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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黃珮綺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3 名學生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形色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課程執行類別：美感通識課程（6 小時）  基本設計選修（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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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  8  年級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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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級上學期參與 108-1 美感教育課程，色彩構面為主軸，學習重點在於調色原則的掌

握和色彩感覺分析，嘗試使用色彩表達自己的個性特質。 

 七年級下學期參與 108-2 美感教育課程，質感構面為主軸，學習重點在於發現質感所傳

達的訊息及嘗試使用質感呈現自己的個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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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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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學生對於畫面的構成大都是出於直覺，沒有整體評估畫面的呈現，沒有整體與局部關係

的概念。所以，以輕、中、重三個層次灰階組合成構圖，在灰階範圍內擺上物件，形成整體

與局部的關係。讓學生學到另一種可依循構圖的公式。 

經由描繪植物的形狀，可以加強學生對事物的觀察力，去繁從簡的掌握事物形態的重，

組合出合宜的構圖。 

在課程結束後，讓學生在電腦課以自己作品的掃描檔，作四方鏡面的排版，輸出成平面

設計的作品。學生很少有機會可以將自己作品輸出成印刷品，從手繪作品變成印刷品會是學

生難得的經驗。 

 

二、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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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描摹植物形狀，發現自然界植物生長規則及形狀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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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掌控色鉛筆上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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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文字所傳達的顏色感覺，形成主題色系。 

2. 由輕、中、重的灰階配置，轉換成彩色的顏色配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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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結合國文領域作南興小卡。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通識課程至少 6 小時、基本設計以 18 小時為原則）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9/7 

單元目標 方塊構圖 

操作簡述 

學習單：引導學生以方塊重疊組合出有美感的

構圖。再填以輕、中、重三個層次灰階，形成

完整畫面。 

2 9/14 

單元目標 植物的形狀美感 

操作簡述 
尋找校園中，覺得有美感的花、葉、枝，將其

外形畫在學習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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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21 

單元目標 從塊狀構圖轉換成形狀構圖 

操作簡述 
將在校園中所畫的花、葉、枝的形狀，套入方

塊構圖。 

4 9/28 

單元目標 由文字引導形成主題色系的色彩配置 

操作簡述 
用色系引導單，引導學生藉由文字感受，轉化

為色彩，進而形成主題色系的色彩配置。 

5 10/5 
單元目標 南興小卡 

操作簡述 將構圖轉印在小卡上，並上色。 

6 10/12 

單元目標 南興小卡 

操作簡述 
完成成小卡上色，並寫上自己對學校生活感受

的文字。 

四、預期成果： 

希望能建構學生一種有計畫性的構圖概念，不再是直覺性的，想到什麼畫什麼，無所覺

的隨意亂加、亂畫。讓學生知道透過一些小技巧，可以彌補自己繪畫技術的不足，輕鬆簡單

的畫出漂亮的圖案，增加學生使用各種媒材的意願。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美感入門全冊（105 年） 

2、 核心問題－開啟學生理解之門／Jay McTighe & Grant Wigginst 著/侯秋玲、吳敏

而譯/心理出版社/2017 年 4 月二刷 

3、 學思達增能／張輝誠著／親子天下 

 

六、教學資源： 

學習單、36 色水性色鉛筆、水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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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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構圖的因果順序關係，所以將「色彩分析學習單」提早到第一節

課，第二節課改成「校園寫生學習單」，第三節課改成「排版設計學習單」，

第四節課作畫面構圖，因為學生構圖不夠完整，所以延長一節課作構圖調

整。影印稿上色原本預計兩節課，因為學生速度太慢，所以延長為三節課。

原本六節課，延長為八節課完成。 

調整後教學進度表 

一、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通識課程至少 6 小時、基本設計以 18 小時為原則）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１ 9/28 

單元目標 
由文字引導形成主題色系的色彩配置 

（色彩分析學習單） 

操作簡述 
用色系引導單，引導學生藉由文字感受，轉化

為色彩，進而形成主題色系的色彩配置。 

2 9/14 

單元目標 植物的形狀美感寫生（自然形美學習單） 

操作簡述 
尋找校園中，覺得有美感的花、葉、枝，將其

外形畫在學習單中。 

３ 9/7 

單元目標 方塊構圖（排版設計學習單） 

操作簡述 

學習單：引導學生以方塊重疊組合出有美感的

構圖。再填以輕、中、重三個層次灰階，形成

完整畫面。 

４ 9/21 

單元目標 從塊狀構圖轉換成形狀構圖 

操作簡述 
將在校園中所畫的花、葉、枝的形狀，套入方

塊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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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9/21 

單元目標 從塊狀構圖轉換成形狀構圖 

操作簡述 

將在校園中所畫的花、葉、枝的形狀，畫在描

圖紙上，套入預設的方塊構圖，視畫面調整增

減圖案。 

６ 10/5 

單元目標 南興小卡 

操作簡述 

將影印出來的底圖，用「色彩分析學習單」上

所出五個顏色，做顏色安排，用水性色鉛筆平

塗上色，再用水筆將顏色推均勻，變成水彩上

色。 

７ 10/12 

單元目標 南興小卡 

操作簡述 在水彩上再用色鉛，做顏色漸層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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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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用一個形容詞加上一個名詞，設想一個主題。 

2. 再述敍出主題所呈現的樣貌和感覺。 

3. 在述敍之中圈選出五個語詞，寫在表格中，再對每個語詞寫出三個以上的聯想或形容

語句。 

4. 再依照延伸出來的聯想或形容語句的感覺，找到相對應的顏色；可以參考七年級色彩

感覺學習單上的色彩，做感覺和顏色的參照對應表。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跳脫個人習慣用色，以文字的感覺來想像相對應的顏色。 

2. 要注意學生畫的顏色是否有和敍述文字的感覺是相符合，還是畫自己喜歡的預設顏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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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讓學生在非教學區，做校園植物寫生。 

2. 選擇近距離的植物的莖、葉、花、枝的組合，畫面可拮取局部，但必需是自己

覺得有美感的組合畫面。 

3. 只畫線條，線條要順暢乾淨，不用塗黑畫陰影。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在選擇題材時，需注意呈現美感。 

2. 在寫生時，需注意植物的生長特性及樣貌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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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用自己的寫生圖案做畫面構成，以方框替代圖案做構圖，預設圖案的位置

和顏色的深淺，評估構成的畫面是否有達平衡。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注意畫面上的物件，要有大、中、小不同比例。 

2. 方塊要有三個不同的深淺層次，不同深淺的方塊會在畫面上呈現不同的比

重，要注意畫面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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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依照上節課所預設的構圖，帶入寫生的圖案。 

2. 寫生的圖案可以放大、縮小、複製、重疊，框線是大致範圍，可以上下凸

出，不要呈現很直的直線排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重複連續排列的點會變成線，重複連續排列的線會變成面。所以一個圖形

重複排列之後，可能是畫面中的點，也有可能形成線，也會變成面。 

2. 注意圖案在畫面呈現比例，與韻律感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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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以第一節課所設定的五個顏色，依自己的構圖分配顏色，不能換色。 

2. 以水性色鉛筆均勻上色之後，以水筆塗均勻，變成水彩的底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不要以原本植物的顏色做為配色的考量，而是將圖形視為上色的區塊，考

慮五個顏色應如何搭配，才是最好的呈現。 

2. 顏色的配置應考慮其相鄰區塊顏色，和整體呈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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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本來對於學生做校園植物寫生有點擔心，想不到大部分

的學生做的效果令人驚艷。經由個人觀察，再由手繪而

成，形成個人獨特的風格。 

2. 由文字轉化出來的主題系，打破學生慣用色的使用。跳

脫原本的直覺用色思維模式，轉而去思考如何將五種顏

色做適當的分配，訓練學生另一種配色思維。 

3. 比直接用水彩混色上色的方式，學生用水性色鉛筆混

色，再用水筆暈塗成水彩比較能掌控，再用色鉛在水彩

質上加上層次，畫面所呈現成果較好。 

4. 最後，用學生畫出來的作品輸出成明信片。學生很少有

機會看到自己的作品成為印刷品，印出來的明信片呈現

的完美的精緻感，讓學生有另一種莫名的成就感。 

 

三、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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