 9/27.10/4 利用珍珠板版畫的原理進行花磚的製作 

6 10/11 討論與分析不同花磚的美感 

單元二  

7 10/18 討論花磚的色彩配置原理 

8 10/25 討論屬於在地社區特有的色彩美感 

9-10 11/1.11/8 利用花磚圖案與色彩配置數計出屬於在地特有花磚色彩 

11 11/15 設計出有自己社區色彩的桌墊與杯墊 

12-13 11/22.11/29 利用剪貼原理的原理進行桌墊與杯墊的製作 

14 12/6 同學互相討論，是否有呈現出屬於社區色彩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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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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單元一  

1 9/6 從台灣花磚博物館中，讓學生了解花磚的由來與特色。 

2 9/13 分析花磚不同的構成原理 

3 9/20 利用正方形草稿紙進行花磚圖案設計 

4-5 9/27.10/4 利用珍珠板版畫的原理進行花磚的製作 

6 10/11 討論與分析不同花磚的美感 

單元二  

7 10/18 討論花磚的色彩配置原理 

8 10/25 

討論屬於在地社區特有的色彩美感、利用學學色彩軟體進行分

析 

9-10 11/1.11/8 利用花磚圖案與色彩配置數計出屬於在地特有花磚色彩 

11 11/15 設計出有自己社區色彩的桌墊與杯墊 

12-13 

11/22. 

11/29 

利用色彩原理的原理進行桌墊與杯墊的製作 

14 12/6 同學互相討論，是否有呈現出屬於社區色彩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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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內容紀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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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從台灣花磚博物館中，讓學生了解花磚的由來與特色。 

2.分析花磚不同的構成原理 

3.利用正方形草稿紙進行花磚圖案設計 

4.利用版畫的原理進行花磚的製作 

5.利用色彩原理的原理進行社區色彩的桌墊與杯墊的製作 

6.討論與分析不同花磚的美感 

7.討論與分析社區色彩的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傳統的彩色磁磚中發現怎樣的秩序與整齊的美感？ 

物品間排列組合的秩序美感 

利用隔線與幾何形進行畫面的分割及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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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學生對花磚的認知不足，故在設計圖案時，無法掌握其精髓與

原理，需要借助更多的引導。 

2. 利用社區中圖片進行色彩分析，學生藉由分析後的色卡進行調

色，調色過程中對色彩敏感度不足，調色能力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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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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