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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朱家慧 

實施年級 高中二年級 美術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共約 16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請整理參考教材，調整為適合自身的課程） 

參考課程案例：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南區國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參考課程名稱：【存在的意義──生活中的構成】                                                  

課程名稱：【存在的意義──生活中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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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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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理解美感來自於「整齊」、「秩序」、「乾淨」等生活原則。 

 能開始著手改善生活中的雜亂，體驗生活美感之愉悅。 

 了解美的形式原理之原則，從生活中發現【結構】之美，並從不同的材料中 

嘗試及體驗。 

 能觀察日常生活中的【構成】之美，能分析、嘗試及體驗【構成】之美感元素。 

* 先備能力： 

1. 學生願意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好好感受及體會。 

2. 學生願意嘗試美感的歷程：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並整合。 

3. 學生能於理解並體驗美感後，實踐於生活之中。 

4. 學生能藉由小組討論的活動，彼此分享對美感的新體驗。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本課程活動主題為美感【構成】構面之設計，透過以發現為主的初階課程中，建立學

生對美感構成的駕馭自信，提升學生對於美感之感受，從生活中找尋題材並累積經

驗，以體驗「自、動、好」的美感教育核心素養與理念。 

 

課程內容共分為六堂課，讓學生理解【構成】的意義後，從生活中發現【構成】之存

在，藉由【構成】作品範例之欣賞，提升並培養「個人的美感判斷」之能力，讓學生

透過【構成】的觀察分析、分析與練習，達到「生活物件的工具意義」，並讓學生透

過觀察及欣賞地方城市之特色，最後，藉由城市地圖之創作，養成「與他人的環境共

好」之習慣，並一同分享【構成】的美感與喜悅。 

 



 

 二、教學目標（建議精修原案）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1. 學生應具備理解「整齊」、「秩序」、「乾淨」等生活原則，能體驗生活美感之愉悅。 

2. 學生能了解美的形式原理，從生活中發現【結構】之美，並從不同的材料中嘗試及

體驗。 

學生將會： 

1. 以生活美感素養為目標出發，透過美感構面「知用思」及學習歷程「做中學」，達

成第五階段之目標：兼衡社會公民的美感素養，引動美感的思考與公民意識。 

2. 了解構成之要素，並使個人美感提升、能理解美感工具之意義，並與他人的環境共

好。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構成】構面之美感 

1. 讓學生從美感與核心素養中，體驗

【構成】構面之美感，體驗「自、動、

好」的美感教育核心素養與理念。 

2. 讓學生藉由【構成】作品範例之欣

賞，提升並培養「個人的美感判斷」

之能力。 

3. 讓學生透過【構成】的觀察分析、分

析與練習，達到「生活物件的工具意

義」。 

4. 讓學生透過親自動手做，來了解【構

成】中元素、畫面輕重之安排。 

5. 讓學生透過觀察及欣賞地方城市之

特色，並藉由城市地圖創作，養成「與

他人的環境共好」之習慣。 

【構成】構面子題的階段設定 

1. 構成的意義，發現生活中的構成。 

2. 平面構成的方式與感受。 

3. 平面構成的分析與練習。 

4. 城市構成的元素與地方城市之特色。 

5. 城市地圖的構成與繪製。 

6. 構成成果之分享。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理解平面構成的元素、分類與分析、

構成要訣、構成方式等知識內容。 

2. 分析並分享地方城市之特色。 

3. 理解並觀察城市的構成元素，並轉化

為美感創作。 

1. 學生將學會如何完成平面構成之方法。 

2. 學生將學會繪製一幅有個人特色及美感

的城市地圖。 

3. 學生將學會如何小組討論及分享。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構成】 課程內容 

第一週 

構成的意義 

1. 美感【構成】導論： 

引導學生思考【構成】──與「排列」、「秩序」的不同。 

2. 發現生活中的【構成】： 

(1) 以「手機桌面 APP 排列」(KIT)為例，請學生將自己的手機

桌面 APP 截圖。 

(2) 請學生思考排列的方式，是否會受到顏色、用途、使用頻率

等影響。 

(3) 請學生試著將手機桌面 APP 重組，並再次截圖，觀察兩者

之間的分別。 

(4) 讓學生試著說出影響排列的原因，理解【構成】來自於元素

與元素之間的組合，思考構成的方式及其重要性。 

3. 【構成】的定義： 

(1) 完成上述課堂活動後，由教師說明構成的原則與要素。 

(2) 如：對稱、平衡、主從關係、格線分割等方式，以組合決定

構成之樣貌。 

第二週 

紙張裡的構成 

1. 平面構成的方式： 

以平面構成之廣告 DM、招生文宣、書籍封面、電影海報、專

輯封面等為例，說明構成的方式及元素。 

2. 平面構成的感受： 

(1) 教師尋找關於「台南」的平面設計或海報，從中選出五張不

同內容及形式的平面構成。 

(2) 小組討論：讓學生藉由「美的形式原理」來分析構成的方式。 

(3) 請學生試著感受「美」與「不美」的平面構成有何差異性，

對生活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構成】 課程內容 

第三週 

紙張裡的練習 

1. 平面構成的分析：(KIT) 

(1) 請學生於課堂前蒐集 10 張名片。（10張 x40人=400張名片） 

(2) 讓學生嘗試著將名片分類。 

例如：美 vs 不美(美感)、好摸 vs 不好摸(質感與觸感)、色彩鮮豔

vs 色彩黯淡(色彩)、實用 vs 不實用(構造)、環保 vs 不環保(環境)

等，注意討論的過程中避免失焦。 

(3) 使學生明白【構成】其實包含了美感的其他構面，如色彩、

質感等，是一個綜合的面向。 

2. 平面構成的練習： 

讓學生選擇一張「覺得不美」的名片，試著思考「不美」的構

成該如何修正或重組，使其成為一個「美」的構成，將討論及

修正後的結果畫下來。 

第四週 

城市裡的構成 

以台南為例 

1. 城市的構成元素：  

(1) 教師說明城市的構成元素： 

凱文．林區（Kevin Lynch）在《城市的意象》這本書中，

認為城市五大構成元素包含：路徑（path）、邊緣（edge）、

區域（district）、節點（node）、地標（landmark）。 

(2) 教師說明都市規劃及地方特色之重要性。 

2. 地方城市──台南的構成元素： 

(1) 小組討論：請學生討論關於「台南」的構成元素，並以 6W

分析法來說明討論結果。 

（6W 分析法：What、Who、When、Where、Why、How） 

(2) 教師提出關於「台南給人的感覺是什麼？」、「台南美嗎？」

等問題，喚起並聚焦學生對台南的認同。 

3. 地方城市──台南的地圖： 

(1) 教師以地圖及圖片與學生分享台南地方城市之特色及美

感，請學生試著從日常生活中感受地方城市之美。 

(2) 請學生觀察蒐集的主題地圖相關資料後，提出各地圖的優缺

點及美感程度分級，讓全班共同進行評比，思考「美感性」

及「實用性」如何兼具。 

 



 

 

【構成】 課程內容 

第五週 

城市地圖的 

構成練習 

1. 城市地圖的構成元素： 

(1) 教師藉由城市五大構成元素（路徑、邊緣、區域、節點、地

標）說明地圖繪製的方式及元素，包含地圖標題、地標、比

例、方向、插圖、指標等。 

(2) 教師分析各種不同特色地圖繪製之內容及方法，引導學生思

考並進行創作。 

(3) 讓學生使用美感素材來構成城市地圖，發掘更多視覺表現可

能性， 強調城市地圖之意象性，而非空間準確性，請學生

無須過度依賴 Google Maps 等空間定位工具。 

2. 城市地圖的構成練習： 

(1) 請學生思考地方城市之特色，。 

(2) 以「台南之美」為主題發想，如台南美食、觀光景點等，提

出至少十個地標以上為觀察重點，進行實地探訪。 

(3) 讓學生嘗試繪製一張富有主題性的城市地圖。 

第六週 

城市裡的練習 

──以台南為

例小組發表 

1. 城市地圖的發表與分享： 

(1) 教師提醒發表分享的方法及時間控制。 

(2) 學生透過實地探訪了解地方城市之特色。蒐集相關資料後完

成城市地圖之繪製。 

(3) 學生於課堂中進行城市地圖之分享及發表。 

(4) 學生相互回饋後，進行城市地圖之回饋與修正。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提問：為什麼你的手機桌面的 APP 是這樣排列呢？ 

反思：有些人很在意手機桌面的 APP 顏色的排列、使用頻率的排列、同樣類別 

的排列，也有人完全不在意，任憑手機 APP 下載後自動排序。你是哪一種人呢？ 

怎樣的排列方式是好的呢？這跟美感有關係嗎？這跟構成有關係嗎？如果好好按 

功能類別分類，或是按照顏色分類，會提高使用手機效率嗎？看起來會更美嗎？ 

使用手機的時候心情會更好嗎？ 

 提問：怎樣的平面設計會吸引你的目光呢？ 

 反思：在書店裡的新書架上，怎樣的書籍封面設計會讓你第一眼看到就想拿起來 

翻一翻？在通訊軟體（如 Facebook、Line）的通訊聯絡人上，怎樣的顯示圖片 

會讓你想跟他／她聊幾句？電影院的海報那麼多，你會先看海報還是先看電影預 

告？海報很醜的話，你會想看那部電影嗎？平面設計的眉角很多，你覺得怎樣的 

畫面最能吸引目光呢？會吸引目光的一定是好設計嗎？怎樣的設計能叫做好設計 

呢？ 

 提問：「一張名片」和「一張設計的很好的名片」有什麼不同？ 

 反思：一張名片應該要有哪些基本的關鍵元素？怎樣的名片會讓你喜歡甚至想帶 

回家收藏？你覺得名片上應該要有照片嗎？怎樣的名片大小會剛剛好呢？「一張 

名片」和「一張設計的很好的名片」，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提問：一張好的地圖應該要包含哪些內容？ 

 反思：好的地圖應該要能成為好的方向指引，如果一張手繪地圖設計的很簡陋卻 

能明確告訴你方向，那是一張好的地圖嗎？如果加上了過多的插圖，讓地圖琳瑯 

滿目卻看不清楚，它還是一張好地圖嗎？好的地圖到底應該要有那些關鍵元素呢？ 

 

3. 課程意圖： 

 提升學生對於美感之感受，從生活中找尋題材並累積經驗，以體驗「自、動、好」

的美感教育核心素養與理念。 

 讓學生理解【構成】的意義後，從生活中發現【構成】之無所不在。 

 藉由【構成】作品範例之欣賞，提升並培養「個人的美感判斷」之能力。 

 讓學生透過【構成】的觀察分析、分析與練習，達到「生活物件的工具意義」。 

 讓學生透過觀察及欣賞地方城市之特色，藉由城市地圖之創作，養成「與他人的環

境共好」之習慣，並一同分享【構成】的美感與喜悅。 



 

 

四、預期成果： 

 透過【構成】作品範例之欣賞，提升學生對平面設計的感受與興趣。 

放大【構成】與美感之重要性，使學生明白平面設計之於生活中的無所不在。 

 透過【構成】的觀察分析、分析與練習，明白構成是有意義的，是不可忽略的。 

 透過城市之【構成】及特色，嘗試城市地圖之創作，體會【構成】的樂趣，並能一

同分享【構成】完成後那種「這樣剛剛好！」、「就是這樣！」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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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數位講桌、電腦、單槍投影機。 

 教師自編教材、PPT、學習單。 

 學生實作材料。 

 網路資源。 

 



 

教學進度表 (依學校行事曆調整)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4 

 美感【構成】的意義 

 發現生活中的【構成】 

 以「手機桌面 APP 排列」為例  

2 3/11 
 平面構成的方式及元素 

 平面構成的感覺與分析 

3 3/18 
 平面構成的分析與嘗試 

 以平面設計中的「名片設計」為例 

4 3/25 
 都市構成的元素 

 地方城市的特色、分析與感受 

5 4/1 

 城市地圖的元素與構成 

 城市地圖的分析與嘗試 

 以「台南」地方城市為例 

6 4/8  城市地圖的創作與分享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週次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調整前 調整後 

1 

 美感【構成】的意義 

 發現生活中的【構成】 

 以「手機桌面 APP 排列」為例  

 美感【構成】的意義 

 發現生活中的【構成】 

 以「過年的紅包袋」為例 

2 
 平面構成的方式及元素 

 平面構成的感覺與分析 

 平面構成的方式及元素 

 以生活中的「高鐵車票」為例 

3 
 平面構成的分析與嘗試 

 以平面設計中的「名片設計」為例 

 平面構成的分析與嘗試 

 以「明信片」的版面構成為例 

 討論具代表性的「台南美食」並完成

前置作業 

4 
 都市構成的元素 

 地方城市的特色、分析與感受 

 明信片的元素 

 以「台南美食」為主題進行發想 

 嘗試版面構成 

5 

 城市地圖的元素與構成 

 城市地圖的分析與嘗試 

 以「台南」地方城市為例 

 嘗試版面構成 

 以「台南美食」為主題進行創作 

6  城市地圖的創作與分享  「台南美食明信片」的創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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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了解美感【構成】的元素。 

 2. 發現生活中的【構成】 

 3. 以「過年的紅包袋」為例，實際進行構成的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提問：怎樣的紅包袋會吸引你的目光呢？ 

 反思：大家在過年的時候都收到了很多紅包。 

在文具店、超商裡的紅包袋琳瑯滿目， 

請學生與大家分享他所帶來的紅包袋， 

並討論怎樣的紅包袋是好看的、有設計感的。 

會吸引人目光的紅包袋就是具有美感的紅包袋嗎？ 

讓學生透過紅包袋來進行討論與思考。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生活中的「高鐵車票」為例，討論平面構成的方式及元素。 

  2. 藉由既有的高鐵車票元素，進行重新構成的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提問：原本的高鐵車票好看嗎？車票上的字體會不會太小？ 

   爺爺奶奶或小朋友有辦法自行看懂車票上的資訊找到正確的位置嗎？ 

 反思：透過高鐵車票的設計了解通用設計， 

   讓學生試著換位思考，怎樣的設計才是適合每一個人使用的？ 

   讓學生觀察高鐵車票上的列印方式、使用的字體大小及粗細、 

   車票底圖的色彩及車票各項資訊的排列方式是否都會影響版面構成。 

   如果有機會能夠重新設計，他會希望高鐵車票長什麼樣子呢？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市面上既有的明信片、DM、酷卡，分析不同的版面構成。 

2. 提出並觀察版面分割的各種可能性。 

3. 透過小組討論，找出 10 種具代表性的「台南美食」。 

4. 完成下週明信片主題的前置作業，找出代表性的店家。 

 

  

  

 

C 課程關鍵思考： 

 提問：為什麼你的手機桌面的 APP 是這樣排列呢？ 

 反思：有些人很在意手機桌面的 APP 顏色的排列、使用頻率的排列、 

同樣類別的排列，也有人完全不在意，任憑手機 APP 下載後自動排序。 

怎樣的排列方式是好的呢？這跟美感有關係嗎？這跟構成有關係嗎？ 

如果好好按功能類別分類，或是按照顏色分類，會提高使用手機效率嗎？ 

看起來會更美嗎？使用手機的時候心情會更好嗎？我們一起思考看看。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台南美食」為主題進行發想，找出明信片的元素有哪些。 

2. 藉由「明信片」版面構成分析，嘗試規劃不同的版面構成。 

3. 找出代表性的店家，為它設計一張美食明信片。 

 

  

  

 

C 課程關鍵思考： 

 提問：一張好的明信片應該要包含哪些內容或元素？ 

 反思：明信片和酷卡 DM 不同，有時候只是我們到風景名勝去， 

想要寄回家給自己留念，或是寄給朋友告訴他有這樣的地方。 

明信片通常有插圖、郵票黏貼處、寫地址跟收件人的地方、寫簡短話語的地方。 

但若要為「台南美食」來設計一張明信片，跟為「一家好吃的台南美食店家」 

來設計一張明信片，出發點和方式有何不同呢？值得思考。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藉由「明信片」版面構成分析，嘗試規劃不同的版面構成。 

2. 找出具代表性的店家，為它設計一張美食明信片。 

 

    

 

C 課程關鍵思考： 

 提問：「一張明信片」和「一張設計的很好的明信片」有什麼不同？ 

 反思：一張明信片應該要有哪些基本的關鍵元素？ 

怎樣的明信片會讓你喜歡甚至想帶回家收藏？ 

「設計的很好」的明信片上應該要有哪些特色呢？ 

「一張名片」和「一張設計的很好的名片」，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大家一起思考。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學生「台南美食明信片」作品進行分享與回顧。 

2. 思考美感【構成】六堂課的收穫與成長。 

C 課程關鍵思考： 

 提問：美感【構成】六堂課之後，對你來說什麼是「美」？ 

 反思：具有美感的構成方式包含： 

01 對稱的古典美學、02 平衡的現代美感、03 主從關係凸顯焦點、 

04 格線的分割邏輯、05 組合決定構成樣貌 

除了這些方式之外，你還用了哪些方式進行構成？ 

試著將它化成文字或簡單的幾句話與同學分享。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教學觀察 反思 

學生對於日常生活中的平面構成並沒有太多

的觀察和體會。 

在版面構成的格線說明後，引導學生一日一

觀察。 

日常生活中的照片、海報、DM，甚至是課

本、考卷、講義的排版皆有其格線的安排，

只要肯細心觀察，一定會有所發現的。 

學生的生活經驗中，對於高鐵車票較陌生，

台鐵車票反而較為熟悉。 

台鐵車票也於 2019 年 3 月改版。 

之後可調整課程內容為台鐵車票之重新構

成。 

學生對於台南的美食侷限於上放學路線及居

住範圍內，也容易受到電視節目及網路媒體

等影響，較少真正的日常體會。 

鼓勵學生多探索及討論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

行育樂，人生不該只有手機和平板，更不只

是課本和講義啊！ 

學生在繪製美食明信片時，容易對自己所畫

的美食沒有信心，例如麵食、蚵仔煎、蝦捲、

肉圓等較難傳神繪製出來的料理。 

透過各種不同的插畫方式，給學生看各種插

畫範例，鼓勵學生在美食之外加上相關的插

圖，例如蝦捲旁邊畫上一隻蝦、牛肉湯旁邊

畫上一隻牛，使觀賞者容易聯想，也讓學生

對自己的作品更有信心。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