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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李婉琪 

實施年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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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84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美例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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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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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上學期曾修習過美感構面課程-構成，了解其定義，分析生活中構成的美的因 

  素，運用構成手法創作具美感的個人和團隊作品。 

   108 學年度下學期曾修習過美感構面課程-色彩，觀察環境色彩，分析、調配在地色彩， 

   結合馬約利卡磚的圖樣色彩和構成方式，設計具金門色的花磚作品，並運用珍珠板版 

   印、氰版顯影技術嘗試不同手法呈現具金門在地印象的花磚明信片設計。 

  109 學年度上學期曾修習過美感構面課程-質感，了解視觸覺質感意象差異，創作相異質 

  感作品，藉由製作多肉水泥盆栽作品與拍攝，感受質感配置與環境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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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具備基本的觀察力。 

  2.學生有參與構成、色彩構面的美感實作經驗。 

  3.學生有小組討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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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先以在地的閩式建築架構、風獅爺之造型導入頭、身比例概念，再請同學找出自己心目中

最恰當的頭身比配置，進行分享討論。以雜誌圖片說明比例在生活的運用，再以版面分割概念，

用灰階大小色塊練習圖文比例的搭配，挑選不同的金門觀光明信片，分析其圖文比例之配置優

點，結合曾學過的美感構面-構成，嘗試創作具個人特色的圖、文配置觀光明信片。最後以矽藻

土杯墊，在方、圓模具內以水晶土或熱熔膠，黏塑簡易塊面、線條分割杯墊空間，製作比例合

宜的杯墊。 

 二、課程目標 

    透過生活中可見的閩式建築、風獅爺，讓學生覺察比例之美以及如何被廣泛運用，

以實作課程：明信片版面配置、杯墊空間分割，使學生感受比例調整帶來的視覺變化，

並嘗試合宜的比例配置，運用比例之美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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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式建築的空間形式配置比例與人的關係。 

2. 風獅爺的頭身比形成的視覺差異。 

3. 人體比例與器物之關係。 

4. 雜誌、明信片編排的圖文配置比例形成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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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信片圖文比例編排方式。 

2. 嘗試自製矽藻土杯墊，空間分割簡易模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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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與生活關係：人體、雕塑(風獅爺)、建築空間。 

2. 適當的比例形成的視覺效果。 

3. 比例分割配置造成的空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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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無，本課程首次試作，有太多變因無法掌握，未來有機會再思考與其他美感目標

結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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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8-3/12 單元目標 

比一比 

以在地的閩式建築架構、風獅爺之造型導入，了解頭、

身比例概念與依循人體比例衍生的相關器物，分享討論

心目中最恰當的頭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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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了解閩式建築形式與空間比例配置。 

2. 觀察各樣風獅爺頭身比。 

3. 思考人體比例與生活器物的對應關聯。 

4. 討論合宜的頭身比與調整方式，記錄於學習單。 

4 3/15-3/19 

單元目標 

美編一下 

藉觀察平面雜誌圖片，了解比例在生活的運用，嘗試分

割版面進行圖文配置。 

操作簡述 
1. 欣賞平面雜誌圖片，分析其比例配置。 

2. 以灰階方形色塊進行簡易圖文版面分割。 

5 3/22-3/26 

單元目標 

金門印象 1 

分析各樣金門觀光明信片其圖文比例之配置優點，結合

曾學過的構成構面，嘗試創作具個人特色的圖、文配置

觀光明信片。 

操作簡述 

1. 每人挑選三張明信片，就其版面構成、圖文比例配

置，分析優缺點並上台分享。 

2. 調整文字區塊與圖像區，創作兩款不同圖文比例配

置，具個人特色明信片。 

6 3/29-4/2 

單元目標 

金門印象 2 

調整圖文比例配置，創作兩款不同圖文比例配置，具個

人特色明信片。 

操作簡述 
1. 創作兩款不同圖文比例配置，具個人特色明信片。 

2. 互相觀賞作品，記錄感想於學習單。 

7 4/5-4/9 

單元目標 

方圓之間 1 

轉換平面比例配置手法於半立體空間。繪製分割草圖後，

在方、圓模具內以水晶土或熱熔膠，黏塑分割杯墊模具空

間，混合矽藻土材料灌模於模具中。 

操作簡述 

1. 繪製杯墊分割草圖。 

2. 在方、圓模具內以水晶土或熱熔膠，進行分割杯墊模

具空間。 

3. 混合矽藻土材料灌模於模具中，放置教室陰乾。 

8 4/12-4/16 
單元目標 

方圓之間 2 

脫模完成矽藻土杯墊，互相欣賞杯墊的空間比例。 

操作簡述 1. 矽藻土杯墊脫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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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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察身處環境中的比例之美，體會比例在生活中運用的各種層面以及人體與器物、建築

空間的關聯，觸發思考自身與使用物件是否為量身打造的關係。透過實作課程：明信片版面

配置、杯墊空間分割，調整不同的比例配置，尋找最合宜感受，期待能以不同尺度的對照之

美來丈量日常所見。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Flair(2017)，版面設計學 平面設計的美感養成，邦聯文化，台北市。 

2. ingectar-e(2020)，版面研究所：45 個設計訣竅，讓提案一次通過！，三采，台北市。 

3. Gavin Ambrose, Paul Harris(2019)，版型研究室：學會平面設計中難懂的數學題＆美學

邏輯，最基礎的版型理論，原點，台北市。 

4. Kimberly Elam(2019)，設計幾何學（暢銷紀念版）：發現黃金比例的永恆之美，積木，台

北市。 

5. 甲谷一(2018)，設計的科學：讓你一眼看穿好設計、壞設計！，不求人文化，台北市。 

6. SendPoints(2019)，設計的科學 2：探索設計中的黃金比例，不求人文化，台北市。 

六、教學資源： 

簡報、電腦單槍投影設備、拷貝台、剪刀、鉛筆、美工刀、透明片、明信片、色紙、卡典西

德、手套、砂紙、免洗筷、報紙、紙碗、勺子、尖嘴鉗、膠帶、熱熔膠槍、熱熔膠條、水晶

土(熱塑土)、矽藻土杯墊材料包、模具、標籤印表機、標籤帶 

 

  

2. 砂紙修飾杯墊邊緣。 

3. 欣賞彼此作品，記錄於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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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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計畫 調整情形 

教學進度 教學進度 

週

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週

次 
上課日期 

3 3/8-3/12 

單元目標 

比一比 

以在地的閩式建築架構、風獅爺之

造型導入，了解頭、身比例概念與

依循人體比例衍生的相關器物，分

享討論心目中最恰當的頭身比。 

7 4/6 

操作簡述 

1. 了解閩式建築形式與空間比例

配置。 

2. 觀察各樣風獅爺頭身比。 

3. 思考人體比例與生活器物的對

應關聯。 

4. 討論合宜的頭身比與調整方

式，記錄於學習單。 

4 3/15-3/19 

單元目標 

美編一下 

藉觀察平面雜誌圖片，了解比例在

生活的運用，嘗試分割版面進行圖

文配置。 

8 4/13 

操作簡述 

1. 欣賞平面雜誌圖片，分析其比

例配置。 

2. 以灰階方形色塊進行簡易圖文

版面分割。 

5 3/22-3/26 

單元目標 

金門印象 1 

分析各樣金門觀光明信片其圖文比

例之配置優點，結合曾學過的構成

構面，嘗試創作具個人特色的圖、

文配置觀光明信片。 9 4/20 

操作簡述 

1. 每人挑選三張明信片，就其版

面構成、圖文比例配置，分析

優缺點並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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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文字區塊與圖像區，創作

兩款不同圖文比例配置，具個

人特色明信片。 

6 3/29-4/2 

單元目標 

金門印象 2 

調整圖文比例配置，創作兩款不同

圖文比例配置，具個人特色明信

片。 

10 4/27 

操作簡述 

1. 創作兩款不同圖文比例配置，

具個人特色明信片。 

2. 互相觀賞作品，記錄感想於學

習單。 

7 4/5-4/9 

單元目標 

方圓之間 1 

轉換平面比例配置手法於半立體空

間。繪製分割草圖後，在方、圓模

具內以水晶土或熱熔膠，黏塑分割

杯墊模具空間，混合矽藻土材料灌

模於模具中。 

11 5/4 

操作簡述 

1. 繪製杯墊分割草圖。 

2. 在方、圓模具內以水晶土或熱

熔膠，進行分割杯墊模具空

間。 

3. 混合矽藻土材料灌模於模具

中，放置教室陰乾。 

8 4/12-4/16 

單元目標 

方圓之間 2 

脫模完成矽藻土杯墊，互相欣賞杯

墊的空間比例。 

12 5/11 

操作簡述 

1. 矽藻土杯墊脫模。 

2. 砂紙修飾杯墊邊緣。 

3. 欣賞彼此作品，記錄於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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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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聆聽、觀察閩式建築形式與空間比例配置，以及各樣風獅爺頭身比。 

2. 思考人體比例與生活器物的對應關聯。 

3. 討論合宜的頭身比與調整方式，記錄於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了解比例與生活的對應、關聯，以及在生活中的運用。 

2. 比例調整後產生的視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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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欣賞簡報中的市容招牌與平面雜誌圖片，發表看法並分析其比例配置。 

2. 嘗試以灰階方形色塊進行簡易圖文版面分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比例改變產生的效果，是否恰當，可以如何調整?。 

2. 黑白灰版面比例分割後產生的視覺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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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從教師隨機發放的明信片中，挑選三張，並就其中一張的版面構成、圖文比例配置，上

台分享其優缺點。 

2. 嘗試調整文字、圖像區塊，創作兩款不同圖文比例配置的明信片。 

C 課程關鍵思考： 

圖與文在既定的空間中，比例關乎色彩的分配、留白的空間、字體的粗細等，其中的差

異呈現整體的美感適宜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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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嘗試調整文字、圖像區塊，創作兩款不同圖文比例配置的明信片。 

2. 觀賞彼此作品，分享看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圖與文在既定的空間中，比例關乎色彩的分配、留白的空間、字體的粗細等，其中的差

異呈現整體的美感適宜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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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繪製杯墊分割草圖，再以熱熔膠或水晶土分割杯墊模具空間。 

2. 混合矽藻土漿，灌模後放置教室陰乾。 

C 課程關鍵思考： 

方、圓分割空間的比例配置，以及平面至半立體空間呈現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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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矽藻土杯墊脫模，以砂紙修飾杯墊邊緣。 

2. 欣賞彼此作品，記錄於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在方、圓既定空間中，可能呈現的比例分割方式。 

2. 小區塊與整體呈現的比例是否合宜，哪些因素影響最終的視覺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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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因未曾操作過本次課程，在材料選取與製作過程中，遇到不少問題。第一

節就發現學生在比值的計算概念不甚熟悉，風獅爺的頭身比繪製，有些學生一

開始就直覺繪製，而不想計算輔助的格線，所以必須再放慢速度，針對不太了

解的同學個別說明。另外第二節進行黑白灰版面分割練習時，亦有少數學生未

善用教具(灰色框、黑白灰紙)，而想直接繪製於格線上，思考應該多給學生時

間，讓其理解、善用教具。 

    第三節分析觀光明信片也出現一些插曲，金門在地販售的明信片，排版上

變化較少，多為滿版的圖片，手繪、攝影圖片都有，學生分析時不太容易產生

明確的比例區辨，另外印製彩圖貼紙時，金門的印刷店只有一家能協助印製，

而最後印出或許店家遇上阻礙，沒再上一層膜，導致學生一邊製作，圖案一邊

剝落，只好安慰學生和自己另有一番風格呈現，雖然學生仍完成令人驚艷的作

品，但前置準備若能完善，相信現場製作時，更能減少學生的試誤過程。 

    最後兩節以熱熔膠在矽藻土杯墊中分割方圓空間，是先以壓克力條、水晶

土試作後，才決定熱熔膠較為適合，但學生還是需要時間熟悉線條的控制。整

體課程下來，覺得還是塞太多東西，需要考慮在地資源的某些侷限性，提前作

業才能避免意外情況產生。 

未來的教學規劃 

    比例課程可結合許多與版面編排有關的課程，可與色彩、構成一起進行綜

合性的評估與運用，與攝影、設計、構圖有關的視覺藝術單元都可作適當的延

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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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第一堂課學習單：風獅爺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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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課學習單：版面美編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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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堂課學生作品：金門印象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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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堂課學生作品：方圓之間-矽藻土杯墊空間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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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堂課學生學習單：方圓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