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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周義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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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學年度第     學期，    區               學校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參考美感構面：                    參考關鍵字：        、         、            

■ 無                                                  

課程名稱：自然中的都會 ─ 城市天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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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七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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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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概述內容） 

        七上曾修過美感課程「都會中的自然」，學生在校園中尋找牆角與水泥地上的植物，

透過野草插花與野草盆栽體驗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在視覺藝術課程中做過「點線面的構成」

練習，利用基本造型元素創造抽象構成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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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繪畫與想像能力普遍偏弱且缺乏自信心，大多數人僅能畫出樣板式的房子，除

缺少造型變化與美感外，更與外在真實世界的樣貌有很大的差距。是否能有一套簡單易學的方

法，協助他們打破慣性思考，建立造型創造的可能性。 

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兒童畫經常出生活中鮮少看見的尖屋頂房子，若未經學習或特別訓練，長大後仍很難

跳脫這種樣板式的造型。課程先繞過繪畫技巧，透過色〝面〞剪貼方式進行建築的拼貼與想像，

再回到〝線〞條描繪色塊邊緣線，完成城市樣貌的繪畫作品。 

        首先透過丈量教室尺寸與繪製等比例立面圖，認識縮小比例概念，並讓現實的空間感

與平面圖像產生連結。接著在方格紙上運用剪貼設計透天厝式樣，建構牆面、窗戶和門之間的

比例關係與美感。再利用美術紙剪裁拼貼，活用連續美的原則設計高樓建築。待個人建築完成

後，將全班作品排列組合拼貼，形成一幅城市天際線冊頁。最後讓學生再用筆描繪下拼貼的城

市樣貌，轉化成線性的繪畫圖像，藉以提升繪畫的想像力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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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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盆地四周環山，居住其間有如被自然包圍，我們是生活在「自然中的都會」。 

        2. 觀察教室空間與校園建築，比較牆面、窗戶和門三者之間的比例關係。 

        3. 觀察自家及周遭建築的外觀形式，比較新建大樓建築造型的特色與設計美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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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剪貼操作認識比例美感。 

        2.運用剪貼方式建構出建築物的造型。 

        3.運用線條表現建築物外觀造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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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比例變化產生造型美感。 

        2.認識現代建築物的設計風格。 

        3. 運用面的構成創作都市大樓建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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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比例概念，長方形邊長與面積關係。 

        2.生活科技透視圖、室內設計圖。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3/23-27 單元目標 

透過文字符號與圖像符號的轉譯，探討平面繪畫與現

實造型之間的關係與差異。並藉由實際尺寸測量與立

面圖繪製，連結平面圖像和現實建築物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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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先讓學生依序畫出房子和大樓的外觀。 

             

2. 學生觀看教師在學校周邊拍攝、蒐集的建築物照

片，說出觀察到的造型、細節，並比較和自己畫作之

間的差異，透過討論加強對物像的觀察力與圖像記

憶，並提醒學生課餘多觀察生活周遭的建築物。 

3. 建築外觀與其內部空間使用息息相關。教師介紹

室內立面圖的基本概念與人體工學高度尺寸。 

4. 學生實際丈量紀錄教室側面牆壁、柱子、門和窗

戶……等的尺寸。 

5. 依據測量的尺寸縮小比例畫出立面圖。 

6.課餘測量自家室內空間的相關尺寸。 

2 3/30-4/6 

單元目標 

先以透天厝為題，練習房子外觀設計，了解建物、窗

戶和門相互之間的構成與比例關係，透過面的排列組

合尋找造型比例的美感。 

操作簡述 

1.教師介紹透天厝的樣式並欣賞校園周邊建物與其

它優秀建案，解析基本構成要素。 

2.學生在方格紙上依照規定的面積，畫出透天厝建築

物正面的造型，再用立可貼膠帶剪裁出窗戶和門的形

狀，調整門窗的大小比例、位置，找出最佳的組合形

式黏貼。 

3.用黑筆描繪剪貼的色塊並適度增加屋頂、雨遮、欄

杆、裝飾物……等細節。 

     

4. 提醒學生課餘多留意大樓門面的設計。 

3 4/6-10 單元目標 

單元 3~5 將大樓造型拆成三大部分操作，進度依學

生實作狀況彈性調整。 

本單元先認識大樓門面基本構成要素，透過比例變化

與構成原理，設計出大樓一樓的門面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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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教師介紹高樓建築樣式並欣賞優秀建案，將大樓拆

成一樓門面、中間樓層與屋頂三大部分解析基本構成

要素。 

2. 教師講解大樓一樓門面基本要素與造型變化。 

3. 學生初步設計大樓外觀草圖。 

4.教師規定縮放比例與面積（類似容積率），學生以

灰階美術紙裁切大樓外觀。 

5.用灰階美術紙剪貼，設計出一樓門面造型。 

                    

6.提醒學生課餘多觀察生活周邊建築物窗戶造型。 

4 4/13-17 

單元目標 

運用〝連續〞的美感原則設計大樓二樓至頂樓的外

觀，再利用長方形色塊裝飾大樓外觀增加變化與美

感。 

操作簡述 

1. 教師講解大樓二樓至頂樓基本型態與造型變化。 

2. 提醒學生回想單元 2 室內測量與繪圖的經驗，設

計適切大小、比例的窗戶。 

3.用灰階美術紙裁切成長方形，先製作二樓窗戶的配

置，再複製二樓形式到所有樓層。 

4.利用長方形色塊裝飾，豐富大樓外觀增加美感。 

            

5.提醒學生課餘多觀察生活周邊建物屋頂造型。 

5 4/20-24 單元目標 
設計製作大樓屋頂讓建築更具美感與特色，運用美術

紙剪貼完成高樓建築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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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教師介紹大樓屋頂基本設施（如樓梯間、電梯機

房、水塔……等）與屋頂的造型變化，分析大樓屋頂 

設計，提醒屋頂其下建物造型比例的搭配與協調。 

2.欣賞學校附近新板特區大樓屋頂特色，世界各大城

市天際線景觀，討論大樓屋頂形式與造型特色。 

3.學生在紙上提出三個（以上）屋頂形式的草案。 

4.從草圖中選出一個最佳方案，用美術紙剪貼出大樓

屋頂造型再與大樓銜接，完成個人建築物剪貼作品。 

             

6 4/27-5/1 

單元目標 

集合個人作品排列組合，共同創作成一幅大型城市組

曲。依據完成的作品以線條描繪，訓練觀察、想像、

記憶與手繪能力。 

操作簡述 

1.觀摩欣賞同學作品，集合組員的大樓進行排列組

合，適度增加補充色塊，拼貼出城市群組。 

 

2. 各組分別完成後再集結成一幅城市天際線。 

 

3.學生在紙上依構成的美感畫出大樓外觀的長方

形。參考集體創作的剪貼大樓，用鉛筆臨摹或再創作

建築的細節變化，完成手繪的城市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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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能欣賞現代建築的美感。 

2. 能透過剪貼創作出多變的高樓建築造型。 

3. 能用線條表現豐富多變的建築外觀圖像。 

4. 能欣賞、接納他人作品並共同創作。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市：時報文化，2002 

2. 何政廣主編，《蒙德利安》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6 

3. 張翡珊、黃崢睿著，《安藤忠雄‧光與影的建築之旅》台北市：華城圖書，2012 

4. 李清志著，《安藤忠雄的建築迷宮》台北市：大塊文化，2013 

5. 貝蒂‧愛德華著，張索娃譯《像藝術家一樣思考》台北市：時報文化，2004 

六、教學資源： 

美感教育電子書，都市、校園景觀，照片蒐集，書籍，自編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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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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堂 1 因實際測量操作時間過長，未能完成立面圖繪製延到下周進行。 

2. 課堂 2 依照上週測量尺寸，繪製等比例教室側邊的立面圖。原來的透天厝

課程延至課堂 3，原課堂 3.4.5 濃縮在課堂 4.5 完成。 

3. 課堂 6 因操作時間不足未進行手繪的城市意象( 於第 7 節補操作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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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每人快速手繪立面簡圖做為標示尺寸紀錄用。 

2.學生 3 人 1 組以米尺測量教室側面牆、門和窗戶的長、寬尺寸並記錄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這些尺寸和教室使用功能、日常活動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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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依照上週測量的尺寸，利用比例尺繪製等比例教室側面的立面圖。 

2.拿自己繪製的立面圖和實際教室內、外空間相互對照。 

C 課程關鍵思考： 

1.教室的立面圖適合選用多大的比例尺與紙張繪製。 

2.自己家裡和學校教室的尺寸有甚麼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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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先以鉛筆在方格紙上設計繪製透天厝外型。 

2.教師用彩色影印紙印製 5x5mm 的方格紙供學生剪貼用。學生以藍色方格紙剪裁門、窗的

造形，依人體工學尺寸與構成美感，移動調整至適切位置黏貼。 

3.以鉛筆或黑筆描繪增加房子的細節。 

C 課程關鍵思考： 

1.門和窗戶的實用功能和建築外觀美學，如何兼顧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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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以鉛筆在方格紙上設計繪製大樓外觀簡圖。 

2.選取美術紙依照縮小比例裁減適合的大樓長寬外型。 

3.選取其他色彩紙張剪裁製作大樓門面。 

C 課程關鍵思考： 

大樓門面為何都需要挑高，和整棟大樓的比例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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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延續上周課程繼續製作製做作品。 

2.選取其他色彩紙張剪裁製作各樓層窗戶、外觀裝飾線條或色塊。 

3.設計製作屋頂造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窗戶反覆造型美感中，如何透過色塊變化、裝飾，讓大樓外觀更具活潑豐富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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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個人完成的作品與組員討論排列方式，確認好位置之後將大樓黏貼在山形背景的卡紙上。 

2.各組固定好之後再將四組作品排列起來。集結成一幅城市天際線。 

C 課程關鍵思考： 

每個人的作品在不同排列組合下，會有不同的美感呈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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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課程進行中發現學生幾乎未曾使用過米尺，因此在測量時需花更多時間指導，

雖簡單幾個尺寸就佔據了課堂大部分的時間，但學生學會空間測量是改變自

己生活環境很重要的基礎，實地測量能讓學生建立現實空間與尺度關係的連

結，因此讓學生充分的分工合作完成任務。 

2.學生大多不太會依照測量的尺寸轉繪成等比例的立面圖，因此放慢速度指導

讓學生確實完成。在經過實際測量與等比例立面圖的繪製，讓學生能明瞭生

活的實質空間與紙上平面圖像的關係。 

3. 課堂 2 可增加測量學生身高、肩寬等身體尺寸，並簡單繪製等比例的人物。

課堂 3 也同樣增加人物繪製，在平面圖像上建立人與空間的比例關係。 

4. 學區內太少高樓大廈與新建案，7 年級學生成長中較少累積對建築美感的

經驗，教師於課堂上講解、引導完，學生未能及時在課餘觀察與印證，加上

建築設計需累績更多美學知識與技能，因此執行成效不如預期。此單元考慮

換至八或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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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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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使用情形 

一、108 學年度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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