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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  

(請填寫完整校名) 

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學校地址 

(請填寫郵遞區號) 

403台中市大里區永隆三街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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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進班年級 七年級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就醬構吧！-「輔導室小週報」構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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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概述內容）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先修科目：對色彩有基本感知概念，並了解色彩搭配的概念，以

及服飾的色彩搭配。  

在106-1及106-2曾參與過色彩的美感課程，透過兩次美感生活實踐家─發現色彩的眼睛以

及色彩重量蹺蹺板課程中，漸進式的學到:觀察色彩、辨識色彩，並更了解色彩比例的搭

配，課堂中透過色彩與實作，體驗視覺感知到的色彩和諧所形成之美感。 

108-1課堂中開始進行版面構成，由分析台灣新聞台畫面的版面構成開始，逐步引導1觀察

→2學習→3理解→4應用，在編排構成中，文字與圖片的擺放位置及相對應的關係，再透

過新聞畫面實作，結束108-1這一回合的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色彩的觀察與探索。 

2.能描述出色彩意象。 

3.能正確使用裁剪工具與黏貼。 

4.基本的構成觀念。 

5.電腦文書軟體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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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活動簡介： 

延伸108-1的課程，將新聞構成畫面完成後，進行文字量與圖片量較多的構成引導，並再度

加強格線的概念，在畫面中找出合宜的美感比例和構成因素，將畫面中信息量較大的兩大重

點(文字與圖片)，做出合理的位置分配，並構成一份「輔導室小週報」。 

觀察重點如下: 

1.畫面分割所產生的構成美感(線條/幾何)。 

2.畫面中的主圖位置安排。 

2-1主圖(一張) 

2-2附圖(至少4~5張) 

3.畫面中的文字分段的位置安排。 

3-1大標題 

3-2副標題 

3-3內文 

3-4圖說 

4.合宜的圖文比例分配 

5.加入色彩的重要性 

5-1單色表現 

5-2對比色表現 

5-3和諧色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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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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線的分割邏輯→觀察書籍、各式刊物或平面廣告。 

2. 學生能認知構成與比例於生活的重要性→合宜的大小配置。 

3. 文字與圖片信息量不同的整合方式→透過實作訓練感覺這件事。 

4. 色彩對整體建立的第一印象→對比色與和諧色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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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剪貼 

2. 電腦文書軟體基本操作 

3. 分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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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設計的意義 

2. 平面設計的構圖原則 

3. 色彩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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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這次108-2的課程延伸，讓學生練習編輯「輔導室小週報」。 

2. 配合輔導室三週出刊一次的小周報，讓學生實際演練構成的編排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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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單元目標 格線的分割邏輯(一) 

操作簡述 
再次利用108-1構成課的便利貼複習(四款不同形狀)，

並於方眼紙進行編排操作練習 

2 3/17 

單元目標 格線的分割邏輯(二) 

操作簡述 
由教師提供一份雜誌編排報導，將文字分成大標題、副標

題、內文與圖說，將文字內容做出分類整理。 

3 3/24 

單元目標 圖與文的配置(一) 

操作簡述 
由教師提供一份雜誌編排報導，將文字分成大標題、副標

題、內文與圖說，將文字內容做出分類整理。 

4 3/31 

單元目標 圖與文的配置(二) 

操作簡述 
由教師提供至少800字內容與5張圖片，將文字分成大標

題、副標題、內文與圖說，將文字內容做出分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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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7 
單元目標 圖與文的配置(三) 

操作簡述 調整文字段落，並搭配圖片進行電腦排版。 

6 4/14 

單元目標 圖與文的配置(四) 

操作簡述 
檢討與分享 

並將校內發行之「輔導室小週報」發送至各班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1.使學生注意到生活中構成的案例， 
2.使學生理解模矩與格線的概念，排出整齊的畫面。 
3.學生能了解畫面資訊會影響主從關係 
4.學生能應用所學，編輯出具均衡感、主從關係明確的平面設計作品 
5.能對自己與他人的作品進行表達與反思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美感入門電子書 105年8月新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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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文化 2017 

3.圖解 LAYOUT：33種版面設計圖解，新手也能學會！ ARENSKI  ，譯者： 吳嘉芳，旗標2019， 

4.解構插圖版面設計：日本海報、文宣、書籍、雜誌常見插圖應用概念與作品案例， 

 BNN 新社，陳芬芳，麥浩斯 

教學資源： 

電腦、ppt 簡報、學習單、投影設備、影印紙、描圖紙、裁切器、切割墊、尺、剪刀、雙面

膠、瓦楞紙箱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ARENSKI/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吳嘉芳/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flag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BNN新社/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y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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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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108-1構成課的便利貼複習，這次直接提供有格線的8K 方眼紙，特別強

調複習模矩與格線的概念。 

2.因使用便利貼複習後效果不錯，故提前將第二堂課修正為，由教師先行提供

一份雜誌編排報導，讓學生分別剪出大標題、副標題、內文與圖說，並將版面

改造編排出不同的構成形式。 

3. 輔導週報由於發行在即，原先預定讓學生製作完後可張貼於各班，但還是來

不及製作完成。 

4.原定預計六堂課須完成之課程，後續增加四節，共十堂才完成此課程。增 

    加堂數最多的為最後的實作，因學生無法判斷「實際週報的編輯尺寸」在

「電腦上視窗的縮小比例」的落差，導致整個內文編排文字顯得非常擁擠，需

花更多時間引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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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第一堂：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透過問答方式，複習上學期國文課本美猴王，並再次使用便利貼複習(四款不同形

狀)，最後於方眼紙上進行編排操作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程說明:強調模矩與格線的概念。 

第二堂： 

  

     B 學生操作流程： 

     由教師提供至少800字內容與5張圖片，讓學生分別剪出大標題、副標題、內文與圖說， 

     並將版面改造編排出不同的構成形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程說明:思考不同圖片與文字訊息量，能否有不同構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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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 

  

     B 學生操作流程： 

     由教師提供至少800字內容與5張圖片，將文字分成大標題、副標題、內文與圖說，將文 

     字內容做出分類整理，並將版面改造編排出不同的構成形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程說明:思考不同圖片與文字訊息量，能否有不同構成形式。 

第四堂： 

 

     B 學生操作流程： 

     由教師提供至少800字內容與5張圖片，學生三人一組，合作將文字分成大標題、副標 

     題、內文與圖說，並思考週報主題配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程說明: 學生需在這一堂中了解到文字內容與圖片多寡的配置，會影響到之後的構成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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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堂：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習使用編排 Powerpoint 的操作，並調整文字段落與圖片，應用於版面構成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程說明:需善用色彩做色塊配置，以利調整文字閱讀段落，並做到適當的留白配置(上下 

    左右)。 

第六堂：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完成之新聞畫面上傳至 google clcassroom，並進行作品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程說明:1、思考閱讀順序是否和文字大小有關；2、思考色彩的和諧度是否讓人想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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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從108-1的新聞編排構成，到108-2的輔導週報編排構成，普遍來說進度很

多，亂找圖片或換刪減文字的情形已經降低很多。 

2. 多數學生無法判斷「實際週報的編輯尺寸為 B4」，不是在「電腦上視窗上所

看到的比例」，則其中產生的誤差非常大，所以導致內文大多非常大，整體感

覺相當擁擠，教師需花更多時間引導與修正。。 

3.由於在 Powerpoint 上操作，大多數學生會選擇不同的版型，也會了解到版

型配置的方向與色彩，能帶給整篇週報不一樣的風貌，所以推薦使用簡報作為

構成教學是一大利器。 

4.未來在進行相關課程時，不同起點行為的學生本來落差就大，還是要從貼近

他們生活中所接觸的東西較為合適，例如小說封面或是以可愛的插圖，分別以

此來做圖片配置引導也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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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B4爽心悅目輔導週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