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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魏士超 

實施年級 國一、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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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３班（因身兼學務主任以及擔任臺南市國中藝術輔導團輔導員）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9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生活比例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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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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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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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為小 6 升上國一的新生，上過國小的美勞課程，對於美術有基本認識，但對於美的形

式原理以及相關數學理論較為陌生，對於生活環境較也較為無感，能觀察生活中雜亂失序

的環境狀態。也因為無感加上缺乏比例與構成的觀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課堂筆記、繪圖作

品、感謝卡片、生涯手冊封面創作…等，經常出現文字堆積、視覺動線規畫不良；造成難

以閱讀，甚至會讓人扭曲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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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比例是影響美感效果的相對關係，而比例感「是對尺寸的大小有審美的情緒」(何欣怡，

2017) ，構成則是聯結各式要素的整體展現。當空間中不止有一個以上的物件時，就得考

慮到構成；當物件的比例改變時，往往構成關係也隨之改變。 

本課程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進行觀察後，透過簡單的比例工具進行操作；理解格線的

分割邏輯；體驗平面設計中的比例關係與版面構成，建立起學生對於平面構成中字體大小、

空間留白、圖文配置等「比例＋構成」的美感觀念，並意識到版面編排在美感與訊息傳達

上的重要性。 

而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名片、雜誌、報紙、書籍、飲料、海報看板、街道招牌…這

些隨處可見的視覺傳達作品，若沒有合宜的比例關係，會讓人覺得突兀、壓力，甚至感到

不舒服。課程最後，讓學生觀察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分組討論的方式，試圖找出自己生活

中可以改進比例的環境或器物，並鼓勵學生將所學觀念實際運用，設計自己的「生涯學習

檔案」封面，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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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能從校園及生活中的平面物品，觀察比例、構成與美感的關係。 

2. 學生能從校園周圍的街道招牌中，觀察文字的比例、構成所產生的排版與美感間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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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能觀察生活中物件的比例及構成，能夠具體指出影響美感效果和聯結各式要素

整體展現的相對關係。 

2. 學生能夠操作比例學習工具，建立自己的比例感及構成關係資料庫，並與小組分享。 

3. 學生能了解合宜的比例關係，並在小組討論後實際運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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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能理解物件比例、構成與美的形式原理之間的關係。 

2. 學生能理解不同比例與構成關係在平面設計上造成的變化。 

3. 學生能理解生活中許多的物件與生活產品都涉及到比例與構成的概念，並嘗試操

作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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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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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將所學的比例、構成概念，運用於自己的「生涯手冊封面」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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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單元目標 何謂美感、生活中的美感 

操作簡述 

於簡報中介紹何謂美感？如何改善生活美感？透過比

較法，讓學生打開觀察的眼睛，在校園、生活中發現美。

運用美感電子書，快速地介紹美感六個基礎構面以及

秩序。 

2 10/28 

單元目標 「比例、構成」與美感關係 

操作簡述 

「比例、構成」與美感關係（跨數學領域）認識自然物

的比例構成。介紹公因數、公倍數、等差數列、等比數

列與黃金比例。透過提問讓同學發現這些與我們日常

生活中的關連。 

3 11/04 

單元目標 生活中的比例觀察 

操作簡述 

教室內的觀察與紀錄—課本、筆記本、印刷品、鉛筆

盒…，全班分成七組，每一組 4 人，分別挑選一主題進

行觀察與紀錄。人體尺寸與比例—杯子、椅子、手機、

桌子、書包…。由常見的杯子開始，這和我們人體的尺

寸有何關係？何種尺寸的杯子（或手機）是我們手持覺

得舒適何宜的？ 

4 11/11 

單元目標 比例學習工具 KIT1 

操作簡述 

平面排版練習：學生將固定尺寸的黑、灰、白紙訂好比

例後進行裁切與排列組合，比較各種比例關係，紀錄自

己的觀察，藉以練習「比例感」。 

5 11/18 

單元目標 比例學習工具 KIT2 

操作簡述 

電腦排版練習：學生在電腦上練習排版，嘗試將比例、

構成的觀念運用於「生涯學習檔案」封面，藉以練習「比

例感」。 

6 12/09 

單元目標 生活美感省思 

操作簡述 

請同學上台分享自己「生涯學習檔案」封面設計理念，

教師歸納總結。後續引導學生對於日常生活進行觀察，

並試圖找出比例合宜以及比例不良的例子。例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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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了解並描述比例、構成與美感之間的關係。 

2. 學生能了解並描述比例、構成與數學之間的理論基礎。 

3. 學生能了解在不同的空間中需要何種比例與構成，也就是合宜的關係。 

4. 學生能在生活中，實際應用合宜的比例與構成關係。 

5. 學生能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表達及反思討論。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實驗課程儲備核心教師暨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手冊。2017。 

2.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驗課程儲備核心教師暨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手冊。201８。 

3. 美感練習誌。試刊號。105-108 美感教育推廣計畫核心實務推廣計畫出版。2016。 

4. 美感練習誌。第 2 期。105-108 美感教育推廣計畫核心實務推廣計畫出版。2017。  

5. 美感學習工具 KIT。2018。 

6. 美感版式設計：文字與圖的對話。作者： eye4u 視覺設計工作室。博碩出版社。

2010。 

7. 藤本健太郎(2019)。廖紫伶譯。字形散步走在台灣：路上的文字觀察。臉譜。 

8. 創建欣賞式團隊：用 48 個關鍵正向提問打造高效能團隊。譯者：徐佩賢, 謝冠東。

城邦印書館出版。2016 

9. 美好關係(2019)。設計的美好關係：60 座書席設計解剖書。風和文創。 

10. 小山雅明 (2014)。李友君譯。全能招牌改造王：瞬間拉升集客力，讓路人通通變客

人！。時報出版。 

11. 小林章(2015)。葉忠宜譯。街道文字：在世界的街角，發現文字的秘密。臉譜。 

12. 查爾斯‧蒙哥馬利(2016)。鄭煥昇譯。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找回以「人」為本的

大街小巷，創造人與人的互動連結(Happy City: Transforming Our Lives Through 

Urban Design)。時報出版。 

13. 漂亮家居編輯部(2017)。圖解吃喝小店攤設計：從街邊店到移動攤車，品牌定位、

設計、製作一本全解。麥浩斯。 

14. 黛比．米曼(2009)。林育如譯。像設計大師一樣思考。商周出版。 

15. 鄭開翔(2019)。街屋台灣：100 間街屋，100 種看見台灣的方式！。遠流。 

 

可以街道招牌作為出發點，探討招牌尺寸大小、設立高

度、空間留白、字體粗細等的比例關係，並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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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資源： 

1. 美感電子書 

2. 臺南美感教師社群整理美感課程相關照片 

3. www.aesthetics.moe.edu.tw/ 

4. www.pinter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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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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申請時是以學校美感三年願景進行規劃送件，但實際上需配合個人職務及教

務處配課，新學年轉換時不一定會繼續任同一班級。本次任教一年級居多，故課

程規劃以一年級為主。 

 

學校願景 永保安康 多元合作 本位國際 

美感願景 從幼扎根 

以美養眼 
社會參與 

融合永續 

與世界國際連結 

學生圖像 能以自身出發，透過美

感的眼睛觀察日常生

活，並保持身心健康。

   

以多元包容的角度看待

事物，並透過分組合作

學習，了解校園環境特

色。 

能對社區進行踏查及深入了

解，例如：本校武術社特色

傳統文化宋江獅陣之歷史背

景、兵器架構、陣勢意義

等。與國際友人交流時，能

介紹本校美感特色。 

素養目標 
有感 

美意識 

調整到美 

工具意義 

與美 PK 

與美 PK 

環境共好 

美感構面 比例 色彩 質感 結構 構造 構成及綜合練習 

實施年級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單元名稱 比例觀察

家 

校園色彩

計畫 

樹枝質感

趣 

結構材美

力 

由兵器看

構造 

生活美感構成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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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何謂美感、生活中的美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以簡報向學生介紹美感電子書、美感六構面，讓學生感受美感與比例如何

在生活中影響我們的感受。 

2. 教師介紹比例中的模矩設計以及應用方式。 

3. 教師舉出比例在生活中的應用案例，並請同學就校園或生活中的觀察經驗，分

組討論後上台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美感的六個構面為何？何謂美感初階？整潔秩序和美感有何關聯？ 

2. 何謂比例？何謂模矩？在生活中哪些物品或環境是有比例或比例模矩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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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比例、構成」與美感關係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由教師所提供的動植物圖片中，了解數學與美感之間的關聯性，並透過小組討

論，嘗試將圖片中的關鍵比例找出來。 

2. 以圖形化的方式嘗試了解畢氏定理、等差、等比；公因數、公倍數；數列、等

差數列、等比數列、黃金比例、黃金分割、黃金螺旋。 

3. 將上述數列（數值）嘗試以圖形化的方式描繪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比例與數學、美感之間有何關係？ 

2. 公因數、公倍數、等比例、黃金比例是什麼？何謂等差數列、等比數列？ 

3. 自然物有哪些天然的比例或數量關係？而人工物有哪些是模仿自然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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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生活中的比例觀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教室內的物品來進行課程，例如：筆記本、水瓶、收納盒、筆盒…，全班分成

6 組，每組 5 人分別挑選其中的一個主題，將生活器物嘗試拆解為數個部件，進

行尺寸量測與比例觀察與紀錄。 

2. 多數產品都會有品牌商標，在不同的產品上，何種尺寸、大小、位置的品牌商標

最為美觀？何種尺度的生活產品使用最適宜？請同學模擬操作並進行討論。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水瓶的長、寬、高尺寸大小不同，為何在容量上有固定比例？不同尺寸的水瓶

在使用上有何差異？與手的尺度有無關係？  

2. 書籍、筆記本的尺寸大小不同，為何在長寬的比值上都是接近的？ 

3. 平面書籍或者是標籤，其圖、文的比例配置關係，是否會影響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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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比例學習工具 KIT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提供方格紙的空白學習單及「比例學習工具」。「比例學習工具」包含一張高

磅數的灰色相框紙板，以及黑、白、灰三張美術用紙。 

2. 學生將灰紙框置放於最上方，下方以黑、白、灰三色卡紙進行排列組合，找出自

己喜歡感覺的畫面。找到好看的比例關係後，學生依「比例學習工具」上的刻度

對照學習單上的方格，以水性麥克筆將圖形描繪出來。 

3. 第一列的三個圖形僅能以垂直、水平來進行，第二列以傾斜方式進行，第三列則

可任意搭配，沒有限制。接著練習以圓點貼在方格憲中練習純文字排版，最後將

前兩者合而為一，以黑白灰代表色塊、圓點及細線代表文字來進行排版。 

註：本部分美感 KIT 係參考臺南市復興國中余秀蘭師於 106 學年度第２學期「比例」教案：我

的讀書筆記。 

c. 課程關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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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黑、白、灰卡紙排列組合的實際操作，學生更能體會—當卡紙的面積改變

時，比例也隨之改變，感覺也跟著改變。 

2. 畫面分割後，可請學生再三觀察，嘗試以文字記錄描述自己對於此圖形的感受

及想法，加強學生對於比例感的敏銳度。 

3. 學生運用比例學習工具在操作過程中難免會停頓後思考、觀察後繼續操作，代

表他們已逐步建構自己對於比例的美感意識，因此繪製結果僅是紀錄，思考過

程才是重點。 

4. 若有學生還是不知道從何下手，鼓勵學生以數學所學的等差、等比、黃金比

例…，嘗試將圖形化運用在比例分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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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比例學習工具 KIT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請學生於課前準備「生涯檔案封面」的素材，包含照片及文字。自己的照片需

1~2 張，文字則為自己的姓名、學號、以及激勵自己的一句話， 

2. 電腦排版練習：該節課請學生至電腦教室，以電腦進行排版練習，嘗試將比例、

構成的觀念運用於「生涯學習檔案」封面，藉以練習「比例感」。 

3. 色彩配色部分，因時間之故，教師僅能概略提示，無法詳細說明。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文字排版需有版心、天、地、出血的概念，亦須注意文字閱讀動線。 

2. 在排版時須注意隱形的格線可產生秩序感；留白的比例過低會產生壓迫感。 

3. 鼓勵學生嘗試用色塊圖案進行垂直、水平、斜線等不同的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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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生活美感省思 

a. 課程實施照片 

  

  

b. 生活美感省思 

1. 請同學上台分享自己「生涯學習檔案」封面設計理念，教師歸納總結。 

2. 引導學生對於日常生活進行觀察，並試圖找出比例合宜以及比例不良的例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以分組的方式進行討論並報告。 

2. 上學的途中，你對於那些招牌有印象？而這些招牌的尺寸、設立高度、空間留

白、字體粗細等，是否有合宜？是否有美感？ 

3. 若需要改善，可從哪邊進行改善，請和組員討論後報告。 

4. 學校的宣傳海報和招牌功能類似，是否也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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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比例與數學理論結合： 

部分學生對於數學有恐懼感，比例的理論基礎即是數學，不管是等差數列、

等比數列、黃金比例…。透過本課程讓學生將比例的數學理論予以視覺圖像

化，會讓學生更容易理解。而國一第一學期的學生，尚未學習畢氏定理及開

根號，在黃金比例、黃金分割的教學上需要多費心 

2. 比例與日常生活結合： 

身材可透過捲尺量測比例，青春期的學生對此較為敏感好期，可做為引導的

出發點，但將重點放於「人體的尺度大致都有相近的比例數值，但可以靠後

天運動及穿著進行修飾」。而制服是否要紮入褲中、衣服的尺寸、書包背帶

長度、都是會影響視覺的元素；引導學生了解—比例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

衣服尺寸、文具、工具、提袋、背袋、書籍…任何在使用上、穿著上的生活

用品都和比例密切相關，而空間中桌、椅、床、櫃、樓梯、吊燈、招牌…亦

然。學生建立起比例與構成觀念後，鼓勵學生將概念實際應用在筆記書寫、

教室布置、生活物品挑選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比例感資料庫。 

3. 鼓勵學生運用電腦進行排版 

教師發現本校學生絕大多數均有使用電腦經驗，但侷限於上網看影片、打電

玩，基礎的收發 email、運用文書和簡報軟體的能力較弱。鼓勵學生申請個

人帳號，學習使用 email 收發信；並學習簡報軟體進行版面設計，以網路直

接繳交作業。 

4. 比例感的培養應循序漸進 

礙於篇幅，無法於課堂紀錄中一一詳述，透過實作來讓學生理解比例感應循

序漸進。例如：先以黑白灰三色練習理解分割與比例關係；接著透過圓點貼

位置理解文字重要程度與視覺動線；最後將上述兩者延伸、整合進行生涯檔

案封面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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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構成美感工具」觀察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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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感工具」觀察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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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學習檔案」封面設計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