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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雅琪 

實施年級 國一 

班級數 國中七年級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生活中的構成美感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本期計畫以初階單一

構面學習為主）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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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具備簡單手作素材的能力。 

  2.具備排列物品與歸納整理的能力。 

  3.具備與同儕討論與分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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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本課程藉由生活中的構成美感案例分享、構成 kit 活動體驗、資料夾封面之版面構成的應

用三個階段探索，讓同學從任務中討論分享與歸納出構成美感的關鍵要素。首先分享環境中的

生活構成案例，讓學生對構成美感有初步的理解；再來利用構成構面 kit 活動，體驗構成的主

從關係與格線秩序原理；最後利用灰階卡點西德貼紙在版面上排列，體驗構成的部位與整體的

協同運作以及均衡美感原理。透過此三階段的任務探索與應用，讓學生瞭解到生活中有許多構

成美感的案例，以及訓練學生發表的膽量以及與同儕討論合作的能力，培養自我思考生活美感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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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指學生在該構面預期已經有的能力) 

學生已經理解對稱、漸變、對比、均衡等美感形式。 

學生將會：（根據核心概念的訂立，描述預期造成的影響，教師可參照附件一， 

     描述預期的構面學習階段目標） 

1.察覺生活環境中的構成。           

2.能描述構成中產生的秩序美感與原理。 

3.能對生活中的構成版面進行討論與分析。 

5.能藉由自己的作品進行表達與討論   

6.能對構成產生多元的美感經驗。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構成構面的美感 

2. 合宜的構成版面之構面 

3. 構成運用於版面設計的配置。 

任務中的構面子題的階段設定 

1.構成在生活中的運用設計角色。 

2.生活環境中的構成。 

3.構成的格線與模組秩序的可能。 

4.構成的主從關係運用的可能。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理解的知識） 

1.構成的格線原理與秩序關係。 

2.構成的主從關係。 

 

（理解的技能） 

1.能觀察並分類歸納排列整理。 

2.能進行小組合作與討論。 

3.能嘗試思考並進行創作以及反思。 

4.能對生活環境中的案例表達觀點，並聆聽

他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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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表現任務及歷程）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 1 堂 生活中的構成案例分享-問題引導 

a. 介紹本學期美感課程的主題，以有擺盤過的團膳午餐和沒有擺盤過的團膳午餐為引起  

   動機。 

    b. 介紹生活中的構成案例，如新聞報紙頭版畫面、房間櫃子收納整理、街道廣告看板、 

       餐盤擺盤等等。 

    c. 請學生走訪校園，觀察並記錄校園中的榮譽榜、紅布條、佈告欄、指示牌、學校官網 

      等構成應用，是否具備美感，思考怎麼重新配置比較好。 

 第 2 堂 構成的主從關係-構成構面 kit 活動 

a. 在一個方形色紙上請學生切割成任意 4 個單位的形狀，填寫上代號 a、b、c、d，重  

新組成具有主次、從屬的整體，並裱貼在一張底紙上。 

b. 另外發一張色紙，請學生切開成四個單位的形狀，填寫上代號 a、b、c、d，但必須  

要能重組為較小的矩形，並裱貼在另一張底紙上。 

c. 請學生分享在他們的作業中，哪些方格看起來比較像主角? 哪些方格比較像配角或背 

景，並請全班同學將觀察填寫在底紙背面。 

d. 請學生思考構成的主從關係和均衡的畫面美感。 

第 3 堂 構成的格線與模組秩序-整理術 

a. 發給兩張方形方格紙，請學生分別將兩張按照方格格線裁切形狀與不按方格裁切，兩

種，排列在第三張方格底紙上。排列時要能呈現出均衡感與整齊感。 

b. 請學生思考按照方格紙剪裁的形狀與不按方格剪裁的形狀，哪種比較容易排整齊?  

c. 探討校園環境或家中哪些地方可以運用此構成整理術產生美感。 

 第 4 堂 構成的應用(一)-資料夾封面之版面構成 

a. 每位學生選擇一個幾何圖形，剪出有大有小的卡點西德貼紙。 

b. 請學生思考怎樣的排列方式能達到均衡而不雜亂的美感。 

第 5 堂 構成的應用(二)-資料夾封面之版面構成 

a. 將上節課剪好的卡點西德貼紙，在資料夾封面上貼出合宜的構成美感。 

b. 引導學生並不是要排出某個具象的圖案。 

c. 請學生多嘗試不同的排列方式，最後選擇合宜的排列構成貼在封面上。 

 第 6 堂同儕分享與討論 

a. 分享排列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或心得分享，以及互相觀摩成品。 

b. 討論生活中哪些地方可以運用此構成手法。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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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a. 校園環境中有哪些地方可以運用構成產生美感。 

    b. 生活中有哪些構成問題?不同的主從關係是否有不同的視覺效果。 

    c. 不同的版面構成給人什麼樣的感覺。 

    d. 思考適宜的版面構成。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1.建構引導、發展、循序漸進的構成美感主題課程。 

2.對於周遭生活環境中的構成版面能有感。 

3.對於構成美感有基礎認識。 

4.能思考各種構成的可能性，並選擇較為合宜的的構成配置。 

5.引導學生將美感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對生活環境多一些敏銳的觀察，進一步願意去改變與

感染周遭的人事物。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如何培養美感-漢寶德，聯經，2010。 

2.好設計, 第一次就上手: 85 個黃金法則, 日本人就是這樣開始學設計! 生田信一/ 大森裕二/龜尾敦，原點出版

社，2011。 

3.設計幾何學（全新修訂版）- 金柏麗．伊蘭姆，積木，2016。 

4.基本的基本- 佐藤直樹, ASYL，麥浩斯，2014。 

5.美感教育電子書 

 

教學資源： 

以老師及學校資源本身之經驗，除了教室授課外，亦需要蒐集生活環境中的有關的實體案例。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概略描述，請勿重複張貼教學策略） 

1 11 月 1.介紹本學期美感課程的主題-構成。2.生活中的構成案例分享。 

2 11 月 1.構成構面 kit 活動。2.探討構成中的主從關係與均衡原理。 

3 12 月 

1.探討構成的格線與模組秩序。 

2.思考校園環境和家中有哪些地方可以運用構成整理術。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A5%BD%E8%A8%AD%E8%A8%88,%20%E7%AC%AC%E4%B8%80%E6%AC%A1%E5%B0%B1%E4%B8%8A%E6%89%8B:%2085%E5%80%8B%E9%BB%83%E9%87%91%E6%B3%95%E5%89%87,%20%E6%97%A5%E6%9C%AC%E4%BA%BA%E5%B0%B1%E6%98%AF%E9%80%99%E6%A8%A3%E9%96%8B%E5%A7%8B%E5%AD%B8%E8%A8%AD%E8%A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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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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第三堂課的整理術改為班級佈告欄的排列整理，更貼近學生生活，藉由校

園環境中的案例讓學生發現構成的格線與模組秩序美感。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4 12 月 

1.構成應用(一)資料夾封面版面構成。 

2.思考基本元素和整體版面的配置。 

5 12 月 

1.構成應用(二)資料夾封面版面構成。 

2.思考合宜的構成配置美感。 

6 12 月 同儕分享與回饋 



7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分組的方式，讓學生用磁鐵在白板上試驗各種構成排列組合，體驗美感來自對稱/均衡、

連續、漸變、韻律，進一步認識美感的基礎來自秩序，排列完後分享為何要這樣排列，各組

互相欣賞與發表看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1.理解構成是關於位置的學問，思考怎麼一起擺放看起來有美感。 

2.生活周遭哪些地方可以利用「構成」改造而更具美感。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KIT 剪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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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構成構面 kit 活動一：在一個方形色紙上請學生切割成任意 4 個單位的矩形，填寫上代號 a、

b、c、d，重新組成具有主次、從屬的整體，並裱貼在一張底紙上。 

2.構成構面 kit 活動二：另外發一張色紙，請學生切開成四個單位的矩形，填寫上代號 a、b、

c、d，但必須要能重組為較小的矩形，並裱貼在另一張底紙上。 

3.分享哪些方格看起來比較像主角? 哪些方格比較像配角或背景?為何這樣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1.思考構成版面的主從關係。 

2.探討生活環境中，如新聞播報畫面、廣告招牌、傳單、學校的招生榜單等，是否有構成主

從關係，是否有資訊傳達不清楚或閱讀不到重點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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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針對各班佈告欄和學校佈告欄，讓學生思考如何改造。 

2.分組討論關於版面的格線與秩序的美感，並引導學生思考合宜的版面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1.探討構成的格線與模組秩序。 

2.引導學生能互相討論，能對構成美感有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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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每位學生選擇一個幾何圖形，剪出有大有小的灰階卡點西德貼紙，依照自己對於構成的美感

意象，排列設計在收納資料夾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引導學生注重版面的構成排列美感，嘗試各種不同的排列方式，而不是具象的圖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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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排列好的卡點西德貼紙貼在收納資料夾上，在操作上提醒貼的時候不要有氣泡產生。 

C 課程關鍵思考： 

引導學生要注重版面的構成美感，也可以考慮到正反面的配置關係，並鼓勵學生同儕間互相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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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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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描述或說出自己作品的排列方式與創作中遇到的問題或心得分享，同儕間互相欣賞作

品，選出具有構成美感的作品並且說出自已的看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鼓勵學生勇於說出自己的看法，並能擁有欣賞和互相學習的能力。 

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哪些地方可以運用此單元學習到的構成手法，讓生活環境更具有美感。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一開始用「擺盤藝術」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藉由有擺盤過的團膳和攪拌在

一起的團膳對比給學生欣賞構成的美感，再引導學生利用黑色磁鐵排列出具有

構成美感的版面，此活動也可以延伸直接利用學校午餐團膳進行擺盤構成藝術

或者利用餅乾糖果等零食進行構成美感的排列練習，學生的專注力和學習效果

或許會更理想。 

2.關於生活環境中的構成案例分享，比較多的案例都是教師事先備課與學生分

享，這部分可以讓學生有回家功課，蒐集相關生活環境中有關構成美感的案例，

帶回課堂上與同儕分享，增加學生自主學習與探索美感的機會。 

3.從排列磁鐵到資料夾版面構成設計，雖有少部分的同學作品偏向圖案設計，

或是常常會問可不可以排英文字母 BTS 之類的，對少部分學生可能學習成效不

盡理想，但可以感受到學生在過程中會去思考和討論，並且說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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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願意去動腦思考和觀察周遭是件重要的事，我覺得在這六堂課的實驗課程

學生對於「美感」有一些火花，在往後的單元課程有機會都要融入或提到相關

的概念，「美感」才能漸漸內建在學生的心中。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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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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