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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南市立復興國中 

授課教師 李靜芳 

實施年級 七八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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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班 

班級類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數 3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度 

課程名稱：發現色彩—城市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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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力：  

學生的生活美感表現多為外力要求，或僅止於「知道」，尚無法以內省的態度追求生活美感

的實踐。 

一、課程活動簡介： 

色彩本源於自然，人類由大自然色彩的啟示，及自然和人工色料的使用，使得我們的生

活更加多彩多姿。我們需要認識色彩理論，了解色彩感覺及配色原理，建立更完美的色彩秩

序和價值，藉由色彩的應用和表現，以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 

經由分析藝術家創作之作品，我們了解藝術家如何透過創作為城市發聲。 

學生可藉由色彩理論的認知，和色彩作業的練習，並由實際生活中的體驗和運用來加強

色彩的學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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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觀察生活環境中不好和不美的配色，可以產生希望更好、更美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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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操作色彩感覺及配色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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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實際生活中的應用，能相當程度地掌握色彩搭配的品味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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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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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 

單元目標 學生能觀察生活環境中不好和不美的配色 

操作簡述 

透過觀看影片【經典.TV】20190414 - 街屋台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crKPQcNbs，引起動

機，讓學生認識色彩原理與生活美感的關係，再從街屋招

牌等切入，引導學生細心觀察台灣城市樣貌，引發同學都

市美感體驗。了解藝術家如何透過創作為城市發聲。 

2 12/9~13 

單元目標 學生能認識色彩學 

操作簡述 
教師利用教學媒體介紹色相環、類似色、對比色、色相、

明度、彩度，活潑方式讓學生更容易學習。 

3-4 12/16~27 

單元目標 學生能操作配色原理，分別主題與背景 

操作簡述 

學生以類似色跟對比色進行創作，先設計一個圖案當主

題，再以線條分割，以色彩填充畫面，如何應用對比色及

類似色的概念，讓畫面呈現主題又具整體美感。教師引導

學生體驗對比色會凸顯主題，然而在城市風貌中，招牌對

於商店而言是主題，相對於城市街景，招牌的定位應該是

背景而非主題。 

5 06/22~26 

單元目標 學生能操作配色原理，掌握色彩搭配的品味美感。 

操作簡述 

教師準備流體畫顏料，讓學生用顏料傾倒在畫面上，任其

自由流淌而形成的藝術，畫面效果主要取決於繪畫者個

人，對顏色的選擇以及用雙手簡單控制，呈現出的畫面千

變萬化原文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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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在美感知能方面，學生將建立色彩構面之美感能力，覺察色彩如何影響生活美感呈現。 

2.在美感運用方面，學生能把色彩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建立好的生活美感習慣。 

3.在美感省思方面，學生能以有品味的眼光覺察生活環境的美醜，省思個人於環境的角色。 

 

五、參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年等資訊) 

1. 街屋台灣 鄭開翔 遠流 2019/1/27 

 

六、教學資源： 

1. 【經典.TV】20190414 - 街屋台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crKPQcNbs 

2. 雄獅彩虹染-教學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A1HIugwVk 

3. 流體畫究竟是什麼畫？網址：https://kknews.cc/news/a3j9kzg.html 

 

  

https://kknews.cc/news/a3j9kzg.html，學生實際操作配

色，創作具備個人特色的作品。 

6 
06/29~07

/03 

單元目標 能把色彩概念運用到環境布置的美感賞析中 

操作簡述 
透過分析自己作品，其中的色彩美感概念及呈現技巧，期

望學生能運用色彩美感概念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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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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調整是把水彩媒材運用擴展為彩虹染及流動畫，希望學生能建立生活藝

術化，藝術生活化的概念。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行紀錄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操作流程： 

引起動機，讓學生認識色彩原理與生活美感的關係，再從街屋招牌等切入，引導學生細心

觀察台灣城市樣貌，引發同學都市美感體驗。了解藝術家如何透過創作為城市發聲。 

C 關鍵思考： 

在城市風貌中，招牌對於商店而言是主題，相對於城市街景，招牌的定位應該是背景而非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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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操作流程： 

教師運用教科書康軒版視覺藝術色彩教學光碟，介紹色相環、類似色、對比色、色相、明

度、彩度色彩學概念。 

C 關鍵思考： 

建立學生晚色彩學概念 

 

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操作流程： 

1. 指導學生以類似色跟對比色進行創作。 

2. 先設計一個圖案當主題，再以線條分割，以色彩填充畫面。 

3. 如何應用對比色及類似色的概念，讓畫面呈現主題又具整體美感。 

C 關鍵思考： 

教師引導學生體驗對比色會凸顯主題，然而在城市風貌中，招牌對於商店而言是主題，相

對於城市街景，招牌的定位應該是背景而非主題。 

 

 



6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操作流程： 

1. 教師準備流體畫顏料， 

2. 讓學生用顏料傾倒在畫面上，任其自由流淌，用雙手簡單控制顏料，呈現流動的畫

面。 

3. 如何應用對比色及類似色的概念，讓畫面呈現主題又具整體美感。 

4. 學生實際操作配色，創作具備個人特色的作品。 

C 關鍵思考： 

教師引導學生體驗對比色會凸顯主題，然而在城市風貌中，招牌對於商店而言是主題，相

對於城市街景，招牌的定位應該是背景而非主題。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7 

B 操作流程： 

1. 學生透過觀察名家室內設計作品，了解作品佈置考量因素，牆面背景與作品之關係。 

2. 學生針對自己作品進行色彩分析，寒暖色調、明度、彩度….。 

3. 根據牆面背景與作品之關係，選擇適合布置的空間進行布置並拍照，完成學習單。 

C 關鍵思考： 

透過分析自己作品，其中的色彩美感概念及呈現技巧，期望學生能運用色彩美感概念於生

活中。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由於筆者第一次參加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缺乏經驗，這次課程原本

設計主題「發現校園—校園速寫，學生尋找校園建築美，並加以記錄。」，然

而實際落實課程中因配合學校原有課程計畫內容，真正開始上課已是 12 月中

旬，時間上頗有壓力，又加上筆者認為有必要讓學生認知對比色及類似色的概

念，如何讓畫面凸顯主題又具整體美感，學生體驗對比色會凸顯主題，然而在

城市風貌中，招牌對於商店而言是主題，相對於城市街景，招牌的定位應該是

背景而非主題，於是改變了原有課程內容。 

於是讓學生建立色彩構面之美感能力，覺察色彩如何影響生活美感呈現，

這些課程結合在下學期的美感課程中，提醒學生實際操作點線面構成的造形設

計手法時，也要考量利用上學期所學色彩概念，最後以學習單讓學生將自己作

品在自己家中布置，根據牆面背景與作品色彩之關係，選擇適合布置的空間進

行布置，體驗將色彩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建立好的生活美感習慣。 

整個課程的落實過程，計畫一修再修，操作課程內容時也一改再改，總歸

是經驗不足想要給學生太多，又不知道做得對不對，當初計畫修正委員的建

議：「一般美術課的有趣操作，但距離美感課程從日常出發的概念較遠，則學

生無法以日常生活觀察出發，最終的創作結果也難回到日常體驗之中…」。這

些話也一直在筆者實施課程時迴響。盡力而為下一次或許會更好，期待學生在

未來的生活中體現美感課程內涵，能觀察生活環境中不好和不美的配色，可以

產生希望更好、更美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