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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許珮恩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4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生活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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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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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曾參與 106-1 美感實驗課程-「質感」單元。以調整混凝土比例的方式了解質感的概

念。 

  2. 學生曾參與 106-2 美感實驗課程-「結構」單元，運用音叉造型卡榫的概念，發展出一套

以十字卡榫為結構方式的積木組，並通過美感形式與穩定度的測試。 

* 先備能力： 

  1. 有審美的知覺。 

  2. 對美感構面有 1~2 項的基礎概念，能應用與類推到其他美感構面。 

  3. 有比例(數學概念)的基本觀念，知道大小…等尺度為相對性的概念。 

  4. 有適當的好奇心，能探索周遭生活物件與生活應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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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美好的生活物件是經過設計的。看似隨意的器皿，製作過程通常並不那麼隨性，物件裡面

內含了製作者精心思考，修整至合手的過程。剛剛好的適合代表無數次的探索與驗證，反覆

的調整型態變化，擴大功能的特性，而在功能上有合宜的適用性，在外性與使用體驗上自然

的產生美感經驗。 

本單元基於探討產品功能與使用對象的概念，引導同學運用身體的知覺，覺察比例美感的存

在，進而讓生活中的美感比例現形，從身體比例-空間尺度-功能設計做美感的練習。 

    「手捏陶湯匙與陶杯」是本單元教學引導的主要素材，思考陶湯匙如何根據使用對象、挖

勺物，而在湯匙手柄、湯匙挖勺面兩個部位做均衡配重。手捏陶杯的尺寸大小必須要和陶湯

匙產生適當的比例，陶匙與陶杯的造型上要有美感，使用要順手，以產生良好的使用經驗。

同學在練習完本單元後，能將學習到的課程概念類推至日常生活情境中。 

 

 

 二、教學目標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 視 1-IV-1 

能使用構成要素和形式原理，表達情感

與想法。 

2. 視 2-IV-3  

能理解藝術產物的功能與價值，以拓展

多元視野。 

3. 視 3-IV-3 

能應用設計思考及藝術知能，因應生活

情境尋求解決方案。 

1. 視 E-IV-1 

色彩理論、造形表現、符號意涵。 

2. 視 A-IV-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方法。 

3. 視 P-IV-3 

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學習目標 

1. 能欣賞美的形式原理中的比例之美。 

2. 能發現生活中比例的美感，並理解比例之美的功能與價值． 

3. 能以設計思考的概念，製作具備比例美感的生活用品． 

核心素養 

1. 藝-J-A2 嘗試設計式的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2. 藝-J-B3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學生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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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覺察生活中比例的存在與應用。 

2. 能詮釋比例構面之美， 

3. 能應用比例的概念，並類推到生活情境中。 

4. 累積美感知能，並能欣賞比例之美。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比例構面的美感 

2. 合宜的比例構面 

3. 運用設計式的思考解決問題。 

1. 比例的概念是怎麼形成的？ 

2. 比例如何造成美感？ 

3. 用什麼方式欣賞比例之美？ 

4. 如何運用比例的概念製作生活物件？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能描述比例的模矩運用。 

2. 能解釋比例的美感價值。 

3. 能從生活用品中賞析比例之美。 

4. 製作與調整生活器物，使其具備美感

與功能性。 

 

1. 以使用者的角度檢視比例的是否合適。 

2. 能依照使用者狀態選擇合適的器物。 

3. 能依照使用者的需求調整器物的狀態。 

4. 能操作合適的工具解決問題。 

5. 從生活經驗拓展美感認知，表達美的領

悟與感受。 

 
 

 

三、教學策略： 

第一堂課 發現比例之美 

                  (一)、課程說明：體驗生活用品的大小尺寸是根據使用的對象而設計 

         (二)、教學資源：各式高低不同的桌椅、電子白板。 

                  (三)、課程內容： 

課程說明 提問與反思 評量證據 

1. 提示 106 學年度所學過

的質感、結構美感構面， 

2. 解說比例之美。 

你同意美感來自於適當的

比例嗎？為什麼？ 

1. 學生能解釋質感

與結構的美感意

義． 

2. 學生能說出比例

的美感在生活中的

例子． 

1. 試坐老師提供的各式座

椅、桌子， 

1. 推測老師提供的桌椅使

用者應該多高？年齡大約

學生填寫觀察記錄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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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在混搭的桌椅上比賽

夾豆子，感受在工作狀態下

桌椅高度的影響。 

 

多大？ 

2. 哪一套桌椅的搭配最合

適？為什麼？ 

回到教室，檢視自己的課桌

椅是否適合自己的身高，並

思考解決方式。 

1. 依照自己的身高，大約

幾公分的桌子椅子合適？ 

2. 我所使用的桌椅不適

合，可以如何解決問題？ 

學生填寫觀察記錄

單。 

 

第二堂課 生活空間的測量 

(一)、課程說明：測量空間環境，了解空間大小比例對環境氛圍的影響。 

        (二)、教學資源：捲尺、測距儀、AR 測量 APP、電子白板。 

(三)、課程內容： 

課程說明 提問與反思 評量證據 

理解環境空間的大小是掌握

氣氛的關鍵要素之一。 

如何衡量一個空間是合適

的好空間？  

學生能舉出不同空

間大小對環境氛圍

影響的例證。 

1. 分組以捲尺、測距儀、

AR 測量 APP 等工具測量教

室、穿堂、專科教室、公共

空間的長寬高，並記錄下

來。 

2. 該空間改以某位同學的身

高為尺度測量該空間的大

小。 

1. 測量過程中遇見什麼困

難？如何解決困難？ 

2. 以同學為尺度的測量和

純粹數字的測量，哪一種

方式比較能理解空間大小

的概念？ 

學生填寫測量記錄

單。 

1. 各組發表測量的結果，並

說明在該空間的感受，與空

間可能的用途。 

2 教師說明模矩系統的概

念。 

1. 學校哪個空間最符合它

的目的性？為什麼？ 

2. 如果你是魔法師，會調

整學校的哪個空間？為什

麼？ 

3. 生活中的模矩形式有哪

些？請舉例。 

學生對學校的某個

特定空間大小能有

自己的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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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課 杯子的適手性 

(一)、課程說明：分組體驗杯子的適手性與討論。 

        (二)、教學資源：各式杯子、茶水、豆子等材料、電子白板、分組小白板、實物投   

                  影機。 

(三)、課程內容： 

課程說明 提問與反思 評量證據 

學生在蒙住眼睛的情況下使

用各式不同造型與材質的茶

杯喝水。 

1. 不同種類的杯子，觸感有

什麼不同？ 

2. 你是怎麼握住杯子喝水

的？使用了哪些部位？ 

3. 選出最好用的杯子，並說

明原因。 

分組討論杯子的型

態與功能性，並上

台報告。 

覺察杯子造型與功能的關聯

性。 

1. 杯子的造型如何依據不同

的使用對象而調整？ 

2. 觀察各種不同使用目的杯

子的型態。 

 

 

第四堂課 杯子與湯匙的比例 

(一)、課程說明：杯子與湯匙合宜的比例討論 

        (二)、教學資源：各式杯子與湯匙、電子白板、分組小白板。 

(三)、課程內容： 

課程說明 提問與反思 評量證據 

在各式的杯子裏放豆子，學

生嘗試用不同造型的湯匙舀

豆子。 

1. 什麼造型的湯匙比較好從

杯子裡舀豆子？ 

2. 湯匙杓面和握把的造型根

據使用的目的會有什麼樣不

同的調整？ 

3. 杯子和湯匙的造型搭配要

如何產生比例的美感？ 

分組討論杯子和湯

匙的造型與功能，

並能回答杯子和湯

匙的比例關係。 

 

第五-六堂課 合宜的生活器皿：手捏陶杯與陶湯匙設計 

(一)、課程說明：捏製陶杯與陶湯匙。 

        (二)、教學資源：手捏陶杯與陶湯匙教學影片、陶土、電子白板。 

(三)、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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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說明 提問與反思 評量證據 

你是一位陶藝師，要為客戶

量身定制一套好用的杯具，

裡面要包含一個陶湯匙和陶

杯。 

1. 你設計的杯具主要的用途

是什麼？ 

2. 根據你主要的用途，陶杯

與陶湯匙應該具備何種造

型？ 

3. 你的杯具是否符合量身定

制的概念？ 

4. 你的杯具要如何顯示出比

例的美感？  

 

實作任務 

同學回饋與反思 

 

            ---------------------------課程結束--------------------------- 

 

四、預期成果： 

 

1. 同學在比例美感的構面學習中，能發覺生活用品、空間場域的設計是根據使用者的需求

(目標)而設計，而學習用設計思考解決問題。 

2.嘗試操作工具，運用已經具備的背景知識加上新學習的知識技能，依照需求設計出合適

的生活用品，並且從美感探索的過程中獲得相關概念，以涵養美感意識，並能將審美意識運

用到生活情境中。 

3.從美感比例構面的實作練習，獲得解決問題的實作經驗，增進操作技能。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生活美感電子書。 

 

教學資源： 

 

1. 各式根據不同使用者設計的湯匙。 

2. 陶土、化妝土、釉藥、製陶工具等材料。 

3. 電窯。 

4. 電子白板等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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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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堂 1 發現比例之美>與<課堂 2：生活空間的測量>分為 3 堂課實施，次序略有調整。第一

堂課教師說明比例之美的概念，第二堂課測量學校生活空間，第三堂課探討傢俱人因工學，讓同

學對比例有更完善的概念。 

       2. 因應同學程度與需要，多給了 1 堂陶藝操作課程。 

       3. 每組做 1-2 個杯子，同學依據該組杯子的尺寸設計合適的陶湯匙。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1/05-11/09 
主題：發現比例之美 

覺察生活用品的尺寸是根據使用的對象而設計。 

2 11/12-11/16 
主題：生活空間的測量 

實際測量空間環境，探討學校空間的使用與對學習氛圍的影響。 

3 11/19-11/23 
主題：杯子的適手性 

覺察杯子的適手性與造型的關聯。 

4 11/26-11/30 
主題：杯子與湯匙的比例 

探討湯匙的功能性與杯子的比例美感 

5 12/03-12/07 主題：合宜的生活器皿：手捏陶杯與陶湯匙設計 

依照前幾堂課習得的概念捏製陶杯並修正成品。 6 1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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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1 、2   發現比例之美、生活空間的測量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說課：比例之美的概念（說課、提問與分組搶答）。 

2. 以身體為尺度測量學校空間的大小，並填寫測量記錄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每個人對空間大小的受是否相同？為什麼？ 

2. 以同學為尺度的測量和純粹數字的測量，哪一種方式比較能理解空間大小的概念？ 

3. 學校空間最符合它的目的性？ 

 



10 

 

         課堂 3  人因工學與模矩系統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試坐與測量老師提供的各式座椅、桌子， 

2. 學生在混搭的桌椅上比賽夾豆子，感受在工作狀態下桌椅高度的影響。 

3. 回到教室，檢視自己的課桌椅是否適合自己的身高，並思考解決方式。 

4. 學生填寫觀察記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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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身體尺度與人因工學的應用。 

2. 思考解決課桌椅不合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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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4  生活道具的適手性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在蒙住眼睛的情況下使用各式不同造型與材質的茶杯喝水。 

2. 覺察杯子造型與功能的關聯性。 

3. 分組討論杯子的型態與功能性，並上台報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杯子的功能與造型之間的關聯。 

2. 造成杯子「好用」的造型因素與材質因素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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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5  杯子與湯匙的合宜比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用各種不同尺寸的湯匙與杯子混搭舀豆子。 

2.  分組討論杯子和湯匙的造型與功能，並能回答杯子和湯匙的比例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湯匙挖杓面、湯匙握把長度與整體曲度和功能之間的關聯。 

2. 湯匙杓面和握把的造型根據使用的目的會有什麼樣不同的調整？ 

3. 杯子和湯匙的造型搭配要如何產生合宜的比例美感？ 

4. 功能與美感的關係。 

 

 

 



14 

        課堂 6-8    合宜的生活器皿：手捏陶杯與陶湯匙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預想杯子的功用與使用者，共同設計 1-2 個杯子。 

2. 同學依照設計好的杯子直徑、高度、功能，設計製作合適的湯匙。 

3. 同學的杯具勿做額外裝飾，可在表面做肌理變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生活道具的適手性、功能與生活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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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每組同學做一個杯子，每個同學的湯匙比例依據該組的杯子設計，同學在製作湯匙時 

                     比例的概念才不會跑掉（同學很容易愈做愈大）。 

                2.  實作時要不斷強調湯匙的造型與功能性，同學才不會在形式上做過於複雜的表現。 

                3.  在美感課程進行到實作的階段時候，開放教室邀請本校有空堂的老師前來一同操作，營 

                     造對課程主體，從不同領域的角度探討的機會，從討論的過程中獲得各科老師很大的幫助。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在課程實施階段對各班口頭調查，大約 80%-90%的同學能理解比例的概念，有 70% 

            能舉例陳述比例之美。 

     

 

經費使用情形 

     一、107-1 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