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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授課教師 黃培茹 

實施年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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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18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從略過到建構—筆記的構成與美感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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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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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學生在一二年級時曾由兩任教師上過色彩、構成、比例

等三種構面，對於上述構面有基本印象。 

□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參與過美感課程後學生對於色彩搭配、簡單的平面擺盤構成及身型比例美感有基

本的認知。而和力較有關的結構和構造兩個構面的認知則較為不足。在先前構成構面的練習

教專助於實體物件的構成，本學期則加強學生在平面紙張上的點線面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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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現代學生習慣性依賴電子產品，相較以往大幅降低對於紙本的接觸。更多學生聽到

做筆記一事更是不知該如何開始。 

本課程以構成為主軸，從學生頭痛的筆記切入，透過操作紙張版面的書畫構成，帶領

學生一步步了解與克服手寫筆記，體驗其中的成就與美感，從中了解美感的構成構面在日

常生活中的影響力。 

 

二、教學目標 

學生將會：  

1. 重新以經營美感的角度看待筆記一事 

2. 體會構成與筆紀的關係，並了解構成好壞對筆記的影響。 

3. 思考紙張平面中合宜的格線分割邏輯 

4. 懂得文字行列間的主從關係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一至三點（不超過五點為

佳） 

關鍵問題：非課堂提問， 

1. 平面中的格線分割邏輯 

2. 書寫筆記中文字行列間的主從關係 

3. 組合決定構成樣貌 

1. 合種平面構成使資訊較易閱讀 

2. 如何透過主從關係凸顯資訊重點 

3. 如何依據邏輯需要分割畫面 

學生將知道/知識：一至三點（不超過五點為佳） 學生將能夠/技能：一至三點（不超過五點為佳） 

1. 意識到版面構成對於閱讀的影響 

2. 知道如何規畫書寫構面 

3. 懂得文字行列間的主從關係 

1. 學會觀察與分析不同平面構成的資訊 

2. 瞭解基本平面構成概念 

3. 能夠獨立完成學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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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做】 

1.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本課程從學生頭痛的筆記切入，以構成為主軸，透過操作紙張版面的書畫構成，帶

領學生一步步了解與克服手寫筆記，體驗其中的成就與美感，從中了解美感的構成構

面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力。 

 

2.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1)  筆記生活大調查  課程一開始用討論的方式帶領學生思考學習與筆記的關係，以及

認知自己對筆記的態度(包含信心、期待、消極、害怕…等等)，接著透過一系列的限時

筆記整理競賽，做為下周討論的預備。 

(2)  筆記奧秘大發現  交換上週筆記進行交互觀摩，來了解彼此做筆記的差異，藉此擇

其善者而從之。接著教師準備兩張已整理及未整理的資料，請學生評估哪份資料比較

容易閱讀，而容易閱讀的原因是什麼？讓學生漸漸了解資訊整理前與整理後的差異。 

(3)  跟著專家做一做  在此進入課程主軸—構成構面。教師一方面分享平面紙張的板面

構成基本概面，另一方面介紹世界上幾種常見的筆記方法與其構成特徵所帶來的影

響，從中探討格線的分割邏輯與文字行列間的主從關係。 

(4)  平面分割的魔法  進行構成的探索前，本堂課先透過卡紙框架及深灰、淺灰、白色

三色美術紙讓學升探索不同版面分割，並記錄下來。讓學生了解不同的版面分割帶出

的視覺感差異以及不同大小文字排列對閱讀的影響，感受畫面分割與排列的美感與樂

趣。 

(5)  我是美感筆記王Ⅰ  最後正式的筆記探索來了，本節課讓學生自選課本一個單元或

學習概念在 B5大小的方格筆記紙上進行單元筆記嘗試，在課程最後20分鐘後開始傳岳

互相觀摩，票選美感筆記並請該生分享做筆記時的邏輯。 

(6)  我是美感筆記王Ⅱ  最後一堂課，本節課學生可延續上週自選課本一個單元或學習

概念，也可重新選單元，在 B5大小的方格筆記紙上進行單元筆記嘗試，在課程最後15

分鐘後開始傳閱互相觀摩，透過互評與票選讓大家投票，除了觀摩之外，同時也會發

給同學在第一堂課所做的筆記，可與現在的筆記比較。看見他人的好，也看見自己的

進步。 

 

1.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這樣的資訊容易閱讀嗎？ 

(2) 這些資訊的重點有哪些呢？可以擷取出來嗎? 

(3) 這些資訊可以如何分配在構成畫面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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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樣的構成畫面給視覺上的感覺昰? 

(5) 畫面當中哪些昰主角?哪些昰配角?哪些是重點?哪些昰補充? 

(6) 上述這些資訊，他們之間的主從關係合宜嗎? 

(7) 你覺得這份筆記整理得好/不好的原因是?你有什麼建議嗎?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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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9/20 

單元目標 筆記生活大調查 

操作簡述 帶領學生思考學習與筆記的關係，嘗試第一次筆記 

2 9/23-9/27 

單元目標 筆記奧秘大發現 

操作簡述 筆記交互觀摩，資訊整理前後比較。 

3 9/30-10/4 

單元目標 跟著專家做一做 

操作簡述 平面構成概念介紹及不同筆記術的構成差異與影響 

4 10/7-10/11 

單元目標 平面分割的魔法 

操作簡述 體驗不同構面分割的美感 

5 10/14-10/18 

單元目標 我是美感筆記王Ⅰ 

操作簡述 自選單元筆記練習並相互觀摩分享 

6 10/21-10/25 

單元目標 我是美感筆記王Ⅱ 

操作簡述 自選單元筆記練習並互評 

五、預期成果：  

期望透過一系列的引導與討論，幫助學生能夠知道如何運用平面構成來強化自己的學

習筆記。幫助學生不再昰略過課本，拾起墨筆，建構自己的學習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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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子彈筆記術：隨時都能開始的超簡單記事法 / 瑞秋．威爾克森．米勒 高寶 2018 

2. 麥肯錫、史丹佛都在用的思考筆記：活用16圖表 / 松島準矢 大樂文化 2018 

3. 為什麼聰明人都用方格筆記本？ / 高橋政史 方智2015 

4. 圖解心智圖‧超強記憶術 / 東尼．博贊 新手父母 2019 

5. 版面設計學 平面設計的美感養成 / Flair 邦聯文化 2017 

6. 資訊視覺化設計的潮流：資訊與圖解的近代史 /永原康史 雄獅美術 2019 

7. 人人都能上手的資訊圖表設計術 / Re-lab 團隊 時報出版 2017 

 

教學資源： 

1. 中華學習體驗分享協會 https://www.lensverymuch.com/index.php?lang=tw 

2. Ryder Carroll (子彈筆記創辦人) http://www.rydercarroll.com/ 

3. 美感電子書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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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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程實施的過程中，為更強化學生對於筆記中版面構成的排列組合概

念，融入許多學習筆記法當中之「筆記三分法」概念，因此在《跟著專家做一

做》、《平面分割的魔法》兩單元中，花了比原本預期更多的操作時間，並在最

後 B5方格筆記練習時捨去第二次練習。 

同時考量學生的筆記是他們個人努力的成果，以反映他們各自在學習中的

思考歷程。因此取消最後的最佳筆記票選活動，以支持與肯定他們個人思考的

獨特性與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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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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習慣大調查：暖身活動先調查學生有無寫筆記的習慣、以及對寫筆記的感受、想法。 

2.限時筆記整理賽：發給學生「我的學習筆記」空白筆記學習單，給大家15-20分鐘閱讀全

班票選科目及單元並整理成筆記。 

        首次的筆記練習旨要是了解學生寫筆記的方式，此階段可以看見不同孩子對於寫筆記

方式的差異：有些孩子偏圖像式學習，因此會有插圖、表格；有些沒有做筆記的觀念、任

為筆記只是把課本的抄下來；有些學生比較整理資訊，能有條理的寫下系統性的筆記。 

        此一階段除了教師觀察，也可做為之後同學間的相互觀摩之用。 

C 課程關鍵思考：筆記習慣、筆記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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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筆記交互觀摩：搭配觀摩檢核表，全班傳閱彼此的筆記，從中了解好筆記的關鍵，也讓同

學相互評點出彼此要加強的地方。 

2.資訊整理比一比：教師前後列出兩張資訊內容一樣、不同整理方式的 PPT，分別給學生一

樣的時間閱讀，接著反問裡面資訊。接著請學生比較兩張 PPT 內容，分析當中的差別。讓

讓學生了解資訊整理前與整理後，對於學習幫助的差異。 

 

C 課程關鍵思考： 

資訊擷取、資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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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方格式筆記紙初體驗： 在開始認識筆記之初，介紹許多筆記人士推薦的活頁方格式筆

記，也做為之後練習筆記的紙張。 

2. 阿滴英文《三種英文筆記方法介紹》：借用學生都瞭解的阿滴英文，請阿滴分享三種筆

記方法。從阿滴介紹的三種筆記中，帶出版面分割明確的康乃爾筆記法。 

3.瞭解著名筆記方法如「康乃爾筆記法」、「麥肯錫筆記法」，解密當中對於版面黃金三分

法的運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工具運用、榜樣學習、版面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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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構成 KIT 操作：操作美感教師開發之構成 KIT，分配自己覺得適合的四種筆記版面。 

2.筆記版面分析紀錄：把排好的版面紀錄下來，並分析用來寫筆記時的優缺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版面構成、版面應用、主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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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版面構成交互觀摩：將上週完成的「我的筆記三分法」學習單傳閱相互觀摩，且幫同學挑

一個覺得合宜運用在筆記上的版面做劃記。 

2.B5方格筆記練習一：讓學生自選單元，挑選「我的筆記三分法」學習單中其中一種格式

做為筆記練習。完成後瀏覽並請同學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版面構成的合宜性、資訊重點、主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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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問題與對策： 

1.  學生興趣程度不一： 

用筆記切入的平面構成單元，其學生回饋的興趣平均會相較於其他單元低，特

別是原本學習動力較低的學生及班級。建議在課程之初先強化做筆記對他們學

習的好處(如學長姐經驗談、youtuber 筆記介紹等等)。 

2. 平面構成與筆記： 

市面上有各式各樣的筆記方法，不一定每種筆記都適合構成 KIT(例如心智圖法

強調支幹如大腦細胞延伸，屬有機造型)。且每位學生大腦內的學習方式並不相

同，在多元智能理論的基礎下，筆記單元的目的為了幫助學生能運用版面強化

做筆記時的架構。教師在實施此單元時，多用鼓勵及建議之方式帶領學生整理

筆記，不否定、批評或挑剔。 

 

(二) 未來的教學規劃： 

1. 課程精實化： 

本次課程初次實施，著重在版面分割與筆記練習，因此讓學生使用課本來寫筆

記。而課本其實已經是資訊經過整理後的文本，因此未來課程擬嘗試讓學生閱

讀尚未學習過的資訊與資料，練習從無到有整理成筆記。並且加深資訊擷取與

版面分配相關的操作活動，讓學生進一步練習版面內的圖文整合。 

2.跨領域合作： 

課程實施後，認為本課程亦適合獨立於視覺藝術與美術課程外之微課程。擬與

其他學科教師合作，透過構成構面的概念運用增進學生資訊整理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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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一)、版面構成：筆記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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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感筆記王成果 

1. 地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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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史科 

 

 

 

 

 

 

 

 

 

 

 

 

                                                                                   3.公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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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數學科 

 

 

 

 

 

 

 

 

 

 

 

 

 

 

 

 

 

 

 

 

經費使用情形 

一、108學年度收支結算表  

詳見「108-2美感課程計畫成果報告書_旭光高中_黃培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