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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王曼如 

實施年級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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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2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島嶼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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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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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學生們曾於 107-1 試著嘗試探索「質感」這個構面的美感計畫，透過 KIT 練習，感受媒材

的運用與延伸，嘗試改變材質的使用。107-2 接著嘗試探索「構成」及「比例」這個兩個構

面，根據校園特色、學校活動等完成校園專屬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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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使用水彩的經驗。 

2 已習得什麼是色彩學。 

3 有使用地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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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空氣污染的議題時常在報章雜誌、新聞媒體中出現，然而許多污染是無法被肉眼所見，即

使台灣空氣品質皆有定期進行污染檢測，但因檢測報告皆為數字呈現，人們並無法直接從數字

上感受到污染程度的差別與衝擊，因此取樣了 2018 全台灣空氣污染指數紋樣，和學生討論，

帶大家看見隱藏在數字背後的真實模樣，將空氣品質監測網空氣品質指標轉換為分級色彩及紋

樣，讓大家更直接明確瞭解空氣的污染現況和色系的意義。 

    此外結合社會領域(地理)、綜合領域(童軍)進行環境觀察，將地圖要素：主題、圖例、方

位、比例尺等進行手繪地圖製作，產出校園植物地圖，讓色彩標記的應用回到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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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學生將會：請參酌環境掃瞄內容 

1. 看懂 AQI 表格對數字有感。 

2. 能運用美術可以與其他領域科目結合，用色彩讓所有的人重視空汙議題。 

3. 能學習「色彩」安排在生活中的應用。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一至三點（不超過五點為佳） 關鍵問題：非課堂提問， 

1. 理解 AQI 指標範圍的顏色。 

2. 色彩 構面的美感。 

3. 結合 比例 構面 

1. AQI 指數怎麼來？ 

2. 數值如何和色彩轉換？ 

3. 色彩及比例的構面如何以紋樣呈現？ 

學生將知道/知識：一至三點（不超過五點為佳） 學生將能夠/技能：一至三點（不超過五點為佳） 

1. 將知道空氣汙染的議題。 

2. 了解空汙數值與顏色代表的意義。 

3. 發掘人、色彩與環境的關係， 

1. 能透過課程正視空氣汙染的議題。 

2. 能嘗試分析數值反應與地方的關係。 

3. 能運用適當色彩比例關係，進行富有變化 

   且具美感的提案。 

 

三、教學策略：【做】 

     1.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雖然臺灣空氣品質有定期進行污染檢測，但因檢測報告皆為數字呈現，一般人並無法直接

從數字上感受到污染程度的差別與衝擊，更不用說是學生，因此我們將空氣品質指標值(AQI)

轉換為分級色彩及紋樣，讓大家更直接明確瞭解空氣的污染現況，並主動關心此議題。 

    為加深學習「色彩」安排在生活中的應用，請學生擔任環境觀察者。進行手繪地圖製作，

培養學生統整能力。 

 

     2.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1)從《霾哥來了》動畫談空汙。 

       (2)藉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認識空氣品質指標(AQI)。 

       (3)整理並劃記台灣各城市空氣品質指標(AQI)。 

       (4)以浮水印的方式將整理並劃記台灣各城市空氣品質指標(AQI)轉化成具色彩的紋樣。 

       (5)從環境進入美感的探索進行手繪地圖製作，讓地理生活與色彩結合。 

       (6)口頭分享與反思。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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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資源： 

自製簡報、教學資料、學習單、iPad、墨水、浮水印顏料、壓克力顏料、廣告顏料、水盆、棉

紙、水彩紙、布、色鉛筆、美術紙、影印紙、畫框、釘槍、釘針、抹布、曬衣架、衣夾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s://taqm.epa.gov.tw/taqm/tw/default.aspx 

《霾哥來了》Smog Mike 空污偶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jlnjaOAaI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9/23~27 

單元名稱 麥擱來ㄚ 

單元簡述 藉由《霾哥來了》空污偶動畫引起學習動機。 

2 9/30~10/4 

單元名稱 看不見的敵人 

單元簡述 認識空氣品質指標(AQI)與健康影響、活動建議 

3 10/7~11 

單元名稱 分門別類 

單元簡述 
將 2018 空氣品質指標值(AQI)分班進行，再由各組將

全臺各月份數值以顏色標記在學習單上。 

4 10/14~18 

單元名稱 數值的轉換 

單元簡述 將學習單的數值化為美麗又略帶危險氣息的紋樣。 

5 10/21~25 

單元名稱 環境觀察者 

單元簡述 
藉由環境觀察，激發學生主動關懷人、色彩與環境的

關係，進行手繪地圖。 

6 10/28~11/1 

單元名稱 分享和報告。 

單元簡述 
培養學生具備地理、社會和環境統整及色彩的能力。 

https://taqm.epa.gov.tw/taqm/tw/default.asp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jlnjaO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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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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第 4 節課「數值的轉換」增修課程內容為：以水墨技法練習浮水印，有色色階

亦可以轉換為無彩色色階，加深學生紋路與色彩的轉變的概念。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空氣品質指標 

B 學生操作流程： 

認識空氣品質指標(AQI)與健康影響、活動建議  

認識霧霾的成因、減少霧霾產生的方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霾哥來了》空污偶動畫引起學習動機。從看似輕鬆但議題嚴肅的《麥擱來ㄚ》動畫內

容，思考到底什麼是霧 霾呢？霧霾是如何形成的？吸入過多霧霾會對人體有害嗎？如果有

害，又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霧霾呢？ 

 

 

 

 

 

 

 

《霾哥來了》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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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AQI 的成分                          討論心智圖 

 

    學生的心智圖一                         學生的心智圖二 

B 學生操作流程： 

分組進行心智圖討論、製作及發表。  

C 課程關鍵思考： 

利用關鍵詞」(Key Word)、「放射性結構」(Radiant Thinking)、「顏色」(Color)與「圖像」，透過

心智圖的討論、製作及發表，提升學生思考力與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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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 2018空氣品質指標值(AQI)分班進行，再由各組將全臺各月份數值以顏色標記在學習單上。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依據現行參與評價臭氧(O3)、細懸浮微粒(PM2.5)、懸浮微粒(PM10)、一氧化碳(CO)、

二氧化硫(SO2)及二氧化氮(NO2)，等六項加以計算，找出該月份指標指數顏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不同，光是數值運算較為無感，但顏色就不同，能讓人警

覺害怕，原來曾經暴露在危險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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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進行施做有彩色與無彩色的浮水印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 2018 空氣品質指標值(AQI)污染指數變成紋樣-浮水印 

C 課程關鍵思考： 

識河色調 臺灣河川污染指數紋樣，被轉化為紋樣-浮水印的空氣品質指標值(AQI)污染指數，

能讓學生正視空汙問題，對汙染有感，共同努力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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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行前案例及重點說明後於進行手繪校園植物地圖 

B 學生操作流程： 

於校園中觀察環境建物及植物種類進行調查與記錄，激發學生主動關懷人、色彩與環境間的

關係，進行手繪校園植物地圖。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地圖要素：主題、圖例、方位、比例尺、植物種類應分位置布與說明呈現方式，進行手

繪地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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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校園植物地圖成品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將作品陳列並分享整個單元的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分享前五週的活動紀錄與作品照片，幫助學生回顧這段時間的成長外，也讓其了解其他班同

學的學習狀況。透過校園植物地圖繪製，更認同學校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課程中計算部分較枯燥，浮水印操作部分，無彩色效果比有彩色好，可能因

為各組調製膠水基底部一，沒有膠體，染料幾乎都無法在水面上浮得很好，而墨

汁本身含膠，故膠體濃度是重要的關鍵。 

    校園植物地圖感覺有些倉促，大部分時間都在描繪校園建物及地景配置，比

例會抓不對，或者虎頭蛇尾，反觀，植物描繪就變得比較弱，未來執行類似課程

應以植物為主，可以發放公版地圖底圖；部分班級以小組方式呈現效果比部分個

人獨自完成度高，若輔以照片也是選項，製作校園植物的 word 檔或做成 QR Code

與校園網路相結合，建置新的校園植物網站，讓課程作一完整的延續與統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