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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李婉琪 

實施年級 7 

課程執行類別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83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黑白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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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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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學生具備基本的觀察力 

  2.學生具備貼、摺、剪與裁切的能力   

  3.學生有集體創作、討論的經驗 

一、課程活動簡介： 

    以「構成」作為課程主要概念，分別就對稱、非對稱、具主從關係的構成作品來進行課

程討論與試作。對稱的部分以在地生活化的攝影作品(含鐵窗照片)引導學生察覺其美感來自對

稱的穩重平衡感，並嘗試創作具鐵窗對稱美的霧面觀景窗小卡。非對稱的部分除圖片討論

外，分組讓學生運用白板及幾何形磁片進行排列組合，尋找最佳的非對稱又平衡的構成畫

面。主從關係則先以圖片讓學生比較其視覺強度差異，再以白紙與黑色底紙，讓學生在方形

白紙上以切割、摺的方式，創造具主從關係的紙浮雕作品，並分享討論其美的構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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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學生將會：請參酌環境掃瞄內容 

了解何謂構成，並能分析生活中構成的美的因素，運用構成手法創作具美感的個人和

團隊作品。 

1.認識構成概念與定義。 

2.能判斷、分析何謂美的構成(對稱與非對稱、具主從關係)。 

3.能以構成手法創作具美感的個人和團隊作品。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了解構成及具美的構成 

關鍵問題：如何構成才能形成美的合宜感受 

1.了解構成的概念與定義。 

2.了解美的構成有以下要素：對稱、非

對稱、具主從關係 

1.各種構成的配置如何拿捏? 

2.美的感受與定義? 

學生將知道/知識：構成、對稱及非對

稱、主從關係。 

學生將能夠/技能：能分析構成的美的因

素，運用構成手法創作具美感的個人和團隊

作品。 

1.知道何謂構成。 

2.能分辨美的構成是來自對稱、非對稱

還是明確的主從關係。 

 1.能運用所學分析構成的美的因素。 

2.能以構成手法創作具美感的個人和團隊作

品。 

 

三、教學策略：【做】  

1.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生活無處不構成，小至衣服的搭配，大至室內的家具陳設，希望以六節課讓學生環

顧周圍，回想與分析時發出「啊!原來如此!」的驚嘆，掀開習以為常的表象下其實都有

「設計」的影子，只是這樣的「配置」好嗎?是否不適宜?不適宜的原因是什麼?因為這

些疑問促使我思考該引導學生想想怎樣的構成是適宜的、美的，此教案因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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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第一堂課 四平八穩 

以生活化的攝影作品(含鐵窗照片、校園景觀)引導學生察覺其美感來自對稱帶來的穩重

平衡感，播放各式構成圖片(平面、立體)，說明構成的定義，請學生以最簡單的造型元

素─點、線、面來試驗，並繪製於學習單上。 

第二堂課 和諧的窗 

回憶上節課作品，播放鐵窗攝影作品，討論其美感來自具有整齊、對稱的構成，請學生

以黑色色紙、投影片，嘗試以剪紙的對稱手法創作具鐵窗對稱美的霧面觀景窗小卡，完

成後於課堂拍攝下來並進行分享與討論。 

第三堂課 最佳組合 

以非對稱圖片為主，兼以對稱圖片進行比較，引導學生思考對稱、非對稱平衡構成帶來

的視覺差異，以分組的方式，讓學生運用白板及幾何形磁片嘗試不同的排列組合，尋找

最佳的非對稱又平衡的構成畫面，再請各組將白板上的作品呈現於黑板(或教室前方)，

小組上台分享各組的最佳畫面，進行討論並將心得記錄於學習單。 

第四堂課 主從之間    

針對主從關係的構成來討論，以圖片讓學生比較主從關係清晰與否帶來的視覺強度差

異， 

藉由比較詢問學生認為何者較具美感，或主題較為明確，再以學生的回答說明構成的主

從關係帶來的視覺影響，請學生分組以一幾何形狀為主，其餘形狀為副，組合一具美

感，讓人有印象的作品，再請各組上台發表作品與分享，並將心得記錄於學習單。 

第五堂課 黑白對話 

回憶上節主從關係的討論，以及前面對稱、非對稱的課程所學，給予學生厚白紙、黑色

底紙，要求學生以白紙為主、黑紙為輔的搭配，進行半立體的創作，給予的命題是完成

四件作品：對稱、非對稱、主從關係、主從關係+對稱或非對稱，白紙只能以裁切、摺

的方式來製作，再黏貼於黑紙上，製作時提醒學生注意黑與白的配置，以及摺痕造成的

陰影效果，建議學生善用工具如尺、圓規等，亦可用鉛筆先行繪製輔助裁切，請學生黏

貼完將作品擺於桌面，輪流欣賞與分享，再將心得記錄於學習單。 

第六堂課 不紙黑白 

延續上節製作，加上黑、白兩款簡易資料夾，請同學以黑、白兩色膠帶，以及黑、白圓

形標籤貼紙，分別在封面、封底，運用構成單元所學，進行黑白配置，完成後欣賞彼此

作品，並記錄於學習單。 

3.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構成呈現在生活的那些部分? 

*學了美的構成對你(妳)有幫助嗎?若有幫助，請說明幫助在哪? 

*你(妳)會將課堂所學運用出來嗎? 

*你(妳)覺得合宜的構成應該給你甚麼感受?請描述一下。 

四、預期成果：  

    學生能了解何謂構成，並能發現生活中具有美的構成因素，進而分析與運用有限的材

料，創作具美感的個人和團隊構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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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寶德（2013），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叢書，文化部，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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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故事，尋訪台灣人的生活足跡，馬可孛羅，台北市。 

3. 楊朝景、辛永勝(2017)，再訪老屋顏：前進離島、探訪職人，深度挖掘老台灣的生活印記

與風華保存，馬可孛羅，台北市。 

4. 中山繁信、長沖充、杉本龍彥、片岡菜苗子(2017) ，窗戶設計解剖書：重要卻經常被忽略

的美學思考，日本建築家用門窗改造家居生活的 32 個法則，臉譜，台北市。 

5. 日經設計(2015)，無印良品的設計，天下文化，台北市。 

6. 王其鈞(2017)，中國建築圖解詞典，楓書坊，新北市。 

7. 林崇宏(2016)，設計基礎原理：平面造形與構成，全華圖書，新北市。 

8. 康鍩錫 (2015)，台灣老花磚的建築記憶，貓頭鷹，台北市。 

9. 東京工業大學塚本由晴研究室、塚本由晴(2011)，窗，光與風與人的對話，臉譜，台北市。 

10. 海倫．希伯特 (2015)，玩紙趣：切、雕、折、貼，21 位世界頂尖紙藝家的手作藝術與創

作祕技，積木，台北市。 

11. 佐藤大、川上典李子(2015)，「！」的設計：設計鬼才佐藤大的 10 個創意關鍵字，平安文

化，台北市。 

教學資源： 

簡報、電腦單槍投影設備、霧面投影片、黑色色紙、美工刀、直尺、圓規、膠水、白板、幾

何形磁片、A4 白紙、黑色粉彩紙、相機、實物投影機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課程進度 

2 9/2-9/6 

四平八穩 
以生活化的圖片引導學生察

覺其美感來自對稱帶來的穩

重平衡感，播放各式構成圖

片(平面、立體)，說明構成

的定義，請學生以造型元素

點、線、面繪製於學習單

上。 

1.播放構成圖片─

發現生活中的各式

構成 

2.說明構成定義 

3.繪製點線面組合

於學習單 

以生活化的圖片

觀察來自對稱的

美感，說明構成

定義，讓學生以

最簡單的造型元

素繪製於學習單

上。 

3 9/9-9/12 

和諧的窗 
回憶上節課程並播放鐵窗

攝影作品，討論其構成美

感，請學生以黑色色紙、

霧面投影片，用剪紙的對

稱手法創作具鐵窗對稱美

的霧面觀景窗小卡，拍攝

作品進行分享與討論。 

1.播放鐵窗圖片─

欣賞鐵窗構成之美 

2.以黑色色紙、霧

面投影片創作具對

稱美的鐵窗小卡 

3.拍攝作品進行分

享討論 

討論鐵窗攝影構

成美感，以黑

紙、投影片，模

擬具鐵窗對稱美

的觀景窗，拍攝

下來並分享討

論。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6%A5%8A%E6%9C%9D%E6%99%AF/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8%80%81%E5%B1%8B%E9%A1%8F/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8%BE%9B%E6%B0%B8%E5%8B%9D/adv_author/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arcopolo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6%A5%8A%E6%9C%9D%E6%99%AF/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8%BE%9B%E6%B0%B8%E5%8B%9D/adv_author/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arcopolo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B7%9D%E4%B8%8A%E5%85%B8%E6%9D%8E%E5%AD%90&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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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16-9/20 

最佳組合 
將非對稱圖片與對稱圖片進

行比較，引導學生思考不同

的構成帶來的視覺差異，分

組讓學生運用白板及幾何形

磁片排列組合出最佳的非對

稱又平衡的構成畫面，再請

各組上台分享最佳畫面，討

論後將心得記錄於學習單。 

1.對稱與非對稱圖

片比較 

2.分組試驗非對稱

又平衡的構成畫面 

3.小組分享，撰寫

學習單 

比較非對稱與對

稱圖片的視覺差

異，分組排列出

最佳的非對稱又

平衡的畫面，各

組上台分享後記

錄於學習單。 

5 9/23-9/27 

主從之間 
比較圖片中主從關係帶來的

視覺強度差異，詢問認為何

者較具美感，或主題較為明

確，從學生的回答說明主從

關係帶來的視覺影響，請學

生分組以一幾何形狀為主，

其餘形狀為副，組合一具美

感，讓人有印象的作品，再

請各組上台發表作品，並將

心得記錄於學習單。 

1.比較具主從關係

的圖片並進行說明 

2.分組完成具主從

關係與美感的作品 

3.各組分享與討論 

比較主從關係的

視覺強度差異，

說明其視覺影

響，分組創作具

主從關係的作

品，上台發表並

記錄心得。 

6 9/30-10/4 

黑白對話 回憶前面課程所學，要求學

生以白紙為主、黑紙為輔進

行半立體的創作，給予的命

題是完成四件作品：對稱、

非對稱、主從關係、主從關

係+對稱或非對稱，白紙只

能以裁切、摺的方式製作，

再黏貼於黑紙上，製作時提

醒注意黑白的配置，以及摺

痕造成的陰影效果。 

以白紙為主、黑紙

為輔進行半立體的

創作 

以白紙、黑紙搭

配，在四個命題

與限制(只能切、

摺)下創作，提醒

學生留意配置與

摺痕的效果。 

7 10/7-10/9 

不紙黑白 延續上節製作，加上黑、白

兩款簡易資料夾，請同學以

黑、白兩色膠帶，以及黑、

白圓形標籤貼紙，分別在封

面、封底，運用構成單元所

學，進行黑白配置，完成後

欣賞彼此作品，並記錄於學

習單。 

1.以黑白資料夾、

紙膠帶、標籤紙進

行創作 

2.完成作品進行分

享與討論並記錄於

學習單 

延續上節的製

作，運用所學於

資料夾上進行黏

貼設計，並分享

記錄於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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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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計畫 調整情形 

教學進度 教學進度 

週

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課程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2 9/2-9/6 

四平八穩 
以生活化的圖片引導

學生察覺其美感來自

對稱帶來的穩重平衡

感，播放各式構成圖片

(平面、立體)，說明構

成的定義，請學生以造

型元素點、線、面繪製

於學習單上。 

1.播放構成圖片─發

現生活中的各式構成 

2.說明構成定義 

3.繪製點線面組合於

學習單 

5 9/24 

以生活化的圖

片觀察來自對

稱的美感，說

明構成定義，

讓學生以最簡

單的造型元素

繪製於學習單

上。 

3 9/9-9/12 

和諧的窗 
回憶上節課程並播放

鐵窗攝影作品，討論其

構成美感，請學生以黑

色色紙、霧面投影片，

用剪紙的對稱手法創

作具鐵窗對稱美的霧

面觀景窗小卡，拍攝作

品進行分享與討論。 

1.播放鐵窗圖片─欣

賞鐵窗構成之美 

2.以黑色色紙、霧面

投影片創作具對稱美

的鐵窗小卡 

3.拍攝作品進行分享

討論 

6 10/1 

討論鐵窗攝影

構成美感，以

黑紙、投影

片，模擬具鐵

窗對稱美的觀

景窗，拍攝下

來並分享討

論。 

4 9/16-9/20 

最佳組合 將非對稱圖片與對稱

圖片進行比較，引導學

生思考不同的構成帶

來的視覺差異，分組讓

學生運用白板及幾何

形磁片排列組合出最

佳的非對稱又平衡的

構成畫面，再請各組上

台分享最佳畫面，討論

後將心得記錄於學習

單。 

1.對稱與非對稱圖片

比較 

2.分組試驗非對稱又

平衡的構成畫面 

3.小組分享，撰寫學

習單 

8 10/15 

比較非對稱與

對稱圖片的視

覺差異，分組

排列出最佳的

非對稱又平衡

的畫面，各組

上台分享後記

錄於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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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23-9/27 

主從之間 比較圖片中主從關係

帶來的視覺強度差異，

詢問認為何者較具美

感，或主題較為明確，

從學生的回答說明主

從關係帶來的視覺影

響，請學生分組以一幾

何形狀為主，其餘形狀

為副，組合一具美感，

讓人有印象的作品，再

請各組上台發表作品，

並將心得記錄於學習

單。 

1.比較具主從關係的

圖片並進行說明 

2.分組完成具主從關

係與美感的作品 

3.各組分享與討論 

9 10/22 

比較主從關係

的視覺強度差

異，說明其視

覺影響，分組

創作具主從關

係的作品，上

台發表並記錄

心得。 

6 9/30-10/4 

黑白對話 回憶前面課程所學，要

求學生以白紙為主、黑

紙為輔進行半立體的

創作，給予的命題是完

成四件作品：對稱、非

對稱、主從關係、主從

關係+對稱或非對稱，

白紙只能以裁切、摺的

方式製作，再黏貼於黑

紙上，製作時提醒注意

黑白的配置，以及摺痕

造成的陰影效果。 

以白紙為主、黑紙為

輔進行半立體的創作 
10 10/29 

以白紙、黑紙

搭配，在四個

命題與限制(只

能切、摺)下創

作，提醒學生

留意配置與摺

痕的效果。 

7 10/7-10/9 

不紙黑白 延續上節製作，加上

黑、白兩款簡易資料

夾，請同學以黑、白兩

色膠帶，以及黑、白圓

形標籤貼紙，分別在封

面、封底，運用構成單

元所學，進行黑白配

置，完成後欣賞彼此作

品，並記錄於學習單。 

1.以黑白資料夾、紙

膠帶、標籤紙進行創

作 

2.完成作品進行分享

與討論並記錄於學習

單 

11 11/5 

延續上節的製

作，運用所學

於資料夾上進

行黏貼設計，

並分享記錄於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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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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欣賞構成圖片(校園景觀、教師拍攝)，再藉著觀察圖片(平面、立體)，比較何者較好。 

2. 思考、分享認為較好的因素。 

3. 聆聽教師說明構成定義與介紹。 

4. 嘗試以點、線、面組合繪製於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理解生活中許多事物都有構成要素涵蓋其中。 

2. 藉由 AB 圖片的比較過程中，認知構成的相對性，歸納「較好」的原因。 

3. 進行點線面構成創作時，嘗試不一樣的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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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欣賞具民間生活美學的手工鐵窗花圖片。 

2. 與過去所學連結，討論鐵窗花具有何種美的形式原則，歸納出具重覆與對稱之美。 

3. 以黑色色紙、透明片創作具對稱美的觀景窗格。 

4. 拍攝作品進行分享討論。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觀察傳統鐵窗花構成方式，理解其美感來自重覆與對稱。 

2. 思考以摺的概念結合剪紙，創作具反覆、對稱美的作品。 

3. 哪些線條應該不裁切才能形成窗框？如何有效率的創作一致性的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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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比較對稱與非對稱圖片。 

2. 討論非對稱圖片如何具有平衡感 

3. 分組以白板、黑色圓形磁片排列出非對稱但具平衡感的作品，並派代表上台分享。 

4. 填寫學習單，並以圓形小標籤黏貼出非對稱平衡的作品於其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非對稱如何予人穩定感。 

2. 非對稱的美感，可從不同方面如聚散、漸層等去嘗試排列組合。 

3. 同樣的命題，小組與個人間仍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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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欣賞、判斷照片中的主題為何者。 

2. 討論圖片看來主題明確的因素。 

3. 聆聽教師說明主題可藉由對比(大小、聚散、亮暗……)突顯，或是不同的造型來創造主從

關係。 

4. 分組以白板、黑色圓形磁片排列出具主從關係的作品，並派代表上台分享。 

5. 填寫學習單，並以圓形小標籤黏貼出具主從關係的作品於其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分辨圖片主題的小訣竅，可藉對比或視覺首先注意到的去判斷。 

2. 主題明確的圖片有助於傳達主要的想法與重點。 

3. 好的構成可協助我們立即發現畫面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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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摺或裁切的方式，讓二張白色方形紙片具有半立體的構成美感。 

2. 二個命題可為：對稱、非對稱、主從關係、主從關係+對稱或非對稱 

3. 完成後再將二個命題書寫於黑紙板並將白紙作品依命題黏貼於黑色紙板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白紙上的摺痕與裁切的形狀亦構成畫面，透過光影呈現強度和效果不同。 

2. 除了依命題創作外，可進一步思考如何更有美感。 

3. 裁切的形狀不一定完全鏤空，可保留部分再製造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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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黑白資料夾、紙膠帶、標籤紙進行創作 

2.  完成作品進行分享與討論並記錄於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膠帶可重覆黏貼調整的特性，如何在平滑的資料夾上構成圖像。 

2. 膠帶黏貼的疏密、聚散，以及利用刀片裁切留白空間產生的圖地配置，呈現的視覺效果

與 

    紙材的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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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在第二堂製作鐵窗花觀景窗時，有部分學生會無法想像剪或裁切下去形

成的畫面，甚至施力過頭以至於切斷原本該保留的線條，原先想安排以護貝

的方式處理，減少學生黏貼黑紙於投影片上的困難度和殘膠的問題，但自己

試驗後發現紙張太厚會影響謢貝效果，遍尋不到更適宜的黑紙，只好再沿用

舊方法，後來的課程中有買到適用的黑色膠帶，將來可採取膠帶黏貼的方

式，學生製作時會較容易著手。 

    第五節製作黑白半立體作品，雖已修正之前的課程改為完成四件作品，

但隨著課程進行，觀察學生製作速度仍偏慢，所以改為完成二個命題的作

品，讓學生有更多的創作思考時間，最後順利控制在一節課中完成。 

    最後一節課程依照教案修正的建議，改為學生於生活中常用的 L 形資料

夾結合膠帶的創作，原先以為黑、白資料夾和紙膠帶方便購買，上網採買時

發現紙膠帶價格不便宜，而資料夾多半是透明的，因此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

適宜的產品，最後進行時是運用黑色紙膠帶、線透、白色資料夾創作，但學

生的作品讓人驚艷，他們也相當喜歡這個可以帶著走的構成作品，慶幸有這

樣的修正過程與試驗，讓我可以嘗試更多的課程組合，開發更多學生有興趣

的美感課程。 

 

未來的教學規劃 

    構成的部分可結合康軒七年級的第一單元，與美的形式原理一起介紹，

第二節鐵窗花的對稱概念，在八年級剪紙的單元亦可再次說明。另外在主從

關係的部分引導出比例分配的概念，未來可進一步規劃「比例」課程，作為

構成課程的延續與銜接。 

    在紙膠帶結合資料夾的創作中，聯想到膠帶展在色彩和空間上的運用，

除了構成課程的設計，若能與色彩、空間組合，應可成為另一個有趣的單元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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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第一堂課學習單：點線面組合練習 

  

第三堂課學習單：非對稱均衡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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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課學習單：具主從關係的構成 

  

第六堂課學習單：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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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堂課學生作品：鐵窗觀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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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堂課學生作品：半立體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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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堂課學生作品：紙膠帶與資料夾組合(不紙黑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