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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東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林武成 

實施年級 二 

班級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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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區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參考課程名稱：  配，PLAY                                                

課程名稱：啡常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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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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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曾參與 107-1 美感主題課程-東山咖啡物語，能說出材質美的感受及搭配不同材質之間

比例關係，並且嘗試合乎用於咖啡周遭之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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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學生經歷 107-1 美感課程洗禮，對於教師以引領式教學與問題探索活動情境已能勝

任。 

  劣勢：教師 107 年到職前，東山國中並無專任美術教師，從學校教室佈置成果，顯示學生

對於配色概念明顯不足，有必要提升學生對色彩的知覺與美感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因應 108 年新課綱的實施，東山國中以東山經濟作物「咖啡」作為校本課程主軸。因此，

本計畫延續上學期學生的美感經驗（東山咖啡物語），導入「循環經濟」概念，以咖啡渣、咖

啡葉作為染料，探索咖啡色系的色彩變化與搭配合宜的地方色彩。 

    課程從品味咖啡開始，引領學生從觀察沖煮咖啡因不同濃度呈現的色澤變化，覺知咖啡色

其實是有很多層次。再觀察逐漸加入鮮奶之後所產生的變化，進而探索漸層的概念。其次，藉

由衣物髒染咖啡漬，試著讓學生實作練習，了解人工色與天然色彩的不同。 

    接著以和紙膠帶讓學生以咖啡色系為主，進行色彩搭配實驗，試著搭配出調和及衝突的顏

色。同時結合地方其他農產火龍果、柑橘色彩進行地方色配色練習。 

    最後小組選擇咖啡渣、咖啡葉、進行染布實驗，一人 3-5 塊正方形胚布，並試著讓小組內

的布可以有不同的漸層變化，曬乾後，小組討論如何應用這些染布搭配出具有地方色彩的創意

物件，最後再讓小組分享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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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知曉色彩基本知識，調配色彩的深淺與色相變化組合，並應用漸層、調和原

理，搭配以咖啡色系為主的合宜地方色彩。以循環經濟為「用」，嘗試天然植物染，製

作合乎地方色彩的美感創意物件。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色彩的協調搭配。 

2.循環經濟的色彩應用。 

1.如何組成地方性色彩？ 

2.天然色彩與人工色彩差異？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色彩三要素：色相、明度、彩度。 

2.色彩的相似色、對比色。 

3.色彩的漸層、調和。 

4.咖啡色系（色相、明度、彩度）變化 

1.調配色彩的變化。 

2.搭配以咖啡色系為主的合宜地方色彩。 

3.應用合宜的地方色彩創意物件。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第一節  

引導活動：學生觀察教師沖煮不同濃度咖啡的色澤變化，以覺知咖啡色系及漸層變化。 

發展活動：教師再以壓克力顏料以水調配不同比例的顏料液，請學生比較觀察天然色系

與人工色系的異同。 

實作活動：請學生將教師事先裁切好的小紙條一端，浸泡於調配不同比例的咖啡與壓克

力顏料待乾燥。過程中教師導入循環經濟概念。 

第二節 

引導活動：請學生觀察並說出上週染紙的色彩變化與美感。 

發展活動：教師總結導引咖啡色系的多變性與相似色、漸層關係。並講述色彩三要素基

本認知，並提供典範作品引導（色域繪畫、硬邊藝術、冷抽象）。 

     實作活動：請學生以和紙膠帶，進行色彩搭配練習（咖啡色系為主） 

    第三節 

引導活動：教師備料，將植物染工具材料與事先準備的以咖啡粉、渣、葉蒸煮染汁分發

給各組。 

發展活動：教師說明植物染的調配要點與環境安全注意事項，並請組長分配工做之後開

始進行。  

實作活動：各組調配不同比例的染液並記錄下來。將小胚布丟入鍋內進行浸染，分別染

出各種深淺的小胚布（時間允許之下可加入鮮奶看看是否有變化）。教師於待乾之際，說

明色彩紀錄的重要性，導引學生如何使用色票。 

    第四、五、六節 

引導活動：請學生觀察所染的小胚布是否在色相與明度上有變化，同時比對之前所記錄

的濃度比例（加入鮮奶的變化如何？）。 

發展活動：將小胚布燙平，規劃咖啡色系色彩的深淺搭配，並加入教師準備的符合地方

色彩的棉線進行排列。 

實作活動：嘗試應用地方色彩的創意物件（例如小香包）。 

第七節 

引導活動：教師說明物品展示注意事項，以及成果分享內容。 

發展活動：分別欣賞各組的作品，並且互評。 

實作活動：各組分享成果內容，師生對話。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沖煮咖啡過程除了加水稀釋色澤變淡之外，還有其他方法嗎？ 

    (2)咖啡豆、咖啡渣、咖啡葉原物色與染色液顏色看起來有不同嗎？ 

    (3)染出的咖啡色系是否有色相冷暖系的變化？ 

    (4)天然色系與人工色系感受一樣嗎？妳認為循環經濟價值？ 

    (5)你如何透過典範作品的轉換，進行咖啡主色系的地方色彩搭配 

    (6)布料浸染顏色受時間影響嗎？你如何控制染料的深淺變化？ 

    (7)應用循環經濟的概念，你認為咖啡渣、葉，可創造出哪些創意物件？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材料：壓克力顏料、燒杯、漏斗、滴管、和紙膠帶、紙張、胚布、濾袋、明礬、橡皮筋、

電磁爐、小鍋、大小湯匙、電子秤、針線、鈕釦棉線等。 

 

四、預期成果：（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與） 

    原案課程設計從觀察校園周遭環境開始，利用學校特殊地理位置（靠海）導引學生觀察色

彩變化，是有效的教學策略。緊接著以「色紙」作為相似色、對比色練習，相當適宜一堂課的

操作時間。 

    該課程搭配家政課融入「校本課程」-編織學習，應該無法在一堂課完成作品，必須利用

課餘時間修飾。至於布染單元，從備料、染製、曬乾過程中教師必須先行投入較多的時間準備，

才足以一堂課內完成。 

    誠如作者所言，因諸多因素未能在時間內完成，僅執行至小拼不可能規劃與分享，後續的

簡易拼接與展示分享無法完成（根據成果報告以 8-10 堂課為宜）。原案整體成效以達到認識環

境色彩並嘗試色彩搭配的預期成果；延伸 8-10 堂將可預期發現色彩的協調組合並嘗拼湊協調

色彩的成效。 

    基於上述分析，結合「咖啡」主軸校本課程特色，本計畫預期學生將學會使用植物染出不

同咖啡色系（色相、明度、彩度）變化的色彩，自主嘗試搭配其他東山物產或文化等地方色彩，

規劃應用於創意物件。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沈岱話。好物相對論：手感衣飾。臺北：遠流，2015 年。 

陳景林。纖維物語：纖維材質的探索與設計。台中：葫蘆墩文化中心，2011 年。 

陳景林、馬毓秀。潛質與新意：纖維.時尚.綠工藝居家生活設計提案。台中：葫蘆墩文化中心，2011

年。 

陳姍姍。捻花染草：植物染的繽紛世界。腳ㄚ文化，2016年。 

張學敏。玩色彩！我的草木染生活手作。晨星，2016 年。 

松本道子著。沙子芳譯。快樂的植物染：26種植物、8種染法複合 5種材質，染出迷人自然色彩！。

積木，2013年。 

Pantone Inc Pantone 100 Postcard Chronicle Books Llc , 2011年。 

其他相關之色彩或植物染 

教學資源： 

天染工坊 http://tennii.smartweb.tw 

臺灣化學教育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6527 

阿姆的染布店 http://www.visualogic.com.tw/y-mu/default.htm 

竹南高中均值化成果網 http://www.cnsh.ml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47/?cid=1566 

王中雰、林曉雯〈植物染教學探索〉《屏東教大科學教育》28期，2008年。52-64。 

臉書：Nature Fun 植物染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24 
【察顏觀色】沖煮不同濃度咖啡觀察色澤層次 

【天人有異】天然色與人工色 

2 5/1 【色彩搭配小實驗】：相似色與對比色（結合地方色彩） 

3 5/8 【咖布奇特】:染布實驗 

4 5/15 【啡你莫屬】:創意物件 

5 5/22 【啡你莫屬】:創意物件 

6 5/29 【啡你莫屬】:創意物件 

7 6/5 展示及成果分享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文創生活小用品（識別證帶、環保杯袋）將結合家政課，進行縫紉製作。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5/15 觀察天然色、人工色並製作色票 

2 5/22 比較天然、人工色差異與明度變化 

3 5/29 地方色彩搭配練習 

4 6/5 胚布淨泡豆漿（助染劑）與圖繪不同濃度豆漿 

5 6/12 植物染定色（白醋、木灰）觀察色澤變化 

6 6/19 染布整平，搭配地方色彩完成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2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組合作進行天然色與人工色明度調配練習。 

2 天然色：教師準備咖啡染液，學生分別以量筒紀錄調配三階明度變化比例，進行浸染待乾。 

3 人工色：以三原色調配出咖啡色，再進行調配三階明度變化，以筆塗刷於上棉紙待乾。 

每一組分別以浸染、圖繪（調不同濃度）助染劑，以木夾固定於麻繩上晾乾。 

4 比較紀錄天然、人工色差異與明度變化並分享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產生明度變化的可能性？ 

2 提問（經驗連結）色彩三原色、三要素？ 

3 學習單問題： 



 

（一）、請簡要說明，天然色系的明度變化（咖啡液：水）。 

（二）、簡要說明以三原色調配咖啡色系的過程與問題？ 

（三）、比較相同紙張淨泡天然色系與塗刷人工色系何者較美？為何？ 

課堂 3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透過ＰＰＴ圖片欣賞典範作品。 

2 學生從東山在地色彩（5 色），選擇二色，在咖啡色紙上，進行搭配練習。 

3 分享最後一塊黏貼位置，應證色彩平衡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教師提供冷抽象、硬邊繪畫等典範作品，說明垂直、水平、斜線等幾何色面的搭配原則。 

 

  



 

課堂 4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以小蘇打水浸泡洗淨胚布晾乾。 

2 以無糖豆漿作為助染劑，每組各半進行浸泡、塗刷不同濃度豆漿晾乾。 

3 以木夾固定布料晾乾。 

C 課程關鍵思考： 

蛋白質的多寡是否會影響顏色深淺變化？ 

 

  



 

課堂 5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準備咖啡粉、木灰、白醋等材料。 

2染液：以胚布裝咖啡粉綑成包，置入清水中，以小傢伙持續加熱到沸騰，在調成小火。  

3熱染:將胚布置入咖啡染液持續滾煮約 20-30分。 

4定色：將胚布置入白醋（酸）或木灰（鹼）水定色 5-10分。 

5清洗：將胚布置入清水清洗乾淨。 

C 課程關鍵思考： 

何以白醋、木灰定色液會使顏色產生變化？ 



 

課堂 6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使用熨斗整平染布，進行地方色彩搭配。 

2 根據地方色彩搭配練習經驗進行文創咖啡染布設計。 

3 以和紙膠帶隔出預塗刷之區域（檢查是否貼牢勿有空隙並免顏色滲入），使用壓克力顏料塗

刷，水分不可過多避免虹吸暈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何以僅搭配兩色？倒入商品價格概念。  

2 局部搭配地方色彩，結合家政課，完成多功能吊帶識別夾或手搖杯袋。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第 3 堂地方色彩搭配練習，選擇以兩色搭配為宜。學生具有比例的先備經驗（107-1 美

感課程），教師選擇硬邊藝術典範作品作為典範遷移，學生亦容易上手。另外，可建議學

生以三角形、長方形等造形及線條為主，亦可以轉化意象成梯形。形狀的邊緣要就尺裁切。

過程中多數學生比較不敢大膽嘗試大面積的色面搭配，可多鼓勵學生大膽嘗試。 

2、第 4 堂課植物染過程中，部分學生不解為何塗繪豆漿？乾了就看不到，要如何染？要不

要加顏色？教師可先請學生思考豆漿的主要營養成分是什麼？慢慢引導學生覺知，是蛋白

質的關係。同樣地，第 5 堂課中，對於使用白醋、木灰定色，為何會產生色相的微變，並

可結合化學課酸鹼值測試紙的概念，請學生去思考色相的變化。 

3、第 6 堂課，教師講評關於色彩搭配平衡能力是本能，因為我們是用兩眼在看世界，用心

觀看順眼即是平衡所致，就同學作品可以應證。美感是引出來。植物染布地方色彩搭配，

可延續第三堂課練習經驗，或直接引用成果。強調應用所學如何結合地方循環經濟盤點地

方色彩。經濟成本概念，設計以兩色為基礎的識別證帶、環保背帶用布文創植物染布。 

4、本課程是色彩構面，對於植物染相關前置作業，可能需要教師課前處理，例如：胚布的退

漿、剪裁、染液、助染液體、定色液體的準備。 

5、植物染布作為教學成果，可結合家政課縫紉課程進行跨領域教學，應用於開發生活文創品。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比較天然色、人工色差異與明度變化  

  



 

  

以咖啡色系搭配兩地方色彩  

  

白醋、木灰定色液產生色調變化 不同濃度豆漿（蛋白質）產生明度變化 



 

  

以小方塊為主的色彩搭配 以線條為主的色彩搭配 

  

以圓形為主的色彩搭配 以塊狀為主的色彩搭配 

咖啡染布搭配兩地分色彩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