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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周義傑 

實施年級 8 年級 

班級數 10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約 26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植物排排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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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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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學生修過七年級視覺藝術課程，學習過點線面造型設計。於水墨單元中，觀察校

園植物生態、進行樹木的寫生。在空間魔法師單元，簡介室內空間設計，並認識植物於環境中

綠美化的重要性。 

一、課程活動簡介： 

    人從自然而來，都市化後人與自然逐漸脫節。盆栽是現代都會人試圖與自然連結的窗口，

藉由盆器擷取一小塊自然的元素，藉由盆栽裡的植物，啟動了人類最深層的原始記憶。 

    生活中隨處可見居家門口、陽台種植許多植物，不論是井然有序的佈置或隨興擺放，都反

映出人們對自然殘存的依戀。偶而經過一些精緻的商店或小咖啡廳，瞥見門口精心佈置的盆栽

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美感，尋思擺放同樣的植物為何呈現出不同的意境呢？ 

    課程先探討植物與容器的關係，比較自然美與人工美的差異，嘗試用容器襯托植物的美

感。透過反覆比對，探討植物與花盆色彩的搭配。然而當植物種類與數量增多時，多變的造型

與色彩紛呈，容易產生雜亂缺乏整體感。運用木盒將各種植栽分門別類，藉著由簡入繁的排列

組合，有效歸納整合盆栽，利用構成的美感概念組織多變的植物造型。 

    最後教師提供多元道具，利用教室、校園的角落讓學生自由操作，透過集體討論建構一個

美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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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學生將會： 

1. 能因不同植物選擇花盆的造型與色彩。 

2. 能將植物做適切的排列組合提升美感。 

3. 能用心觀察生活周邊美好的事物。 

4. 能更尊重關懷自然。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色彩的美感 

2. 構成的美感 

1. 人工色彩與自然色彩的搭配 

2. 透過色彩整合造型 

3. 造型群化與構成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色彩的搭配 

2. 統一、秩序的美感 

3. 物體的群化與構成 

1. 能獨立思考建立自信的美感判斷 

2. 能與組員討論溝通，協調提出最佳方案 

3. 能表達自己的觀點並尊重他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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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本單元課程採分組進行，以 6 人一組、每班 4 組為原則。 

一﹒生活中園藝佈置檢視： 

1.觀察及檢視居家生活中，園藝造景的現狀。 

2.比較每個案例呈現的美感。 

3.討論植物與盆器型式、色彩的關係。 

4.小組討論各式盆栽間如何搭配。 

 

二﹒植物與花盆色彩的搭配： 

1.選擇色彩和植物最搭配的美術紙。  

2.製作盆套，包覆於花盆上。  

3.比較 4 組色彩的選擇，探討不同色彩搭配的差異。           〈側面圖〉  

4.擺放於教室不同的空間，比較各組作品呈現的差異。 

5.與組員交換盆套比較不同色彩呈現的效果。 

 

三﹒色彩統整與構成 

1.教師準備 6 盆不同品種的草花類植物。 

2.組員相互討論，選擇一種最適合所有植物的色彩。 

3.剪裁美術紙製作盆套包覆花盆。                          

4.四組成品同時呈現，各組相互觀摩。 

5.討論各組色彩搭配的美感。 

6.在上列盆栽中選出焦點與配角盆栽。 

7. 改變盆栽數量重新排列組合，注意主從關係。                

8.四組成品同時呈現，各組相互觀摩。 

9.討論各組色彩搭配的美感。 

 

四‧橫向排列構成 

1.教師準備可以放置 1 盆、2 盆、3 盆方型盆栽的木盒。        〈俯視圖〉   

2.學生依序將盆栽放入木盒。〈每盒相同植物品種〉  

3.四組木盒由簡而繁進行排列組合。〈只能橫向排列，不可直向或前後排列。〉  

 

                           基本排列組合：  

4.觀摩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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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物的群化與構成： 

1.教師準備可以放置 1 盆、2 盆、3 盆、6 盆方型盆栽的木盒。    

2.學生依序將植物放入木箱。 

3.四組木盒由簡而繁進行排列組合成。〈矩形〉      基本排列組合：  

4.觀摩與討論。 

5.四組木盒自由排列組合。                               例：  

6.觀摩與討論。 

                                              

六﹒綜合練習與討論： 

1.小組合作利用準備中型盆栽，配合教室空間組合成具美感的小型造景。 

2.請組員發表創作理念。 

3.他組加入討論、批評。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 

1.塑膠花盆為什麼大多是磚紅色？ 

2.哪些植物適合當作主角，哪些適合當做配角？ 

3.挑選植物除了個人喜好外還需考量那些問題？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發現盆器色彩的重要性。 

2.盆栽經過組織與構呈現的美感。 

3.環境與盆栽的關係。 

4.透過盆栽打開連結自然的窗口。 

 

 

四、預期成果： 

1.建立獨立判斷的美感自信。 

2.了解盆器造型與色彩的重要性。 

3.能在複雜的盆栽中找到秩序，構成美好的群組。 

4.能組合出具美感的小品花園。 

5.能欣賞、尊重他人的美感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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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美感教育電子書，校園景觀，照片蒐集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23~ 

10/27 

課程介紹、生活環境中盆栽佈置檢視與討論： 

1.教師介紹本單元主題。 

2.學生於課前觀察並紀錄居家附近盆栽擺設，於上課時報告分享。 

3.教師以多媒體教材介紹盆栽與生活的關係，並回顧空間設計單元     

 中植物與室內空間的關係。 

4.透過照片比較一般居家門口隨意擺放的盆栽，和經過設計規劃造 

 景的差異。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探討問題與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2 
10/30~ 

11/03 

植物與花盆色彩的搭配： 

1.教師準備每組 6 盆不同品種的草花類植物。 

2.學生選擇各式色彩的美術紙置於盆栽前，比對出最適切合宜的色 

 彩搭配。 

3.裁切紙張圍繞在盆栽外固定，製作盆套將花盆完全包覆。 

4.將成品並列，比較 4 組色彩的選擇，探討不同色彩搭配的差異。  

5.將盆栽擺放於教室不同的空間，觀察花盆色彩與環境的關係，將   

 各組作品先後陳列比較相互間的差異。 

6.與組員交換盆套比較不同色彩呈現的效果，探索盆器色彩與植物 

 搭配的關係。 

7.學生紀錄觀察比對後的結果，並做報告與分享。 

 

3 
11/06~ 

11/10 

色彩統整與構成 

1.教師準備每組 6 盆以上不同品種的草花類植物。 

2.各組組員相互討論，選擇一種最適合搭配所有植物色彩的美術紙。 

3.剪裁美術紙製作盆套包覆花盆。 

4.將四組成品同時呈現，各組相互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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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討論各組色彩搭配的美感。 

6.在上列盆栽中挑選出焦點與配角盆栽。 

7.改變盆栽數量重新排列組合，注重主從關係。 

8.將四組成品同時呈現，各組相互觀摩。 

9.討論各組色彩搭配的美感。 

 

 

4 
11/13~ 

11/17 

橫向排列構成： 

1.教師準備可以放置 1 盆、2 盆、3 盆方型盆栽的木盒。        

2.學生仔細觀察植物生長的姿態，挑選最適宜的方向，依序將盆栽 

 放入木盒。〈每盒放入相同植物品種〉  

3.四組木盒由簡而繁進行各種排列組合，過程中注意主從關係與整 

 體感，必要時改變木盒中擺放的植物。〈木盒只能橫向排列，不可 

 直向或前後排列。〉  

4.挑選出最佳的組合方式。 

5.各組間觀摩與討論。 

 

 

5 
11/20~ 

11/24 

植物的群化與構成： 

1.教師準備可以放置 1 盆、2 盆、3 盆、6 盆方型盆栽的木盒。     

2.學生仔細觀察植物生長的姿態，挑選最適宜的方向，依序將植物 

 放入木箱。 

3.四組木盒由簡而繁進行排列組合成矩形的造型，過程中注意主從 

 關係與整體感，必要時改變木盒中擺放的植物。 

4.觀摩與討論。 

5.四組木盒拆解後重新自由排列組合。  

6.觀摩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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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12/01 

〈以上時間依

實際上課進度

彈性調整〉 

六. 綜合練習與討論： 

1.選擇教室一個合適的腳落，仔細觀察空間的氛圍。 

2.各組組員挑選合適的草花類中型盆栽植物，組合出具有美感的小 

 品花園。 

3.完成作品後各小組發表與討論，分享心得與感想並攝影記錄。 

4.將所有素材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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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二、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周義傑 

實施年級 9 年級 

班級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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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排排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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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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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學生修過七、八年級視覺藝術課程，學習過點線面造型設計。在空間魔法師單元，

簡介室內空間設計，並認識植物於環境中綠美化的重要性。 

二、課程活動簡介： 

    人從自然而來，都市化後人與自然逐漸脫節。盆栽是現代都會人試圖與自然連結的窗口，

藉由盆器擷取一小塊自然的元素，藉由盆栽裡的植物，啟動了人類最深層的原始記憶。 

    生活中隨處可見居家門口、陽台種植許多植物，不論是井然有序的佈置或隨興擺放，都反

映出人們對自然殘存的依戀。偶而經過一些精緻的商店或小咖啡廳，瞥見門口精心佈置的盆栽

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美感，尋思擺放同樣的植物為何呈現出不同的意境呢？ 

    課程先探討植物與容器的關係，比較自然美與人工美的差異，嘗試用容器襯托植物的美

感。透過反覆比對，探討植物與花盆色彩的搭配。然而當植物種類與數量增多時，多變的造型

與色彩紛呈，容易產生雜亂缺乏整體感。運用木盒將各種植栽分門別類，藉著由簡入繁的排列

組合，有效歸納整合盆栽，利用構成的美感概念組織多變的植物造型。 

    最後教師提供多元道具，利用教室、校園的角落讓學生自由操作，透過集體討論建構一個

美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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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學生將會： 

1. 能因不同植物選擇花盆的造型與色彩。 

2. 能將植物做適切的排列組合提升美感。 

3. 能用心觀察生活周邊美好的事物。 

4. 能更尊重關懷自然。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色彩的美感 

2. 構成的美感 

1. 人工色彩與自然色彩的搭配 

2. 透過色彩整合造型 

3. 造型群化與構成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色彩的搭配 

2. 統一、秩序的美感 

3. 物體的群化與構成 

1. 能獨立思考建立自信的美感判斷 

2. 能與組員討論溝通，協調提出最佳方案 

3. 能表達自己的觀點並尊重他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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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本單元課程採分組進行，以 6 人一組、每班 4 組為原則。 

一﹒生活中園藝佈置檢視： 

1.觀察及檢視居家生活中，園藝造景的現狀。 

2.比較每個案例呈現的美感。 

3.討論植物與盆器型式、色彩的關係。 

4.小組討論各式盆栽間如何搭配。 

 

二﹒植物與花盆色彩的搭配： 

1.選擇色彩和植物最搭配的美術紙。  

2.製作盆套，包覆於花盆上。  

3.比較 4 組色彩的選擇，探討不同色彩搭配的差異。           〈側面圖〉  

4.擺放於教室不同的空間，比較各組作品呈現的差異。 

5.與組員交換盆套比較不同色彩呈現的效果。 

 

三﹒色彩統整與構成 

1.教師準備 6 盆不同品種的草花類與多肉植物。 

2.組員相互討論，選擇一種最適合所有植物的色彩。 

3.剪裁美術紙製作盆套包覆花盆。                          

4.四組成品同時呈現，各組相互觀摩。 

5.討論各組色彩搭配的美感。 

6.在上列盆栽中選出焦點與配角盆栽。 

7. 改變盆栽數量重新排列組合，注意主從關係。                

8.四組成品同時呈現，各組相互觀摩。 

9.討論各組色彩搭配的美感。 

 

四‧橫向排列構成 

1.教師準備可以放置 1 盆、2 盆、3 盆方型盆栽的木盒。        〈俯視圖〉   

2.學生依序將盆栽放入木盒。〈每盒相同植物品種〉  

3.四組木盒由簡而繁進行排列組合。〈只能橫向排列，不可直向或前後排列。〉  

                           基本排列組合：  

4.觀摩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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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物的群化與構成： 

1.教師準備可以放置 1 盆、2 盆、3 盆、6 盆方型盆栽的木盒。    

2.學生依序將植物放入木箱。 

3.四組木盒由簡而繁進行排列組合成。〈矩形〉      基本排列組合：  

4.觀摩與討論。 

5.四組木盒自由排列組合。                               例：  

6.觀摩與討論。 

                                              

六﹒綜合練習與討論： 

1.小組合作利用準備的道具、盆栽等素材，配合教室或校園空間組合成具美感的小型造景。 

2.請組員發表創作理念。 

3.他組加入討論、批評。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 

1.塑膠花盆為什麼大多是磚紅色？ 

2.哪些植物適合當作主角，哪些適合當做配角？ 

3.挑選植物除了個人喜好外還需考量那些問題？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發現盆器色彩的重要性。 

2.盆栽經過組織與構呈現的美感。 

3.環境與盆栽的關係。 

4.透過盆栽打開連結自然的窗口。 

 

 

四、預期成果： 

1.建立獨立判斷的美感自信。 

2.了解盆器造型與色彩的重要性。 

3.能在複雜的盆栽中找到秩序，構成美好的群組。 

4.能組合出具美感的小品花園。 

5.能欣賞、尊重他人的美感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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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朝倉直已著，朱炳樹、洪嘉永、林品章譯，《藝術‧設計的立體構成》台北市：龍溪，1994 

樓慶西著，《中國園林藝術》台北市：藝術家，2001 

王毅著著，《中國建築‧文人園林》新北市：錦繡，2001 

史作檉著，《水墨十講‧哲學觀畫》台北市：典藏，2008 

鈴木大拙等箸，劉大悲譯，《禪與藝術》台北市：天華，1994 

王勝弘著，《室內盆栽綠設計 300》台北市：麥浩斯，2012 

沈瑞琳著，《綠色療癒力》台北市：麥浩斯，2016 

林國承著，《小自然：林國承的無盆小品植栽》台北市：本事文化，2014 

林惠蘭著，《種子變盆栽真簡單》台北市：蘋果屋，2005 

葉德銘著，《淨化室內空氣之植物應用及管理手冊》台北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0 

教學資源： 

美感教育電子書，校園景觀，照片蒐集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23~ 

10/27 

課程介紹、生活環境中盆栽佈置檢視與討論： 

1.教師介紹本單元主題。 

2.學生於課前觀察並紀錄居家附近盆栽擺設，於上課時報告分享。 

3.教師以多媒體教材介紹盆栽與生活的關係，並回顧空間設計單元     

 中植物與室內空間的關係。 

4.透過照片比較一般居家門口隨意擺放的盆栽，和經過設計規劃造 

 景的差異。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探討問題與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2 
10/30~ 

11/03 

植物與花盆色彩的搭配： 

1.教師準備每組 6 盆不同品種的草花類與多肉植物。 

2.學生選擇各式色彩的美術紙置於盆栽前，比對出最適切合宜的色 

 彩搭配。 

3.裁切紙張圍繞在盆栽外固定，製作盆套將花盆完全包覆。 

4.將成品並列，比較 4 組色彩的選擇，探討不同色彩搭配的差異。  

5.將盆栽擺放於教室不同的空間，觀察花盆色彩與環境的關係，將   

 各組作品先後陳列比較相互間的差異。 

6.與組員交換盆套比較不同色彩呈現的效果，探索盆器色彩與植物 

 搭配的關係。 

7.學生紀錄觀察比對後的結果，並做報告與分享。 

 

3 
11/06~ 

11/10 

色彩統整與構成 

1.教師準備每組 6 盆以上不同品種的草花類與多肉植物。 

2.各組組員相互討論，選擇一種最適合搭配所有植物色彩的美術紙。 

3.剪裁美術紙製作盆套包覆花盆。 

4.將四組成品同時呈現，各組相互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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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討論各組色彩搭配的美感。 

6.在上列盆栽中挑選出焦點與配角盆栽。 

7.改變盆栽數量重新排列組合，注重主從關係。 

8.將四組成品同時呈現，各組相互觀摩。 

9.討論各組色彩搭配的美感。 

 

 

4 
11/13~ 

11/17 

橫向排列構成： 

1.教師準備可以放置 1 盆、2 盆、3 盆方型盆栽的木盒。        

2.學生仔細觀察植物生長的姿態，挑選最適宜的方向，依序將盆栽 

 放入木盒。〈每盒放入相同植物品種〉  

3.四組木盒由簡而繁進行各種排列組合，過程中注意主從關係與整 

 體感，必要時改變木盒中擺放的植物。〈木盒只能橫向排列，不可 

 直向或前後排列。〉  

4.挑選出最佳的組合方式。 

5.各組間觀摩與討論。 

 

 

5 
11/20~ 

11/24 

植物的群化與構成： 

1.教師準備可以放置 1 盆、2 盆、3 盆、6 盆方型盆栽的木盒。     

2.學生仔細觀察植物生長的姿態，挑選最適宜的方向，依序將植物 

 放入木箱。 

3.四組木盒由簡而繁進行排列組合成矩形的造型，過程中注意主從 

 關係與整體感，必要時改變木盒中擺放的植物。 

4.觀摩與討論。 

5.四組木盒拆解後重新自由排列組合。  

6.觀摩與討論。 

 

 

6 

11/27~ 

12/01 

〈以上時間依

實際上課進度

彈性調整〉 

六. 綜合練習與討論： 

1.選擇教室一個合適的腳落，仔細觀察空間的氛圍。 

2.運用空心磚、木板、廢棄課桌椅、朽木、層架……等素材，堆疊 

 架構出高低錯落的空間。 

3.各組組員挑選合適的草花類、多肉植物盆栽與大型盆栽，組合出  

 具有美感的小品花園。 

4.完成作品後各小組發表與討論，分享心得與感想並攝影記錄。 

5.將所有素材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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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辦計畫項目經費 

計畫名稱：105 至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學校種子教師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辦理方式：□政府採購法     □行政指示  ■行政協助 

計畫期程：106 年 10 月 1 日至 107 年 2 月 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計畫經費總額：實施班級數 15 班 x 5,000 元=   75000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印刷費 1500 1 式 1500 教材研發、海報大圖輸出、印刷墨水等 

材料費 145 400 份 58000 辦理美感教育實驗實作課程所需材料費 

〈盆栽、美術紙、花盆、培養土、鏟子、端盤、木箱、

籬笆、踏板、松木板、夾板、螺絲、砂紙、漆料、刷

子、美術紙、剪刀、白膠等〉 

物品費 3250 1 組 3250 

層架組 

物品費 7000 1 台 7000 

充電電鑽 

資料蒐集費 1500 1 式 1500 

辦理計畫所須購置或影印必需之參考圖書資料或資

料檢索等 

雜支 3750 1 式 3750 
其他辦公事務費，購買如文具用品、紙張、光碟片、

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 

小計   75000 

 

合計 
  

75000 
業務費項下各項目請准予互相流用 

承辦人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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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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1 ─ 2.學生於課前觀察並紀錄居家附近盆栽擺設，於上課時報告分享。 

調整為：學生在課餘拍攝居家周遭盆栽布置選取一張最佳照片上傳臉書，教師整合學生蒐集的照片，

輔以教師蒐集案例以投影片放映分析與討論。 

課堂 2 ─ 1.教師準備每組 6 盆不同品種的草花類植物。 

調整為：教師準備盆栽，每組選擇 2~5 盆植物操作。 

課堂 6 ─1.選擇教室一個合適的腳落，仔細觀察空間的氛圍。 

2.各組組員挑選合適的草花類中型盆栽植物，組合出具有美感的小 

 品花園。 

調整為：教室規劃因故暫停未能營造出適切空間提供實驗，且學生操作教具過程常衍生超出教師限定

但具美感與創造性的可能，因此最後一個單元以較開放的態度引導學生於教室內操作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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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陳彥誠攝  

    周義傑攝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在課餘拍攝居家周遭盆栽布置選取一張最佳照片上傳臉書。 

  2.教師整合學生蒐集的照片，輔以教師蒐集案例以投影片放映分析與討論。 

  3.學生發表意見提出自己的觀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1.居家擺設盆栽是否可美化環境，是否買了很多植物擺上去環境就變美了。 

  2.盛裝植物的花盆是否影響整體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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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綠色服裝 ─ 八年級；紫色服裝 ─ 九年級 )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準備盆栽，每組選擇 2~5 盆植物(依時間彈性調整)。 

  2.學生選擇美術紙的色彩。 

  3.用鉛筆描套盆展開圖→用剪刀裁剪→用膠水黏貼→盆套將花盆完全包覆→下方多出部分 

折入盆底。 

  4.運用課桌椅與檯燈布置簡易攝影棚。 

  5.選擇背景襯紙→將成品排列於布景上用照相機(照相手機)拍攝→選擇最佳照片一張上傳

臉書。 

C 課程關鍵思考： 

  1.挑選反映個人美感：園藝植物是人類千百年來從大自然中挑選出較具有美感的品種。教

室前、花市裡的每一個盆栽都有不同的美感，而你為什麼在眾多品項中選擇了它。 

  2.選擇即創造：選擇了適切的植物，美感就自然伴隨而生。 

  3.合宜搭配呈現美感：多種植物適切的搭配、掌握物與物之間的構成關係，可創造出更豐

富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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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準備盆栽，每組選擇 3~5 盆植物(依時間彈性調整)。 

  2.學生選擇單一顏色美術紙運用於所有盆栽。 

  3.用鉛筆描套盆展開圖→用剪刀裁剪→用膠水黏貼→盆套將花盆完全包覆→下方多出部分

折入盆底。 

  4.運用課桌椅與檯燈布置簡易攝影棚。 

  5.選擇背景襯紙→將成品排列於布景上用照相機(照相手機)拍攝→選擇最佳照片一張上傳

臉書。 

C 課程關鍵思考： 

  1.不同型態的植物應如何搭配，才能相互襯托。 

  2.盆栽間的距離是否影響整體效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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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至教室前選 6 盆盆栽置於方盒內，同一方盒須為同類植物。 

  2.三個方盆群組進行橫向排列組合，找出最佳構成關係。 

  3.可回教室前替換不適合的盆栽。 

  4.布置簡易攝影棚，透過相機或照相手機拍照並上傳。 

  5.各組相互觀摩並發表感想意見。 

C 課程關鍵思考： 

  1.六盆都挑選外型最突顯美觀的，集合起來就能構成完美的組和嗎？ 

  2.三個數量不同的群組，要如何安排主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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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至教室前挑選十二個盆栽置於方盒內，同一方盒須為同類植物。 

  2.四個方盆群組進行排列組合，用由上而下鳥瞰的視角觀察，找出最佳構成關係。 

  3.可回教室前替換造形不搭配的盆栽。 

  4.由上而下鳥瞰觀察，利用相機或照相手機拍照並上傳。 

  5.各組相互觀摩並發表感想意見。 

C 課程關鍵思考： 

  1.當植物數量越來越多，如何透過有組織的規劃，構成美好的群組。 

  2.植物造型、色彩與數量(面積)如何適當分配構成協調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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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利用 4~6 個大小比例不一的木盒，進行排列組合，木盒可直立或在穩固的條件下自由組 

 合，建構抽象幾何的立體造型。 

  2.學生至教室前選取適切的盆栽置於方盒內。 

  3.可回教室前替換造形不搭配的盆栽。 

  4.利用相機或照相手機拍照並上傳。 

  5.各組相互觀摩並發表感想意見。 

C 課程關鍵思考： 

  1.哪些植物形態適合當作主角，哪類植物較低調可穩定的陪襯主體。 

  2.幾何立方體構成型態與有機植物型態如何相互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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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教師準備盆栽數量與種類充足，但學生不知從何選起。學生對植物的種類、外型、色彩……等複雜

的視覺資訊先備知識非常薄弱。教師宜適度篩選較易操作的植物品種，挑選適合搭配的植物讓學生較

容易判斷與選擇。 

 

2.開花類植物不易在授課時剛好呈現最佳狀態，經由許多班級操作下也不容易維持完整。另外多肉植

物容易在操作時葉片受損影響美觀，須挑選較耐碰撞的類型，同時須選擇植株大小適切的造型才能凸

顯，在購買挑選時須更加費心。 

 

3.學生操作、嘗試的時間所需較多，壓縮後面討論的時間過少。可將單元減少授課堂數延長為 2節課，

讓學習內容更深化。 

 

4.分組活動確實讓同學體認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也讓同學發現每人觀點的差異，而妥協或互相 

尊重或說服他人是重要的。當然也有些同學難切入一起參與或打混摸魚，教師也暫無暇照顧到這 

一面向。 

 

5. 因每堂課須使用物品非常繁多，前一班使用完須在下課十分鐘內整理歸位，所以作品採用照相紀

錄上傳評分。因此攝影構圖取景、拍攝角度、打光......等為重要先備知識與技能，未來在教授此單

元前應先教授攝影相關知識。 

 

6.因教具限制僅能採 6人一組的分組方式，在操作時容易有打混摸魚或不易參與團體互動的同學低度

參與，教師也無暇一一叮囑，打分數時容易產生不公平現象。日後可將一個單元延長為 2節課，讓課

程步調從容一些，讓更多人參與，並呈現更多可能性，同時增加觀摩與討論的時間。 

 

7.學生有時候沒聽清楚規定的指令或想更自由的朝自己的想像、創意進行，教師須評估各班不同的互

動狀態彈性調整，適度加以規範或放寬，學生有時會組合出意想不到的有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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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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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果： 

● 第 2 堂課 

     

 

● 第 3 堂課 

    

 

● 第 4 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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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堂課 

     

 

● 第 6 堂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