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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吳安芩 

實施年級 一年級 

班級數 多元選修兩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8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走在新竹-空間地圖設計 

課程設定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兩堂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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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新竹部分國中已修習過美感教育相關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高一學生，進入新竹高中第一學期，具有基本的色彩美感能力 

 2.對於生活中的事物具有觀察與探索力，並樂於思考問題的解決方式。 

 3.青少年生活經驗的侷限，每位學生的視野角度不同也成為本課程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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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對一個十五、六歲的高一學生而言，新竹這個城市，應該仍有許多未知。「走在

新竹」，他們需要一張地圖，一張不同於 google map 那樣鉅細彌遺、無所不包的地

圖，而是一張屬於他們生活空間、結合自然與文化觀察的地圖，甚而，透過繪製地圖

去發現問題、提出更多對生活的美感提案。 

    我們在整個校本課程設計中結合社會和自然領域課程，引導發現議題，進而進行

空間與環境觀察，透過探索竹中校門外的生活環境，從通學路徑、或自然環境、或休

閒空間，或值得駐足的文化地標等等，進行相關資料的測量搜集。 

    課程中安排八節課的美感構成構面課，透過合宜的資訊分類歸納，並進行視覺化

的版面構成，並配合色彩美感能力，整合運用到地圖的創作上，設計出屬於竹中人認

知與關注的空間地圖。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1.在主題地圖繪製上，能將資訊適當的分類，並透過美感構成來呈現 

2.能體會合宜的色彩與構成，為提升資訊視覺理解的重要因素 

3.能透過本課程，延伸至生活中其他資訊視覺化相關領域的運用 

  

學生將會：  

1. 將空間與生活資訊歸納整理並平面化 

2. 能運用點線面等基本圖像及簡潔的圖像傳達 

3. 運用合宜的版面構成進行資訊的傳達 

4. 透過閱讀圖面找出更多背後值得探究的議題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合宜的生活美感 

2. 構成與色彩構面的能力 

3. 地圖的資訊視覺化美學 

1.找出生活中何類資訊合適以地圖來呈現？ 

2.觀察美而易讀的資訊圖表設計有哪些特質? 

3.構成與色彩美感在資訊視覺傳達上扮演的角色。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構成的定義與美感 

2. 主題地圖與資訊視覺化的定義 

1. 觀察、測量、拍照及紀錄資訊 

2. 認識地圖繪製軟體 

3. 運用手繪或電繪技巧繪製主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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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本主題課程主要包含三單元：自然空間的認識與踏查、人文空間的探索與討論與新竹空 

間地圖。其中「生活空間地圖」單元，將美感構面中的「構成之美」及「色彩搭配」導入，

分析與探討地圖設計，如何兼具資訊傳達的功能與形式美感，讓此一主題地圖更能簡明流暢

地傳遞資訊。教學策略與任務概述如下： 

1. 透過單元課程，指導學生對同一個生活區域進行不同題材的觀察與探索。 

2. 給予基本的觀念及技術指導，學習運用各領域的專業技術去觀察紀錄及描寫。 

3. 每組蒐集生活中現有的地圖，實體及網路各五張，進行課堂分享與討論。 

4. 理解主題地圖的功能特色後，各組討論本次地圖創作的主題，地圖範圍限制在火車站

到竹中的區域。例如：通學人行道的設置、區域內早餐店的選擇、殘障設施的設置、

人文景點的分佈…。 

5. 校外實察後，整理與簡化資訊，嘗試改造一般地圖為主題地圖。 

6. 欣賞各組成員初步徒手繪製的主題地圖後，討論地圖的色彩與構成美感，思考如何能

有更好的視覺傳達。 

7. 給予不超過五色的地圖色彩限制，及平板或手機直式畫面能易於閱讀之版面構成，作

為本次的任務挑戰。並嘗試以電腦軟體進行繪製。 

8. 每組完成一張生活空間地圖，並進行發表與討論，思考兼具美感與實用性的設計在生

活中的存在必要性。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a.在各類的主題地圖中，他們多半涵蓋的多少種類型的資訊，可以和平常慣用的 google  

      map 進行比較，說明這樣的差異原因為何嗎？ 

    b.這些主題地圖中的視覺元素有哪些特性? 

    c.這些地圖並非完全合於客觀的空間比例，說說在資訊傳達上的優缺點？ 

 d.你認為良好的地圖設計可能來自哪些因素？合宜的主從關係、平衡構成是否使地圖更

易於閱讀？ 

 e.在生活中還有哪些地方有類似的資訊傳達圖表設計，或適合以圖表傳達卻未落實的？ 

 

本課程期許學生能整合應用美感構面中的構成與色彩等構面能力，設計一張能簡明流暢

地傳遞資訊、表達完整且有愉悅閱讀經驗的表單，理解美感與實用兼具的設計存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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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透過本主題課程的跨領域整合，學習將課程中的各類議題，透過資訊視覺化的方式展

現。學生能體驗到將文字論述或踏查資料轉由圖像表達的過程，可能帶來更多的思考，亦可

能帶來資訊的混淆或流失。因此，學習以更具美感的設計解決問題，體會美好合宜的視覺傳

達影響力。 

    期許透過這樣的學習，得知生活中的各類資訊，都能運用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對於表

現更多元與複雜議題，好的視覺設計能引發更完整而清晰的思考，因而更重視生活中各類資

訊表單的美感。 

 

參考書籍： 

張樞、王俊雄   台北。原來如此 

邱秉瑜   我們值得更好的城市 

永原康史   資訊視覺化設計的潮流 

魯本派特   設計政治學：視覺影像背後的政治意義、文化背景與全球趨勢 

斯圖爾特．樓,  克里斯．諾斯    丈量宇宙：INFOGRAPHIC！ 

 

教學資源： 

公視「城市的遠見」影片 http://web.pts.org.tw/~web02/city/p6.htm 

風起第八刊 http://www.uprisings.com.tw/?cat=61→ 

法國巴黎的城市改造 http://www.forgemind.net/phpbb/viewtopic.php?t=14087 

畢恆達 空間就是想像力  

畢恆達 空間就是權力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6%AF%E5%9C%96%E7%88%BE%E7%89%B9%EF%BC%8E%E6%A8%93/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85%8B%E9%87%8C%E6%96%AF%EF%BC%8E%E8%AB%BE%E6%96%AF/adv_author/1/
http://web.pts.org.tw/~web02/city/p6.htm
http://www.uprisings.com.tw/?cat=61
http://www.forgemind.net/phpbb/viewtopic.php?t=1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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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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空間的認識與踏查 

1 8/31 
1.認識學校周邊水文文環境。 

2.引發學生觀察生活周遭環境的動機。 

2 9/7 汀埔圳的歷史與文化 

3 9/14 認識水資源與人的關係 

4 9/21 學習如何將關心的公民議題，轉化為論述與文字 

單元二 人文空間的探索與討論 

5 9/28 後車頭 ㄟ黑金町  

6 10/5 風起第八刊如何蒐集資料(地圖、先前調查資料) 

7 10/12 人行道與都市計畫（巴黎、京都、荷蘭、竹北、新竹市） 

8 10/19 空間就是權力閱讀與主題地圖議題發想 

單元三 新竹空間地圖 

9 10/26 地圖與圖表，地圖元素的分析與解構 

10 11/2 構成之美：談平衡、主從與元素間的組合 

11 11/9 地圖設計主題討論+向量繪圖軟體的學習 

12 11/16 向量繪圖軟體的學習 

13 11/23 地圖設計討論與修正 

14 11/30 地圖設計討論與修正 

15 12/14 地圖作品展示分享與問題討論 

16 12/21 地圖作品展示分享與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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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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計劃 調整情形與原因 

8 空間就是權力閱讀與主

題地圖議題發想 

改以繪製竹中校園地圖當作課程暖身活

動，體會個人與空間認知的落差、地圖

存在的必要，並開始導入主題地圖的議

題搜尋。並分組進行議題資料搜尋與簡

易地圖繪製。 

10 構成之美：談平衡、主

從與元素間的組合 

地圖的色彩觀察與運用 

原因：實際授克並進行前導課程後發現

應先從基本的配色開始學習，對於高一

學生比較易於掌握且美感表現顯著。 

11/12 向量繪圖軟體的學習 手繪地圖的製作技巧 

原因：學校電腦教室衝堂無法使用，進

而思考如何在手繪地圖時控制學生的表

現技巧避免因繪圖技術落差而影響表

現，故選用紙膠帶與豆豆貼紙來作為主

要表現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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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內容紀錄 

單元一/單元二 新竹地區自然與人文空間 

a. 課程實施照片 

 

校區周遭汀甫圳的人文踏查，引導公民意識的議題討論

 

邀請新竹在地刊物「貢丸湯」雜誌主編演講關於議題形成與版面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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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在前 8 週的課程中，由各領域老師分別進行新竹高中與新竹市區的生態、歷史

與人文相關議題的引導教學，給予學習單‘閱讀文獻及實地踏查等活動。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與我們朝夕相處的城市中，身為高中生的我們有哪些方式，去進行更有深度

的瞭解、研究與改造提案？ 

 

 

主題二 

單元 1-1 

a. 課程實施照片 

 

以竹中校園議題為主題地圖的表現對象，分組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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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學生以藝術教室中所有的繪圖用具，自行選取合適的工具繪製竹中主題地

圖。 

b. 學生操作流程 

先請學生嘗試描繪竹中地圖，發現剛來竹中兩個月，每個人對校園的認識有

限，而提問關於在竹中生活有關於空間資訊的問題，如廁所、飲水機、殘障坡

道等設置，能否透過地圖顯示。 

 

c. 課程關鍵思考 

思考生活空間中，有那些資訊能透過繪製的地圖來更有效率傳達？ 

好的主題地圖會具有怎樣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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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單元 1-1 

a. 課程實施照片 

 

討論色彩協調與突顯的配置 

 

挑選合於表現的紙膠帶雨豆豆貼紙色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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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簡單的點線面構成地圖版面設計 

 

安排作品欣賞與分享，延伸地圖設計後帶來的思考 

b. 學生操作流程 

1.進行地圖主題討論，實地踏查與搜集資料 

2.著手繪製與簡化地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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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討論色彩的風格搭配，並選取基本三色紙膠帶及三色豆豆貼紙，考慮資訊顯

示上的協調與突顯。 

4.著手製作與修正 

c. 課程關鍵思考 

1.找出生活中何類主題資訊合適以地圖來呈現？ 

2.舒適易讀的資訊圖表設計有哪些特質? 

3.色彩美感在資訊視覺傳達上扮演的角色。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本次課程嘗試以跨領域的主題課程出發，將生活中觀察的的環境資訊，轉化

為主題地圖的設計。課程需要學生有基本的美感素養，如果從未受過色彩或

構成構面課程的引導，在進行本單元時會比較吃力，因此學生的先備條件需

要先確認。而本學期實驗的學生由於是高一新生，也的確發現學生的理解與

表現力比預期稍弱。 

2.本次以繪製主題地圖的資訊視覺化為題，本欲以電腦繪圖方式進行，但由於

學校教室空間設備不足，改以手工製作，效果卻相當不錯。提供學生以各色

紙膠帶及圓點貼紙等基本材料進行表現，免去手繪能力的落差，保持圖面的

視覺統整性，而將學習重點聚焦於色彩配置與版面構成。 

因此，規定學生盡可能以三～五色為限來使版面簡潔而有力，學生經過第一

次校區地圖沒有限制性的繪製後，能明顯發現控制色彩，選用易操作的媒材

可以使作品表現事半功倍。 

3.高一學生對於資訊的分類歸納與再現能力仍有待琢磨，比如與學生討論校區

附近餐飲店的地圖，學生僅做到定位後標示，卻未嘗試做更進一步的分類，

也就是資訊的深度可以更加提升，也考驗地圖設計的多層次呈現（比如早餐

和午晚餐、價格如何、餐飲種類…更多元的呈現），這是未來課程進行上能更

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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