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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洪維蔓 

實施年級 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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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為生命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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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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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色彩構面的星空漸層飲課程 

讓學生在生活的飲料調配中學習色彩的知識，感受色彩的配色與比例關係。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已有色彩的基本概念，但不知道如何將之應用更深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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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你是否想過，你的一天，甚至一生，會是什麼顏色的？ 

靈感來自於日本藝術家－小林宏和與山田春奈夫婦的 Life stripe 紀實藝術-生命色帶計畫。 

將無形的時間量化為對比例與色彩的感知。從自身生活時間分配來思考，做什麼樣的事對應

到怎樣的色彩感受？再將時間的顏色及長短製作至黃金比例大小的紙張上，令每位孩子為自

己精彩的人生畫上美麗的色彩，感受生命的色彩斑斕，加入文字敘述一天的故事，並與不同

文化差異的學校觀察比較其中異同的色彩樣貌。 

完成的生命色帶將與屏東區學校－高泰國中、潮州國中、光春國中，一起同步展出，究竟不

同的文化差異會形成怎樣的色彩變化呢？是大家所期待的。 

生命色帶也結合近期枋寮高中校園廁所美化計畫，單純、精簡的色塊訴說著每位學生生命的

故事，在每日必經的廁所來一場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邂逅。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認識自己每日時間分配與時間管理。 

不同的作息如何對應不同的色彩感覺？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色紙的裁切搭配。 

用顏色區分量化時間。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色彩的感受。 

色彩的比例關係。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配合總務處校園廁所美化計畫修繕的美感應用。 

跨校合作並展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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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３ 
單元目標 話我的日常 

操作簡述 學生共同討論每天生活的作息時間，準備指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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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了解自己的日常作息，感受不同地域文化造成的時間差異，進而體認時間管理的重要性，對

時間有感。 

思索美感與時間之間的密切關連性，替自己的生命著色。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色彩互動學(50 週年暢銷紀念版) 約瑟夫．亞伯斯  著 積木 出版 2019/12/26 出版 

[完整版]色彩計畫實用色票集 (附北星 167 色實用色票)賴瓊琦  著 北星 出版 2018/3/1 出版 

六、教學資源： 

https://www.mydesy.com/life-stripe 

https://www.mydesy.com/2019-spread 

彩令學生配對適合的色彩感受，共同制定齊一的

色彩標誌。 

2 ４／２０ 

單元目標 發現生命的色彩 

操作簡述 
統計分析歸納出自己的一日作息，利用制定好的

色彩對應製作一日色彩生命色帶。 

3 ４／２７ 

單元目標 為生命著色 

操作簡述 
利用制定好的色紙切割出相對應的長度，在黃金

比例大小的卡紙上整齊黏貼。 

4 ５／４ 

單元目標 生命與生命的對話 

操作簡述 

將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生命色帶攤開比

較，發現不同生命間的差異特色，挖掘獨特形成

的自我。 

5 ５／１１ 

單元目標 馬桶上的美麗邂逅 

操作簡述 

配合校園廁所美化修繕工程，將生命色帶融入廁

所美化，令這個每位學生每天必經之地增添色

彩，邂逅另一個生命。 

6 ５／１８ 

單元目標 生命色彩有感 

操作簡述 

藉由賞析不同文化及不同成長背景的同學作品

中，發現其中有趣之處，令學生探討與鑑賞他人

作品，從中學習包容及友愛。 

javascript:location.href=SearchLink('%E7%B4%84%E7%91%9F%E5%A4%AB%EF%BC%8E%E4%BA%9E%E4%BC%AF%E6%96%AF','','au');
javascript:location.href=SearchLink('%E7%A9%8D%E6%9C%A8','','bl');
https://www.kingstone.com.tw/basic/2019000111256?zone=book&lid=book_class3_ofi
https://www.kingstone.com.tw/basic/2019000111256?zone=book&lid=book_class3_ofi
javascript:location.href=SearchLink('%E5%8C%97%E6%98%9F','','bl');
https://www.mydesy.com/life-stripe
https://www.mydesy.com/2019-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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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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他校色彩交流的部分因各校教師教學情況差異性過大，無法有一致性比較，

更改為校內各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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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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生命中最特別的一天的 24 小時作息，利用文字與顏色感受去描述那一天，每位同學可

以根據自身的色彩經驗去訂定色彩作息。 

C 課程關鍵思考： 

對我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事情是哪些？  

我要如何安排我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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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享自己最特別最有意義的一天並說明選用顏色與作息之間的關聯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別人和自己的一天作息有何異同？ 

說出顏色與作息之間的關係？正對該作息對於自身的直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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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３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介紹小林夫婦之生命色帶計畫，分享其中有趣的案例，並統計每班每項作息代表色彩，共

同制定作息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生命色帶計畫的意義？為何小林夫婦１０多年來持續計畫不懈？ 

是否能藉由自己和別人的案例，找尋自身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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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４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依據共同制定的作息色彩，剪貼個人生命色帶。 

C 課程關鍵思考： 

自己的作息色彩與共同制定的作息色彩感受有何異同？ 

要如何呈現我的生命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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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５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生命色帶設計於廁所裝潢與色彩配置，配合總務處廁所美學教育推動計畫，生命色帶的

實踐運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將生命色帶的配色與生命力，配置於一個室內空間內？ 

 考量空間感，要如何應用色彩的明度彩度裝飾一個室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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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６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作品分享及比較各班、各學校間的生命色帶特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促成哪些特殊的生命作息？思考與對照。 

經過對照與討論，是否未來的生活能增加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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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做生命色帶計畫課程最可貴的，就是能觀察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孩子生活的細

節。枋寮在初夏時，許多學生忙於家裡芒果採收，有學生一大早就起床幫忙

農園，再到學校上課，下課後繼續幫忙，晚上早早休息為了明天的早起。枋

寮鄉亦是隔代交養問題較嚴重的地方，可以看到有些學生選擇特別的一天，

是某個假日與父母難得見面出遊的日子，那天從早到晚的相處與交流，顯得

格外珍貴，也有許多有心事、有特殊狀況的學生，從他特別的一天當中，慢

慢與自己對話。 

讓學生理解生命色彩，挖掘生命的意義，何嘗不是種生命教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