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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鳳甲國中 

授課教師 陳盈華 

實施年級 1 年級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8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參考課程案例：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南 區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國中部）  

參考課程名稱：排排讚, 我與佈告欄的協奏曲                                                  

課程名稱：解密布告欄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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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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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學期初將色彩美感教育觀念帶入課程中， 更藉由校園

與周邊的廣告招牌現況分享，期許學生對於自己生活的環境產生觀察力與感受力。 

並透過「調色練習」課程，讓學生去動手調出原色(紅黃藍)以外的美麗顏色。 

 

* 先備能力：  

  學生於上學期學習過美的形式原理及美感課程色彩的構面單元 

附件二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過年期間，多數台灣家庭會準備的年夜飯、水果切盤、乾果盤等，年後的第一節課先請同學回

味一下家中的擺盤，再試著調整餅乾糖果的擺放是不是有讓食物有升等的感覺呢？進而請同學

規劃新學期班級佈告欄訊。 

在操作中去體驗，經由自身感受和真實生活產生碰撞，並連結其中的關聯性。以構成為主出發，

認識秩序、比例、色彩，在有所限制的條件中，引導學生辨別並區分出事物的主從關係、對稱

與平衡的美感，最後利用格線構成完成新學期的教室布置。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面的學習目標描述) 

1. 具備編排構圖的基本概念。 

2. 有按照比例分割畫面的能力。  

3. 理解何謂對稱、平衡、主從關係等名詞。 

學生將會： 

1. 觀察分析現有資訊並分類、增刪要素，完成版面設計。 

2. 分辨並能操作對稱構成、不對稱但平衡的構成、具有主從關係的構成、以格線分割

的構成、 許多零件組合的構成。 

3. 了解構成在平面設計與生活物件擺置、搭配，立體空間運用上的共通性。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了解物件的相對關係，形成了構成。  

2.認識構成與秩序之間的關係。 

3.構成與平衡的重要性。  

4.物件元素的組合與分類，主從關係的

設定與區別。 

1.如何運用對稱或平衡的構成技巧。 

2.不平衡的構成，會產生怎樣的狀況。  

3.分辨訊息的優先順序、輕重，如何有效的

凸顯 與傳遞資訊。  

4.如何分類與分割物件元素，讓人一目瞭然。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認識對稱、平衡、主從關係的構成。  

2.了解使用模矩與格線所產生的秩序

性。  

3.物件的色彩、比例、質感，影響畫面

的樣貌。 

1.養成觀察與嘗試的態度，累積技能經驗。  

2.利用面積大小分類，可以凸顯訊息的輕重。  

3.借助理論，並且實際動手排列組合，感

受到美感與樂趣。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構成的第一次接觸(觀察) 

  請同學提供餐桌的風景(年夜飯、水果盤、糖果餅乾拼盤、祭祀的神明桌、新年戶外野餐、

便當…)與學生說明構成的分類，認識對稱構成、不對稱但平衡的構成、具有主從關係的構成、

以格線分割的構成、許多零件組合的構成。並且透過辨識不同圖片的構成，讓學生更加了解美

感構成的邏輯性。 

●第二堂：餐桌風景新調『位』(體驗) 

  經由上一節課(認識對稱構成、不對稱但平衡的構成、具有主從關係的構成、以格線分割的

構成、許多零件組合的構成)，請學生分組並動手擺放調整，呈現具美感的擺盤。  

●第三堂：說一嘴好布置(觀察) 

  請同學回頭看一看教室內的教室布置，請同學說一說其中所具備及缺乏的美感。老師分享歷

年各班公佈欄實際案例,讓學生能從案例中思考公佈欄的實際需求，並從討論中學習歸納與整

理的方法。 

●第四堂：大小有關係 

  探索字體比例，用 0.5cm 的麥克筆在 A5、A6、A7、A7 及 A8 的 紙卡上，分別呈現相

同的文字並置放在教室實際布告欄上。請各組發表，觀察比例的影響，哪個大小最具有美感。

在請同學換算比例運用在縮小版的佈告欄上。 

●第五、六堂：佈告欄內的世界 

  發給學生縮小版（69.8×19.8cm）的佈告欄厚紙底板一塊，縮小版內容要素貼紙（獎狀、各

處室公告），請學生動手裁剪各項內容貼紙。 

並讓學生了解 a.訊息的分類 b.有效地傳遞資訊 c.舒適合宜的版面是佈告欄基本的訴求，之後

進行各種組合擺放。完成縮小版佈告欄版面設計。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構成是什麼？生活中我發現了哪些構成的美感？  

 ●以構成為主，因此需要在色彩運用上給限制。  

 ●藝術不等於美感，佈告欄版面的構成，是否更需要考慮到訊息傳遞的功能性與實用性。 

 ●學生在操作的過程中，能否思考如何解決，班級佈告欄訊息眾多的問題。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將國中生在日常會接觸到的便當、乾果盤、佈告欄用為工具，喚醒對日常事物的美好感受，

形成連貫至運用美感構成的橋梁。 一開始先縮小範圍，從家庭乾果盤，再到教室佈告欄。最

後希望學生能發現佈告欄的美感，就是讓訊息分類，並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具有吸引力與閱

讀性，不混亂喧嘩。 將體驗過程中的操作成果，對應到邏輯具科學性的理性知識，提升學生

的美感判斷能力、技巧與方 法，運用在教室佈置的風格。 

 

四、預期成果：（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與） 

學生能根據物件的元素進行分析，擺放出在畫面上最合宜的位置。了解個人的喜好在美感

運用上， 有時候並不可靠，我們需要憑藉更多的經驗來作為養份。在這次的經驗之後希望學

生可以推演到衣櫃、抽屜、書架等等的擺放。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美感練習誌 

教學資源： 

美感電子書、教師自製 PPT、電腦、投影機、相機 美術色組紙、單色色紙、厚紙卡、襯紙板、

佈告欄內容元素貼紙、剪刀、美工刀、口紅膠 平盤、餅乾糖果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2/13 

構成的第一次接觸 

1. 請同學提供餐桌的風景(年夜飯、水果盤、糖果餅乾拼盤、祭祀的神明

桌、新年戶外野餐、便當…)先請同學分類好不好看 

2. 向學生說明構成的分類，認識對稱構成、不對稱但平衡的構成、具有

主從關係的構成、以格線分割的構成、許多零件組合的構成。並且透

過辨識不同圖片的構成，讓學生更加了解美感構成的邏輯性。 

再回頭檢視那些好看的餐桌風景都是用了什麼「樣式」的構成 

2 2/20 

餐桌風景新調『位』 

1.老師先透過幾種不同分割形式的乾果盤說明「樣式」和「比例」、「格線」 

在構成中的關鍵性。 

2.發給每個人一個平盤，請學生進行實作練習。  

3.老師準備沒有分隔的圓形、方形、長形平盤與餅乾糖果，請學生動手擺 



 

 

放調整，呈現具美感的乾果擺盤。 

4.提醒學生空間構成、虛實對應，運用對稱構成、不對稱但平衡的構成、 

具有主從關係的構成、以格線分割的構成、許多零件組合的構成等方式。  

5.將餅乾糖果不同質感、色彩的要素帶入擺盤練習中。  

6.多嘗試不同構成的方式，拍下照片。 

3 2/27 

說一嘴好布置 

1.由老師提供校內教室布置的各班照片，再次請同學先分類好不好看，在 

分析它們是擁有/缺乏那些美感構成。 

2.教師再提供教室布置的美好案例給學生分享 

4 3/6 

大小有關係 

1. 探索字體比例，用 0.5cm 的麥克筆在 A5、A6、A7、A7及 A8 的

紙卡上，分別呈現相同的文字並置放在教室實際布告欄上。請各組發

表，觀察比例，哪個大小最具有美感。 

2. 請同學換算比例運用在縮小版的佈告欄上。 

引導他們思考生活中有哪些比例問題。 

5、6 3/13、3/20 

佈告欄內的世界 

1.引導學生思考構成在不同地方的共通性，構成無所不在。  

2.發給學生縮小版的佈告欄厚紙底板一塊，縮小版內容 要素貼紙（獎狀、

各處室公告），請學生動手裁剪。  

3.請學生聚焦在佈告欄的版面編排設計，思考佈告欄內經常會出現哪些物 

件要素；動手編排縮小版佈告欄 

4.讓學生了解佈告欄最基本的關鍵訴求： 

5. a.訊息的分類 b.有效地傳遞資訊 c.舒適合宜的版面。 

6. 迷你佈告欄最多只可使用三種底色。  

7.物件可以重疊，但必須讓人可以閱讀。  

8.完成後拍照。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詳教學觀察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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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 ppt 向學生說明構成的定義，及介紹美感構成的分類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學生能了解”構成”的定義， 

2.學生能認識對稱構成、不平衡的構成、主從關係的構成、以格線分割的構成。透過辨識不

同圖片的構成。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藉由 ppt 向學生說明構成在食物擺盤上的應用 

2. 用圖片讓學生練習擺盤 

C 課程關鍵思考：能將構成的原則轉成實際食物擺盤的應用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藉由上週的草稿的結果作實際的操作 

2. 分享成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能將構成的原則轉成實際食物擺盤的應用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探索字體比例，用 0.5cm 的麥克筆在 A5、A6、A7、A7及 A8 的紙卡上，分別呈現相同的文

字並置放在教室實際布告欄上。請各組發表，觀察比例，哪個大小最具有美感?也請在底下聆聽

的同學分享什麼顏色比較適合置放在白紙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比例/色彩也是影響美觀的重點之一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藉由 ppt 介紹成功與失敗的教室布置案例，提醒同學”預留用途”的重要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查覺到教室布置中預留用途的位置及其美化 

 

 

 

  



 

課堂 6.7(設計草圖及正式施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設計草圖 

2. 實際施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將教室布置中預留用途的位置及其美化 

 



 

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課堂分享及票選優秀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預留用途的位置是否合宜?預留用途是否有達到美化的效果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省思一 
學習單的設計修正   

1. 前段的教學把很多工作分組都請同學口頭報告或說明，在下個星期之後學生

都失意了，忘記自己的工作室什麼?草稿放在哪裡？後段調整學習單的設

計，把工作分組/草稿/選色都直接記錄在學習單上。 

2. 前段教學有請同學將用色多寡的比例貼上去，對照成果時發現好像都不一

樣，自己在教學色彩比例這方面可能下次要更下功夫。也要再思考為何要放

入色彩比例在學習單內。 

  

             Before                        After 

省思二 
配件的給予 

   

           Before                            After 



 

給予配件之後學生都忘了要設計預留位置做設計，所以成果就像之前衣上的作

品。之後修正教學，僅給學生色紙，學生的創意反而比前段成效好，加入許多預

留位置的設計。 

省思三 
時間調配 

原本第二節課【改變配方】預計為一節課講解加操作，但在實施之後發現，

若沒有先做草圖出來的成果其實很可怕。所以之後都調整為兩節課。另外原

定第五節和第六節為實際操作布告欄，但都有多加一節課學生操作，成果較

為完整。 

省思四 
舉例的調整 

第一節課的構成舉例原本使用台式與日式便當作比較，學生反應不佳。後更

改為教室窗戶位置(但發現學生對於空間的感受存有很多疑惑)，再後來發現

用學生身上穿的制服，改變口袋位置做舉例，因更貼近學生生活，學生較有

感受到何謂構成。 

省思五 
學生分組 

1. 前段教學時，使用學生自己挑選組員，因此產生了＂班級邊緣人＂據在

一起的組別，也因此最後的成果上完整度會明顯的較差。因採 6人一

組，所以在製作過程中發現有很多冗員的組員。 

2. 後段教學時修改小組組成方式及人數，改由老師挑選班上能力程度較差

的同學為組長，由組長挑選 3名組員，在製作過程中因只剩 4人一組普

遍來說大家都有事做，但在討論及製作過程中，因為有可能不是自己喜

歡的同學一起製作，討論中吵架的頻率提高許多。在小組的分組上至目

前還沒有修改出較好的方式。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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