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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王曼如 

實施年級 七年級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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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區   臺北市立石牌國中     

參考課程名稱： 蓋有意思、有構美例！                                                

課程名稱：權園方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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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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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們曾於 107-1 試著嘗試探索「質感」這個構面的美感計畫，透過 KIT 練習，對於

媒材的運用與延伸仍不大敢放手，多數呈現的杯袋造型沒有突破，也不敢嘗試改變材質的使

用，等看到有不一樣的作品，才又表現驚喜、恍然大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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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使用刀具切割的經驗。 

2. 已習得什麼是美的原理原則。 

 

 

附 附 附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到過日本旅遊的人一定會對其「紀念章文化」留下深刻印象，而這種觀光行銷的特殊

方式也因為日本人五十年的治理而成為台灣觀光文化中的一環。課程活動經由理解紀念

章的由來與其他國家紀念章設計理念、介紹迪化南北街商家、景點紀念章、特有的圖像設

計理念與大稻埕的關聯，再藉由小實驗解構再重組大稻埕紀念章，最後由 iPad蒐集校園

景點照片及各類活動影像，分析民權的地理與人文特色後，轉化應用於設計民權紀念章設

計，完成民權紀念章刻製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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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持續運用「構成」中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 

2. 能學習「構成」安排在生活中的應用。 

3. 能以「構成」為主、「比例」為輔的構面，嘗試挑戰美感提案。 

4. 能運用紀念印章實例，進行版面「構成」及「比例」的美感判斷。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構成中主從關係的運用。 

2. 構成中畫面平衡的運用。 

3. 構成與比例的合宜搭配。 

1. 如何在圓形版面中進行主從關係與畫面 

   平衡的操作？ 

2. 構成及比例的構面如何在紀念章版面中 

   得到合宜的運用？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兩個以上的物件擺在一起，就會有構

成的問題。 

2. 利用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能組合出 

有美感的版面。 

1. 能透過小實驗實際感受構成的美感變

化。 

2. 能嘗試分析紀念章的構面運用。 

3. 能運用適當的構成及比例關係，進行富

有    

  變化且具美感的提案。 

4. 能提升對校園事物的美感覺知。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1)認識各類紀念章構面內容及進行台日紀念章構面的比較。 

  (2)藉由大稻埕紀念章小組討論來覺察紀念章中 「構成」及「比例」的存在及版面的 

     應用，並能嘗試將組合內容依異同加以分類。 

  (3)感受到「構成」的存在？ 

  (4)以 iPad拍攝進行校園圖像搜集、解說與資料分享。根據媒材進行「民權紀念章」

設 

     計與檢核 

  (5)進行刻章 

  (6)口頭分享與學生互評。 

     教師以學生作品為例，給予建議。(線條粗細、圖案組合與配置)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紀念章只有紀念的價值嗎？ 

  (2)民權生活有哪些事件是令你印象深刻的？(球賽、畢業旅行、同學互動)  

  (3)請描述這些事件的過程。 

  (4)眼中的民權是什麼樣貌？ 

  (5)想一想，這些事件可以用哪些圖案代表？(具象或抽象意涵的圖案或文字)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美角告訴我們：構成是關於位置的學問，而且是「在一起」的位置，開始掌握這個學

問的最好方式就是放一起看看、一起放放看。因此藉由探討紀念章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引

發探索紀念章的歷史背景的興趣，欣賞大稻埕紀念章、認識大稻埕的人文藝術演進，設計

並刻製民權紀念章。最終將發現只要用心觀察與設計，紀念章不僅有紀念的價值，也能宣

傳學校美學與文化特色。 

 

 

 

 

 

 

 

 



 

四、預期成果： 

    原教案期望學生持續理解「構成」中的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的重要，並學習到「比 

例」安排的應用，我覺得木炭與鹽巴混合比例很棒，但該小實驗較不適合我，因此做了

修正，希望將紀念章解構後能有永不止息的探索和排列組合。 

    原教案是人孔蓋藏書票設計做為實作，為接續人孔蓋的議題和課程，但因為人孔蓋

樣式在筆者學區內不多，學生較不易有直接感受，故希望故認識大稻埕，了解自己的所

在環境，結合文化與創意，進而與世界藝術接軌為主軸，選擇同樣是屬於版畫類的改紀

念章刻製取代。 

    新教案中未出去踏查是因為紀念章分布較為零散，故以投影片和小實驗方式和七年

級學生互動，又學生對學校各類活動紀事上不解，希望他們能劇藉由觀察校園特色景點

影像拍攝蒐集完成紀念章開始，對環境有感，並能產生「構成」及「比例」的構面思

考，加深學生對環境的美感覺察。 

教學資源： 

自製簡報有關的簡報、教學資料、學習單、iPad、橡皮章、各色印泥、筆刀、描圖紙、美術

紙、切割墊等。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2/18~22 初識圖像下的縮影：認識日治時代台灣還有日本的紀念章。 

2 2/25~31 

認識大稻埕紀念章構面組合及觀察技巧：圖文主要有哪些比例應

用？ 

3 3/4~8 

構成小實驗：將大稻埕的紀念章拆解，分別放大及縮小再重新組

合。 

4 3/11~15 

鏡頭下的民權校園印章設計實作：認識並理解校園景物學校特色

及校園大事紀設計民權紀念印章。 

5 3/18~22 訂做我的章：將印章設計草圖實作成民權紀念印章成品。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這次大稻埕紀念章的資料是由老師準備，原本希望學生可以去踏查迪化商圈，但時間規

畫與執行有落差，故更改，另外為讓學生對構成的變化有更直接的認識，故在第三堂課中「構

成小實驗」在課堂中加入七巧板的元素讓學生更清楚構成的變化。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6 3/25~29 『蓋』有意思：民權紀念印章實作&成果展現。 



 

B 學生操作流程：初識圖像下的縮影 

    除了台灣，全世界只有日本，可以隨處遇見旅行紀念章。而台灣紀念章的發展歷

史也必須追溯到日本統治台灣的時代，因此以資料介紹的方式讓學生認識日治時代台

灣還有日本的紀念章，並和學生經驗做互動。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旅遊經驗已非常普及，學生可以帶自己旅行時蒐集的紀念章和同享，應該或使 

    課程更豐富有趣。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認識大稻埕紀念章構面組合及觀察技巧 

      發現大稻埕紀念章的圖文構面有哪些，並觀察其比例應用。分類為數字、圖案、數字 

 +加圖案、行業特色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大稻埕紀念章的資料是老師準備，若時間允許，應該可以讓學生實地踏查迪化街，親

自蓋回店家紀念章，會更有感。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構成小實驗 

    搭配七巧板讓學生清楚分割及構成後，將大稻埕的紀念章拆解，分別放大及縮小，讓

學生解構重新組合再構，並嘗試拼貼讓紀念章更趨完整。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七巧板有構成無限圖象的可能性。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鏡頭下的民權校園印章設計實作 

      藉由歷年校園活動的照片及影片認識並理解校園景物學校特色及校園大事紀，並利

用 iPad至校園各角落觀察及拍攝民權的美，進而設計民權紀念印章。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拍照時會鳥獸散，或不知道可拍攝那些鏡頭，此部份可分組引導以幫助學生學

習。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訂做我的章 

    依據製作的草圖討論印章能不能如實呈現，以及分享製作時所遇到的問題，請學生依

此檢視自己作品的缺失並提出修正。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設計個人作品時，在設計圖繪製部份學生會困擾的是：圖面的表達、尺寸掌

握，此部份教師需有適當的引導以幫助學生學習。學習單完成後，可當作為能力較弱的

同學的學習目標〪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蓋』有意思 

    刻製民權紀念印章，成果展現。將繪製的印章設計草圖實作成民權紀念印章成品。發

表後請學生舉出一件最欣賞的作品與原因，請其為一件作品提出建議。 

C 課程關鍵思考： 

    利用開放性思考及回答可以得到回饋及教學省思。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課程的延伸與改善 

   經過上學期的美感教育洗禮，大部分的學生已經能熟悉上課的流程，對於構成比例的認識

及製作紀念章，需再多給予練習嘗試的機會，尤其刻製部分，平面轉立體及版面分布。 

    第四堂課中「認識大稻埕紀念章構面組合及觀察技巧：圖文主要有哪些比例應用？」進

大稻埕紀行紀念章的分析，藉由大稻埕紀念章圖文配置歸納出構成及比例的構面，嘗試轉化

應用於「權園方寸有意思」民權校園紀念章的設計，提升對學校的認同感，未來可考慮紀念

章中的符碼可蒐集整理成 Logo，運用於校園活動的邀請函、紀念衫等。  

    實際踏查，讓學生透過拓集對環境有感外，也能使其與生活連結，加深學生對環境的美

感覺察。學習內容與進度調整：增加設計圖繪製的時間，幫助學生更順利達成學習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