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8-1課程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彰化縣鹿江國際中小學 

授課教師 設計：楊淑雲，授課：鄭淑璟 

實施年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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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10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鹿港老屋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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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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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對色彩學有基本概念與認識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字左右）：請參酌環境掃瞄內容， 

    以學校於文化古蹟之地理文化環境為主軸，將承載200多年的鹿港老屋，我們將帶著

孩子透過課程的引導來展開認識。就在2019年03月新聞報導中的「鹿港百年老建築拆

除」事件，讓居民有感「一下子就化成瓦礫堆」。 

    因此，我們將透過觀察與欣賞鹿港老建築，嘗試開啟與這時代孩子們的對話。鹿港老

屋對我們路程距離雖是緊鄰，但對鹿港老建築故事也許是陌生？但這卻是鹿港在地文化

中的不捨與思念？ 

    將透過鹿港老屋一系列課程，不僅是呈現外在建築「立面外觀」樣貌，瞭解鹿港不見

天街的繁華勝景。透過建築內的「形式結構」，感受當時港口貨物集散地的運作考量，

豐富我們對空間構成機能之想像。最後以「鹿港中山老街」（昭和建築）為嘗試，學習

文化古建築的色彩，輔以建築窗飾為其表情臉譜，以累積孩子們的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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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學生將會：請參酌環境掃瞄內容 

一、 欣賞鹿港老屋用色和諧之美。 

二、 探索老屋用色的比例與結構。 

三、 產生傳承時代美感的公民意識。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一至三點 關鍵問題：非課堂提問 

一、 觀察老屋所用色彩。 

二、 學習色彩構面。 

三、 累積色彩感受素養。 

一、 顏色變化的差異。 

二、 理解色彩的組合。 

三、 思考色彩的美感。 

學生將知道/知識：一至三點 學生將能夠/技能：一至三點 

一、 了解環境色彩的差異。 

二、 知道文化色調的和諧性。 

三、 基礎配色邏輯與面積比例。 

一、 能夠抓出建築比例。 

二、 學習調出、分析老屋主色調。 

三、 發表創作過程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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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單元目標 鹿港街屋多元的立面外貌風格觀察 

操作簡述 

日治時期：水泥塑造。 

巴洛克：洗石子藝術裝飾的表現至現代式幾何塊狀體的

鑲嵌組合。 

2 9/19 

單元目標 老屋立面外觀探索 

操作簡述 
帶領學生從幾何、對稱等概念欣賞鹿港傳統建築之美，

了解不同建築風格所象徵的時代背景。 

3 9/26 
單元目標 老屋構圖創作(一) 

操作簡述 學生觀察二、三樓建築層屋體的色彩比例變化及試畫。 

4 10/3 
單元目標 老屋構圖創作(二) 

操作簡述 學習屋體建築線條的塊面展現。 

5 10/17 
單元目標 老屋構圖創作（三） 

操作簡述 作品細節的修飾與處理。 

6 10/24 

單元目標 老屋創作的分享與回饋 

操作簡述 

古建築與現代建築的對比色彩：環境色彩以簡潔樸素基

調與五顏六色的繽紛色彩，象徵人們忙碌擁擾、繁雜喧

囂的都會生活。 



3 

四、預期成果：  

以在地鹿港老街為啟發，除了讓孩子瞭解鹿港在地生活及環境文化，透過實作探索老屋奧

秘，學生成品將在校門口處擺放欣賞。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古蹟入門： 李乾朗，俞怡萍、遠流、1999/10/26。 

2. 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 李乾朗、遠流、2003/07/05。 

3. 台灣古早厝： 劉思源，彭大維、遠流、2003/07/05。 

4. 一看就懂古蹟建築：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 、遠足文化、2018/05/16。 

六、教學資源： 

1. 美感電子書。 

2. 美感教育-色彩。 

3. PantoneＡＰＰ。 

4. Facebook。 

5. 都市酵母-臺北都市色彩。 

6. 試論陳仕賢，《鹿港不見天街傳奇》。 

7. 古蹟保存區∕古蹟巡禮篇。 

8. 舊街風情(二六) 鹿港(中山)老街。 

9. 不見天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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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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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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鹿港老屋立面的顏色，以相機紀錄後用色票比對，找出普遍使用的色

調。 

C 課程關鍵思考： 

提升學生對生活事務的觀察力及視覺的敏銳度 

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帶領學生從幾何、對稱等概念欣賞鹿港傳統建築之美，了解不同建築風格

所象徵的時代背景。 

C 課程關鍵思考： 

提升學生對生活事務的觀察力及視覺的敏銳度 

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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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手邊材料搭建街屋，首先思考房屋結構進行地基及牆面建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能力，二維至三維空間的轉換進行動線配置。 

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老屋狹長型的格局，思索老屋活化之空間配置及運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能力及問題解決能力。 

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進行老屋細節、結構補強。 

C 課程關鍵思考： 

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能力及問題解決能力。 

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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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活化老屋課程，置入商業故事讓老屋生命繼續延續 

C 課程關鍵思考： 

訓練學生思辨能力。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學生學會老屋建築結構對於美感造型變化的影響，並能理解轉化融入新的元素

賦予老屋新的生命。 

2. 學生能經由練習結構模型活動，對秩序與造型上的構成也能有所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