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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通識課程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宜蘭縣立三星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石乃丰 

實施年級 9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體育班   

學生人數 13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校慶疊疊樂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構成(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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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餐具材質的介紹，讓學生體會視覺感官和情意的連結及其差異，並與 7 年級下學期在

地材質手作課程鏈結，進一步探討在地材質如何運用在提升日常生活美感。分組設計整組輕食

餐具，用各組設計出來的作品擺設餐點，並互相觀摩並提出回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先備能力：106-1 修習以質感為構面的美感教育課程，106-2 修習自編課程-手繪 pop 字體

技法與設計字組(自己的名字)，對於基本平面構成美感部分要素已有初步的認識(如色彩運用、

空間平衡..等)，學生對於分組課程活動有極高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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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從介紹自然型態的規律法則-例如動物走獸的平衡、樹葉的葉脈、飛蟲翅膀的功能、花瓣的

對稱規則型態等，接著介紹平面構成之基本原理原則，進而以各種用幾何形狀做型態組合的立

體裝置、建築當例子，初步讓學生了解立體構成之美，接著以各種生活中常見的小物件-例如

碎紙片、剪成細小段落的吸管、碎石子、迴紋針、薄木片、棉織品……等，讓學生自由拼貼組

合貼在 10cm*10cm 的板材上，此時雖是平面的狀態，但因為材質的有厚度，可以以此啟發對

立體拼接組合的發想，搭配立體構成案例欣賞，並結合學期中的 60 周年校慶，分組創作-以祝

學校生日快樂為主題的立體構成作品，設定色彩不可超過 3 種，歷程為先讓學生分組討論，決

定造型並設計立體元件，嘗試組裝，討論優缺點後再加以改良，作品完成後於校慶活動中展示。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能關心自身生活及學習環境，並有動機為此發想，創作出有情感與溫度的作品。 

學生將會：從課程的學習中，能重視美感生活進而願意探索、實踐美感生活，對環境

空間美感的關注內化成審美習慣。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質感構面的美感 

2. 合宜的 構成  構面 

3. 立體構成之美 

質感與美的形式原理原則(反覆、漸變、律

動、統一)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能理解構成美感秩序的原理原則之特性 能動手做出符合美感原理原則之立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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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相關策略設計與書寫說明：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第一堂 自然界美感範例欣賞»平面構成之基本原理原則»立體裝置、建築案例 

第二堂 立體材質自由拼貼組合貼在 10cm*10cm 的板材上 

第三堂 立體構成案例欣賞、校慶生日快樂主題 

第四堂 分組討論，決定造型並設計立體元件 

第五堂 分組實作-元件組裝與檢討 

第六堂 各組分享作品創作歷程與成果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 

(1) 仔細想想生活中的美感在哪裡?有何發現? 

(2)美感可不可以透過原理原則安排? 

(3)美感能為環境做什麼? 

(4)透過美感課程自己能為環境做什麼？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本次課程的意圖為希望能透過課程內容引導，能啟發學生主動思考生活中種種與美感

相關的問題，並以簡單的實際創作表達自身關心環境的實現。 

四、預期成果：  

  1.學生能對生活中的美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2.學生能對美學的基本觀念有正確的認識。 

 3.能主動積極思考如何讓生活具有美感。 

 4.讓學生能更清楚的理解構成方法，增進創意能力。 

  5.能因為正確且具有美感的選擇而更加愛惜資源。 

參考書籍： 

1.☉書名：點/線/面☉作者：康丁斯基☉出版社：華滋出版☉出版年：2013 年 

2.☉書名：設計基礎原理-立體造型與構成☉作者：林崇宏☉出版社：全華☉出版年：2016 年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與網路設備、實物投影機 

◎網站資源 

◎美感電子書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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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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課程因學生對構成的秩序理解不佳，無法如預期進行至立體構成作

品的體驗，課程最後以平面構成搭配質感的設計活動為課程總結。 

 

 

 

 

 

1 9/10-9/14 

主題：生活中的美感與美的形式原理原則 

內容：相關美感案例解說與欣賞，並適時引導提問，啟動學生思考

力與主動回答問題。 

2 9/17-9/21 

主題：材質與堆疊的美感體驗 

內容：以各種生活中常見的小物件-例如碎紙片、剪成細小段落的吸

管、碎石子、迴紋針、薄木片、棉織品……等，讓學生質自由拼貼

組合貼在 10cm*10cm 的板材上，每組推派 1 人分享感受。 

3 9/24-9/28 

主題：立體構成 

內容：相關案例解說與欣賞，說明將以校慶生日快樂為主題，以立

體構成形式進行發想創作。 

4 10/1-10/5 

主題：校慶疊疊樂 1  

內容：學生分組討論，決定造型並設計立體元件，並製作出來嘗試

組合方法。 

5 10/8-10/12 
主題：校慶疊疊樂 2 

內容：學生分組實作-依設計圖組裝，完成後開放討論優缺點。 

6 10/15-10/19 
主題：校慶疊疊樂 3 

內容：各組介紹作品並分享創作歷程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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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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以加強啟發學生對美感認知為開端，以圖片說明欣賞為主，並以

圖片內容發問，鼓勵學生說出對圖片的觀察與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美感是什麼?與生活有什麼關係？從課堂播放的圖片中察覺到什麼? 

 

 

 



6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美的形式原理原則介紹與說明，讓學生在 9*9cm 的紙卡上運用 1~3 個秩序練

習畫禪繞畫。 

預告任務：回家整理自己的書桌，並拍下整理前後的對照照片，在下一堂課上

報告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美感需要很擅長繪畫技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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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每班分組上台報告整理書桌運用什麼概念讓書桌變得比較舒適整齊且具有美

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讓多樣化甚至雜亂擺放的物品，能收納美觀且容易維持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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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前 3 堂課學到的概念在 12*12cm 的木板上使用鉛筆、擦子、尺進行圖案

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 

能聚焦的依據自己理解的美的形式原則，用 1-2 個秩序創作，並清楚的知道自

己所用的原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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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挑選材質黏著在自己設計的作品上，以簡單整齊為標準。 

C 課程關鍵思考： 

選擇什麼樣的材質能為自己的作品加分? 

如何黏貼能精準表現自己作品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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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延續上一堂課將作品完成。 

互相觀摩完成的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選擇什麼樣的材質能為自己的作品加分? 如何黏貼能精準表現自己作品的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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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依原本自己的想像--在美美的圖片範例解說與美的秩序、形式原理原則的

引導，學生應該能順利的理解<構成>，發想預定完成的作品。但發現學生無

法在 3 堂課中認知基礎構成概念，在第 4 堂課在 12cm*12cm 的薄木板上選

擇 1-2 個秩序設計圖案，並能說出自己是依據哪一原則....竟高達 90%學生說

不出來，於是卡關，只好放棄後面的預訂課程，花時間盡可能地讓學生明白

理解美的形式原理並能運用在自己的畫面上，而不是漫無目標地畫出然後再

請老師幫忙判定自己的作品是屬於哪個原理原則。 

    由此也察覺自己的步調還是太快了，在往後的課程設計上要更細膩緩慢，

再更多同理學生的知能狀態，增加美感課程的成效。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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