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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桃園市立東安國中 

授課教師 廖怡茹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構成好好玩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

象 

■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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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已於七年級認識美的形式原理原則並清楚其概念與運用。 

2.學生具有基本手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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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從生活中常見的構成著手，引導學生進行構成的初步探究。藉由探訪校園各角落的物件構成，使學

生思考何謂合宜的構成方式，強化學生對構成之美的感受。接著運用構成 KIT 的自由布局與幾何限

制兩種方式使學生練習排列物件與安排畫面的方式。最後藉著操作生活中的物件-聯絡簿的版面安

排，讓學生實際思考訊息與構成的關係並做出合宜的配置與排列，進而理解不同的構成方式會傳達

出不同的視覺效果。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構成原理與版面編排的初探 

學生將會： 

1.能欣賞生活中不同的構成。  

2.能分析構成中運用的原理原則。 

3.能處理畫面中的各種元素並依需求做出合適的排列。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構成構面的美感 

2. 合宜的構成構面 

3. 構成中的從屬與階層關係 

1.生活中的構成 

2.構成中的排列原則 

3.構成引起的視覺感受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構成的原理原則 

2.構成的階層關係 

1.能與他人分享討論 

2.能嘗試思考並進行創作 

3.能配置合宜的構成 
 

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 

(1)教師從生活中的構成開始引導，與學生討論這樣的排列你感受如何?是美的嗎? 

(2)教師與學生一同討論生活中的畫面、文宣中，會認為美，主要的原因為何?有沒有共通點? 

第二堂: 

(1)學生分組後到校園各角落找尋自己覺得美的構成畫面(例:建築物、走廊或佈告欄等)，並以灰階色

塊方式將草稿繪於學習單。 

第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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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練習美感工具構成 KIT，將上週所觀察的校園構成畫面藉由自由布局的方式，使學生嘗試思考如

何排列色紙。 

(2)學生輪流上台分享覺得美的構成畫面並分析畫面如何構成，運用什麼美的形式原理或主從關係分

配並發表自己的排列方式與心得。 

第四堂: 

(1)練習美感工具構成 KIT，藉由幾何限制的方式，使學生嘗試思考如何安排畫面。 

(2)學生輪流上台發表自己的排列方式與心得。 

第五堂: 

(1)延續先前的構成概念，學生嘗試思考自己每天都要寫的聯絡簿畫面排列方式。 

(2)教師分享不同風格的手帳畫面構成方式。 

(3)教師提示聯絡簿中必備的溝通內容，並引導學生嘗試重新編排聯絡簿的版面構成。 

(4)學生使用不同灰階的色紙拼貼畫面呈現自己的聯絡簿編排方式。 

第六堂: 

(1)各組輪流分享自己的心得與排列方式以及安排的巧思。 

(2)教師總結畫面中從屬、階層、強弱、訊息內容與幾何單位的安排皆會影響視覺效果。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生活中有哪些構成? 

(2)生活中有哪些構成令你覺得美? 

(3)你覺得此構成美的原因為何?他是如何安排畫面的? 

(4)這些畫面中是否有主從、階層關係? 

(5)主從與階層關係如何影響大小與比例? 

(6)形狀如何分割排列會覺得美? 

(7)覺得美的排列方式是否跟美的形式原理原則有關? 

(8)畫面的大小安排比例配置如何適切地傳達不同訊息的輕重緩急?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學生能注意生活中的各種構成。 

(2)學生能分析美的構成中常見的原理。 

(3)學生能思考不同構成配置有不同的視覺感受。 

(4)學生能嘗試版面安排。 

(5)學生能思考訊息與構成的關係。 

 



5 

四、預期成果：  

1.學生能藉由生活中構成的探索，了解不同構成配置會引起不同感受。 

2.學生能依訊息的輕重緩急做合宜的配置與排列。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版面設計學 平面設計的美感養成：以實際範例拆解設計手法、解說設計理論，扭轉失敗設

計！》，Flair，鍾佩純譯，邦聯文化， 2017 

2.《版面編排基本色彩設計實例解析讀本》，日本，2017 

3.《mizutama 的手帳插畫教學課：就是要成為 100 倍的可愛》，mizutama，李致瑩譯，邦聯文

化，2017 

4.《基礎設計-平面構成原理》，林崇宏，新文京，2007 

5.《設計者不可不知的版面設計&製作運用圖解：雜誌書籍‧手冊海報‧卡片 DM‧商業包裝‧郵遞品等零

失誤設計教學！》， 佐々木剛士，黃立萍、陳映璇譯，良品文化，2016 

教學資源： 

1.美感電子書。 

2.投影機。 

3.筆電。 

4.構成 KIT 

5.色紙 

6.學習單 

7.各類美術用紙 

8.黏貼用具 

9 繪圖用具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1/26-11/30 生活中常見的構成分享。 

2 12/3-12/7 發現校園中的構成美。 

3 12/10-12/14 美感工具構成 KIT 練習-1:校園畫面自由布局。 

4 12/17-12/21 美感工具構成 KIT 練習-2:幾何限制。 

5 12/24-12/28 實作練習:聯絡簿內頁的版面配置。 

6 12/31-1/4 分享與討論合宜的版面配置。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D%90%E3%80%85%E6%9C%A8%E5%89%9B%E5%A3%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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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前 調整後 

第二堂 學生分組後到校園各角落找尋自己覺得美

的構成畫面(例:建築物、走廊或佈告欄

等)，並以灰階色塊方式將草稿繪於學習

單。 

學生不分組，不以灰階色塊繪製草稿學習

單，改用圖形線稿方式將草稿繪於學習

單。 

第五堂 (1)延續先前的構成概念，學生嘗試思考自

己每天都要寫的聯絡簿畫面排列方式。 

(2)教師分享不同風格的手帳畫面構成方

式。 

(3)教師提示聯絡簿中必備的溝通內容，並

引導學生嘗試重新編排聯絡簿的版面構

成。 

(4)學生使用不同灰階的色紙拼貼畫面呈現

自己的聯絡簿編排方式。 

(1)教師不分享其他手帳構成範例，而花較

多時間引導聯絡簿的功能及用途，學生從

需求面思考自己的畫面構成。  

(2)將灰階色紙改以單色的色紙拼貼畫面，

呈現自己的聯絡簿編排方式。 

 

第六堂 (1)各組輪流分享自己的心得與排列方式以

及安排的巧思。 

(1)不分組，採以個人方式單獨發表與呈

現。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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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選舉甫結束，以隨處可見的候選人傳單為例，讓學生感受不同的排列風格與傳達出的效果，並分

析傳單的排列方式。 

(2)教師再以網路上常見的長輩圖為例，與學生一同討論視覺感受，什麼地方不好看?可以怎麼改? 

(3)比較同一份傳單中相同內容卻不同的排列方式，並與學生一同討論哪樣的排列比較好?為什麼?藉

此引導出排版好看的共通原則。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從生活中的各種視覺圖片中，感受不同排列方式會傳達出不同的感覺，並嘗試分析畫面中運用

了那些元素，這些元素如何再排列或安排會更好看?能更確切表達出內容?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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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攜帶筆與學習單到教師規定的指定地點觀察建築物。 

(2)學生觀察建築物中的構成畫面，並將之轉換成幾何塊狀繪在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觀察校園中建築物的構成方式，學生能有第一次排列幾何形狀的經驗，加深構成概念。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練習美感工具構成 KIT，從上週所觀察的校園構成畫面學習單中自選六個形狀，剪出相對應的色

塊色紙。 

(2)將六個色塊色紙藉由自由布局的方式，排列在學習單上，嘗試組成一個平衡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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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輪流上台分享自己的平衡構成畫面與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自由布局的 KIT 中，學生嘗試排出一個平衡的畫面，發現不同的排列、形狀、大小甚至方向都

可能影響到畫面的視覺傳達。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練習美感工具構成 KIT 幾何限制習作 1，將色紙剪成四個方形，運用這四個方形拼出一個比原

本色紙面積還小的新矩形，並黏貼於學習單上。 

(2) 練習美感工具構成 KIT 幾何限制習作 2，將色紙剪成兩個方形與兩個三角形，運用兩個方形與

兩個三角形拼出一個比原本色紙面積還小的新矩形，並黏貼於學習單上。 

(3)學生輪流上台分享自己運用的方式及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幾何限制的 KIT 中，學生嘗試用用色紙排出面積更小的矩形，發現要形狀中要有大有小，才容

易完成此次的練習，藉此注意到主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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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聯絡簿的功能及用途。 

(2)學生在問達的過程中邊思考並構思自己對於聯絡簿功能的定義。 

(3)將色紙依自己的需求剪出所需要的形狀與區塊。 

(4)將形狀色紙排列出與自己腦海吻合的聯絡簿樣式，並注意平衡與主從關係兩大重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重新釐清聯絡簿的定義，依自己不同的需求編排出好看又合宜的聯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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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發表自己對聯絡簿的定義與排列方式以及安排的巧思。 

(2)教師給予即時回饋。 

(3)教師總結系列課程的內容: 畫面中從屬、階層、強弱、訊息內容與幾何單位的安排皆會影響視覺

效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了解畫面中各項元素的安排皆會影響視覺感受，並一起欣賞不同作品運用的構成技巧，討論

傳達出的效果是否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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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此系列課程為發現為主的初階課程，學生生活中充斥著各式的美感構成，但大家卻不曾注意到，或

是有注意但卻不知如何改善。藉由聯絡簿版面的重新安排，學生能重新審視聯絡簿的定義並嘗試運

用課堂所學排列出合宜的畫面。在前段引導的課程中，使用了自由布局與幾何限制的 KIT，此部分

的課程設計原為小組模式，但發現低估了國中八年級的程度，所以將這系列的練習改成在一堂課的

時間內由個人獨力完成兩組排列的練習，並輪流發表與討論。操作的部分，由於學生手頭功夫較

差，較沒耐心，剪出的幾何形狀歪歪斜斜不精準，但因為是第一次接的班級，學生在課堂中較沒信

心，要破除學生不敢做作品與發表的心理障礙，鼓勵他們勇於嘗試，在此部分的要求就比較低，只

能口頭提示色塊剪的不好也會影響畫面的視覺感受，較為可惜。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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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使用情形 

一、107-1 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