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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 

授課教師 林瑞青 

實施年級 七、八年級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V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5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請整理參考教材，調整為適合自身的課程） 

參考課程案例：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和平區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 

參考課程名稱：色彩聯合國‧大膽玩色彩                                                   

課程名稱：色彩聯合國‧色彩運用再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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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V國民中學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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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茶為大梨山地區在地特產，從茶色變化中找尋不同的色彩，融合在地文化與原住民的文化

素養、表達色彩與地方認知相呼應，進而與在地環境、文化結合，構成新的色彩學習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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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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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兩學期課程著重學生從生活中可尋找可用的素材進行課程，原因在於梨山地區取得人造材料

不如平地便利，故結合在地特色與學校發展本位課程，將美感精神發揮與運用在在地土地

上。10702 學期將回顧前課程，向前課程學習，進階練習色彩運用及提升色彩素養，相較前

課程著重於色彩辨識，理解色彩屬性、自明性。新學期將色彩運用提升至混色、調合運用，

不限單一色彩。第一堂課複習色彩原色與混合色。第二堂課複習色彩的搭配，明度高低變

化、彩度高低變化，透過混色獲取色彩。第三堂課以茶湯作為主要的色母基礎，外加環境中

天然素材進行單向素材顏色取色，並觀察取色的色相及氧化後的色彩。第四堂課進行色彩的

混合與比對，萃取後的色彩屬於那些屬性，獲取顏色與氧化後的顏色差異進行比較，並實驗

調合後會獲得那些顏色。第五堂課重新喚起學生對色彩素養運用，結合多樣媒材觀察色彩與

媒材間的變化。第六堂課將色彩運用到生活實際面，將獲取的色彩(梨山材料萃取色彩)融入生

活材料中，獲取色彩呈現樣貌、色彩特性，並將完成的媒材結合運用在校園美感環境再造的

環境中，將美感更有感，每堂課後進行課程小結與反饋，確認學生對每堂課都有所獲得，並

提升素養。 

 二、教學目標（建議精修原案）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面的學習目標描述)  

學生將會： 

學生已學會對色彩的認識與分析，這學期將色彩搭配與配色運用在不同媒材上，色彩

運用更為提升，強化色彩學習素養。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印記色彩與文化交織： 

1. 色彩與生活關係 

2. 色彩屬性的瞭解 

3. 色彩辨識和感知 

4. 色彩對文化、環境情感與共鳴 

5. 色彩精神與發展軟實力 

1.色彩屬性辨識 

2.色彩運用與媒材間的熟悉度 

3.色彩和諧的比例配置 

4.色彩與在地環境關係 

5.色彩運用在生活的素養提升 

6.色彩運用在媒材呈現情感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色彩運用能力 

2.色彩與媒材關係 

3.色彩與環境關係 

1.運用色彩膽識、能力 

2.日常生活運用色彩能力、改善策略 

3.色彩運用活化與提升豐富度、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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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做與素養提升】 

堂數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觀察重點 美感構面 

第一堂 【觀察與發現】 

複習色彩本質？ 

 

 問題發現與

討論 

1.色彩本質、情感? 

 色彩傳達情感意涵。 

1.顏色代表意義。 

2.文化、環境色彩的表

徵。 

3.民族特色。 

4.色彩混合變化。 

1.環境中色彩的原

色與混合色。 

2.不同環境有那些

顏色？ 

色彩 

第二堂 【視覺排列與組合】 

 問題發現與

討論 

1.這樣搭配好看嗎？ 

2.不同色彩的結合是否

有協調感？ 

 色彩明度、彩

度的變化。 

1.不同色彩彩度與明度。 

2.複習調出高明度、中間

色調。 

1.高明度、低明度

色彩配置的合宜

關係。 

2.高彩度與低彩度

調色練習。 

色彩 

第三堂 【環境融合與發現】 

結合梨山農產茶為基礎

與在地其他產物結合 

 問題發現與

討論 

1.茶湯可以變出多少顏

色？ 

2.天然素材有哪些顏

色? 

 環境中有哪些

相同的色彩 

1.茶湯的彩度與明度。 

2.天然素材顏色偏向那些

類型的顏色? 

3.原色與氧化後的顏色會

出現哪些差異。 

1 天然素材取色後

進行色彩比對，

比較顏色的差異

與相貌。 

色彩 

第四堂 【操作設計與實作】 

1.新鮮、乾燥天然素材

進行色彩取色與混合。 

2.萃取後的色彩，進行

調色，觀察顏色的變

化。 

 說出、做出色

彩表達所屬的

色彩。 

1.觀察並說出萃取出的顏

色有哪些。 

2.萃取出的顏色與購買顏

料顏色有什麼不同。 

1.天然素材萃取前

後的顏色差異。 

2.萃取後的顏色屬

於色彩中的哪種

屬性。 

3.調色後會出現哪

些變化，彩度、

明度、色相差

異。 

色彩 

第五堂 【細部設計與實作】 

1.色彩暈染與配置。 

2.色彩運用、排列代表

的意涵。 

3.色彩差異，呈現那些

樣貌。 

 色彩意涵與素

養。 

1.透過色彩取色、氧化，

觀察色彩變化。 

2.混合色彩呈現色彩意

涵。 

3.配置色彩與環境間有什

麼意義？ 

1 色彩有些意涵。 

2.色彩分配、形狀

的分配。 

色彩 

第六堂 【環境結合與運用】 

1 色彩實際運用於生活

材料，色彩呈現與保

存。 

2.色彩與差異媒材間的

撞擊與運用。 

2.回饋與反思 

 設計成敗與美

感構面反思 

1 色彩與媒材結合運用。 

2.配色的能力。 

3.色彩與環境關係。 

4.生活寫實-色彩呈現。 

1.媒材運用色彩的

表現、樣貌。 

2.反思與實踐 

色彩 

 



155 
 

四、預期成果：（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與） 

1.複習色彩屬性與歸納。 

2.色彩運用，提升多種色彩結合能力。 

3.色彩運用在不同媒材上的變化與相貌。 

4.色彩發展與運用，環境中讓美感更有感。 

5.色彩結合生活、在地文化特色，將色彩留存與呈現。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2018.11.17 觸之美：從手到心的美感體會，La Vie 編輯部，麥浩斯。 

2.2016.05.01 這樣，美嗎？美感教育在臺灣，范信賢、洪詠善、 阮凱利、 黃祺惠，國家教

育研究院籌備處。 

3.2013.09.05 快樂的植物染：26 種植物、8 種染法複合 5 種材質，染出迷人自然色彩，松本

道子，積木出版。 

4.2016.08.15 異質地方之營造：公共空間、校園以及社區營造，夏鑄九，唐山出版社。 

5.2007.10.16 藝術與公共領域：藝術進入社區，吳瑪俐，遠流。 

6.2015.03.07 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

連結」，山崎亮 Yamazaki Ryo，臉譜出版。 

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彩色印表機、數位相機、筆記本、色彩工具、辨色工具、卡式爐、高鍋，自然

素材、茶葉…………。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8/03 原來顏色這麼多!! 

2 108/03 原色，混色，混出千變萬化的顏色。 

3 108/04 顏色的改變，純色與氧化？ 

4 108/04 小小觀察家：顏色之間的差異。 

5 108/04 小小魔術師：多媒材使用與變化。 

6 108/04 顏色素材融入校園美感再造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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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採集自然環境中色彩，以分組方式，蒐集不同色的自然素材及葉片，就由混色

卡分辨色彩的類型與種類，寒暖色系等。 

不同素材受到光線、氣候的影響，色彩出現的變化也會不同。 

C 課程關鍵思考： 

1.色彩受到光線的變化、環境還氣候的變化會出現不同形式的色彩，文化與自

然的色彩有哪些不同。 

2.天然素材取色後進行色彩比對，比較顏色的差異與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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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山上午後夕陽作為色彩調和的參考，運用自畫像練習色彩搭配與調和，完成

色彩視覺和諧感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1.色彩搭配運用，和諧。1/2 配色-練習對比色運用，1/3 配色練習相似色的運

用，自由色彩搭配練習配色的和諧感。 

2.高明度、低明度色彩配置的合宜關係。 

3.高彩度與低彩度調色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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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由學校取得不同色彩的青楓葉、茶葉(紅茶、綠茶、烏龍茶)，熬煮 2 天並記錄

萃取顏色深淺變化，進行第一次浸染課程，明礬處理過的布料配上褐色葉液，

充分表現出清澈明亮的色彩，第二次改由原樹液加入鐵粉進行單寧酸氧化變

化，浸染出鐵褐色的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色彩搭配運用，和諧。1/2 配色-練習對比色運用，1/3 配色練習相似色的運

用，自由色彩搭配練習配色的和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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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粉彩作為混色煤材工具，兩色混色至多色混色，變化出不同的混色效果，觀

察對比色混色、近似色混色後所呈現效果樣貌。 

C 課程關鍵思考： 

1.天然素材萃取前後的顏色差異。 

2.萃取後的顏色屬於色彩中的哪種屬性。 

3.調色後會出現哪些變化，彩度、明度、色相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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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將茶液、樹液萃取出來後透過混和、添加鐵、鋁等媒染劑進行氧化作

用，取樣出不同色階、色彩的液體，從中觀察色彩變化。單寧酸的含量越高氧

化的效果越佳，碰到鐵會變成深褐色。 

2.並在日然環境中觀察環境的色彩與熬煮取的的液體色彩有不同的差異。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色彩有些意涵。 

2.色彩分配、形狀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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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將取得色彩實際運用於生活材料，並透過硫酸鈉、鹽定色劑將色彩呈現

與保存在布料上，並將布料材料運用在學校環境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色彩與媒材結合運用。 

2.配色的能力。 

3.色彩與環境關係。 

4.生活寫實-色彩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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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自然界植物色彩豐富，新鮮與乾燥素材的取的色彩種類非常多，經過反覆與長時間的取

色試驗後，發現色彩濃淡變化取決於植物中所含的花青素、胡蘿蔔素、單寧酸等天然色

素釋放出的多寡，促使顏色取出後的色相變化，外加水份、媒染劑的添加比例會影響色

彩的明度、彩度變化。課程中運用添加媒染劑鐵、鋁粉等材料可使汁液中的單寧酸產生

氧化的化學變化，形成層次更豐富的色彩液體。由於課程中自然汁液顏色調和後變化不

鮮明，調和後多以褐色、黃色、紅褐色、深褐色等居多，輔以水彩、粉彩、色票使用加

深學生對於調色時色彩變化的觀察與熟識上，較能掌握調色參考與配色原則。 

再次反覆使用自然素材取得汁液進行色彩混色、調色試驗時，學生對於色彩運用、調色

技能才能變得較能上手，讓學生能在色彩飽和度、明度、彩度熟識與操作上變得較為容

易操作與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