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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北市立育成高中 

授課教師 羅安琍 

實施年級 高一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約 14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穿對比例，就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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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級中學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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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學生對色彩學及各種質料等美感構面，具有基本認識，且能適當運用於日常。 

2.本校雖無藝術相關專班，但學生普遍喜好藝能科，尤其擅長於創意發想與多媒材設計。 

一、課程活動簡介： 

  美的感受不會單獨存在，常伴隨很多感覺一起呼應成美的感動！身體比例，五官比例，食

物配置比例，用品比例等都值得探討，就像穿在身上的服裝造型，不能只關注單品上衣或裙

子，也不能只看色彩與質感，若是整體比例不對，也就無法感覺「美｣！ 

  本課程以「比例｣為構面，進行三週 6 小時的課程。【發現】長短比例讓穿搭變得有趣，從

制服、運動服到便服的比例。【練習】從不同的比例原則，如正常比例、黃金比例、模矩、根

矩比例、斐波那契數列、比例分配及自由比例等找到測量的線索。【創造】秀出自己的日常穿

搭比例。 

  美感就是一把尺，探索比例，感受比例，體會比例之間的關係，將比例的拿捏穿在身上，

日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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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1.學生對度量衡具備基本能力，並能說出長短比例的差別。 

2.能藉由圖片觀察各種具象或抽象比例的變化，並指出不同比例給人的感受。  

學生將會： 

1.藉由制服、運動服、日常便服的長短比例，引發學生對比例的探索興趣。 

2.實際測量正常比例、黃金比例、模矩、根矩比例、斐波那契數列、比例分配及自由

比例等，透過比較、分析與創作，累積比例的敏銳感知。 

3.穿出符合美感比例的整體造型，透過實際穿搭發表，讓自己與他人都能賞析美感。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比例構面的美感 

2.合宜的穿搭比例構面 

3.實踐日常穿搭的比例美 

1-1 發現自己與他人身材比例的異同 

1-2 探究校內制服運動服的比例合宜性 

2-1 找出常見的美感比例原則 

2-2 善用服裝搭配出至少六種比例變化 

3-1 將美感比例運用在日常穿搭 

3-2 動態發表與分享自己的整體造型穿搭。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感知身上服裝與身材的比例關係 

2.不同比例下的面貌與感受 

3.合目的性的比例穿搭與整體美的連動 

1.能透過測量分析與比較，發現比例之間的

關聯。 

2.從平面模擬、示範展示到真人比例的實際

操作演練，由淺入深，累積對比例的敏銳度。 

3.找出適合自己的穿搭比例，發揮比例的修

飾特質，穿出日常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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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課程緣起】 

制服是一成不變的款型，但透過比例的調整，是不是可以讓每日必穿的制服變得更有型？

流行好像瞬息萬變？但流行卻受到黃金比例所影響。當我們鎖定了質料與色彩，比例就變

成服裝最關鍵的美感要素！期望讓學生從自己最常穿的制服、運動服到便服，進行比例測

量，學會運用比例原則，提升對比例的敏銳感知，用眼睛判斷美的比例。 

 (一)【發現】長長短短好有趣 

1.我的身材比例 

拿出布尺量量看？比例是單一數值，也是數值與數值之間的關連與總和。 

☆記錄自己上身與腿長的數值 

2.我的制服運動服的比例 

繼續量看看？以夏季制服為例。從領口到下擺多長？從褲頭到褲腳或裙襬子多長？比例如

何？穿起來跟平放的比例也有不同，請分別記錄。 

 3.我的穿搭符合黃金比例嗎？ 

 畫出自己的比例，並分析上身與腿長的比例關係。 

 (二)【練習】比例切割好神奇 

1.美的基本比例 

從不同的比例原則，如正常比例、黃金比例、模矩、根矩比例、斐波那契數列、比例分配及

自由比例等找到整體穿搭的比例線索。 

2.穿搭比例任意門 

將這些基本比例原則，對照在自己的身材比例上，找出適合與不適合自己的穿搭法。  

3.實際比例變化穿搭 

小組從所攜帶的日常服裝中，挑出一套符合其中一項美感比例的整體穿搭示範。 

透過各組展示，讓比例概念從平面數值轉換成立體的穿搭練習。 

(三)【創造】穿搭比例好樣的 

1.穿出日常好比例 

從比例練習中感受到比例的美，進而運用在日常穿搭變化。 

☆重新調整衣櫃裡的服裝，找出最佳比例的組搭款型。 

2.比例穿搭服裝秀 

以組為單位，運用校園空間。來一場 NG 比例與完美比例的服裝發表會，讓學生感受不同⾐

服經過比例調整搭配後，所產生的差異和美感。 

  ~讚！比例好，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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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期望透過課程引導，主動覺察身材比例與穿搭在身上的服裝比例，體會各種不同比例的差

異，進行美感判斷。 

2.找出適合與不適合自己的穿搭比例，落實於每日穿搭，建構出生活時尚美學。 

3.從服裝比例連結美好感受，進而延伸到生活中的食物配置、用具用品及空間規劃等比例。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伊藤紀之原著(1985)。王秀雄譯。服飾設計的基礎。台北市：大陸書局。頁 126-129。 

杉山律子(2018)。 呂沛餘譯。時尚，三種顏色就夠了。台北市：台灣角川。 

MB(2016)。莊遠芬譯。日本銷售第一の型男快時尚：日本頂尖男裝採購專家教你，只要學會

7：3 正式混搭休閒，讓你顯瘦又增高，不用花大錢、不須傷腦筋、不必趕流行！台北市：

蘋果屋。 

 威廉．立德威(2011)。設計的法則：125 個影響認知、增加美感，讓設計更好的關鍵法則【全

新增訂版】。台北市：原點。 

六、教學資源： 

1.自編部分：紙本學習單、相關講義及關於服裝比例之簡報檔。 

2.影像部分：網路影片、圖片等蒐集。 

 服裝搭配的九大形式美法則——比例 

 https://kknews.cc/zh-tw/fashion/6542nq.html 

3.書籍部分：參考書目、相關雜誌、網站及文章剪輯等。 

4.硬體設備：單槍投影、電腦、螢幕、攝影機、印表機、實務投影及攝影設備等。 

5.實作工具：剪刀、紙張、布尺、顏料等。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D%89%E5%B1%B1%E5%BE%8B%E5%AD%90/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1%82%E6%B2%9B%E9%A4%98/adv_author/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kadokawa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8%81%E5%BB%89%EF%BC%8E%E7%AB%8B%E5%BE%B7%E5%A8%81%E3%80%81%E5%85%8B%E8%8E%89%E6%B1%80%E5%A8%9C%EF%BC%8E%E8%8D%B7%E7%99%BB%E3%80%81%E5%90%89%E5%85%92%EF%BC%8E%E5%B7%B4%E7%89%B9%E5%8B%92/adv_author/1/
https://kknews.cc/zh-tw/fashion/6542n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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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1-15 

每週上課 2 小時為單位，預計進行 3 週 6 小時課程 

1.【發現】長長短短好有趣 

(1)測量並畫出身材、制服、運動服的實際長短比例。 

(2)分析比較這些比例之間的關聯。 

2 10/8-12 

2.【練習】比例切割好神奇 

(1)認識各種比例美學，分組進行不同比例的服裝穿搭練習。 

(2)賞析各組的比例穿搭變化。 

3 
 

10/15-19 

3.【創造】穿搭比例好樣的 

(1)依據合目的性的穿搭比例原則，找出適合自己的整體比例。 

(2)改造前與改造後的走秀發表。 



6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實際測量效果好：本次課程以「比例｣為美感觀察與實驗練習的元素，學生

透過實際布尺丈量。主要是希望學生學會運用科學與客觀的觀察數據，從數

字中覺察比例的長短差異。接著，再透過眼睛去感受，實際衣服放在身體時，

可能產生的長短比例變化。而流行的服飾與穿搭，往往也藏在比例的小變化

中。 

2.制服入手有感覺：學生很容易上手，並對於不同穿法的制服與運動服產生興

趣。老師並藉此說明，流行對穿搭比例的影響力。過去曾流行將運動服改短，

現在則喜歡將衣服塞進褲頭裡，也曾經有過，喜歡將袖子捲起來。或讓褲子

拉低腰等，這就是生活的美學比例。但也藉此引導學生，穿搭比例必需考慮

身材，才能達成美的平衡。 

3.互相觀摩多練習：進入最後比例搭配的服裝秀展演時，會提供學生之間的討

論，讓彼此觀察同組同學再穿搭比例的變化，提供建議與改進。希望學生在

未來穿搭練習時，可以試著變化衣襬、袖子、褲長的長短，多觀察練習。 

4.資源豐富多元化：因學生的服裝單品不多，款式也多半較為類似，老師可以

蒐集一些網路圖片，在課程結尾時，提供學生更多元化的穿搭變化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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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透過實際量身與測量學校制服、運動服的長度，找到美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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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制服與運動服，會因為穿法不同，造成不同的比例效果 

 

B 學生操作流程： 

【發現】長長短短好有趣 

1.拿出布尺量量看？比例是單一數值，也是數值與數值之間的關連與總和。 

(1) 我的身材比例：記錄自己上身與腿長的數值 

(2) 我的制服運動服的比例：以夏季制服為例。從領口到下擺多長？從褲頭到褲腳或裙襬子

多長？比例如何？穿起來跟平放的比例也有不同，請分別記錄。 

2.分析比較這些比例之間的關聯。 

C 課程關鍵思考： 

1.發現自己與他人身材比例的異同 

2.探究校內制服及運動服的設計比例 

3.找出最適合的比例長度或美感穿法 

4.思考自己的身形比例與衣服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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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上下身服裝的長短差異，影響整體身形比例 

  
↑色塊面積的切割，造成身材的比例拉長或分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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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練習】比例切割好神奇 

1.美的基本比例 

從不同的比例原則找到整體穿搭的比例線索。 

2.穿搭比例任意門 

(1)認識各種比例美學後，接著進行分組，練習不同比例的服裝穿搭。 

(2)將這些基本比例原則，對照在自己的身材比例上，找出適合與不適合自己的穿搭法。  

3.實際比例變化穿搭 

(1)小組從所攜帶的日常服裝中，挑出一套符合其中一項美感比例的整體穿搭示範。 

(2)透過各組展示，讓比例概念從平面數值轉換成立體穿搭，賞析各組的比例穿搭變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1.找出常見的美感比例原則 

2.善用服裝搭配出至少六種比例變化 

3.思考自己的身形比例與衣服之間的關聯性 

 

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同組學生依據比例原則，進行穿搭比對，並上台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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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穿搭與展演，感受不同身材與服裝之間的比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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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結束後，全班大合照  

B 學生操作流程： 

【創造】穿搭比例好樣的 

1.穿出日常好比例 

(1)從比例練習中感受到比例的美，進而運用在日常穿搭變化。 

(2)重新調整衣櫃裡的服裝，找出最佳比例的組搭款型。 

2.比例穿搭服裝秀 

(1)以組為單位，進行不同比例的服裝發表會 

(2)讓學生感受不同⾐服經過比例調整搭配後，所產生的差異和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將美感比例運用在日常穿搭。 

2.分享與分析自己透過比例學習後，完成的整體造型穿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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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從服裝切入學生的美感素養 

1.美感來自生活，就青少年而言他們剛好正值青春年少，愛漂亮、愛美、也愛打

扮，更在乎同儕的眼光與同儕間的互動。因此，帶領高一學生從服裝開始找線索，

基本上都能引起極大的共鳴。 

2.運動服與制服是每天都要穿的服裝，他們無法自由選擇不同的制服顏色或款型

設計，但卻可以適度透過穿法來調整整體比例，例如上衣塞進裙子，拉長腿的比

例，讓制服穿在身上更好看。 

3.當我們運用各種美學比例為理論依據進行教學時，學生可以跳脫主觀的喜好，

用一種更客觀的眼光，去感受分析，進行美感比例對照。 

(二)跨領域美學融入教學設計 

1.這次的課程十分具有跨領域意義，運用數學與自然科學的黃金比例為理論基礎，

透過服裝為媒介，學生實際操作與演練，並搭配音樂進行展演。 

2.讓視覺、聽覺、觸覺、感覺自然融入其中，並藉由展演練習，讓學生立刻比較

出適當比例與不適當比例的差異，有效引導學生學習，感受到黃金比例在美感上

的重要性。 

(三)運用媒體圖片補強不足 

1.進行服裝穿搭練習時，每個學生帶來的便服差異大，需注意避免造成學生比較、

嘲笑或炫富心態。 

2.建議事前蒐集不同比例的服裝穿搭圖片，提供學生對比例的感知，進而有助於

接下來的課程學習以及實際穿搭的練習。 

3.流行千變萬化，有時也會打破黃金比例的原則，因此，老師能提供的是基本的

美感原則，讓學生知道美有線索與規則可以依循，建立學生思考判斷力，選擇適

合自己的流行，而不是照單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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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使用情形 

一、107-1 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