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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南市立延平國中 

授課教師 李少文 

實施年級 九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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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 

班級數 3 班 

班級類型 V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69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美感攝影來外拍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V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V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V 國民中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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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此次學生雖尚未修習過美感課程，但 7 年級上過素描課，於介紹鉛筆線條練習時，有進行

過簡單的美感構成原理介紹及練習。9 年級也已有多次繪畫經驗，對於主體及背景的區別已有

觀念。在加上現今手機使用普及，學生皆有手機拍照經驗及設備，但對於手機攝影的取景.人

物位置安排觀念較無，剛好利用這次課程介紹美感構成概念的探索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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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現代人人手一機，人們常以手機紀錄生活點滴，公開分享至社群平台上。然而除了照 

片背後的精采生活故事之外，如何體驗到畫面中構成美的感受？舉凡感受畫面的平衡 、對稱、

焦點等。希望藉此課程啟發學生對生活攝影的美感構圖能力，將構成審美的知能運用於生活中。    

    本課程第一階段以 ppt 講解構成原則，發現構成對美感的影響，分組讓大家玩整理文具

的小遊戲，感受構成對生活美感的影響。介紹完構成課程重點後，在第二階段利用類型電影預

告,例如恐怖片常利用特寫仰拍、災難片常利用遠景俯拍等方式，介紹攝影俯拍.仰拍.傾斜.借位.

瞬間.隊形 6 種不同特殊角度拍攝方式，帶全班分組至校園拍攝照片，再請小組選出 3 張照片

上台報告，全班共同欣賞分析討論。     

    第三階段結合東方水墨畫的構圖觀念，介紹攝影遠.中.近景(風景.人物.特寫)構圖概念，利

用電腦繪圖軟體講名畫進行人.物.景去背，讓同學分組上台拼貼，放大縮小重組位置，感受遠.

中.近景(風景.人物.特寫)構圖對畫面，及對於主從關係的影響。和同學說明第二次外拍主題---

「發現最美的延中」，讓同學分組到校園環境中去取景，加入風景.人.物品的安排,分組構圖拍攝

校園最美風景。 

    最後讓各組挑選幾張自己滿意作品，輸出並給予統一大小相框，在校園穿堂進行攝影展，

讓各組各班同學利用構成概念，布置各班相片牆，展示作品。各班進行分析比較與欣賞，討論

構成美感如何實際運用於攝影及生活中，讓 9年級同學在畢業前對學校留下美好回憶，並將各

組優良照片作品印成明信片，送予同學當作畢業紀念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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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構成排列對生活美感的影響 

2. 尋找校園環境的美感構成 

3. 藝術作品構圖概念（遠.中.近景)對畫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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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構圖能力練習 

2. 手機攝影的操作能力 

3. 布置攝影作品的展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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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構成相關原則 

2. 了解畫面構成在攝影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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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攝影角度取景對作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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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學校新校舍將於下學期改建完成，在 3 年級學生畢業前，規劃在校區進行攝影展，讓

他們重新發掘校園的美麗，並妝點新校園，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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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單元目標 構成美感概念介紹 

操作簡述 

1. ppt 介紹攝影構圖概念.對美感的影響 

2. 介紹井字、對稱、中央、對角線、s 形等攝影

構成原理 

3. 利用上述原理,分組排列大家文具 

2 

109.4 

 

單元目標 攝影構圖概念介紹 1 

操作簡述 

1. 利用類型電影預告,介紹攝影俯拍.仰拍.隊形造

型.借位.瞬間等 5 種不同特殊角度拍攝方式 

2. 觀賞相關攝影作品範例 

3 

109.4 

 

單元目標 攝影構圖實拍 1 

操作簡述 
1. 分組在校園拍攝 4 種不同特殊角度構圖方式 

2. 各組挑 8 張滿意照片上傳 

4 

109.4 

 

單元目標 攝影實拍檢討、攝影構圖概念介紹 2 

操作簡述 

1. 各組上台報告,分享上次拍攝照片並檢討 

2. 藉由東方水墨畫構圖概念,介紹攝影遠.中.近景

(風景.人物.特寫)構圖概念 

3. 利用繪圖電腦軟體,讓同學分組拼貼「風景.人.

物品」的大小位置構圖關係 

5 

109.5 

 

單元目標 攝影構圖設計 2 

操作簡述 

1. 介紹「編導式攝影」內容，介紹相關攝影作品 

2. 說明編導拍攝主題，對於構圖的思考影響 

3. 請各組加入風景.人.物品的構圖安排,表達校園

最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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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小從藉由整理文具，到思考手機攝影的構圖安排，最後對於攝影作品牆的展覽布置呈現，

讓同學體會構成在生活中美感的應用及影響。對於攝影的編排及取景、角度位置安排，能有更

多的認識及概念。 

 

五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構圖的祕密：一招萬用！輕鬆掌握色彩、形狀、平衡、明暗對比、視線引導，作者： 葛雷格．

艾伯特 ，出版社：大牌出版，2019。 

※鏡頭之後：電影攝影的張力、敘事與創意，作者： 古斯塔夫．莫卡杜，出版社：大家出版，

2012。 

※心靈之眼：決定性瞬間，布列松談攝影，作者： 亨利‧卡提耶-布列松，出版社：原點，2014。 

六、教學資源： 

※拉片實驗室﹕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1008014/?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2 

※教育部美感網站﹕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about-aesthetics/about/ 

 

  

4. 設計學習單:「最_____的難忘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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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單元目標 攝影構圖實拍 2 

操作簡述 

1. 分組在校園拍攝 2 種不同回憶主題，並嘗試不

同構圖方式 

2. 各組挑 2-4 張滿意照片上傳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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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 

 

 

 

單元目標 作品欣賞展覽 

 

操作簡述 

1. 利用相片牆的展覽設計,讓學生利用構成概念,

布置各組相片排列展示 

2. 欣賞各班攝影作品 

3. 邀請攝影師演講講評，分享討論總結課程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91%9B%E9%9B%B7%E6%A0%BC%EF%BC%8E%E8%89%BE%E4%BC%AF%E7%89%B9/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91%9B%E9%9B%B7%E6%A0%BC%EF%BC%8E%E8%89%BE%E4%BC%AF%E7%89%B9/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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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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實施後，同學都對攝影很有興趣，第一次外拍的成果亦不錯，所

以在第二次外拍前，加入介紹「編導式攝影」內容，介紹相關攝影師及攝影

作品，說明編導拍攝如何藉由預先構圖取景的布置安排，來表達主題的思想，

來讓同學更深入思考預先構圖對美感及內容的效果。所以請各組加入風景.

人.物品的構圖安排,表達校園最難忘的回憶，設計「最_____的難忘延中」學

習單。  並且藉由東方水墨畫的構圖概念，介紹攝影遠.中.近景(風景.人物.

特寫)構圖概念。讓同學分組上台拼貼李白「床前明月光」的詩句中，風景.

人.物品的大小位置及構圖關係。來共同對照理解攝影構圖和東方水墨畫的

相通之處。 

 

 

 

 

 

 

 

 

  



6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介紹攝影原理 

2. 介紹攝影構圖概念:井字、對稱、中央、對角線、s 形 

3. 分析構圖(成)概念對攝影美感的影響 

4. 利用上述原理演練,分組排列大家文具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攝影構圖方式的介紹，讓同學了解攝影構成，對照片美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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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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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利用類型電影預告,介紹攝影「俯拍.仰拍.隊形造型.借位.瞬間(跳耀)」等 5 種，

不同特殊角度的攝影拍攝技巧 

2. 觀賞相關攝影作品範例，分組畫學習單---4 外拍設計圖 

3. 提示將第一堂課---6 種構圖及第二堂課---5 種攝影技巧結合 

C 課程關鍵思考： 

將美感構圖概念和攝影本身的取景構圖技巧結合，讓同學思考攝影構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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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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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第一次外拍----攝影注意事項提醒：光線、畫質、對焦、手晃、背景等；提供

自拍棒及腳架 

2. 分組在校園拍攝 4 種不同特殊角度構圖方式 

3. 各組挑 8-12 張滿意照片上傳 FB群組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攝影實拍，讓同學體會自己的設計構圖，對照片成品美感的影響及可行性，並體會攝影

相關注意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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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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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上台報告,分享上次拍攝照片成果，並檢討分析構圖影響 

2. 藉由東方水墨畫構圖概念,介紹攝影遠.中.近景(風景.人物.特寫)構圖概念 

3. 利用繪圖電腦軟體,讓同學分組上台拼貼李白「床前明月光」中，風景.人.物品

的大小位置及構圖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和同學討論欣賞第一次構圖方式對攝影成果的影響; 透過東方詩句及水墨畫「遠、中、近景」

的構圖方式，讓同學了解「背景、人物、特寫」攝影構圖主題安排的表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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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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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介紹「編導式攝影」內容，介紹相關攝影師及作品 

2. 說明編導拍攝依照主題，對於預先安排好構圖的思考 

3. 請各組加入風景.人.物品的構圖安排,表達校園最難忘的回憶 

4. 結合之前 1.2 堂攝影構圖技巧，設計學習單主題:「最_____的難忘延中回憶」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編導式攝影」構圖的介紹，讓同學了解攝影構圖對主題表達的影響，讓同學思考怎麼

用構圖跟攝影鏡位技巧，表現出自己難忘的校園回憶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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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組在校園拍攝 2 種不同回憶主題，並嘗試不同構圖方式 

2. 各組挑 2-4 張滿意照片上傳 FB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攝影第二次實拍，讓同學體會構圖對照片主題的影響，並體會構圖取景跟主題之間的關

係 

[鍵

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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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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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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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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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辦理攝影展覽,讓學生利用構成概念,布置各班相片排列展示 

2. 彼此欣賞各班攝影作品 

3. 邀請攝影師演講並講評，分享討論，總結構成對攝影美感的影響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二次實拍的作品，讓同學欣賞彼此對構圖的嘗試，發掘不同創意，並邀請專業攝影師給

予更深入的鼓勵及建議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學期因為遇到疫情，所以將攝影的成果舉辦三年級成果展，作為畢業的

相關祝福活動，所以將課程調整程 7 週，並讓同學共同佈置展覽看板空間，的因

時間規畫較趕，所以對於如何擺放作品，只有幾位同學討論到，沒有辦法有很多

擺放可能，讓每個同學實驗感受差異。 

    另在攝影外拍時，要先提示同學攝影相關注意事項，並且準備幾組腳架及自

拍棒，讓同學可以穩定練習取景，不易有手晃情形。另外，學生西喜歡於拍照時

使用手機特效 APP 軟體，但特效軟體常會有壓縮畫質情形，所以要提醒同學要

移併存取原始檔，或不要用特效 APP。另外在第二次外拍，編導式回憶時，同

學對於一回憶，不易嘗試多種不同取景構圖方式，所以之後也可在第二次外拍前，

做一些不同可能性的規定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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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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