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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林佳玫 
實施年級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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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1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自然有「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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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年級 
□高級中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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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 及 107-2 做過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的「色彩」構面。108-1 則是進行「質

感」構面練習，對於秩序的排列及季節色彩配色的練習有不錯的成效，質感上對於形

與質感對應有大致上的了解。在上學期的質感單元中利用金屬搭配其他材質的燈具設

計，學生表示能了解從不起眼的生活材料中，也能創作美的藝術。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兩次美感構面的課程讓學生對於色彩及秩序的練習有用了漸層及反覆的原理設
計，在質感單元大多也能在造型上達到秩序排列的美感。學生在 106-2 及 108-1 也

做過立體構成的概念練習，希望透過這次「構成」構面的單元練習，可以加強美感經

驗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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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活動簡介： 
      「構成」是將東西組合排放在一起的美感概念，其中跟色彩、質感等、美

感形式原理都是許多構面組合應用的一環。這次進行美感課程的學生從七年級到

九年級都有進行過美感實驗課程的體驗，對於排列的秩序、季節色彩的擺盤設計

到立體單位形的構成與質感有過練習，故本學期的課程期望透過學生綜合過去的

美感經驗，再次學習非對稱均衡、主從關係的構成，將其概念設計在苔球盆景設

計中。 

      課程先觀察自然庭園景觀照片與日本枯山水構圖欣賞庭園設計，再利用綠

色圓點貼紙排列組合練習主從關係。並從校園中尋找春天的植物、苔癬記錄規劃

與苔球主體構圖的主從關係，待苔球主體的製作後，再為自己的苔球盆景增加校

園小花小草及苔癬，創造出苔球盆栽的微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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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風景景觀 

2. 校園地景植物 

3. 庭園景觀範例(學校附近的宜蘭縣史館中式&日式結合庭園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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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從構圖的安排 

2. 苔球盆景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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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成的美感—均衡、非對稱均衡(以平衡取代對稱)、主從關係 

2. 簡約/減法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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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每年四月搭配地球日(4/22)及校慶週(4/27-5/2)活動，宣導環境議題 

2. 延伸課程後續學習組合畢業胸花的配置，應用在自己的畢業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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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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3 

單元目標 欣賞構成中的主從關係與均衡構圖 

操作簡述 
介紹美感電子書中的構成單元，欣賞構成之美。
生活上的擺盤、插花、花束包裝、胸花設計…等
也是構成之美。 

2 3/16-20 

單元目標 藉由庭園設計練習構成美感分析 

操作簡述 

介紹學校附近的縣史館中日式混合庭園景觀及
日本枯山水庭園設計及苔球盆景設計介紹，學生
將老師準備的庭園景觀照片，利用不同大小的綠
色圓點貼紙，讓學生排列出不同的主從關係與平
衡構圖並記錄下排列的各種形式，並標明何為主
角，何為配角。 

3 3/23-27 

單元目標 校園地景植物觀察與紀錄 

操作簡述 
在校園中尋找苔癬及小花小草的蹤跡記錄下
來，思考可與苔球主體搭配的地景植物畫下構圖
設計，並採集可用的苔癬可先培植待用。 

4 
3/30-4/

3 

單元目標 藉由實作練習主從關係的突顯安排 

操作簡述 
苔球主體製作:在校園中採集來的地景植物語老
師準備的主體植物製作成苔球，並挑選合適的底
盤來搭配，選擇置放的位置怎樣做比較美。 

5 4/6-10 

單元目標 加入其他物件的主從關係練習 

操作簡述 
將學生採集的校園地景植物或是老師準備的景
觀植物，加到苔球盆景的設計，也可加入小物件
(小人偶或陶瓷器小物)規畫整體設計。 

6 4/13-17 

單元目標 
學習分析自己與他人作品的構圖與主從關係安

排 

操作簡述 
同儕分享與討論:討論自己與他人的創作中，主
從關係與非對稱均衡構圖的形式，可以記錄下學
習心得與可修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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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透過欣賞引導認識構成的美感主題。 

2.  能去思考生活環境中合宜的美感。 

3.  引導學生從生活中欣賞環境之美，更能愛惜我們生活周遭環境，一草一木即一世界。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苔玉與青苔  作者：砂森聰 出版社：中原農民出版社 2016 

2.綠色飯糰:苔球好朋友  作者:張滋佳 出版社:麥浩斯出版社 2018 

3.個性風綠植星球：多肉植物．空氣鳳梨．食蟲植物．熱帶植物．水苔．養護搭配技巧 

╳ 25 種設計主題完全解析  作者:梅根‧喬治 譯者:謝明珊 出版社: 2019 

4.苔盆景入門: 選苔、用土、取材、栽培管理, 一氣呵成。從名作欣賞, 到 DIY 動手做, 一

次就上手 (第 2 版) 作者:左古文男 出版社:晨星出版社 2018 

六、教學資源： 
1.美角—生活中的每一課 https://www.aade.org.tw/ 

2.美感電子書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texture/01-texture/ 

3.種子盆栽-苔球 DI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XakKlIJO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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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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數 原核定計畫課程項目 堂數 修正後計畫課程項目 

  1 校園地景植物觀察與紀錄

(原為第三堂)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措施，開

學後先讓學生在室外上課，

減少密閉空間相處時間，故

調整課堂順序。在校園中尋

找苔蘚及小花小草的蹤跡記

錄下來，思考可與苔球主體

搭配的地景植物畫下圖案並

記錄地點。 

1 介紹美感電子書中的構成單

元，欣賞構成之美。生活上的

擺盤、插花、花束包裝、胸花

設計…等也是構成之美。 

2       欣賞構成中的主從關係與

均衡構圖  

(未改) 

2    介紹學校附近的縣史館中

日式混合庭園景觀及日本枯

山水庭園設計及苔球盆景設

計介紹，學生將老師準備的庭

園景觀照片，利用不同大小的

綠色圓點貼紙，讓學生排列出

不同的主從關係與平衡構圖

並記錄下排列的各種形式，並

標明何為主角，何為配角。 

3     因評審意見提到欣賞庭

園景觀照片與利用綠色圓點

貼紙練習之間的順序，與「課

程描述」中先用綠色圓點練

習，後觀察庭園設計的描

述，前後有些衝突。故題調

整確定為先欣賞庭園景觀照

片及枯山水介紹，再讓學生

利用綠色原點貼紙，練習構

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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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校園中尋找苔蘚及小花小

草的蹤跡記錄下來，思考可與

苔球主體搭配的地景植物畫

下構圖設計，並採集可用的苔

蘚可先培植待用。 

4 <苔蘚採集與整理> 

原本記錄與採集要同一堂課

完成，但是因應疫情關係拆

開進行。進行之後發現採集

一堂課是比較合適的。 

1.教師介紹苔蘚種類與採集

注意事項。 

2.學生分區採集。 

3.整理苔蘚與清洗工具。 

4 苔球主體製作:在校園中採集

來的地景植物與老師準備的

主體植物製作成苔球，並挑選

合適的底盤來搭配，選擇置放

的位置怎樣做比較美。 

5 藉由苔球實作練習主從關係

的突顯安排(未改) 

5 將學生採集的校園地景植物

或是老師準備的景觀植物，加

到苔球盆景的設計，也可加入

小物件(小人偶或陶瓷器小

物)規畫整體設計。 

6 學生帶物件來擺放，或是從

老師收集的石頭來做構圖選

擇，增加原計畫沒有的擺拍

活動，挑選符合課前介紹的

的構圖原理、美的要素等字

樣，自行完成作品攝影。 

6 同儕分享與討論:討論自己與

他人的創作中，主從關係與非

對稱均衡構圖的形式，可以記

錄下學習心得與可修正的方

法。 

7 欣賞自己與他人作品的構圖

與主從關係安排 

1.老師分享各班作品，並分

析構圖優劣。 

2.學生發表想法並完成回饋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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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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校園中尋找有苔蘚的地方，記錄地點，環境狀況(潮濕、 

  陽光如何…) 

2.尋找校園中的小花、小草，用來搭配台求植物主體的裝飾，找到 

 兩三種後記錄其地點，並畫下它們的樣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製造在校園裡探索及觀察的機會，平時忙於課務，在校園中都是來去匆匆，給予任務可

以在校園中輕鬆地接近自然。 

2. 選擇合適的花草搭配。 

A.提醒學生尋找搭配的校園植物時，以草本為主，木本較不適合。另外，草本開花植物

雖然美(如酢漿草、黃鶉草)，但是不耐種，花謝的快，不適合跟苔球一起種，應找耐旱

草根性強植物。 

B.合適還包含植物本身的高度、造型的變化，可以多找幾種不同的造型及高度畫下來，

做為日後選擇的項目，縮短採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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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二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提問: 怎麼組合起來比較好看? 

1.利用美感電子書網站資源介紹構成的範例。 

2.欣賞構成中的主從關係與均衡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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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課程關鍵思考： 

1.認識生活中的各種構成範例，落實在生活中的美學。 

2.怎麼組合比較好看? 回到美的形式原理可以參考外，過去他們常練習的是反覆與漸層，這次

鼓勵學生可以加入比例、對比、均衡…等要素練習。也需要再一次幫他們複習及釐清概念，用

更多例子來說明。 

3.這次特別加強「非對稱均衡」的主從構圖說明，希望可以活用構成畫面，不要只是背公式般

去記憶固定的構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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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三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老師以縣內外空間介紹庭園景觀設計構成概念 

(1)空間, 留白 (2)幾何, 統一(3)對比,微差  

(4)比例,尺度 (5)中心, 主從 (6)融入,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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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介紹日式枯山水的庭園設計，從庭院空間到大樓部份空間安排，再舉例苔球與枯山水

結合的文創商品設計後，讓學生透過綠色圓點貼紙練習分析畫面構成。 

3.每人先完成學習單上圖第一排的構圖分析後，在下圖的部份自己再重新設計一組構圖

編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1.怎樣的組合比較好看? 試圖分析範例中的構圖形式，模仿一遍後，自己再用同樣的數量與

大小，試著運用六個設計概念，重新練習安排構圖形式。 

2.圓點貼紙的顏色，大圓及小圓的顏色不一樣比一樣的效果好。 

3.學生以哪個角度看苔球構圖也會是一個選項，從不同的角度來貼圓點貼紙有不同討論的

點。範例中後兩題構圖不是單一項目，而是組合的練習，希望學生能看到組合中的主從關係。 

課堂四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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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老師先簡單介紹校園苔蘚種類，並說明採集苔蘚的注意事項。 

2.分組到上次調查苔蘚的區塊，採集適量的苔蘚(每人約兩片手掌大小)。 

3.將採集到的苔蘚到洗手台整理，去除多餘的泥土與石頭，並將工具 

 洗乾淨，放回教室。 

C 課程關鍵思考： 

1.苔蘚分成好幾類，可以簡單的跟學生說明。長在樹上的比較不耐熱，所以盡量不要採集樹上

的青苔。苔蘚也是蚊子的食物來源之一，去除苔蘚也能清潔環境，但是不需要一口氣全清除，

可以友善留著讓它們可以再復育。 

2.整理苔蘚時，有些學生過度清潔苔蘚，以至於後來養護過程較為不佳，提醒學生不一定都要

用清水洗淨，只要鬆土與去除雜石即可。 

3.實際觸摸與親近自然的好機會，雖然部分學生會覺得觸感很奇怪，但是也有人因此克服青苔

與泥巴，體驗自然之美。適逢地球日前後，也能帶學生討論植物與環境等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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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五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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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師利用自拍影片講解製作苔球的工具與步驟，並提醒注意事項後準備開始進行苔球製作。 

2.一開始分成兩部分進行，三組的同學先到樓下去採集要搭配的花草，另外三組同學到講台

前挑選老師準備的 15 種植栽。挑選好後就交換去準備植物。 

3.待植物都到位後，清潔植物根部多餘土壤，組合主要植物及校園花草的構圖後，將植物先

用棉線簡單繞在一起，再來依步驟逐一完成苔球包覆動作。 

4.將苔球擠壓多餘水分後，利用棉線將苔球纏緊，便完成苔球製作。再帶著苔球到前面挑選

合宜(考慮顏色、大小及想要擺放的構圖)的盤子，背面用麥克筆寫上班級座號姓名。 

5.將苔球作品放置盤子內，放到教室後方。老師提醒學生下周可帶小物或石頭來進行盤子內

的場域構圖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1.選擇什麼樣的植物來搭配?高度、顏色、比例、對比、統一…等等考量美的元素組成。在一

堂課的時間裡，先去選擇主要的植物，再去選擇校園裡搭配的花草，最後苔球完成，還要去

選擇什麼樣的盤子才合適?在短短時間內要做出決定，勢必要累積一段時間的美感訓練才能

更準確挑選，校園植物的部份仰第一堂課的記錄縮短選擇時間。 

2.挑盤子時有深色跟淺色的盤子，將作品拿到盤子裡比對合宜的大小，有圓盤、長方盤、正

方盤及不規則形狀，並且想好接下來要怎麼擺放苔球與佈置周圍，也為下一周要帶來的物件

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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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六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檢查上周完成的苔球作品是否有綁好，太緊或太鬆 

都可以再調整。 

2. 拿出準備好的小物及老師準備的火山石，擺放到盤子內， 

斟酌需要多少火山石，若沒有帶小物來，也可以利用老師準備的石頭及小木夾來搭配擺飾。 

3.擺好位置後，到教室後方幫作品拍照。先挑選構圖元素的字卡貼上，並寫上作品名稱及姓

名，一併貼在作品附近。拍完將字卡撤下後，將作品帶回班上擺放於走廊上，讓人欣賞。 

C 課程關鍵思考： 

1.圓盤、長方形盤、正方形盤及不規則狀盤子所需要多少火山石? 石頭一定要鋪滿整個盤底

嗎?在小物擺放位置，是在左還是右? 物件太大或太小?這些都是進階的思考。 

2.東西不一定是多就豐富好看，簡約的美也別有一番風味。提醒學生「少即是多」的設計概

念，物品大小不能影響主視覺，要拿掉哪些多餘的部分，也是一種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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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七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老師挑選一些作品照片讓學生比較構圖的優缺點，並請同學發表意見。 

2.學生完成學習回饋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再次從作品照片中，複習構圖的構成元素，讓學生自己看圖比較優劣，並能說出原因。 

2.從回饋單的書寫裡發現，學生喜歡這樣的戶外課程，覺得輕鬆又能輕易上手的創作。 

3.學生能感受到老師教學裡想傳達愛護環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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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課程:畢業胸花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會考後九年級各班開始進行畢業胸花設計。也幫學

生申請到農業處的花藝補助計劃，花店與花農及學校

的三方合作，讓學生也能學習插花藝術，這部分剛好

也加強了對構成的實際練習，有助於胸花組合的前導學習。 

2.執行美感創新計畫的四個班級選用乾燥花來當搭配組合，主花的材料原本設想紙花或塑膠

花，但是搜尋資料時發現宜蘭在地的傳統工藝~蓪草花藝，決定讓學生多學習一項傳統手工

藝製作。找來七十歲蓪草花藝老師進班介紹蓪草花及示範給學生看，學生因八年級學過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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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纏花工藝，所以學習傳統工藝的速度及投入都很順暢。 

3.老師準備幾種合適當胸花的花朵，並給予花語的祝福，讓四個班挑出自己班級主花的設計

款，便著手按步驟做出各班主花設計，栩栩如生。 

4.將主花與乾燥花搭配組合時，注意高低、顏色及比例，製作成胸花後與別針字條組合在一

起後，調整後完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１. 因為蓪草花藝是使用蓪草的莖部內纖維製作而成的紙張，十

分脆弱輕薄，所以製作時手要輕且巧，製作出來的花朵跟真花

相似度極高，即使學生首做不是那麼完美，但是瑕不掩瑜，人

人的花朵還是看起來非常漂亮，比起塑膠花自然許多。 

2.各班主花的大小不太一樣，所以在挑選乾燥花材料時，也要選擇適合的材料及數量讓學生

搭配。每個班配色的材料及比例都有些不同，但是讓學生能在同中求異。每個人雖然材料相

去不遠，但也能做出有個人樣貌的胸花組合。 

3.建議在組合前，還是可以可以給學生觀看市面上胸花設計的範例。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從庭園景觀設計切入的構成，讓學生了解空間規劃的安排。從中分析留白、主從、

均衡…等觀念覺得很合適，從大的空間到局部空間的設計，然後縮影在桌上型盆

栽的運用，學生也能按步就班了解空間規劃及應用的方式。 

2.這樣的課程放在國中階段視藝課一周一堂，比較需要克服的是 先幫學生照顧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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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苔蘚，然後再照顧一周的苔球，為的是不讓學生將東西帶來帶去，每天澆水以

確保不會枯掉。可以把觀察的狀況跟學生分享，這部分當然也可以交給學生去練

習，不過建議製作完成後再帶回照顧。 

3.在學生的回饋單上也寫到[這是一個很好的紓壓設計，希望我的弟弟也能上到這樣

的課程]，大多數學生都很喜歡這樣的經驗，雖然一開始連有些男生都害怕挖泥

土、碰苔蘚，擠壓苔球的水時覺得噁心，但是很多人都克服了這些問題。放下手

機，親近自然，體驗自然的美景。[沒想到在我們腳下，平時很不起眼的苔蘚，

經過我們的設計也能變成很漂亮又好照顧的盆景，我回家也能繼續做好幾個。]，

我很希望孩子就應該是這樣不怕髒的親近自然的長大。這樣的課程安排在地球日

前後，其實學生們大多能注意到植物與地球環境上的關係，多數的人都認同應該

為地球多做出一些行動及改變。 

4.大多學生都認為東西加越多越好，所以不論在植物的選擇上，或是在佈置盤裡面

的風景時，都希望填好填滿，溝通很多次才讓學生願意放下一些執念，瑣碎的設

計，過多的裝飾都會太過於失焦，學習讓學生選擇哪些要留?哪些要捨?也是很重

要的過程。也有學生隨意選擇很誇張的花草搭配，但是在整體設計時卻意外達到

平衡，讓他頓生自信，我覺得常是任何的可能性都是重要的事。 

5.學生製作過程也有一些同事來跟課，除了觀課也希望自己能親自做些苔球去美化

環境，輔導室的刊物中也刊登我們這次課程的設計介紹與照片，鼓勵大家可以親

近植物療癒身心；也有外校社區老師跟課一堂，學習與討論想帶社區居民長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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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進行這樣的苔球課程，一方面美化社區，一方面促進獨居長輩間的話題交流，

這些延伸的回應，讓人覺得很開心。 

6.由大到小的縮影，再從微觀的小世界想像放大的空間運用，輕鬆上手的規劃，我

想很適合任何年齡層練習。從小苔球的佈置中學習調整構圖及組合，學習減法設

計的過程，注意留白，也欣賞生命消融的過程。 

7.配合農業處的花藝計劃是難得的機會，學生也很高興有這樣的插花經驗，這樣的

經驗等於再給予他們加深立體構成的概念。學生進行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第三年，

他們潛移默化下的累積，我想有一定的程度。故製作立體胸花設計時的挑戰我也

想拉到較高的層級去挑戰傳統手工藝-蓪草花藝。八年級時他們做過傳統纏花工

藝，訓練他們耐心及手部能力，也認識地方文化。九年級能設計自己的畢業胸花，

學生們都很開心，他們認為這個比便宜塑膠花好太多了，連七年級看到都頻頻詢

問他們是否也會有這樣的課程，學校也樂見將來成為本校的固定課程，能將這樣

的課程做延伸聯結應用，覺得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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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一)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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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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