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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1、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苗栗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 

授課教師 黃茹舷 

實施年級 八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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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參考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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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曾於八年級上學期經歷美感教育實驗課程之質感體驗練習，七年級上過色彩學，八年級上

學期也分組上過美感電子書六大構面，對於美感課程有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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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同學有基本造型能力，極少數則無法。 

  2.大部分同學具備觀察與色彩搭配能力，少數則無法。 

  此次課程需求：學習加強視覺上造型之間比例分析的能力。 

 



 

一、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美國設計教育家保羅‧蘭德：設計是什麼？設計是一種關係，一種比例。 

想先帶學生，藉由發現生活中的比例美→物件與物件使用的調查與分析→生活小物比例配置

練習三個階段任務練習，讓同學從任務中的討論與分享過程歸納出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適

當的物件比例。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發現生活中可見的物件設計所符合的比例美感關鍵要

素：分析日常生活中時常使用的物件尺寸，分析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在平面設計上的運用。

透過生活小物的創作任務，強化國中階段學生對於美感構面中的比例運用之經驗；結合環保

的議題讓同學培養自發、互動、共好的美感情意。 

 二、教學目標（建議精修原案）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面的學習目標描述)  

學生將會： 

1. 認識「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適當的物件比例。 

2. 分析生活物件中形成比例美的物件，形體關係。 

3. 運用「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設計一件生活用品。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從度量物件的尺寸，觀察物件的色彩，

調整設計物件與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理解美感構面當中的─適當的物件比

例。 

1. 生活中的物件尺寸與使用者的比例關

係。 

2. 在一個物件上找到適合色彩搭配與面積

大小分割。 

3. 物件上的裝飾(圖案/文字)色彩、大小與

整體物件的考量。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美的關鍵在於安排物件之局部與局部、

局部與整體在尺寸和色彩間適當的比例

搭配。 

運用比例的美感關鍵要素概念完成一件生活

用品的製作。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發現生活中的比例美：二節課 小組分工 

a. 觀察教室中物件與人、物件與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b. 小組分享─整理討論觀察之後的發現(太大/高-剛好-太小/矮) 

2.物件與物件使用的調查與分析：一節課 個人 

a. 同學記錄平時所喝的飲料杯尺寸與色彩 

b. 分析自己手的大小及提飲料杯的方式與型態 

c. 畫出三種不同尺寸、色彩比例的設定 

3.生活小物比例配置練習 二節課 個人 

a. 飲料杯提袋與飲料杯之間的尺寸與色彩配置發想 

b. 在提袋上安排是當大小的圖案和文字 

4. 展示作品及分享設計過程的考量 

a. 在設計作品的過程中物件與物件比例分配與色彩安排上的影響 

b. 分析自己攜帶飲料的習慣與情境，解釋提袋長度的設計考量 

c. 解釋圖案或文字的大小，色彩與擺放位置之設計考量 

d. 對於整個任務練習後的反思與回饋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a. 觀察教室中物件與人、物件與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b. 找尋教室中物件與物件之間最佳大小比例範本，說明覺得適合的原因 

c. 舉出教室中什麼物件對你來說尺寸過大、過小？ 

d. 請分析你個人的身型或平常的習慣，與你平常買的飲料杯尺寸有無關聯 

e. 你如何考量平時所喝的飲料杯大小、色彩與使用情境，做出三種比例配置 

f. 你如何考量在提袋上面的圖案或文字大小及色彩？你想做怎樣的比例美感？ 

g. 你覺得經歷這次的美感任務課程，可以將比例的美感練習步驟運用在什麼其他的設計

創作？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第 1、2 節課，希望學生透過觀察和比較，認識生活中物件與自己身體的比例關係。 

第 3 節課，透過調查分析讓學生找到飲料杯尺寸的設計與自己身型的關係，讓學生思考

適合的提袋面積、大小、色彩與飲料杯尺寸。 

第 4、5 節課,透過實際的生活用品與創作，讓同學構思體驗美感要素比例的運用。 

第 6 節課，讓同學透過表達與分享的方式反芻課程參語的過程中，考量與收穫。 

 



 

 

四、預期成果：（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與） 

  首先，老師很掙扎在前幾期這麼多優秀創意好玩的美感教學中，到底要選擇先給學生嘗試

什麼？經過觀察「比例」可能是國中學生相較色彩較少接觸到的構面，對於不常動腦思考的

同學，想給他們一些挑戰。藉由課程裡有度量生活中的物件、青少年學生很在意身形的比

例，再帶到學生最常買的飲料，並且最後竟然能運用比例的美感關鍵概念創作出一件生活上

用得到的物件-杯套，賦予它美感的概念，會讓學生覺得很新奇，不像難懂的抽象藝術，想要

開啟他們會「觀察」的眼睛。 

  經過中、南區課程交流，親自聽到南區蔡老師無保留地分享課程時，覺得是一組很完整的

六堂課教學，省思也能預想到教學上可能會有的困難點及如何預先排除，當然我完全能預期

到我們偏鄉國中學生的作品或能駕馭材料的能力，可能沒有高中生那麼好，成品也不一定很

棒，但還是很想給學生嘗試看看這樣的美感課程，給學生一些挑戰和鼓勵。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擺放的方式：安排物件的修辭，李歐納‧科仁,行人，2014。 

2. 設計幾何學：金柏莉‧伊蘭姆‧積木，2016。 

3. 想設計：保羅‧蘭德的永恆設計準則，保囉‧蘭德，原點，2016。 

教學資源： 

1. 台南合成帆布行、苗栗泰有帆布行。 

2. 其他美感教師的比例構面教學教案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6 發現生活中的比例美─觀察教室中的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2 3/6 小組分享─整理討論觀察之後的發現(太大-剛好-太小) 

3 3/13 

物件與物件使用調查與分析 

1. 同學記錄平時所喝的飲料杯尺寸與色彩 

2. 分析自己的手的大小及提飲料杯的方式與狀態 



 

4 3/13 
生活小物比例配置練習-1 

飲料杯提袋與飲料杯之間的尺寸與色彩配置發想 

5 3/20 
生活小物比例配置練習-2 

在提袋上安排適當大小的圖案或文字 

6 3/20 同學展示作品及分享設計過程的考量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由於原先執行的學校為高中美術班，基本上畫比例草圖的部分不太會不及格，所以評分重

點會著重文字敘述有沒有提到色彩、位置和大小比例的關係，最低等級也只到 C，當時會讓

學生去畫飲料的色彩考量現實飲料杯大多是透明的，飲料的色彩關乎作品的選色。若將此課

程搬移到國中階段來實施的話，考量到上色對部分國中學生有難度，原先與老師討論建議一

律用白色或黑色的杯子為設計的起點，也有跟學生說明這個部份，但是許多學生還是選擇以

有彩色的方式嘗試，並且也有不錯的成果。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請填寫表格 x6，可參考美感練習誌第一冊 12~17 頁）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 2~3 人一組透過觀察與測量，找出教室中人與物件、物件與物件之間的關係。 

2. 討論及寫下這些物件在比例與尺寸上設計的考量。 

C 課程關鍵思考：發現生活中的比例美─觀察教室中的物件之間的比例關係。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小組分享─整理討論觀察之後的發現(太大-剛好-太小)。 

2. 與同學分享討論結果。 

C 課程關鍵思考：希望學生透過觀察與比較討論，發現活中的物件大小例設計人關係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同學觀察與實際測量 平時所喝的飲料杯尺寸與色彩 

2. 分析自己手的大小及提飲料杯方式與狀態。 

3. 設定飲料杯袋 的尺寸、位置及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物件與物件使用調查與分析 

透過 觀察 與分析讓學生找到飲料杯尺寸的設計自己 手部大小、 身型 及使用習慣  

的關係，讓學生思考適合 平常喝的飲料杯之提袋長度、包覆面積大小與色彩搭配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飲料杯提袋與之間的尺寸色彩配置發想 製作。 

2. 在提袋上安排適當大小的裝飾布標。 

C 課程關鍵思考：透過實際的生活用品製作，讓同學構思體驗美感要素比例運用。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飲料杯提袋與之間的尺寸色彩配置發想 製作。 

2. 在提袋上安排適當大小的裝飾布標。 

C 課程關鍵思考：透過實際的生活用品製作，讓同學構思體驗美感要素比例運用。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寫下在設計作品的過程中物件與比例分配色彩安排上考量。 

2. 分析自己攜帶飲料的習慣與情境，解釋提袋長度設計考量。 

3. 解釋圖案或文字的大小、色彩與擺放位置之設計考量。 

4. 對於整個任務練習後的反思與回饋。 

C 課程關鍵思考：同學展示作品及分享設計過程的考量與收穫。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美感教育課程除了培養學生美感的部分，為落實 108 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的

核心主軸，會盡量鼓勵孩子想辦法完成作品，如果家裡沒有縫紉機，自己手縫也是可以，

兩塊布最後收尾建議用藏針縫的方式，醜醜的縫線就會藏起來；另外還可以回家找救兵，

請教家長或是會縫紉的長輩，增加互動，並且跟學生說重點是設計思考的過程，製作可以

想辦法進行。 

   基於「美感素養必須長期的培育」、「藝術教育是美感教育的核心」、「美感教育有

賴各學科領域的推動」、「美感教育是國家競爭力的希望」等主軸概念另，美感教育可以

透過藝術或其他學科的教育，正規或非正規的教育形式來進行。無論透過藝術或其他學科

的實踐所立基的共同基礎即是「美感經驗」，也因為本校實施雙語教學，希望在不影響原

本與美籍外師一起上課的原則下，和外師一起共同備課、上課，也讓外籍教師了解什麼是

美感教育和傳統的美術教學差異？經由結合英語溝通的教育方式，用生活中能夠引發美感

的「物」，是因為物品或東西具備美感的特質讓孩子能擁有美的素養。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學習回饋） 

  

 



 

經費使用情形 

一、107-2 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105 至 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同意無償將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之成果報告之使用

版權為教育部所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立交通大學(核

心規劃實務工作小組)於日後直接上傳 Facebook「105-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粉絲

專頁或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摩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

請學校不得異議。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                        (請用印) 
(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  

聯絡人及電話：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105年至 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茲同意授權作者（以下簡稱乙方）於＿＿＿

＿＿＿＿＿課程以及演出活動中，以拍照及錄影方式記錄過程，並同意照片及影像（統稱肖

像）做為未來非營利之教學、學術研究或出版之使用。有關肖像使用權參閱下列事項：  

一、乙方謹遵守肖像內容以上課教學與演出過程為主，不涉及學員私人領域。 

二、乙方謹遵守肖像做為教學、學術研究或出版之使用，非其他用途。 

三、甲方同意拍攝肖像歸乙方所有，並可依上述需要，製作剪輯或說明。 

四、乙方已事前徵求甲方同意，事後不再另行通知。 

五、雙方簽署授權書後，開始生效。 

 

 

甲方(學生) 

立授權書人：                     

法定代理人：                    (簽章)關係：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乙方 

學校: 

教師：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