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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羅安琍  

實施年級 高一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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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期， 北 區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學校名稱）       

參考課程名稱：「美｣一天，校園日常｜我和我的制服和我的書包                                                  

課程名稱：我和我的制服和我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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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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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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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色相環並能說出色彩三元素及配色基本原理。 

  2.對於學校校徽及制服配色較多意見。 

附件二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以校園為主要生活環境的高中生，超過 8 小時以上是穿著制服、揹著書包，從每日接觸的

制服與校徽配色開始思考，連結到日常生活的配搭，將有助於提升學生對色彩的敏銳度。 

  本系列將以「色彩｣為發想，預計 6 小時的初階課程。第一步【觀察】：制服與校徽的色彩

運用。透過色票進行觀察，進而分析這些色彩的表面意象與心理感受。第二步：【發現】穿

上制服的我與校園之間的關係，從色彩切入，感受人與環境之間的連結。提出改變制服與校

徽色彩的計畫。第三步：【實驗】創作：重新為制服與校徽，設計出最適合的配色，並對照

原有設計與創新設計後的好壞差異。 

  期望在課程引導下，啟發學生對顏色的好奇心、觀察力，藉由發現、分析與實驗，提升對

色彩的敏銳度。更願意認同珍惜或積極改造校園美感。 

 

 二、教學目標（建議精修原案）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色彩三元素及基礎色彩原理 

學生將會： 

1.透過觀察比對，找出制服、校徽與校園之色彩意象。 

2.小組討論分析，發現比例及面積在配色上的變化。 

3.經由配色練習，建構色彩概念並產生設計意圖。 

4.能發現背景與主體之間的色彩連結，進一步找出適合的色彩配搭。 

5.從抽象轉化成具體，設計出更適合的色彩組合。 

6.藉由表達意見、討論分析與作品分享賞析，提升生活美感。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色彩的名稱、調性與配色原理 

2.色彩的面積與比例 

3.設計的方向與價值 

1.色彩分析與感受 

-針對制服、徽章與校園為觀察範圍 

2.「制服徽章｣與「校園環境｣的關係 

-大與小、主與次、個體與環境的色彩 

3.顏色的撞擊與聯想 

-色彩的加與減，創新組合的變化練習 

4.設計價值、目的與方向 

-從色彩對應視覺、觸覺、味覺與感覺，提出

設計的理由，並歸納出合宜的設計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色彩在生活上的重要 

2.相同色彩在不同面積比例的差異 

3.合目的性的色彩處理與運用 

1.能增加色彩的觀察敏銳度 

2.能思考色彩的比例與面積的差異 

3.能透過觀察、接觸、分析與感受，進行友

善配色與創作設計 
 



 

三、教學策略：【做】 

1.【觀察】我和我的制服與運動服 

《第一關》色彩的語言。透過色票或實際調色，找出制服與運動服出現的色彩。 

 ☆分析看看這些色彩的基本色相、彩度與明度。 

《第二關》色調與面積：透過小組互動進行整體觀察。找出制服與運動服的色彩面積與比例。 

 ☆色彩除本身印象外，還會因為色塊大小與面積組合，給人不一樣的意象與感受。 

 ☆試著分析相同顏色下，不同面積比例大小所傳遞的訊息？ 

《第三關》色彩與構成：找出我與制服的主、次色彩，最貼近訊息的的感受，完成拼貼。 

 ☆從色彩、面積、比例等方向，拼貼出我與制服之間的觀察記錄。覺得好看嗎？可以抽掉    

   那些？或增加那些呢？ 

 

2.【發現】制服上的校徽 

加入校徽後的制服/運動服，有何改變，接著，分析校園空間裡最常出現的色彩？ 

把上一堂課的制服色彩拼貼，帶入這些校園角落比對，進行觀察與分析。 

 ☆將色彩拼貼放在校園移動時，試著感受主體與背景之間的微妙關係？ 

 ☆感受制服與校徽的色彩，會不會因為校園的背景改變而有不同的層次？ 

 ☆搭配校園角落的背景時，我們身上的制服色彩，如何才能跟環境友善對話？強調互補？ 

   還是調和融入？ 

 ☆如果以制服為主色調，再配上一個校徽，應該選什麼色彩比較適合？原因是？ 

 

3.【實驗】校園裡加分的移動風景 

校園-大環境背景。我-是主體主角。從內而外進行整體配色考量，設計出適合搭配我及校園

的配色計畫(考量色彩合宜性)。 

 ☆配色的理由：決定主色調、輔助色及配搭方式。  

 ☆延伸的風景：以組為單位，將完成的配色，以等比例方式呈現。 

 

嗯！這樣配色，比較美！ 

我想穿上這樣的制服與校徽，成為校園裡最美的移動風景。 

 



 

四、預期成果：（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與） 

1.原教案貼近高一生活，有效引起動機。 

本教案之主要教學對象，都是剛進校園的高一學生，他們對各高校制服特別關注，也喜歡

討論各校制服的美醜。因此，原教案之主題設計十分貼切學生需求，有效達成學生的學習

動機，提升主動觀察與體驗生活中的色彩。 

2.原教案內容過多，無法在有限時數內完成 

原教案最後希望連結到書包配色與設計，但對於六小時時數而言，比較難以達成。因此，

本次課程希望能修正內容，將書包的設計製作刪除，改成校徽的配色設計。如此，可讓學

生更專注思考色彩的配搭運用。 

3. 以更深沉的觀察、發現與實驗，確定配色美感 

修改的教案，期望學生從觀察、發現到創作實驗的歷程中，感受色彩的趣味。同時比較改

造前與改造後的結果，也許，最後發現，原有設計比後來的設計更值得被留下來，那也是

很棒的學習歷程。透過有層次的色彩學習，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觀察敏銳度，並能知悉顏

色的感受，不是只有來自視覺，還牽扯到很多因素，需要有更深沉的觀察、發現與實驗，

才能確定配色的美感價值。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漢寶德(2004)。漢寶德談美。台北市：聯經。 

漢寶德(2010)。如何培養美感。台北市：聯經。 

Deborah Nadoolman Landis 原著(2017)。蔣宜臻譯。服裝設計之路：世界級金獎服裝設計

如何深入人物靈魂，透過色彩、質地和服裝線條，打造動人的角色。台北市：漫遊者文化。 



 

六、教學資源： 

1.自編部分：學習單、講義及簡報檔。 

2.影像部分：網路影片、圖片等蒐集。 

3.書籍部分：參考書目、時尚雜誌、相關網站及文章等 

4.硬體設備：單槍投影、電腦、螢幕、攝影機、印表機、實務投影及翻拍設備等 

5.耗材工具：色票、剪刀、膠水、顏料、水彩筆、色鉛筆、長尺、各種紙張、印刷輸出等。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22-4/26 

每週上課 2小時為單位，預計進行 3週 6小時課程 

1.【觀察】我和我的制服與運動服 

1-1 制服與徽章的色彩確認 

1-2 進行整體觀察遊戲，完成色彩拼貼 

2.【發現】制服上的校徽 

2-2 尋找校園具代表性的色彩 

2-3 延伸制服校徽之間的配色關連 

2 4/29-5/3 

3.【實驗】校園裡加分的移動風景 

3-1 依據討論分析，提出制服重新配色的概念圖。 

3-2 小組為單位，確認設計成果的形式。 

3-3 進行實際配色與製作 

3 5/13-5/17 
3-4 比較設計前後的差異 

3-5 分享與賞析各組配色成果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本計畫之美感課程是參考課程案例：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的課程：

「美一天，校園日常｜我和我的制服和我的書包｣。但因考量時數及深度問題，本計畫將

原課程之｢書包｣項目，修改為｢校徽｣，課程焦點放在衣服上的整體色彩觀察、實驗以及解

決問題。制服、運動服及校徽是一種識別，有時候是一種榮耀，也可能是一種層級劃分。 

為了讓美感課程不要流於拼貼練習，在實際上課過程中，需引導啟發思辨，提供更多討論

分析的小組時間，透過自己與他人的色彩對話，以更深切的觀察與思考，導入學校創校文

化歷史的傳承意義，不要只是侷限在個人喜好，而能多增加一些文化感受與認同。同時，

藉由實驗改造校服配色，比較新舊差異，發現色彩的多變化，釐清對校服制服不滿意的糾

結，進一步討論重新配色的優缺點與改變的必要性。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2 【觀察】我和我的制服與運動服 

A 課程實施照片： 

 



 

 

《第一關》色彩的語言-正在觀察色彩與學習分類 

 

 

 



 

《第二關》色調與面積-找出制服運動服的配對色彩 

 

《第三關》色彩與構成-小組討論與解決問題時間 

 



 

B 學生操作流程： 

《第一關》色彩的語言 

1.透過色票進行觀察與分類，找出色彩的基本色相、彩度與明度。 

2.挑選出制服與運動服出現的色彩。 

《第二關》色調與面積 

1.透過小組互動進行整體觀察。找出制服與運動服的色彩面積與比例。 

2.色彩除本身印象外，還會因為色塊大小與面積組合，給人不一樣的意象與感受。 

3.試著分析相同顏色下，不同面積比例大小所傳遞的訊息？ 

《第三關》色彩與構成 

1.思考看看，學校制服及運動服的配色效果？跟學校文化的關聯? 

2.從色彩、面積、比例等方向，建構我與制服之間的觀察記錄。 

3.重新感受學校制服/運動服好看嗎？真的需要改變嗎？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察與感受，是啟動美感的第一站。對於色彩的學習，更是需要看到，才能感受。學生對

於不喜歡的事物，容易使用一些沒有太多意義的形容詞去解釋，例如，不好看，很醜，很

有事！但這些解釋只能看到表面的不喜歡，容易流於情緒性反應，若再追問理由時，學生

就會詞窮，因為，這些答案都是沒有思考後的回應。因此，打開眼睛看到美，不要急著找

答案，花時間慢慢體會觀察，是美感最先要學習的事。 

 

  



 

課堂 3+4 【發現】制服上的校徽 

A 課程實施照片： 

《第四關》色彩的拼貼-依據比例完成制服/運動服的配色拼貼 

 

 
 

 



 

 

《第五關》色彩的人我關係-重新思考制服運動服與校徽之間的配搭效果 

 

 

 



 

 

《第六關》重新尋找新的配色 

 

 

 



 

B 學生操作流程： 

《第四關》色彩的拼貼 

1.將所挑選出來的制服與運動服色票，進行同等比例的色彩拼貼 

2.加入校徽後的制服/運動服 

 

《第五關》色彩的人我關係 

1.小組思考與討論：改造前的運動服與制服，有何優缺點？是否需要改變？ 

2.帶入這些校園角落比對，進行觀察與分析。 

《第六關》重新尋找配色 

1.確認制服或運動服的主要用色，重新整理色票，淘汰不適合的顏色，挑出可能適合的色彩。 

2.接著確認校徽配色，考量主輔色調之間的關聯。 

C 課程關鍵思考： 

校徽是制服與運動服上的細部設計，也代表學校的精神象徵。校徽，有其價值與意義，依據

現行狀況，校徽無法任意更改，但可以在配色上重新選擇。因此。當制服與運動服搭配上校

徽時，整體感覺如何？透過剪貼方式，讓學生可以有更實體的體悟。進而討論出修正的方向。 

 

 

 

 

 

 



 

課堂 5+6 【實驗】變成校園裡加分的移動風景 

A 課程實施照片： 

《第七關》制服與運動搭配校徽的各種可能 

 

 



 

 

 

 

 

 

 



 

 

《第八關》票選配色-提出有效解決現況的建議 

改造前 

 

改造後 

 



 

B 學生操作流程： 

《第七關》制服與運動搭配校徽的各種可能 

1.小組討論並進行創新配色，拼貼出適合制服運動服與徽章的配色計畫。 

2.思考並寫下配色的理由：決定主色調、輔助色及配搭方式。  

《第八關》票選配色-提出有效解決現況的建議 

1.以組為單位，將完成的配色，以等比例方式呈現。 

2.比較改造前後差異，票選最適合的運動服配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比較與整理是美感學習的進階態度，從發現、分析到比較，進一步歸納整理，實驗各種可

能性。然後才能在眾多選擇中，領悟到相對合目的性的美。也許最後還是覺得原本的配色

比較好，也不能算是回到原點，而是經歷思考練習比對後，才更懂得選擇、欣賞、尊重與

批判，這就是美的內化歷程。 

嗯！這樣配色，比較美！我想穿上這樣的制服與校徽，成為校園裡最美的移動風景。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美感有感」要從學生切身議題融入 

美不遠!應該在我們周圍。美感的課程一定要跟學生生活相關，讓學生觀察自己、居家以

及校園。從這些生活平凡小事，日日都要吃穿住等庶民小問題開始探究，最容易引起共

鳴。美感不一定是藝術天分，或者很會畫畫創作，美感應該是生活的體現。當我們感受

美好，心情好，對於日常事物的不如願，也可以用比較彈性的角度找到平靜。因此，美

在心中，時時在乎，美感就有感。 

二、小組合作比個人創作更能激盪火花體悟不同「美角」 

每一個學生從過去累積來的美的經驗不同，有的人很幸運地在美的家庭學校裡孕育成長，

對於美的敏銳度就比較高，有些學生剛好在過去生活中，最欠缺的就是美感的培養。因

此，在美感實驗課程中，最好能透過小組合作，讓彼此的經驗經歷互相交流，美的角落

就會慢慢發光，擴散在不同角落中。 

三、「做中學」，用美感行動提升美的力量，讓美自然而然 

做中學讓人從錯誤中累積新的經驗，從團隊創作中找到自己的特長，從實驗中發現新的

感觸，當我們可以激發更多不同感受時，美就有五種感動：視覺、聽覺、味覺、嗅覺、

觸覺。不再只是片面的藝術賞析，而是多方面的美感行動。這些做中學會讓我們的印象

深刻，更能內化成永恆的美感價值，｢美｣自然而然不斷累積提升。 

  



 

 

經費使用情形 

一、107-2 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附件一 
105 至 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臺北市立育成高中 羅安琍 同意無償將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之成果報告

之使用版權為教育部所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立交通大

學(核心規劃實務工作小組)於日後直接上傳 Facebook「105-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粉

絲專頁或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摩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

申請學校不得異議。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羅安琍 (請用印) 
(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366 號 

聯絡人及電話：羅安琍老師 ｜0916770575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0 6 月 2 7 日 



 

附件二 105年至 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