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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姜昌明 

實施年級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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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十八班 

班級類型 V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680 名學生 

三、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    107   學年度第  1/2   學期，    桃園    區  武陵高中      

參考課程名稱： 

■ 土壤的色彩學 完結篇                                                

課程名稱： 大馬賽克計畫--從校園出發前往台灣各地的採土鑲嵌計畫。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教學對象 ■高級中學 一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V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請概述內容） 

1， 基本的美感經驗 

2， 對生活環境的基本敏感度 

3， 對媒體、文件與圖像有美感判斷經驗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色相、層次與色票的概念。 

  2，尋找合宜的土壤樣本。 

  3，地層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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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108學年度下學期，我校新教學大樓動工已經半年。建築本體動工之前，進度仍停留在挖

掘地基階段。上學期的建築藍圖應用，發展為街屋立面的寫生。但因為地基的開挖，既然全校

已然一副土裏土氣模樣，原本計畫進入建築構成階段的課程設計，依實況這學期將停留在土的

色彩探索。就地基挖掘得到的地層顏色的靈感，讓環境、校園議題融入課程中。 

   1，發現生活中的土壤色彩。    

   2，藉由寒假期間的遠行，同學們進行土壤採集，清洗萃鍊之後製成同規格色塊，依色相

色階排列成為色票。 

   3，依馬賽克的概念，將這些色票般色塊依深淺排列成圖。 

   4，原訂引導學生，設計合宜的馬賽克圖稿，因時間與校園行事曆無法配合而停留在排列

深淺。 

 二、教學目標 

學生將會：請參酌環境掃瞄內容 

    由環境色彩的發覺出發，培養出色彩的“自發”知覺、與環境的觀察“互動”、

進而發展人與土地“共好”的情操。將高中地球科學、顯微觀察技能加分應用在對色

彩新構面的認識。 

    進而嘗試以礦石分析的角度，去推敲色彩之符號、象徵與代表性成因的另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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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構面的美感。 

2，土地也有顏色。 

3，為顏色做分析。 

4，為顏色做排列。裸視顏色的排列、成

份的排列…。 

1，色彩美感中的明度、彩度與色相。 

2，土地也有顏色的原因。 

3，為顏色做成分的初階分析。 

4，如何應用土壤顏色的成因做為土地容顏

策展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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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學。 

2，台灣的土壤與礦石。 

1，策展的技能。 

2，觀察、採集與分析色彩的初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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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1)發現生活中的自然色彩。介紹顏色的溫度、感受與文化背景。教師以生活中各種色彩

的範例。解釋色彩的象徵性與代表性。 

   (2)教師以影片說明採土經驗，並說明土壤特質與地質關係。 

   (3)規畫以色彩為題的策展計畫。 

    (4)以校內與校外的小觀察與採集示範。以裸視色彩做初步分類。預告學生需利用假期完

成的台灣土壤採集。 

   (5)學生展示採集成果製作成土樣本，規格化。 

   (6)學生試排列土樣本的層次。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土壤的色彩，是否也符合顏色的象徵性、代表性? 

(2)顯微鏡下礦石粉末成份的比例決定了裸視時的色調。反思，顏色的象徵性與代表性，也應

該是比例的概念。 

(3)從土壤礦石的地質特性，去補全顏色的象徵性與文化體系的知識。例如火山岩地形的火成

岩、黑燧石。赤鐵礦成分…。 

3.課程意圖。 

    (1)色彩學與地球科學知識的互動之後，學生能自發認同土地，發展與環境共好的意識。 

    (2)以色彩學的分析為由，讓學生走進大自然之中。 

    (3)以色彩學的展覽為由，讓學生合力完成一次認識台灣土地色彩的旅行。 

四、預期成果： 

    (1)色彩學與地球科學知識的互動，能活化學科能力的應用。 

    (2)由美術課發展學生自發認同土地的情操，是新課綱的方向。 

    (3)以紀錄土壤色彩為由，讓學生走進大自然之時，看到色彩不同的深度。 

    (4)學生合力完成的認識“土地母親之容顏展”會是感人的台灣故事。 

參考書籍： 

1，麗莎賈汀著(2001)《顯微鏡下的科學革命》台北，究竟出版社。 

2，左卷健男著(2013)《元素圖鑑》台北，聯經出版社。 

3，北村雄一著(2012)《化石地球生物演化的証物》台北，瑞昇文化。 

4、謝平著(2010)《科學革命 不存在的歷史》台北，遠足文化。 

5、胡慕情(2015)《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台北，衛城文化。 

6、《看見十九世紀的台灣》(2006)費德康編。台北，如果出版社。 

    7，東尼萊斯(2010)《發現之旅》。台北，好康出版。  

教學資源： 

行政院農委會台灣土壤陳列館。https://www.coa.gov.tw/ws.php?id=8290&print=Y 

台灣土壤種類占全球九成以上。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198403 

教學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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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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計畫配合 108 學年度下學期，我校新教學大樓動工。利用這機會，可以

就土論土。發現土顏色。因為行事曆與其他美感計劃的分配，這學期依然只進行

到採土即止步，未能形成大馬賽克作品 

1，但配合這學期的重要展覽調整成，假日徵集一班人數參觀療癒動物園展，，

就色彩、材質與結構三構面去閱讀黃色小鴨作者霍夫曼的設計思考。 

2，江戶風華展。去了解廣告功能的浮世繪如何提供商品設計的靈感。 

3，桃園地方公共藝術家作品小旅行。公共藝術作品的設計思考，因為必須

符合驗收的規定，會如何調整。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主題與內容 請勿將教學策略直接詳填入本欄 

1 2 月底 

單元名稱 授課:色彩學的明度與彩度，發現與發表生活中的自然色彩。 

單元簡述  A, 彩度與明度。B, 以生活中各種色彩為範例。 

2 3月 1周 

單元名稱 授課:從到校園台灣各地。採土願景與操作說明。 

單元簡述  A, 以校園工地出發到台灣各地的土樣本，需清洗且篩選之。 

3 3月 2周 

單元名稱 以校內與校外的小觀察與小採集成果。 

單元簡述  
A，以地圖呈現採土的位置。B，以小報告呈現校外土壤採集

的原因與觀察。C，由小老師整合全班的採集成果。 

4 3月 4周 

單元名稱 美感設計 療癒動物園設計展。 

單元簡述  
A，從黃色小鴨的桃園旅行發想。B，藝術創作主題與材質變

化的趣味、效果與其設計思考。 

5 第五周 

單元名稱 美感設計 江戶風華浮世繪展的商品設計 

單元簡述  
A，浮世繪的廣告效果。B，浮世繪主題的商品設計。C，發

現展場中的商品設計實例。D，不同的商品其實滿足的是不同

客群-受眾。 

6 第六周 

單元名稱 美感設計 公共藝術與環境美感的桃園單車踏查。 

單元簡述  
A，公共藝術與環境的關係。B，公共藝術的法規依據。C，

公共藝術家的拜訪。D，公共藝術在桃園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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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修正 

第一節，認識色彩、發現生活環境中的土顏色。 

第二節，筆者自我介紹在日本的採土之旅。火山岩地形的富士山為例。 

第三節，學生呈現採土旅行紀錄。 

第四節，參觀參觀療癒動物園展與成果撰寫。 

第五節，參觀江戶風華展與成果撰寫。 

第六節，參觀桃園地區公共藝術作品紀錄。 

 

課堂 1 

  

B 學生操作流程： 

1，排選同學參與色階比對的練習。比對中可以發現土的差異。 

2，操作中則是練習了觀察力。 

3，學生就採集士樣本雙面泡棉膠採集黏實，作為統一的 pixel 單位。4x4 公分 

C 課程關鍵思考： 

1，土的色階與素描表現上的色階，有異曲同工之妙。 

2，每個土樣本，化為 pixel，將可以與其他同學的樣本，規矩地排列。排出色階。 

課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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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每位同學繳交土樣本並同時進行色階比對的練習。 

2，比對中可以發現台灣土的顏色差異大。 

C 課程關鍵思考： 

1，土的色階與素描表現上的明度差之外，還有彩度差。 

2，區分明度階的技巧。 

3，化為 pixel 的土樣本，與馬賽克以有色礦石樣本的原理一致。 

4，馬賽克藝術的原理與不退色的永恒性有關。 

課堂 3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依自己的採土紀錄，找到採土地點。 

2，男女有別地以不同顏色區分標簽。 

3，發現標簽的關連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1，同學全台灣採土的紀錄化為標簽，它說明的是同學旅行的足跡，以性別區分標簽。它們

會不會有意義。 

2，貼在地圖上的標簽，則是紀錄了全體同學旅行的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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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 3/18 進入華山特區療癒動物園展覽場，去發現這些充氣藝術品的原型。 

2，發現這些作品原型，其材質與靈感當時展出環境的關係。 

3，發想這些動物作品還有其他那些材質變化與功能的可能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1，藝術品充氣後，遊樂場化之後，藝術品的價值與門票價格辨証關係為何。 

2，藝術品，改變材質的實驗，是一種設計思維的脈絡。改變材質產生的效果，失去原功能

與發現新功能的辨証關係為何。 

3，創造與改造，以這些動物藝術品為例，推測藝術家還可能有那些可能性。 

課堂五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 3/28 進入中正紀念堂江戶風華特展展覽場，去發現舉世聞名浮世繪的的原版。 

2，發現這些作品如何被應用在現實生活中，以致於它維持其高人氣。 

3，發現展場的商品區，如何又應用這些母題，開創新商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浮世繪的廣告功能，對於它自己變成商品靈感的脈絡與效果的歷史淵源的了解。 

2，藝術品與商品之間，透過設計思考的改造與行銷，其界限分野如何拿捏。是藝術性提高

商品價格，或是商品化讓藝術品更容易被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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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六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 6/6 進入桃園公共藝術家姜憲明石雕藝術公司，去了解公共藝術的製程、法規與參與

門檻及市場。 

2，發現這些作品如何被應用在生活環境中，以及它們可以達到的提昇生活品質的效果。 

3，參觀廠區的藝術氛圍。 

C 課程關鍵思考： 

1，公共藝術的法規與市場。 

2，藝術品對提昇生活品質的效果。 

3，參觀廠區的藝術氛圍，立體作品的製程。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讓學生走出教室，甚至離開校園的課程，學生的興致總是很高。因此，如何

利用高興致，但學生卻能不致於變成脫繣野馬，與管理技巧有關。 

2，走向校外的課程，學生的學習需要不斷地提醒與聚焦。課程操作需小心規畫

並模擬沙盤推演，嘗試用單車小旅行是種突破。公共藝術的地理感，會非常具體。 

3，設計思考，在生活中不斷被印証。提供學生不斷去發現與被印証的機會，藝

術將更快進入素養的境界。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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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結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