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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吳佳燕 
實施年級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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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個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24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學年度第     學期，        區    （學校名稱）       
參考課程名稱： 

■無                                                  

課程名稱：光彩世界—燈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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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七年級的時候曾參與過美感通識課程—質感構面，課程名稱為「打造文具之家」，

因此對美感課程有基本認識，且在質感方面有了豐富的體驗。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 具備基礎的造形、明暗、色彩處理能力 

2. 能主動探查物體質感 

3. 對於「何謂美感」有基本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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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沒有光線，便沒有了五彩繽紛的世界，觀賞著美好事物的我們，其實不僅僅是旁觀者，更是

真切地身歷其境，當我們體會到這點，才更能主動地探尋、參與、創造更多的美。課程發想自

teamLab 藝術團隊製作的 Borderless（日本東京台場），大自然與萬事萬物被以絢麗奇幻的光

線投射在空間之中，人們融入於世界的美，彼此再也沒有邊界。原本紛雜的物象，透過美感與

藝術性的濾鏡處理，留下能夠令人感動的成分。這種作法或許也可應用在課程中，尤其是「構

成」構面的美感練習。課程中由生活取材，以學生熟悉的事物出發，拆解、複製、排列、重組

成具有美感的圖像，並透過光線的投射，讓學生能夠身歷其境融入生活之美。 

 

 二、教學目標 

學生將會： 

1. 了解「構成」的秩序之美 

2. 為複雜的圖像進行簡化、分類、排列，以取得整體性與和諧感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如何達成整體性與和諧感 

2. 如何取得對稱或非對稱的平衡感 

3. 如何在整體性中做出變化 

1. 何謂「構成」？ 

2. 如何達成具有構成美感的畫面？ 

3. 如何運用構成的技巧做出合宜的畫面安

排？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運用相似、完形、網格的手法達成整

體統一 

2. 如何視需求做出對稱平衡或對比強

調的安排 

 

1. 將複雜的圖像簡化為幾何塊面思考與處

理 

2. 使用不同大小的幾何塊面做出具有美感

的構成安排 

3. 能將完整的塊面拆解重組為能表達意涵

或具有美感的構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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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做】 

 

第一堂：構成光彩世界 

 

1. 光彩世界—主題展覽欣賞： 

介紹展覽「teamLab Borderless（日本東京台場）」、「幻‧彩‧影—萬花筒特展（臺北華山文

創園區）」，以切入光彩世界的主題，並且取數張圖片投影在白板上，學生站在前方拍照，

上傳電子白板展示成果供同儕參考。 

   
由左至右：teamLab Borderless，彩虹，螢火蟲 

 
由左至右：銀河，夕陽，日出 

   
由左至右—人造光線：九份夜景，東京夜景，都市招牌 

2. 自然界中的光與彩 

欣賞自然界中的光線與色彩變化，並與人造光線的景致做比較。 

3. 我對光線照明的想法 

燈的功用為何？什麼樣的情境下會使用燈光？哪些地方有燈的存在？想要什麼樣的燈光照

明？觀賞完各種光線照射下的景致後，思考上述問題並將結果記錄下來。 

4. 使用正方形黑色卡紙、色鉛筆畫出夢想中的光影變化，將表現主題聚焦在光線的色彩上。

卡紙分為四等分，其中兩份畫光線色彩的漸層變化，另外兩份描繪有具體造形的光線色彩。 

Show & Tell： 

1. 光線與色彩是以什麼樣貌呈現在自然界與生活周遭？ 

2. 在哪些情境下會需要使用到光線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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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拆解與重組 

暖身：構成 KIT 練習 

將美感學習構面工具書中的練習示例，重新編排後全彩印刷成學習單一份，學生裁剪方

塊作練習，並將嘗試的結果黏貼在紙上，與同學進行欣賞與討論。 

練習 1. 任意裁切色紙，並重新拼組成任意圖案，可以是具有意義或抽象的圖案。將成果黏貼

在紙上。 

練習 2. 裁切方法同練習 1，嘗試將零件拼組成比原紙張面積小的矩形。再將剩餘兩張色紙進

行相同練習，裁切方法可以自訂，當小零件疊在大零件上時需翻面。完成後將三個成

果黏貼在紙上。 

 
活動 1. 文字拆解與圖地概念 

將白底黑字的英文字母「A」沿文字的邊緣框線裁切下來，得到黑字 A 與白底兩個小零

件，將它們放在 10x10 公分的黑底上，挪動黑字與白底的位置，得出兩個「A」，需具

備辨識性與變化性。 

活動 2. 姓名拼貼樂 

在 8x8 公分具有格線的正方格上，將名字的筆畫均衡分佈在正方格中，筆畫需沿著格線

描繪，並將每條線延伸到紙張邊緣，畫好後沿著筆畫裁切紙張成小零件，以此方式裁切

三張色紙，並依照任務指示重新拼貼成三個圖樣。 

圖樣一（辨識性）：裁切後拼回原正方形，調整其中的小零件，可使用空出空間、翻面、

抽掉等手法，使該圖樣具有辨識性，能看出為何種文字；圖樣二（完形）：將小零件重

新拼成幾何形（△○□），不可與原正方形相同大小，小零件之間可以有空間，但空間不

能太大，要使整體看起來是一完整形狀；圖樣三（秩序）：將小零件順著一線條排列，

該線條可以是直線、橫線或曲線，線條不需明確畫出來，而是用小零件暗示出來。 

Show & Tell： 

1. 什麼是「構成」？部分與整體是如何組成的？各部分間是否有階層性與主從之別？ 

2. 如何運用「網格」的概念分割或排列物體使其具有秩序性？ 

3. 如何運用「完形」的概念將紛雜的造形組合成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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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光‧彩‧影 

 

1. 光與影的關係 

與同學兩兩成組，使用手電筒調整照射角度，還原六種照射方式。 

2. 透光度實驗 

a. 生活實例：瓶裝茶飲、手搖杯、廣告燈箱、各式照明燈具、玻璃杯等。 

b. 各組發放各種不同材質（影印紙、描圖紙、透明片、棉布、宣紙、西卡紙、黑卡等），放

在手電筒上觀察透光度，並且記錄結果。 

3. 使用 2、3 的材質放在手電筒前，為正在閱讀的人進行照明，讀者記錄閱讀的感受，是否看

得清楚以及是否容易辨認圖文等。 

4. 光線的居家使用（色溫與照明強度） 

各組分配一組模型屋，屋內配置為一般居家狀態，有書房、客廳、臥室等，學生使用不同

亮度的手電筒與玻璃紙為模型屋進行照明，找出最適合的照明方式，並且展示給其他組別

欣賞，說明使用這種照明方式的原因，以及想要達成的效果。 

Show & Tell： 

光線穿透各種不同材質進行照明時，會產生什麼效果上的差異？這些差異又適用於哪些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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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美感與構成 

 

一、運用《美感入門》電子書中的圖片，說明以下兩組「構成」方式： 

A. 整體性與和諧感：對稱、平衡、網格 

B. 整體性帶有變化：對比、強調、主從、律動 

二、準備圈圈卡（大小不同的圈圈卡紙，背後具有磁性，可以吸附在黑板上）說明上述兩組構

成方式，說明過程中抽選學生上台嘗試將圈圈卡擺放成各種構成方式。 

 
  

 

    
 

三、每位學生抽兩張圖卡，圖卡主要取材自《美感入門》電子書網路版，秩序 01、03、04 以

及構成 02、04 部分，進行以下活動： 

1. 學生觀察圖卡，勾選其所運用的構成方式。 

2. 每位學生取一正方形透明片，將透明片覆蓋在圖片上，使用粗麥克筆描出各個造形的外

輪廓，輪廓線可以重疊，可以延伸到透明片邊緣。 

3. 使用壓克力顏料在輪廓內塗顏色，顏色限定兩種，可以加黑色、白色調出深淺。著色過

程中，可以薄刷製造透明感，也可厚塗成不透明的狀態。 

4. 造形排列或色彩營造需符合 A 或 B 兩種構成美感的其中一種。 

5. 完成作品後可以透過光線觀看，比較直接照明與透光觀看之間，作品色彩呈現的變化。 

Show & Tell 

1. 圖像採取了何種「構成」方式使其具有美感？ 

2. 如何使用合宜的「構成」方式使作品具有整體性、和諧感或變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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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堂：光彩世界—燈罩設計草圖製作 

 

暖身：回顧第一堂與第三堂曾體驗過的光與彩效果實驗，思索當製作屬於自己的燈罩時，會希

望呈現出什麼樣的效果。 

1. 準備與燈罩展開等大的草圖紙兩張（白紙與描圖紙），白紙描繪的是在燈罩內側的圖樣，

描圖紙所畫為外側圖樣。 

2. 觀察教師所製樣本，在點燈及未點燈的狀況下，內外側的圖樣有何差異，以此作為草圖

製作參考。 

3. 草圖可以參照《美感入門》圖卡，或者是學生自備的圖片。 

4. 內外側採取不同的構成策略，例如內側採用 B 外側便採用 A（註：A. 整體性與和諧感，

B. 整體性帶有變化）。 

5. 完成草圖後，從圖片中選取類似色 5 色或對比撞色類型 3 色，在草圖上做安排，並以色

鉛筆大致標示上去。 

6. 燈罩攤開為長方形，組裝後為一圓柱體，美感的營造主要還是聚焦在平面構成方面，但

須留意內側與外側圖樣的層次感。 

Show & Tell 

如何將先前練習過的構成策略運用在生活用品的製作上？ 

 

第六堂：光彩世界—燈罩設計作品實作 

 

1. 依據草圖裁切各色卡點西德，並依照安排先將內側的部分貼好，再黏貼外側部分。 

2. 黏貼完成後，將燈罩的 PP 版卡榫扣緊，裝置到底座上，安裝燈泡並點亮，觀察整體效

果並作微調。 

3. 完成作品並展示，與同儕討論分享。 

Show & Tell： 

比較草圖與成品，在構思與實作階段之間，立體化並照光後整體效果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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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觀看作品時，能判斷該作品所使用的構成策略。 

2. 學生在創作作品時能使用本次課程所學之構成策略，並且能依據需求選擇合宜的形式。 

3. 學生能完成具備生活美感的燈罩設計。 

4. 學生能在練習與創作過程中，除了摹仿既有的構成形式外，還能夠進一步做出不同的變化。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Circle ：A graphic design zine》，第 13 期，方法原創出版，2018 年 6 月。 

2. DAVID DABNER 著，沈叔儒譯，《平面設計講座—平面設計的原理與演練》，臺北：視傳文

化出版，2006。 

3. Alan Pipes 著，劉繩向、藍曉鹿譯，《藝術與設計入門》，臺北：積木文化出版，2010。 

4.《美感入門》電子書網路版：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lessons/ 

 

教學資源： 

簡報、電子白板、彩印學習單、《美感入門》電子書 A4 圖卡 

鉛筆、直尺、剪刀、黏著劑 

PP 耐熱白色燈罩、金屬架、燈座（附電線、開關）、燈泡、多色卡點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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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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數 原課程內容 調整後內容 

一 構成光彩世界： 
 光彩世界主題展覽欣賞 

 自然光與人造光 

 燈光的功用與情境營造 

 創作：光線變化的描繪（黑卡紙、

色鉛筆） 

依原案內容，「創作：光線變化的

描繪」則多延續一堂課讓學生完成

作品。 

二 拆解與重組 
 構成 KIT 練習 

 文字拆解與圖地概念 

 姓名拼貼樂 

依原案內容，多延續一堂課讓學生

完成作品。 

三 光‧彩‧影 
 光與影的關係（手電筒照射角度實

驗） 

 透光度實驗 

 光線的居家運用 

因進度以及課程延續性的緣故，暫

不執行此內容。 

四 美感與構成 
 構成美感介紹：整體性與和諧感（對

稱、平衡、網格）、整體性帶有變

化（對比、強調、主從、律動） 

 觀察圖卡，進行構成練習 

依原案內容，構成練習的部分改以

黑色點點貼紙進行。 

五 光彩世界—燈罩設計草圖製作 
 每位學生抽取圖卡兩張，擇一進行

草圖製作 

 描圖紙描繪圖樣 

 配色安排 

依原案內容。 

六 光彩世界—燈罩設計作品實作 
 依照草圖進行卡典西德裁切 

 將裁切好的色塊貼到燈罩模型上 

 點燈、拍照、同儕欣賞 

依原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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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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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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生活中的光線/ 展覽光線欣賞（光線如何造就氣氛）/自然光與人造光 

2. 影片欣賞並回答問題：Nacho Guzman, Sparkles and Wine 

3. 完成光彩世界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透過日常生活的素材了解光線的種類與特性。 

2. 以 Nacho Guzman 拍攝的影片 Sparkles and Wine 為核心，透過提問來使學生了解光線

與場景、情緒、感受之間的關連性。 

3. 學生在生活中較常注意到被光線照射的物體，較少留意到光線本身以及光線的影響力，這

堂課為整個課程的暖身活動，目的在於促使學生開始留意光線本身，並能與後續的課程

順利接軌。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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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在黑卡上用鉛筆畫出兩個 10x10 的正方形框線 

2. 參考教師提供的光線範例（5 張照片），選其中一張以彩色鉛筆描繪出光線的效果。 

3. 另一框線則描繪「想像中的光線」，可參考真實的自然光/人造光，或根據自己的想法創

造光線。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為使學生能夠更細膩地觀察光線並熟悉光線變化，使用黑色卡紙與彩色鉛筆做為創作媒

材。彩色鉛筆是學生熟悉的材料，且在黑色卡紙上很容易製造出光的變化，方便學生掌

握狀況並專注在光線變化的營造上。 

2. 學生需完成一份照著畫以及另一份自由創作，讓學生能夠對於「使用光線創作」有所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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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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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鉛筆盒開箱照 

取一張 A3 白紙，將鉛筆盒中所有物品取出，先分類再排列，排出具有美感的開箱照。 

2. 色紙裁切構成 

（1）將兩張色紙任意裁切後，拼成兩種造形：a. 有意義的造形；b. 矩形（色紙可翻面重疊）。 

（2）取三張色紙，分別以姓名三個字的筆畫作為裁切線，裁切完之後拼成三種造形：a. 調

整色塊間距以呈現出姓名文字；b. 拼成幾何形；c. 拼成曲線。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本次課程除「光線色彩」外的另一項重點便是「構成」，這堂課的活動聚焦於此，由淺入

深讓學生動手操作了解構成的技巧。 

2. 各項活動均有明確的使用媒材與條件限制，有限制的情況下學生會更專注嘗試更多排列的

可能性。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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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欣賞美感與構成的圖片：A. 整體性與和諧感（對稱、平衡、網格）；B. 整體性帶有變化

（對比、強調、主從、律動）。 

2. 使用黑色點點貼紙在正方格內排出具有美感的構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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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這堂課仍以「構成」為主軸，將構成美感進行分類說明，由欣賞圖片入手，再使用點點貼

紙進行實作。 

2. 學生必須先了解各種構成美感形式的內涵，再以點點貼紙呈現出來，因此需在短時間內融

會貫通，教師也可立即得知學生是否了解各種美感的構成方式。 

3. 點點貼紙只提供單一形狀與單一色彩，限縮了色彩的使用，讓學生能夠更專注在排列組合

上。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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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燈罩草圖 

 每位學生抽取圖卡兩張，擇一進行草圖製作。 

 描圖紙描繪圖樣，只需描繪需要的造形，無須照抄，可轉換方向排列組合。 

 配色安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這堂課將光線色彩與構成結合在一起，由精密的草圖規劃出發，到下一堂課的彩色膠膜剪

貼剪貼實作。 

2. 草圖的製作並非天馬行空，而是提供學生大量的參考與小部分的發揮空間，參考的對象便

是美感電子書中的圖片，學生先觀察其中所使用的構成美感，再依據個人的喜好、需求

擷取適當的部分構成畫面。 

3. 學生在有美感圖片輔助的狀況下，多半能有不錯的發揮，使用描圖紙描摩排列的過程，也

能夠對美的事物有更詳盡的觀察。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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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燈罩製作 

 依照草圖進行彩色膠膜的裁切。 

 將裁切好的色塊貼到燈罩模型上。 

 燈罩零件組裝、點燈、拍照、同儕欣賞。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彩色膠膜的剪黏過程考驗著學生的細心程度，由於草圖的輔助，學生大多不會遇到太大的

困難。 

2. 當膠膜黏貼到燈罩模型上時，便是將平面的構成轉換成立體空間的構成，學生會更加留意

到面與面之間的關係，以及圖案接合的效果；當透過光線由內而外照射，會投射在平面

上形成具有美感的彩色光影，也會投射到周遭環境形成具有空間感的效果，與單純欣賞

燈罩本身截然不同。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課程活動的安排中，成效以及學生反應較佳的部分是黑色卡紙光線創作、

點點貼紙的美感構成，以及最後的燈罩設計，活動難度是國中八年級生足以

面對的，且完成作品會有成就感。色紙的剪貼構成則進行得較不順暢，也許

是流程安排以及說明不夠清晰，另外，學生反應以剪刀並剪出適當造形對他

們而言是有些難度的也許是平時較少這方面的鍛鍊。色紙剪貼構成的活動若

未來要再實施，需有大幅度的調整才能實行地更加順暢。 

2. 使用美感圖片做為燈罩設計參考算是相當成功的決定，敝校學生在視覺藝

術的創作中，「構圖」向來是較具挑戰性的部分，這次有圖片的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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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比較有安全感的狀況下進行創作，雖然部分學生會覺得發揮空間受限，

但最後得到的燈罩成品都是相當美觀的，因此，適度的框架反倒可以為學生

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3. 在課程結束後，體會到燈罩確實是個很有趣的題材，草圖規劃階段所涉及

的是平面構成，實際製作黏貼後則形成立體關係，當裝上燈具照射出來，投

射在平面上會是具有另一種構成美感的效果，又能與周遭環境、立體空間產

生互動。由於燈罩具有實用性質，學生在製作完成後紛紛開始討論要放置、

點綴在哪些生活空間中，由此可知，這項作品是可以將美感帶入生活中的，

是能夠將「自、動、好」加以落實的。 

4. 根據教師的觀察，在這次的課程中若能暫且拋開手繪技巧，專注在物件之

間的排列組合，嘗試各種組成的可能性，如此操作所得的成果會是較佳的。

因此，許多較不擅長手繪的學生，平時在視覺藝術課程較難獲得成就感，在

美感課程中反而滿足了成就感並能有所發揮。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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