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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羅郁惠 

實施年級 普通高中二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班級數 三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8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繽紛色彩、出神入「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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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級中學二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曾於高一修過美術課，並具備色彩基本概念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單元以「文化色彩」的觀點作為主軸。從台灣常民宗教信仰為出發，實地探索卓蘭地區多數

民眾宗教信仰中心「峨崙廟」所存在的文化色彩與寓意。以台灣著名宗教活動、日本祇園祭為

例探討文化色彩如何被運用，如何從傳統中汲取養分與現代接軌作為時尚的運用與行銷並發現

色彩的表情與合宜的配色。最後，課程任務以所探索峨崙廟的文化色彩為基礎進行色彩配置運

用於牌卡化的籤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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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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信仰中心的色彩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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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宜的色彩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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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分析、認識在地文化色彩 

2、 將文化色彩概念運用老物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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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在地文史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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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29 

單元目標 神啊!請聽我說，拜訪峨崙廟 

操作簡述 

1、 神啊 ! 我要來看您 

2、 神的居所有什麼 

3、 峨崙廟的文史介紹 

2 5/6 
單元目標 探索峨崙廟的色彩 

操作簡述 1、 物件的觀察、色彩的收集 

3 5/13 

單元目標 文化色彩的運用 

操作簡述 
1、 峨崙廟文化色彩的歸納 

2、 峨崙廟文化色彩的分析與寓意 

4 5/27 

單元目標 文化色彩新表情 

操作簡述 

1、 國內外文化色彩的運用 

2、 覺察色彩與生活的關係 

3、 文化色彩變異組合發現色彩新表情 

5 9/9 

單元目標 老物新創-牌卡化的籤詩設計 

操作簡述 
1、 籤詩的意義與色彩意象的連結 

2、 文化色彩的配色讓籤詩設計活潑化 

6 9/16 

單元目標 老物新創-牌卡化的籤詩設計 

操作簡述 
1、 籤詩的意義與色彩意象的連結 

2、 文化色彩的配色讓籤詩設計活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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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察覺色彩與生活的關係 

2、 學生能使用與理解合宜的配色 

3、 學生能認識文化色彩 

4、 學生能運用文化色彩進行老物創新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李蕭錕(2003)，台灣色 THE COLORS OF TAIWAN，藝術家 

2、日本色彩設計研究所 / 洪禎韓譯(2019)，配色方案入門，邦聯文化 

六、教學資源： 

色票、水果、印表機、彩色墨水、紙張、色鉛筆、水彩用具、電腦、投影機等 

 

 

  

7 9/23 
單元目標 神啊!請你告訴我 

操作簡述 1、牌卡化的籤詩設計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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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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一週「神啊！請聽我說」併入第二週「拜訪峨崙廟」將內 

       容精簡直接到現場講述觀察。 

2、第五週「色彩 Kit 配配看」操作部分捨去，以色彩分析 APP 

       取代。 

二、7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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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移地教學，教學地點為本地信仰中心「峨崙廟」。 

2、學生依據老師說明先向神明打招呼。 

3、學生聽過峨崙廟的文史介紹進行物件的觀察、文化色彩的收集。 

C 課程關鍵思考： 

美感觀察：在地信仰中心的文化色彩觀察 

1、經常被運用在廟宇中有那些媒材？ 

2、經常出現在廟宇的主題有哪些？所代表的意涵？ 

3、觀察大量出現的色彩，透過手機拍照進行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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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將上星期在峨崙廟所收集的照片進行小組討論與分享 

2、學生解釋所觀察的文化色彩，所代表的寓意。 

3、學生運用所熟悉的色彩分析 APP，分析照片由哪些文化色彩組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文化色彩的運用  

1、色彩與傳統廟宇所賦予的寓意，發覺文化底蘊 

2、如何透過色彩分析 APP，解讀出何謂文化色彩 

 

  



7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觀看老師所介紹日本「祇園祭」節慶本身以及衍伸出的周邊商品的色彩搭配。以及台灣 

   馬祖繞境所見的文化色彩進行討論。 

2、將上星期色彩分析 APP，所分析的文化色彩套用在蒙德里安的作品，作為牌卡的背面 

3、文化色彩重新組合後，賦予牌卡背面文化色彩新的運用、新的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學生能比較國內外傳統節慶所呈現的文化色彩，藉以對照峨崙廟的色彩。 

2、文化色彩如何被使用於生活物件賦予色彩新表情 

3、學生如何使用與理解合宜的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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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將峨崙廟帶回的籤詩，了解意涵，衍伸進行色彩的聯想並賦予圖像。 

2、選擇擅長的媒材完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1、籤詩的意涵，以個人的體會賦予圖像與色彩 

2、回想所學過｢色彩的感覺｣、｢色彩的文化意象｣、｢合宜的配色｣該如何運用在這件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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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分組角色扮演(抽籤者、解籤者) 

2、學生介紹創作理念 

3、學生比較牌卡正反面的設計有什麼不同、 

4、與廟宇中展示的籤詩相較，有何特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以色彩角度切入，正反兩面的色彩來源有何不同？ 

2、思考傳統與創新，連結的關係？ 

3、我將如何向他人介紹關於卓蘭廟宇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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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課程規劃之初僅以牌卡定調，隨著移地教學，現場取樣以色彩分析 APP 

   取代色票比對。｢科學化｣取得的資料分析，開始思索如何運用於牌卡背面，  

   一幅牌卡(籤詩)60 張，如何同中求異，於是以｢蒙德里安｣的作品為形式上 

   的架構，讓學生填入取樣的文化色塊。對學生而言容易操作、概念的理解 

   無銜接問題。 

2、牌卡的另一面，文字圖像的思考，學生透過課程回顧對色彩相較｢感性｣、 

   ｢主觀｣的感受。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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