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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請填寫完整校名) 南投縣立集集國民中學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55244 南投縣集集鎮成功路2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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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綜合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 

預期進班年級 九年級 班級數 2班 

教師姓名 陳惠珊 

教師經歷 

教學年資 8年 

教師資格 

■ 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 

□ 其他：                    

最高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美感課程經驗 

■曾參與105至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 105學年度□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106學年度■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107學年度■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108學年度□社群教師 / ■種子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不曾參與105至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但曾參與其他美感課

程計畫，如： 

                                           

□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2.相關社群經驗 

□ 輔 導 團，您的身份為：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校內教師社群 

■校外教師社群，如：南投美感社群            

3.專長及特質簡述 

專長：西畫、水墨、版畫、設計、藍染 

特質：喜歡挑戰，願意嘗試新的事物，積極參與研習與專業進修，樂

於研發新教材，教學有耐心與熱忱。 

4.曾執行的美感構面 色彩、質感、構成。 



 
4 

二、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九年級 

班級數：2班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南  區 台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魏士超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永康美體小舖    

   參考美感構面：        比例+構成            參考關鍵字：        、         、            

□無                                                  

課程名稱：美例∙構聖誕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 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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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級  

高中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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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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八年級上學期已上過美感實驗課程「質感」構面，探索生活質感及舊衣再利用「環保

書衣」設計。下學期的「色彩」構面，帶領學生發現家鄉最美的色彩，以此發想利用校園和

在地染料植物，如：黃色染材「福木」、紅色染材「茜草根」、藍色染材「木藍」等，透過冷

染及熱染等植物染技法製作天然染餐巾。以餐巾的色調為主，搭配當季花卉及蔬果，調出一

杯極光漸層特調飲品。最後設計合宜的套餐與餐巾搭配，透過食材的處理、醬料、擺盤等呈

現色彩之美並實際運用在生活中，讓同學們分享色彩設計概念與製作體驗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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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已具備觀察力與色彩概念，對材質具有敏銳度且能團隊合作，從漸層飲料的設計發現學

生較欠缺比例概念，且擺盤部分對於「賓、主」的概念仍有進步空間。 

 

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本課程從生活中探討「構成、比例」構面之美，觀察校園植物的生長序列及數量，了解比

例的數字概念與排列構成方式；測量校園人造物的比例，認識空間尺度之美。秋天是個美麗

的季節，也是收穫的季節，認識校園的藤類植物 ，透過採集、編織的方式製作花圈的基座，

除了讓學生了解外來種植物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影響，整理校園環境也是落實美感教育的基礎

概念。學生從校園或特生中心採集、撿拾秋天的果實及花卉晾乾，將乾燥完成的花、果、葉

依主從關係及層次造型組合在花圈中，適度的搭配除了呼應聖誕節慶的主題，從花材的配比

中認識構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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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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自然植物生長序列及組合方式。 

2.觀察人造物的尺寸與空間環境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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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丈量並分析自然物與人工物的比例關係。 

2.能運用纏繞的技巧(不用膠)製作花圈框架。 

3.能挑選合適的材料，做出有空間感的聖誕花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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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然植物與人工物的比例概念，如「費布納西數列」與「黃金比例」等原理。 

2.認識構成的基礎概念，如主從關係、發散(不重疊)的構成、聚斂(可重合)的構成。 

3.思考比例對空間尺度的關係與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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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上學期學校英語領域製作聖誕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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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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10/16 

單元目標 探索自然界的密碼-神奇的比例 

操作簡述 

【自然的比例之美】 

1. 請學生觀察植物的花、葉、果的造形之美。 

2. 試著分析植物的生長排列，歸納其比例關係。 

如：葉子的生長會沿著莖呈現螺旋形或對稱排

列，呈等比例生長（旋轉方向、數量、長度），

不同植物有不同比例，大部分是依循費波納西數

列的數字，造型呈現均衡之美。大部分植物的花

瓣數目符合以下級數：1、2、3、5、8、13、

21。 例如：火鶴花有1瓣、秋海棠有2瓣、朱槿

有 5瓣、波斯菊是 8 瓣等。 

3. 請學生觀察校園人工物有哪些是模仿自然物的設

計？是否也有比例關係？ 

4. 請學生思考最喜歡的比例關係並說明原因。 

2 
10/19-

10/23 

單元目標 探索人工設計的密碼-合宜的尺度 

操作簡述 

【人為的比例之美】 

1.尋找校園中的人工幾何造型(圓形、三角形、矩形) 

，測量並記錄尺寸，探索物件比例與空間環境的關

係。 

例1：導師室外牆上的洗石子圓窗，窗框大小與

牆面的比例關係。 

例2：學生腳踏車輪胎與教師的轎車輪胎大小與

厚度關係。 

2.試著分析空間中框架的粗細有何功能性？在視覺

觀感有何不同的影響？ 

3.物件的設計是否符合人體工學？如果不符合，可

以如何調整讓機能更便利或更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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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26-

11/6 

單元目標 選擇合適的構成和比例在生活應用 

操作簡述 

【消滅外來種大作戰】 

1.參考上單元圓的比例關係，選出自己最喜歡的寬

度比例，結合校園藤類植物的莖，如：雞屎藤、海

金沙、小花蔓澤蘭、蝶豆花等，纏繞出等比例縮小

的藤圈造型。 

2.分享創作心得及感想。 

4-5 
11/9-

11/20 

單元目標 選擇合適比例在生活應用 

操作簡述 

【花圈的構成】 

1. 將校園或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收集的花圈素材(種

子、花、葉)，依主從、聚散關係安排位置。 

【主】造型特別、體積較大，容易形成焦點的花 

            或果實。 

【從】造型鬆散或單薄、體積較小的花果葉。 

2. 使用熱融膠槍或工藝用鐵絲將素材固定在藤 

    圈上。 

3.配合藤圈的大小適度調整素材的多寡。適度的留

白空間讓視覺焦點集中在主要的花果上。 

6 
11/23-

11/27 

單元目標 選擇合適比例在生活應用 

操作簡述 

1. 作品分享。 

2. 透過同學的作品，重新思考「比例」在美感上的

運用。 

四、預期成果： 

學生能觀察生活中的比例之美。學生在尋找秋季果實及花卉的課程中認識在地特有植物及外

來種植物對環境產生的影響，透過實際行動淨化、美化校園環境，進而提升生活美感素養。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花圈設計的創意發想&製作。Florist 編輯部。噴泉文化館。2018。 

 全作法解析∙四季選材∙德式花藝的花圈製作課。橋口學。噴泉文化館。2018。 

六、教學資源： 

簡報、單槍、平板電腦、藤、麻繩、乾燥植物、熱融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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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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豐富花圈素材，除了使用學校、特生中心的植物，另外增加使用染色乾燥花及永生花，

讓學生比較其質感及色彩差異。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自然的比例之美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2人一組觀察校園中的植物造型(花、葉)，一位同學輔以行動載具拍照並蒐集植物的

相關資料，另一位同學負責將觀察內容以圖文方式紀錄，共同分析植物的生長排列方式(花

序、葉序) ，討論並歸納其比例關係，紀錄觀察結果在學習單中。 

2.分享小組觀察內容及心得感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校園中的植物種類豐富多元，使用手機或平板能讓學生辨識植物及蒐集相關資訊，也

讓學生了解正確辨識媒體資訊的正確性。教師可先將植物進行分類及製作校園分布圖，學

生分組進行觀察時能縮短摸索的時間，可以更充分地觀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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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人為的比例之美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分組尋找三種校園中的人工幾何造型(圓、矩形、三角形)，測量其尺度並探索物件與

空間環境的比例關係。 

2.想一想，找到的現成物是否有框？框的作用是什麼？框的粗細改變會不會影響視覺感受？ 

3.討論找到的現成物比例是否合宜？在整體空間尺度是否得當？如果不恰當，有沒有更合適

的比例？ 

C 課程關鍵思考： 

延續上個單元從自然界發現數字密碼，觀察生活中常見的人造物，造型設計上是否與

自然物產生連結？其比例有沒有呼應人體工學或空間尺度，學生從實際測量記錄數據，討

論現成物的比例關係與環境適配程度，從物件比例到框架粗細，探索不同尺度在空間應

用，從視覺感官經驗到內在心理感受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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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消滅外來種大作戰 

A 課程實施照片 

   

                             (採集前)                                                                 (採集後) 

         

B 學生操作流程： 

1.帶領學生認識校園的藤類植物，如:小花蔓澤蘭、海金沙、雞屎藤、蝶豆花、烏蘞梅、山

葡萄等，採集校園圍牆或樹上攀爬的藤類，去除多餘的葉子，將藤整理後清洗、晾乾備

用。 

2.請學生比較將蔓生的藤整理前、後的校園風景有什麼不一樣？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從採集過程中認識不同的質感的藤，將採集的藤進行分類及前處理，例如:乾脆的

枯藤需泡水，讓藤軟化後方便塑形以便收納;咖啡色或深綠色具延展性的藤可直接捲成圈掛

起來風乾;淺綠色或紅色的嫩藤較易折斷或因水分蒸散後呈軟塌狀，可在下堂課做藤圈時現

場採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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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5-花圈的構成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參考第二堂幾何現成物的比例，使用風乾後的藤圍塑出喜歡的造型外框(圓形、橢圓形、

水滴型、三角形、矩形等)，先以較粗的藤為造型骨架，再纏繞較細的藤增加結構的強度及

密度。 

2.將老師提供、校園與特有生物中心收集的花圈素材(種子、乾燥花、葉) 、裝飾小物依照主

從關係設計構圖，如:單點聚焦、對稱均衡、不對稱均衡、三角構圖。使用熱融槍或工藝鐵

絲將植物固定在藤圈。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可依據自己的喜好及用途來調整藤圈的比例及構成方式，不一定要把花圈當掛

飾，有學生將其縮小做成頭冠花環，是很棒的創意想法!因應用途需考慮花圈素材呈現的面

向、角度與整體重量。除了直接使用素材，也可解構重組材料增加內容豐富度與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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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作品分享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享、展示作品，簡單說明創作理念及心得感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同學分享的作品能了解創作的多元面貌與可能性，認識不同材質的構成與組合方

式，體驗質感與構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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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課程帶領學生認識校園及社區植物，透過自然物與人工物的觀察，深入了解比例之美。秋

天是個美麗的季節，撿拾掉落的果實或自製乾燥花等行動，讓學生了解集集的豐富自然資源與如

何再利用，透過手作的方式延續植物的美好。學生反映喜歡戶外活動，認識在地植物、採集素材

並應用在生活中，同儕間能夠互相幫助、樂於分享是難得的經驗!  

         使用不同的藤製作藤圈，以纏繞方式讓幾何結構能夠緊密結合，學生需要學習如何克服問

題，例如:當學生採的藤數量太少時，需要靠鐵絲來加強固定;排列花材及層次需考量藤圈比例及觀

看的面向; 經常需要提醒學生安全地使用熱熔膠槍，以免燙到自己或別人 。 

        有效利用校園蔓生的藤類植物當作創作素材，讓學生了解外來種植物對在地植物的危害。一

方面花圈作品可以美化環境，另一方面採集藤的行動可以順便整理校園的偏僻角落，實踐環境教

育，並且培養團體合作的默契。 

三、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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