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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彭綉雯 

實施年級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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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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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時間膠囊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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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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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會使用手機的相機和錄音功能。 

2.對色彩具有辦識能力，知道光和色彩的三原色、色彩三要素(色相、明度、彩度) 

3.能觀察出色彩的差異性，色彩彼此之間的關係、變化、距離與影響，進行主導性的色彩配

色。 

4.能用壓印、穿孔、切割、將黏土製作成各種造形 

5.了解體面積大小、色彩比例關係、色彩深淺漸層，色彩漸變順序 

 



1 

一、課程活動簡介： 

構 面：色彩 構成 

認識光和顏料的三原色，了解色彩三屬性：色相、明度、彩度，使用黏土調色、配色，建構場

域意象。學生的美感素養在發現校園場域的色彩，從場域中的色彩出發，平日生活、活動、學

習的記憶、聲音和情感也轉化成色彩印象來呈現，學校是培育國家未來主人翁的所在，當這些

場域色彩和學生生活的記憶色彩碰撞在一起時，共同編織對未來的願景，透過色彩意象，簡化

的圖像符號，五感官的體驗聯想，讓學生用黏土凹凸穿透表現出平面與立體的構成，用色彩和

黏土呈現場所精神，詮釋繼往開來的夢想藍圖。 

(一) 拍照、錄音校園場域的場景畫面、聲音，尋找發現校園生活中的色彩 

(二) 從所收集的資料進行色彩調色：用黏土依不同比例配色，製作分色卡。 

(三) 找出照片中的最常或最有特色的線條、造形，分析比較對應色票後，從校園中發現的色

彩中，進行場所意涵及象徵意義的配色，決定刪除或保留所要的色彩與造形結構，思考

點放在以學生為主的場所精神，建構能代表這個校園場域的環境特徵、主要活動、學習

氛圍和未來的夢想藍圖的符號元素。 

(四) 用調好的校園場所色彩黏土，予以捏塑、壓印、切割、編織，製作符號元素，比較色塊

面積體積大小，重疊、漸變、符號元素在色彩和造形彼此之間的並置及交疊時和諧共存、

節奏與律動等各種樣貌中所產生的意義，完成場所精神 

組織各符號元素，裝置時間膠囊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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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1.發現校園場域的色彩面貌，從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從感情到記憶、思想、意志，象

徵去感受該場所的精神和溫度，找出該場域的色彩精神意象 

2.能掌握配色的比例，用黏土調出校園場域的色彩 

3.能簡化場域圖像，聲音，建構場域精神符號，用色彩及黏土製作成立體造形呈現出來。 

4.組構「時間膠囊彩盒」，包含校園場所在不同時間點的面貌，放置的時序包含過去、現在、

未來，加入期許及夢想藍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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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校園活動空間及內部物件的色彩、色彩面積大小，造型線條的種類及變化。 

2.觀察校園空間內部物件的材質，有機圖形、幾何圖形，用眼睛看，也用手觸摸。 

3.感受校園場域的聲音氛圍，將心理的感受用色彩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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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用綜觀、微觀、特殊角度的方式取景拍照記錄，用色票比對照片，依色彩面積大小 

挑出代表該場域的五個代表色 

2.能應用色彩三原色、黑與白等調色原理，調出與色票和照片一樣的代表色 

3.將輕質土桿平，用切、捏、拓印、輾壓製造質感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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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調和的色彩、衝突的色彩、漸層的色彩、心理的色彩、聲音的色彩 

2.認識點、線、面大小面積的構成，在空間中彼此之間的相對位置，所產生的視覺感受 

3.能將內在知覺、感情、記憶、思想、意志、象徵，轉化成色彩、造形的語言，建構出心

目中之校園場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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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學校活動展示學生的作品-時空膠囊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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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 4月 

單元目標 校園場域面面觀 

操作簡述 
使用手機拍照、錄音，收集場域會出現的特色小物，

記錄場域的各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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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學生會對自己研究的場域特別有感情，也會意外的發現校園生活空間中的色彩加入生命的

色彩後，更加燦爛奪目有溫度。隨著網路科技的創新，民主思想的躍進，孩子們愈發能大膽地

挑戰展現自我，新生代在美感課程的勳陶下，希冀能夠看到孩子們獨特的創意與設計，及其互

相合作時，有愛、共好、共榮、共享時展現的團隊精神。「時空膠囊彩盒」的場域意象，希望

能在最後的作品成果展發揮受眾力，更在體現的過程中學生能珍視彼此的情誼，而為了能讓美

感的體驗延伸到光榮的每一份子，作品將在校園樂之館藝文空間中展示，預計與學校協商後，

也將規劃設置在教室外走廊柱子上。 

 

2 預定 4月 

單元目標 校園色彩大探索 

操作簡述 

從校園場域的照片及錄音中，分組討論，分析出校園

場域的色彩，並將照片中複雜的圖像簡化成可用的造

形元素。參照色票用輕脂土調出 12 色，按比例加入黑、

白，調出色階，最後用壓模器壓出造形並按色票順序

排序 

3 預定 4月 

單元目標 校園場域精神符號 

操作簡述 
將收集的資料，進行討論，建構場域精神符號，討論

時間膠囊彩盒所要呈現的主題，如快樂、團結合作… 

4 預定 4月 

單元目標 抽象具象大變身 

操作簡述 

將場域精神符號，用選定好的色彩，以黏土做出造形，

或壓印，桿平、穿孔、切割、並置、交疊，堆疊出符

合場域精神的造形。 

5 預定 5月 

單元目標 時間膠囊彩盒製作(一) 

操作簡述 

學生依各自想表現的場域加入燈泡、網布、透明片、

樹枝、玻璃石…，但比例不得超過色彩和構成的美感

構面 

6 預定 5月 

單元目標 時間膠囊彩盒製作(二) 

操作簡述 
整合各個物件元素，黏貼的牢固性，精確對應場域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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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林崇宏，1998，《造形設計原理-點線面體空間的研究與探索》初版，台北縣中和市：視覺文

化。 

2.胡寶林，2006，《公共藝術空間新美學》，初版，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3.安琪拉萊特，1998，《色彩心理學-初學者指南》，初版，台北市：新形象出版社 

4.戴孟宗，2015，《現代色彩學-色彩理論、感知與應用》，第三版，台北市：全華圖書。 

5.蔡淇華，2016，《寫作吧！你值得被看見》，初版，台北市：時報文化。 

6.克里斯提安．哥爾哈爾，1991，《保羅．克利》，第二版，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7.王秀雄，1991，《美術心理學：創造．視覺與造形心理》，修訂版，台北市，北市美術館。 

 

六、教學資源： 

筆電、單槍投影機、印表機、手機、保鮮盒、保鮮膜、木盒、彩色玻璃石、色票、桿麵棍、壓

模器、保麗龍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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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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加入異材質的部份只佔校園觀察和質感體驗的一小部份，作品的呈現焦點

仍放在色彩構面 

2.以校園空間與色彩的觀察開始，第二堂課才開始調色，學生確實比較能掌握主

體色彩。 

3.為了建構學生造形的構成，有特別在美感六堂課之前，拉出一單元先上點、線、

面的構成。 

4.美感實驗課程上完之後，發現如果能先上「色彩的構成」讓學生有色彩構成的

先備知識會更好，對最後二堂課會很有幫助。這個部份最後是參照配色手冊完

成的，稍有彌補，課程尚能順利進行，只是學生的表現性有些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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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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學生認識校園空間，學校有哪些空間？其中的屬性和功能為何？ 

2. 用 ppt介紹認識視覺藝術的語彙「色彩」和「造型」，引導學生觀察校園空間，留意空

間中的「色彩」和「造型」，並依綜觀、微觀、特殊角度來取景拍照  

C 課程關鍵思考： 

1.綜觀角度必須包含該空間的全貌，特殊角度有時必須站在高處拍攝；有時則要跳脫自己身

高的視野來取景，微觀強調的是質感的特寫 

2.觀察該空間中，有機造型和幾何造型在排列上的構成？特殊代表物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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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分析校園色彩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依照學習單貼上綜觀與特殊角度的照片，從校園場域的照片中分組討論，分析出校園場域

的色彩，參照色票用輕脂土紅、黃、藍、黑、白調出 12色，以淺色為主，漸漸加入深色，

調色比較容易成功 

2.調好的顏色用桿麵棍桿成 0.2cm的薄片，栽成 2*3cm的長方形貼在學習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當顏色愈單一，顏色愈鮮豔，反之顏色加的愈多則彩度降低，但視覺上的舒適度卻愈好 

2. 調好的顏色，依深淺漸層排列，會產生秩序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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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質感操作分為質感肌理拓印和加入場所物質的質感表現 

 

B 學生操作流程： 

1.用黏土桿成薄片，各組進入自己觀察的校園場域，拓印場所的材質肌理 

2. 加入該場所會有的物質，如碎石、棉花、木屑…，切碎混至黏土裡，改變黏土原有質感樣

貌。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材質反映該場所需具備的功能，功能反映場所的目的性和精神 

2.黏土加入場所物質，所帶來的視覺上的改變，是否可以帶來不同的場所精神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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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分組討論場所空間的抽象記憶，一是空間內活動的聲音如吵雜的、安靜的、跑步的聲音…，

二是空間內呈現的氛圍如熱情的、歡樂的、舒暢的、溫暖的…，依據色彩學的書，找到相

對應的主題配色 

2.將選好的聲音形容詞轉換成色彩，調出聲音的色彩，搭配形狀模壓器，壓出圖案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色彩是有屬性和表情的，場所的響聲、記憶感受，具體的用色彩來表達 

2.在思考場所氛圍時，可使用適當的形狀壓模器，表現出場所精神，如音樂教室，悠揚的樂

聲，可用花辦造形的壓模器；健康中心同學療傷的所在，可用愛心造型的壓模器…等壓出

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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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各組同學根據前面四堂課所操作的色彩、質感、聲音、記憶的色彩元素，設計時間記憶寶

盒。 

2.背景使用抽象幾何的色彩造形，桿壓、切割拼貼構成，主題則捏塑具象的有機圖形來呈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黏土的厚薄、塊狀的體積在拼貼時，會因色彩和形狀的大小、位置擺放的疏密、對稱、放

射、律動…等，產生不同的關係和空間氛圍效果，如緊張的、輕鬆的、嚴肅的、安靜的…

可以使用並置、間隔的、平整的、凹凸的、碎裂的…等方式排列 

2.同學所要呈現的不是該場所空間的模仿再造，而是透過觀察出來的色彩、形狀表現出該場

所的精神，因此可用隱喻象徵的圖形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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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健康中心 *弘道樓川堂               *廁所 

 

 

 

 

 

 

*停車場                *操場跑道                *圖書館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同學分工桿壓，拼貼構成其所表現的場所空間之時間記憶寶盒。 

2.同學可以邊做邊討論邊修正，最後完成作品，各組分享創作過程，和理念。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調整主從色與搭配色的量寡，表現出符合其場所精神的主要氛圍 

2.主題的呈現與背景的搭配，有比例關係，同學可依綜觀、微觀、特殊角度的方式放大及縮

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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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第一堂課學生進入自己選定的場所觀察取景拍照，學生會特別仔細的注

意他們選定的場所色彩、造型線條和質感種類。學生拍出照片不會千篇一律

只有一種視角。缺點是相機的感光呈色與實際是有落差的，陽光的強弱也會

影響場所的顏色變化。 

第二堂課讓同學們分組，針對照片比對色票作色彩分析，學生能準確地

觀察色彩，並進行調色。調色的過程同學覺得很有趣也很舒壓，不若水彩調

色那麼不可控挫敗感高；只是進行調色時會有比例抓不準的問題，為了調到

與色票一樣的顏色，往往有些顏色的黏土太多，有些太少，結果像滾雪球般，

愈調愈大顆，浪費了許多時間和黏土，後來請學生以淺色為主，慢慢加入深

色，問題有獲得解決。調好的顏色做深淺的排列，別有一番美感。和直觀看

場所的色彩的感覺，多了一種舒適感。 

第三堂課進行場所質感的拓印，分成肌理的拓印和加入場所物質改變黏

土質感等二種方式，學生多半能達成任務，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質感樣貌，

然也有些組別也會因黏土調色調的太久，己呈半乾狀態，輕質土乾化膨脹，

已拓印不出肌理，只有淺淺的印痕，因而都要重新調色，掌握適當的黏土溼

度重拓，也耗了不少時間，好處是這個失敗的過程，讓學生在後面製作作品

時，便更懂得如何拿捏時間，壓印出最好的肌理效果。質感的拓印透過黏土

轉換出來，又加入物質，視覺和觸覺都有新的體驗 

第四堂課將場所聲音及場所氛圍的記憶轉換色彩，學生多能恰當的呈現，

調出相對應的色彩，色彩加上造形壓模的變化，學生覺得有趣很投入。會碰

到的問題是學生會因為壓模器壓出造形方便較少去做變化。修正建議：教師

可以配合場所精神在「隱喻性」、「象徵性」的圖案造形創作思考上多一點

引導。結果場所聲音和對場所氛圍的感受，轉換出來的色彩和第一堂課場所

色彩分析出來的色彩，有很大的差異性。尤其在綜合各要素要組合作品時，

產生了色彩上的衝突感，解決方式是參考主題式配色之色彩學的書，加入調

整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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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堂課綜合前面四堂課的操作元素，完成作品，背景用抽象幾何，主

題用具象圖形。學生討論場所精神用色彩和造形做抽象幾何構成拼貼，色彩

面積大小，造形皆會影響整體氛圍，因此進行到一個階段，有些組別會覺得

這不是他們想要的感覺，便打掉重來；也有些組別要轉換抽象思考成帶有隱

喻的造形，遲遲想不出來，這時候老師就需要幫學生聚焦產出。(教學中發現，

此美感課程放在三年級可能更為適合，因為三年級的學生在學校時間較久，

對學校各場所比較有感情，有回憶，連結理解力與發想都會比較成熟豐富。) 

第六堂課學生將完成最後階段，主題的呈現，很意外的是學生多能用具

象的造形表現他們對這個場所的意象情感，並且未因操作多堂，遇到挫折而

減少興緻，最後完成品有讓人出手意料的構成。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覺得用黏土調色很舒壓，好好玩，原來調出來的色彩和實際的校園

色彩，可以這麼不同，這麼好看。在切塊壓模出各種造形組合構成時，學生

覺得能克服手拙捏不好造形的問題，降低失敗率，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興致，

為此他們能將焦點放在調色、配色及構成的美感操作上。 

認識校園的色彩，並將對校園的活動記憶色彩也表現出來，學生們的詮

譯也頗有自己的見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