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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實驗計畫概述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蔡孟恬 

實施年級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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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組構美感地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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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堂 

 

教學對象 



高中一普，一、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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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美術班學生曾於高一課程中融入美感色彩與質感關鍵要素觀察與探索課程。

高一、二美術班學生於上學期修習過美感結構與構造的觀察與實作課程。 

高一普通班同學在學期初有上過關於色彩搭配與美的形式原理相關實作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具備基礎造型能力。 

2.具備觀察及彩繪能力。 

 

*需求 

1.加強對平面構成的分析能力。 

2.塑造學生平面構成的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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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藉由發散的構成練習→一頁旅遊雜誌的構成分析→家鄉誌的構成創作三個階段任務練習，讓

同學從任務中的討論與分享過程歸納出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發現生活

中可見的視覺文化所符合的構成美感關鍵要素；分析現成的印刷品，理解構成的美感關鍵要

素在平面設計上的運用。透過主題式的創作任務，強化學生對於美感構面中的構成運用之經

驗；結合介高雄特色景點為主題；完成一件以構成方面訓練為主，認識在地文化為輔的平面

創作。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捷運站出口可以拿到的各種 DM 印刷品小冊子 

2.張貼在校園的各種活動宣傳海報 

3.百貨公司寄發的商品 DM 或產品型錄 

4.旅遊雜誌的圖文構成 

 美感技術 

1. 運用方格紙與描圖紙安排位置。 

2. 運用麥克筆預想版面的安排。 

3. 運用手機或電腦最方便取得的排版軟體做圖文編排設計。 

4. 關於作品輸出成冊須注意的事項。 

 美感概念 

1.大小與位置的安排在平面設計中產生的不同美感。 

2.思考圖與文之間的關係對平面排版視覺上的影響。 

3.融入色彩計畫整合平面構成上的主從關係。 

4.利用格線分割的邏輯讓圖文表達更為清晰。 

 其他美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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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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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4 

單元目標 發散的構成練習 

 

 
 

操作簡述 

1. 介紹本學期美感課程的主題及練習構面。 

2. 單色紙分割相同大小，不可重疊排列於 A4 畫面 

3. 雙色紙分割相同大小，不可重疊排列於 A4 畫面 

4. 單色紙分割不同大小，不可重疊排列於 A4 畫面 

5. 雙色紙分割不同大小，不可重疊排列於 A4 畫面 

6. 請同學分享在畫面上鋪排構圖的想法 

教師引導同學從排列練習中歸納出『對稱的古典美

學』及『平衡的現代美感』。 

 

 

2 

 

 

 

5/04 

單元目標 生活中可見的構成範例 

 

 

操作簡述 

1. 教師以生活中的圖文編排範例介紹『主從關係凸 

顯焦點』、『格線的分割邏輯』的構成要素。 

2. 請同學練習用既有的圖文練習『主從關係凸顯焦

點』、『格線的分割邏輯』的構成要素。 

3. 同學分享任務練習的成果。 

請同學準備練習任務─『地方誌』的視覺圖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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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單元目標 一頁地方誌的構成分析 

 

 

操作簡述 

1. 發給小組一張地方誌，請小組分析一張地方誌中 

須具備哪些元素，其中圖與文組合的大小分配關

係與排列位置。 

2. 發給同學方格紙、描圖紙與麥克筆，讓小組討論

一個最適合的 A4 跨頁地方誌圖文構成樣式。 

請同學回家收集相關的照片及文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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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單元目標 地方誌構成創作 1 

操作簡述 
利用小組討論出的排版以紙本的方式構思個人蒐 

集到的圖文內容如何擺放。 

5 5/08 
單元目標 地方誌構成創作 2 

操作簡述 運用手機或電腦完成地方誌的最終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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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單元目標 小組分享 

 

操作簡述 

以組為單位讓同學分享小組在排版上的構思及想 

法，並與同學分享資料蒐集的內容與課程練習的 

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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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希望學生經歷過本次的美感體驗課程，能夠知道關於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並且可以從生活

中的各種視覺元素發現構成的美感；從歸納分析市面上的平面圖文設計實例中所運用的構成

美感要素，進而將此運用在各種圖文排版的平面設計中。 

五、參考書籍： 

熱帶季風：歐泠, 陳沛珛, NOvia 等/慢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20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基礎印刷學：PIE 國際出版編輯部/積木

/2017 版面設計學/Flair /邦聯文化/2017 

版面的準則/內村光一/悅知文化/2017 六、教學資源： 

安妮新聞 https://www.aade.org.tw/the_anne_times/ 

https://www.aade.org.tw/the_anne_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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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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課 

調整為以「安妮新聞」為教材，讓同學運用藝術鑑賞的步驟，觀察並分析一份報紙的色

彩、比例、構成。 

 

第二堂課 

調整為以「安妮新聞」為教材，以心智圖的任務限定每人選擇三個顏色的麥克筆，讓同學

分析一篇報導文章的內容架構。 

 

第三、四堂課(因應疫情 COVID-19 無法現場蒐集資料) 

調整為讓同學在網路蒐集圖文資料，整理文字內容架構並思考圖與文的構成關係。 

 

第五、六堂課(因應疫情 COVID-19 無法到校上課) 

調整為每人帶回家一張插畫紙，上課期間教師於線上檢視同學製作進度並給予調整的建

議，同學在家中完成「地方誌」。 

 

第七、八堂課(因應疫情 COVID-19 無法到校上課) 

延伸課程：結合台灣美術史單元，讓同學練習以 ppt 軟體，運用之前所學色彩、比例、

構成等美感關鍵要素，完成一頁「台灣藝術家介紹」簡報。 

 

第九、十堂課(因應疫情 COVID-19 無法到校上課) 

延伸課程：同學將完成的台灣藝術家簡介，由老師串聯搭配台灣藝術史的時序發展，於線

上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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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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同學參考美術課本內容關於藝術鑑賞步驟，練習觀看「安妮新聞」封面。 

 

2. 將自己依步驟觀察的結果，選擇一個麥克筆的顏色記錄在 A5 電腦卡。 

 

3. 六人一組，分享自己觀察的結果，小組整合相同或不同的結果，由一位同學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觀察安妮新聞封面讓同學做一份報紙在色彩、質感、構成表現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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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每人選擇三個顏色麥克筆，色相的選擇在明度上可以有階層性。 

2. 閱讀一份安妮新聞，以心智圖的方式分析一篇自己感興趣的新聞內容。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藉由閱讀安妮新聞的內容，理解一篇文章的文字內容架構安排。 

2. 觀看安妮新聞的內容，理解一份報紙的圖文編排考量與構成的美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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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閱讀「高雄畫刊」或蒐集網路資料，思考關於「地方誌」的主題焦點。 

 

2. 在 A5 電腦卡將找到的資訊以簡單、有架構的文字內容呈現。 

 

3. 在 A5 電腦卡將圖與文的構成以簡單的幾何形狀與線條呈現。 

4. 與老師討論調整主題、內容與圖文的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運用觀察安妮新聞後對於一篇報導在圖文編排上的美感關鍵要素，思考如何安排自己

要做的主題、內容與圖文編排。 



9  

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每人製作一張八開大小直式的地方誌。 

2.學生自行在家以家中現有的媒材完成作品。 

3.老師運用 meet 與同學溝通討論與調整，同學將最後完成的作品拍照上傳 classroom。 

4.老師將作品分類並展示完成的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在家中完稿的過程因為每個人可以使用的媒材不一樣，可以藉此探討媒材所表現的差異。 

2.最後完成的作品可以讓同學反思一件平面內含圖文的作品在色彩、比例、材質上都需要經

過思考與調整才能達到視覺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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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1. 在觀看安妮新聞封面時，因學生對藝術作品的背景認知少，所以較難閱

讀藝術家所使用的一些象徵性符號及圖像，教師需要再補充相關的資料

讓同學得以連結。 

2. 因為疫情的關係無法讓同學使用教師提供的創作媒材，部分同學因家中

現有媒材的限制，完成的作業狀態不盡理想。教師在家鄉誌的任務之後

又新增了運用手機或電腦可以操作的藝術家報告作業，透過第二次任務

加強同學對於色彩、比例與構成美感要素的搭配運用。 

3. 在藝術家報告作業過程中發現，在電腦上編輯的狀況優於手機；運用 ppt 

軟體製作狀況優於 google 簡報，所以如果藝術家報告的課程如果要在實

體課堂執行，老師須考量同學使用設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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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地方誌構成創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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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家報報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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