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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劉怡蘭 

實施年級 八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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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32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生活美感與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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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 先備能力： 

教師在過去視覺藝術的教學中觀察到，學生在抄寫筆記時大多習慣沿著邊邊，由上而

下、左至右的書寫，且不懂得分段，字體大小不均。此外在送給教師的年節卡片，或活動海

報的設計當中，亦往往缺乏對於版面安排的整體考量。當學生對生活中的構成美感沒有覺

察，也不會感受到改變的必要。因此教師決定針對未曾上過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的 13 個普通班

學生實施本學期的「生活美感與構成」課程，沿用 107-2 所設計之美感教育課程「構成的感

知」部分內容，建立學生對於「構成」的基本概念，並結合生活中常見事物之案例的蒐集與

討論，引導其發現「構成」的美感，使其更進一步的創造屬於自己的構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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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課程活動設計以三個階段：「新學期個人期望卡」、「生活中的紋理構成收集與分析」、

「素描本封面設計」，從學生書寫對自己新學期的期望，練習版面編排，然後師生共同討

論，具有美感的版面構成需要哪些元素？再延伸至學生各自收集生活當中隨處可見的紋理

照片，回到教室中拆解、分析其構成方式，發展個人的獨特紋理。最後以禪繞畫的方式結

合不同紋理，完成個人素描本的封面設計。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1. 學生在一年級上學期學習過美的形式原理，包括秩序、反覆、漸變、律動、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統一。 

2. 在課堂討論的過程中，藉由教師的引導，能漸漸觀察到版面構成的規則與美感。 

學生將會：  

1. 覺察與思考生活中構成的概念與形式，思考視覺元素放置在一起的位置關係。 

2. 覺察版面構成中蘊含的階層、從屬等對話關係。 

3. 習得版面構成的基本概念。 

4. 能了解對稱／不對稱但平衡的構成、具有主從關係的構成、以格線分割的構成、

以零件組成的構成等構成方式。 

5. 有能力完成具美感的構成。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構成構面的美感 

2.生活中構成的覺察與運用 

1.思考構成位置、大小、形狀、比例關係 

2.分辨訊息的優先順序、輕重，如何有效凸 

顯及傳遞訊息？ 

3.什麼樣的構成更能夠具有美感？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認識對稱、平衡、主從關係的構成。  

2.了解使用模矩與格線所產生的秩序

性。  

3.物件的色彩、比例、質感，會影響畫

面構成的樣貌。 

1.養成觀察與嘗試的態度，累積技能經驗。 

2.利用面積大小分類，可以凸顯訊息的輕

重。 

3.借助理論，並且實際動手排列組合，感 

受到美感與樂趣。 
 



3 

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新學期個人期望卡 

     學生於筆記本上先寫下自己的姓名、一則暑假記事、三個對於自己新學期的期望

（人際／課業／體能等方面）。接著選取三種顏色的色紙，裁剪岀五個大小不等的色塊，

將筆記本中的內容分別寫在色塊上，再用綠色黏土黏貼在 A5 尺寸的底紙上，完成「新

學期個人期望卡」草稿。 

【第二堂】構成抽抽樂-欄位規劃及配置 

藉「新學期個人期望卡」草稿引導學生重新觀看自己練習的成果，並分析構成的邏

輯性，認識對稱構成、不對稱但平衡的構成、具有主從關係的構成、以格線分割的構

成、許多零件組合的構成。並且透過「抽抽樂」的方式，鼓勵學生依據抽到的不同構成

主題，再次調整或重置，動手調整成具有美感的構成形式。  

其次，教師以收集到的佈告欄設計案例，帶領學生討論其中所具備／缺乏的構成美

感，讓學生能從案例中思考公佈欄的設計需求：（一）訊息的分類（二）有效地傳遞資

訊（三）舒適合宜的版面，並引導學生從討論中學習歸納與整理的方法。 

【第三堂】生活中的紋理構成與分析 

    以美感電子書介紹「構成」的概念，透過當中的例子：建築設計、飾品廣告攝影、

風景攝影等層面，引導學生重新觀察、了解構成的無所不在，再進一步聚焦於「生活中

的紋理」之中的構成觀察。以教師拍攝的學校各處紋理照片，使同學增進學習動機，並

帶入生活周遭的紋理，例如自然界的動物毛皮、葉脈、人造的鐵花窗、花磚的排列組合

等，使學生更了解課程重點。 

【第四堂】紋理構成發展 

    學生依據各自收集而來的住家／學校周遭的紋理照片，於課堂上繪製兩種生活當中

的紋理，並依照步驟將其解構，並重新創造自己的獨特紋理。 

【第五、六堂】我形我塑～素描本封面設計 

      學生運用構成的概念，結合「禪繞畫」的元素創作素描本的封面設計。教師限制設 

計條件：以幾何形／有機形／自訂主題的方式擇一分割畫面，並至少需採用五種紋理圖 

樣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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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在這個單元中，透過生活中紋理的照片收集，是否有什麼新發現？ 

(2) 在紋理發展的創作階段，如何解構、繼續發展，以形成具有美感的新紋理？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紋理」和「構成」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從自然界的木頭紋理、葉脈走向，至磁磚

的排列方式、布料印花之圖樣設計，形態之豐富，令人驚嘆。可惜的是，學生往往缺乏

觀察生活細節的能力，並且在「習慣無感」的狀態下，不認為自己能夠創造具有美感的

生活，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因此希望透過這個課程，引導每個學生仔細觀察生活周遭，蒐集紋理，進一步將其 

 分析、拆解，重新思考、發展自己的專屬紋理，並善用不同的構成方式，為自己的素描 

 本封面穿上新裝。預期使學生從親自動手操作中有所感覺，了解自己是能夠主動改變、 

 建構美的生活，並從體驗中學習到構成的原則。  

 

四、預期成果：  

學生能根據物件的元素進行分析，依照教師給予的不同構成條件，將物件在畫面中擺放 

 於最合宜的位置。希望學生能從不斷摸索、嘗試的經驗中，逐漸建立對美感的意識。我 

 期待透過這個課程，可以讓學生理解構成的無所不在，並更加關切生活中各個面向的構成 

 之美。 

參考書籍： 

1. 視覺傳達設計：國際重量級啓發之作，從理論到實作，掌握好畫面與好故事／博‧柏格森 

／原點／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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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文化／2017 

3. 好設計，4 個法則就夠了：頂尖設計師教你學平面設計，一次精通字型、色彩、版面編

排的超實用原則／羅蘋•威廉斯／臉譜／2015 

4. 好設計抒心禪繞畫：104 款必學圖樣＋完整繪製教學／佐藤心美／台灣東販／2016 

5. 心靜禪繞畫：一筆一畫，靜心紓壓／蘇珊‧麥尼, 珊蒂‧史汀‧巴叟勒繆, 瑪莉‧布朗妮／   

三采／2014 

教學資源： 

    美感電子書、美感練習誌、教師自製 PPT、電腦、單槍投影機、實物投影機、

ipad、色紙、A4 美術紙、厚紙卡、襯紙板、尺、剪刀、美工刀、奇異筆、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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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9/16~9/20 
構成抽抽樂-欄位規劃及配置 

在 A5 版面上練習幾何構成 

2 9/23~9/27 

新學期個人期望卡 

學生依照各自抽到的構成條件規劃版面，設計新學期的個人期望

卡。 

觀察與思考同樣的幾何元素、不同的構成版面之差異性為何？ 

哪樣的構成更具有美感？ 

3 11/11~11/15 

生活中的紋理構成與分析 

教師透過蒐集而來的日常紋理及應用，引導學生感受紋理，接著

加入校園周遭紋理的地點辨識，引起學生興趣。學生於課堂中觀

察、描繪，藉此了解紋理的組成方式。 

4 11/18~11/22 

紋理構成發展 

學生於上一堂課結束後，蒐集住家周圍／內部的三種紋理，拍照

上傳雲端資料夾。於本節課中分析紋理中包含的基本元素（屬於

點、直線、曲線、弧線或圓？），將其簡化後描繪下來，並一步步

發展，重新創造出新的紋理。 

5 11/25~11/29 

我形我塑～素描本封面設計 

學生選擇幾何形／有機形或自訂主題做塊面切割，（至少分成五個

區塊）分別填入上一堂課發展出來的紋理圖樣，再用剪貼的方式

固定於素描本的牛皮紙封面上。 

6 12/2~12/6 

我形我塑～素描本封面設計 

教師針對學生上周的初步成果提供建議及需要注意的地方，學生

繼續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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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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送審的課程計畫是以佈告欄為主題的課程，預計於學期初即開始執

行。但一是受限於經費遲遲未發放，影響課程進度；其二是因為上個學期學生

上課使用的筆記本大小不一，教師決定為學生統一訂製以牛皮紙板為封面、A4

大小的素描本。除了更加美觀之外，統一規格對於收、發作業都更加方便，因

此將課程實作的主題更改為素描本封面設計，希望學生能發展出具有個人特色

的封面。至於課程內容也加入了生活中紋理構成的部分，引導學生從學校出

發，回歸對自己周遭環境紋理的觀察，希望他們能由分析、簡化紋理，更進一

步的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獨特紋理造型，將其運用於素描本的封面設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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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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各自抽到的構成條件：對稱／不對稱但平衡／主從關係／格線分割／零件組成的構

成，進行佈告欄版面構成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構成是什麼？佈告欄版面中包含哪些項目？如何分割區塊，呈現具有美感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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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參考上一堂課練習的成果，思考如何調整或加入新的造型，設計出獨特且美觀的個人期望

卡版面。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利用視覺元素構成版面？用何種形式呈現？畫面焦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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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３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觀察老師收集到的紋理照片，試著簡化後描繪下來，藉以瞭解其構成方式。回家後收集自

己生活環境周圍的三種紋理，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雲端資料夾。 

C 課程關鍵思考： 

什麼是紋理？校園周遭有那些紋理？紋理的應用為何？什麼樣的紋理吸引你？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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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４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登入 Google Classroom，找到自己拍攝的紋理照片，依照「分析－簡化－再創造」的原

則拆解紋理，再重新逐步發展出自己的獨特紋理圖樣。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分析的階段中思考紋理如何構成？用什麼方式簡化？在下一個步驟中添加什麼圖樣卻不

使其過於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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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５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本周開始進行素描本的封面設計，學生決定版面構成的形式：幾何形／有機形或自訂主題

三選一，將版面分割成至少五個部分，填入自行發展出來的紋理圖樣。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決定版面構成的形式？如何產出更多樣的紋理圖樣？怎麼設計出具有美感的素描本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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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６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本周開始進行素描本的封面設計，學生決定版面構成的形式：幾何形／有機形或自訂主題

三選一，將版面分割成至少五個部分，填入自行發展出來的紋理圖樣。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決定版面構成的形式？如何產出更多樣的紋理圖樣？怎麼設計出具有美感的素描本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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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課程之初，使用美感電子書讓學生閱讀及討論何為構成，學生在閱讀文字

後不甚了解抽象的概念，因此教師配合蒐集而來的圖例輔助說明，讓學生有更

深入的了解。接著帶入紋理的討論，透過大量的圖片資料：紙的纖維走向、布

紋、動物毛皮、木頭的紋路等，引導學生以微觀的角度觀察、欣賞紋理純粹的

美感。，也藉由描繪的過程培養學生化繁為簡的能力，建構紋理構成的方式。   

  令我意外的是，不論學生的繪圖能力如何，皆極為專注地描繪。只是因為

繪圖速度不同，考量到課程的進度，教師須以限制時間的方式，頻頻提醒學生

把描繪的重點放在觀察紋理的構成方式，而不需過於刻畫細節。 

  在上傳紋理照片的環節，是考驗學生資訊能力的時候。雖然在資訊課學習

過，但大多數學生卻不常使用 Google Classroom，忘記密碼無法登入、忘記

課程代碼、找不到作業上傳頁面的大有人在，教師連續兩堂課都必須再三提

醒，並延長作業繳交期限。如果有機會，考慮於之後的課程多多使用資訊設

備，除了收／發作業更為便利之外，學生登入後即可看到其他同學上傳的紋理

照片，可參考的資源更豐富。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Ａ：我發現了在日常生活中處處有紋理，不論是衣服或家具等，如果

沒有紋理，一切都會顯得單調無奇。 

學生Ｂ：在描繪紋理時，看著一個個相同的圖案重複交疊出另一個圖案，

讓我很有成就感！ 

學生Ｃ：美隨時隨地都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從未發現。 

學生Ｄ：單調的線條組合在一起，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變化，在這個單元我

學到了如何使用生活中的紋理延伸創造出新的紋理。 

學生Ｅ：平常對於生活中的紋理也只是看看而已，從不曾仔細的觀察。上

完這個單元，才發現紋理的有趣之處！ 

學生Ｆ：我學生了如何使用紋理的層次及構成，使人產生美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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