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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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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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色」生活~發現色彩的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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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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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簡要描述觀察心得及分組討論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 

因色彩概念較為抽象且主觀，因此本課程由具體可見的生活物件開始，引導學生認識

色彩如何默默地發揮力量影響每個人生活~從走路到購買商品等等。 

一開始從攸關生命的動物保護色引導學生思考其中的深度科學價值，如斑馬紋的黑白

相間功能為降溫、驅蟲甚至混淆捕獵者的視線，即大英雄天團「Baymax」的白、綠與紅

的不同功用性；進而藉由校園環境仔細觀察即使小如 10*10 平方公分的區塊，都因為光線

的不同而能蘊含豐富色彩，使昆蟲得以躲避天敵；接下來則以強調確實畫下每一筆的「職

人」精神引導，使用可逆向分析色彩的色鉛筆練習混色；最後則是利用常見交通標誌及廣

告招牌的配色，引發學生注意平時視而不見的視覺習慣，並透過課堂報告討論及觀察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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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有基本辨識色彩不同明度或彩度之能力，並能對色彩有視覺想像性。 

學生將會：  

了解色彩搭配除了審美更兼有機能性考量，並開始覺知生活周遭色彩的蘊含意義及對

生活產生的實際影響力，進而提升色彩美感的觀察力及使用力。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色彩  構面的美感 

2. 合宜的  色彩  構面 

3. 色彩的生活應用性 

色彩是如何在生活中產生具體的影響？ 

色彩如何提升道路安全性及辨識性？ 

廣告招牌的色彩如何引起購買性？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明視性、警覺性的色彩搭配方式 

色彩的視覺聯想經驗將造就觀感不同 

色鉛筆適切執筆方式 

色鉛筆均勻平塗與混色技巧 
 

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1)【攸關生存的色彩】 

 色彩機能性介紹 

 Baymax 的三種「白」「綠」「紅」不同色彩造型階段。 

 生物的保護色~斑馬、雪鳥、螳螂等色彩的保命性 

 校園實地色彩觀察：簡略用筆指出說出 10*10 平方公分的 5 種以上色彩 

 (2-3)【創造色彩的豐富性】~色鉛筆圖繪及混色技巧 

 練習色鉛筆的執筆及均勻塗繪方式 

 練習繪出不同明度的色階；6~9 格具同一主色調但均不相同的混色色彩 

 (4)【好「色」！好「行」】~認識交通標示上的色彩機能性 

 設計一張畫有常見交通標示及設施（如電線桿、禁止停車標示等）的空白線稿，讓學生分

組討論並在學習單上著色，以檢視其環境觀察敏銳度。 

 (5-6)【花枝招展的街道】~街道上五顏六色的市招 

 讓學生到鄰近街道分組觀察記錄選定的招牌其色彩與店家特性。 

 分組作品 present 並從色彩種類數量及過多以凸顯居住環境用色的繁雜。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為什麼 Baymax 要有三個不同階段的色彩變化？其實是為了在戲劇中增加漸進式張力，讓觀眾能

從一開始的溫和到笨拙的機械體最後是卓越的機器人成長過程。 

(2)交通設施上的色彩有一定的涵義嗎？其色彩不僅有意義更有實驗後的成效，是為安全起見絕對不

可隨意更換的重要考量。 

(3)學校周邊的招牌為什麼看起來如此凌亂呢？當撿完所有色塊排列後，就會發現充滿了如此多種的

色彩，過多物件卻缺乏秩序排列，就會有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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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透過實際「衣」、「行」與「住」三方面的案例與實作，讓學生不再認為色彩只是個人

喜好美觀與否，而是有更深且具體的影響力，也因此希冀延伸到學生實際生活中在決定色

彩計畫時，能多加入更周全的考量，如辨識性、安全性與整體協調性等等，體認美感的產

生往往都不僅止於視覺感官美而更須兼顧機能之內涵。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教學資源：Pantone 色卡明信片 / 色鉛筆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去除浮染技法改以練習色鉛筆混色，以利學生回推色彩的組成。 

2.原本實作設定為觀察周遭的屋舍色彩，改以交通號誌及廣告招牌等

更能強調色彩功能性的教學範例。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16 色彩機能性介紹~Baymax、動物保護色及校園實地觀察豐富色彩 

2 10/23 色鉛筆的使用及色階塗繪技巧 

3 10/30 色鉛筆的混色技巧~同色調不同變化 

4 11/6 交通號誌色彩大考驗~分組討論並憑記憶嘗試繪製正確色彩 

5 11/13 街道廣告招牌的五顏六色觀察紀錄 

6 11/20 觀察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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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攸關生存的色彩】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課堂上用影片介紹完 Baymax 及動物生存保護色後，帶學生到校園中請各組選定一塊

10*10 平方公分的小區塊，嘗試用筆指出超過五種以上的色彩，不須說出色相。 

C 課程關鍵思考： 

多數學生從一開始只認為就是綠色而已辨識度極差，而後經由教師引導並實際指出後多

能感受因光線的不同及生物周期的改變，小區塊竟藏有如此多豐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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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創造色彩的豐富性】~色鉛筆基本圖繪技巧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認識分析媒材的色相並練習握筆方式、均勻塗色及色階變化技巧。 

C 課程關鍵思考： 

了解媒材色彩組成多為對比性強鮮艷純色，因此多會搭配混色以產生協調性。操作時須

先教導適宜握筆姿勢及筆觸練習，再嘗試利用對比色或黑灰色使明度降低，而班級程度差異

甚大，為求統一達到課程要求，可利用分組協助教師引導理解度較低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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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創造色彩的豐富性】~色鉛筆混色技巧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先練習同一色調的不同混色練習，其次再選定觀察區域嘗試畫出相彷的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對於同一主色調卻有不同變化的概念需要較多時間的引導與嘗試操作練習，可鼓勵學生

大膽嘗試加入份量少的相異色彩以求豐富變化；此外，利用真實物件混色練習，則須透過貼

近的比對及飽和度分析，學生才能更加明白所畫與物件的差異，而逐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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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好「色」！好「行」】~認識交通標示上的色彩機能性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兩人一組討論及繪製正確的交通符號標誌色彩，並須寫出其代表功能。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作業最為有趣的地方乃是學生討論生活經驗中所見的交通號誌，猜測及邏輯推理嘗試

推斷出應該的色彩之過程顯現了不同生活觀察態度，教師在進行中應盡量減少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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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花枝招展的街道】~街道上五顏六色的市招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引導學生選定同一條街上的某招牌為對象，不得重複，之後紀錄色彩組成、比例及討論

寫出所應用色彩是否與商家特性符合，及在街上的視覺效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走入市集重新覺察並透過與商家的對談，對市街更有感覺，讓學生更貼切地「看見」習

慣視而不見的市招，時間受限因此須提醒學生做重點式的紀錄，返校後再填寫詳盡。其次，

與商家間的禮貌互動也是必須要稍加提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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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花枝招展的街道】~分組報告觀察心得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分享操作作業時的討論心得~交通號誌的色彩為什麼以紅、藍、黑與綠為主，為什麼不

是你們以為的那些顏色呢？可擇一號誌或自己的見解以及所選定街道招牌色彩是否適宜或

有改善空間嗎？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生自動去發掘色彩與交通標示的寓意相關，以反詰法引導，學生能逐漸反思為什麼

選這個色彩，並嘗試猜想原因；而在市招的分享中，因為與生活連結性大，學生多能連結色

彩與行業特性，並能有自己想法，甚至觀察因市招大小比例造成的視覺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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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美感養成的過程是緩慢而需要多加引導的 

練習色鉛筆色階變化時，原本預估 10 分鐘完成，但實際卻花了 30 分鐘，

學生程度差異過大且專注度不足是主因，但重新抱持實驗心態強調全班達成

目標為理念，對程度較差的同學再行逐一引導，能有效提升落後進度。半數

以上同學的理解力比預估弱頗多，不會使用色鉛筆的人數超過一半，因而也

注意到分組教學及評量標準的助益，使用極為具體的描述何謂有秩序的線條

感覺並透過觀看同組作品，能節省時間。從過程中有感於美感的提升應更注

意到弱勢學習者，後端者的進步與美感教育是否能成功有密切關聯。 

2.實地觀察打開學生與自己的眼 

透過實地觀察紀錄體驗能有效提升效益，離開教室的封閉性能快速活化學生

與自己的感官，但教學實際現場學生容易有偶發脫序行為，因此校園（外）參訪

可設計簡易度較高的教材且依班級秩序性決定範圍大小，才不致耗竭教師體力。

其次，透過一問一答的對談法，逐漸引導出學生表達，也發覺目前學生的文字及

與語言的抽象理解力漸趨低落，因此在說明的部分須更加斟酌詞語促進理解。 

3.走出校園連結生活 

學生往往難以將教室中的教材連結實際生活經驗，透過走入社區，學生更能

感受色彩的實際應用機能性，提升思考深度。 

4.跨域的理解更有助美感的深化 

如斑馬的黑白條紋經過科學性分析了解黑白條紋因距離近溫度差大而能形

成小風流降低體溫，讓美感的學習不僅停在主觀的審美認知而可有另一種具體學

習法，如此一來即使對於藝術自信心較低的民眾也能提升興趣進入美感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