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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108 學年度下學期)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南港⾼中 
授課教師 劉⽟雲 
實施年級 ⾼三普通班 301-305, 306-309 

課程執⾏類別 
⼀、中等學校（國⺠中學暨普通型⾼級中等學校）之單⼀構⾯美感通識課程 

■普通型⾼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8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數 約 267 名學⽣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構成「我」這個人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o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為主的⾼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教學對象 ■⾼級中學  三 年級  

學⽣先修科⺫或先備能⼒： 
* 先修科⺫：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 

1.  學生在美術課學習過基本的美的原理原則： 

2. 學生在過去基礎的海報排版練習中，知道基本的原則，如字型、顏色、行距、字距等。略

知道要在版面的美感變化中，找尋秩序。 

3. 高三學生面對申請入學之際，心中極力想做出符合自己個性有美感的個人檔案，但常常眼

高手低 ; 或是知悉軟體使用，卻限於軟體提供的版型，無法獨立思考突破限制找出更多的美

感可能，所以做不出有美感構成與個性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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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活動簡介 

1. 學生在過去有基本的海報排版經驗，也學過美感的原理原則。但是學生在面對申請

入學編輯個人檔案之際，常常呆板依照編排軟體版型建議，或是在個人化加入眾多

資訊後，成果常陷入混亂，除資訊不容易閱讀之外，也失去構成美感。 

2. 課程開始先讓學生在圖書館內找尋自己喜歡的書籍排版，會建議以雜誌為範例，適

合學生圖文相間的個人檔案。以對稱、平衡、主從、線條、物件組合六大元素，請

學生分類手邊看到的雜誌封面或內頁。以分類的過程，應用觀察的能力。 

3. 最後以市面上常見的排版軟體，讓學生分析常出現的版型，由分類實踐觀察的能

力，最後加入個人資料如文字圖像，並做出視覺上的調整。 

期待學生在這次非常「實用」的構成練習課程，能有視覺美感落實的成功經驗。 

 
 ⼆、課程⺫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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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選定圖書館書籍雜誌，如 the big issue等 

l 大考使用的參考書 

l 學校各處室發放的傳單、小冊子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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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常見編排軟體，如 publisher、pages等，讓學生可將學習到的技術，往後可常運

用在生活上，而不受限於軟體的購置費用。 

2. 學生能成為對印刷品產生鑑賞的能力，能以色彩、比例、對稱、平成、比例、組合

等要素評斷。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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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將構成美感實際運用到資訊整理，並且美感成為傳遞個人特質的工具。 

2. 學生能做到富有變化的個人化編排，但同時記得構成秩序的重要性。 

3. 能理解運用編排中空白、文字、圖像、顏色的構成、比例、主從等組合關係。 

n 其他美感⺫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標，可依需要列舉） 
      1. 因應學生生涯發展所需，陪伴學生依時程完成個人檔案，也讓學生記得自己曾經有

執行美感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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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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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7-

02/21 

單元目標 找尋適合自己的美好書籍 

操作簡述 

1. 請學生前往圖書館，找尋一本和自己對味的書

籍編排。 

2. 條列出該書籍的字型、顏色、比例、要素、組

合、所形成的美感，分析拍照後上傳Google 

class 

2 
02/24-

02/28 

單元目標 我的構成分子 

操作簡述 

1. 請學生寫下自己的個性、興趣，或是想要申請的

大學校系 

2. 找出適當的構成方法來對應上面的個人特質： 

例如：平衡、對稱、對比、主從關係，並以上述元

素進行創作。 

3. 教師給予學生本次課堂使用評分規準 Rubrics，

以色彩、比例、組合、內容等給予學生學習重點指

引。 

3 
03/02-

03/06 

單元目標 我的構成 

操作簡述 

1. 使用 publisher或是 Pages等編排軟體，觀察該軟

體提供版型模組 

2.依上一堂課找出的構成元素修正製作個人檔案冊

版型，或放棄使用版型亦可 

 

4 
03/09-

03/13 

單元目標 完成我的構成 1 

操作簡述 

1. 1. 依照個人的資訊，如照片、文字，完成紙上落

版草稿，後在電腦上施作。 

 

5 
03/16-

03/20 

單元目標 完成我的構成 2 

操作簡述 
電腦施作，並持續和教師討論，過程中教師須多加

提醒學生美感原則的使用。 

6 
03/23-

03/27 

單元目標 輸出、分析與發表 

操ㄘ
ㄠ作ㄗ

ㄨ
ㄛ
ˋ簡ㄐ

ㄧ
ㄢ
ˇ述ㄕ

ㄨ
ˋ 
電腦施作完成，學生發表作品並使用教師評分

Rubrics 互評，教師總結歸納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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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預期成果： 

-學生能夠成為雜誌書籍美感的鑑賞者 

-學生能夠使用簡單常見的軟體，突破版型的限制，加入個人資訊圖文後，實踐有美感

的作品。 

- 在學生互評的機制下，讓學師得到反思與理解的能力，能由觀看分析他人使用的美感

組合方法。 
六、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好設計，4個法則就夠了，羅蘋威廉斯、臉譜出版社、2015 

2. 編排&設計 BOOK:設計人該會的基本功一次到位，松田行正，良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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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學生前往圖書館，找尋一本和自己對

味的書籍編排。 

2. 條列出該書籍的字型、顏色、比例、要

素、組合、所形成的美感，分析拍照後上傳

Google class 

 

發現學生已經忘記上學

期藉由藍曬排版先提過

的構成方法與美感特

質。所以藉由欣賞上學

期作品，重新複習。。 

二 1. 請學生寫下自己的個性、興趣，或是想

要申請的大學校系 

2. 找出適當的構成方法來對應上面的個人

特質： 

例如：平衡、對稱、對比、主從關係，並以

上述元素進行創作。 

3. 教師給予學生本次課堂使用評分規準

Rubrics，以色彩、比例、組合、內容等給予

學生學習重點指引。 

無調整 

三 1. 使用 publisher或是 Pages等編排軟體，觀

察該軟體提供版型模組 

2.依上一堂課找出的構成元素，修正製作個

人檔案冊版型，或放棄使用版型亦可 

 

1. 加入 word軟體。 

2. 部分學生無意願製

作個人檔案，開放學生

製作有興趣相關主題或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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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六 

2. 1. 依照個人的資訊，如照片、文字，完成

紙上落版草稿，後在電腦上施作。 

3. 2. 完成之後以 Rubric自評，教師並完成評

分。 

4. 3. 帶著自己的作品前往各大學進行面試 

 

課程無調整。 

但多數學生在課程之前

即完成面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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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先⾏說明本次課程要點。學⽣進⼊圖書館內，觀察喜歡的雜誌圖書，該書

籍、雜誌編排需有圖⽂，以封⾯和⼀⾴內⾴為觀察對象。 
2. 請學⽣以模仿來做完整的觀察和採集，並嘗試使⽤美感特點來分析該封⾯的美

感。 
3. 教師發現學⽣忘記「美感特點」時，讓學⽣重新重溫過去的排版作品。學⽣找

出過去作品的秩序、動態、變化安排的⼿法（如對⿑、⼤⼩變化、顏⾊統⼀、
對⽐等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書籍的封⾯為了吸引讀者，通常具有圖⽂配置。⽽雜誌無論是內業或封⾯，更

是充滿圖⽂資訊。在眾多的內容中，讓學⽣由模仿、分析現有出版品，學習其
中多元紛陳中的「構成秩序」。 

2. 藉由過去作品的回朔和討論，讓學⽣記憶起⾃⼰有的構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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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5 

Ａ 課程實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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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操作流程 
1. 學⽣選訂想介紹的⼈物、主題與使⽤的軟體(以市⾯上常⾒編輯軟體為主，如

Microsoft, Word, Pages, Publisher 等 ) 
2. 思考⼈物的特質、適合的顏⾊、⾵格取向等。 
3. 觀看⽼師於 google classroom 上傳的軟體使⽤教學影⽚，熟悉軟體功能。 
4. 閱讀本次活動的⾃評表，理解編輯規定與評分規準。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利⽤市售常⾒⽂書軟體，能做出具有秩序美感的構成版⾯。 
2. 能將過去使⽤編輯軟體的資訊經驗，加⼊美感構成的眼光，使學習過程中常⽤

的編排⽂書⼯作，習慣加上美感構成的意識，⽽⾮被編排軟體的格式或常⾒的
裝飾效果所迷惑。 

3. 學⽣在電⼦編排軟體中，常常忘記「顏⾊」、「字型」的要素，因此在課程中
規定學⽣必須在構成裡加⼊⾊塊、字型的變化，並且侷限顏⾊和字型的數⺫。 
 

課堂 6 

Ａ 課程實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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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操作流程 
1. 學⽣完成個⼈作品，並上傳到 google Classroom 
2. 學⽣完成⾃評表，和同學交換討論 
3. 交出⾃評表，教師同時以 Rubrics 規準位學⽣評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能夠以後設認知檢視⾃⼰的構成作品。 
2. 能夠重新檢視構成美感的要素。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在 107 年度計畫送出後，學⽣在操作藍曬、植物觀察的課程中，便將構成
的概念加⼊。當時並未強調過多的美學原理，⽽是要求學⽣在剪、黏、書寫
中，找尋秩序和變化。 
2. 但是學⽣在操作這些⽂書軟體時，有時因為過去習慣使⽤某些特殊花俏元
件，⽽有時忘記構成的秩序要素。教師要請學⽣停下來，思考這些花俏元件的
美感⺫標為何。 
3. 由⼀定的構成限制，如有⾊塊、有⽂字、有圖⽚、⾴碼，並且於課程前提
供 Rubrics 課程規準，讓學⽣有⼀定的限制下回歸構成的思考常軌。期待本次
課程經驗，建⽴學⽣使⽤⼀般軟體達成美好版⾯構成的習慣。 
4. 多數學⽣在操作構成編排時，個⼈檔案都已經完成，有些在上美術課時才
發現可以把檔案做得更好。如果要配合學⽣個⼈檔案製作，下⼀次課程可以提
早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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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版⾯的構成之外，或許也可以結合「影像」、「照⽚」的構成，讓圖⽂
的編排中，更具有美感的⼀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