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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課程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請填寫完整校名) 台中市立中港高中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台中市梧棲區文昌路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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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預期進班年級 高中二年級 班級數 6 

教師姓名 陳乃琦 

教師經歷 

教學年資 15年 1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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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科 室內設計科                   

最高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彰化師範大學美術教育學分班 

台中教育大學美術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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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團協作講師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 校內教師社群, 視覺創意社群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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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教師社群，如： 藝起放電 、美感社群、新媒體藝術                    

3.專長及特質簡述 

喜愛設計、喜愛大自然、喜愛建築、喜歡與孩子分享美感生活 

4.曾執行的美感構面 比例美感、構造美感 

 

 

  



5 
 

二、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高中二年級 

班級數：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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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 花蓮縣富北 國中學校   呂郁芬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手感織美 

參考美感構面：  質感、色彩   參考關鍵字：    合宜  、  整合  、 在地文化           

□ 無                                                  

課程名稱：織美-用手編織大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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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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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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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美-用手編織大海的故事 

學校位於台中港區，過去港區亦是各種編織線材的製造供應地，因著學校的時空背

景,課程設計以海洋為主題，以「色彩與質感」為教學核心主軸，運用海洋色彩與織物質

感的整合編織出大海的美麗與哀愁，課程中帶領孩子一起去淨灘，觀察海洋，守護海洋，

期盼學生能藉由課程的學習，發覺生活中的美好、並能關懷環境提升環境美感素養，探索

生命起源與大海的美感鏈結課程中帶領孩子認識色相分析與配色，再結合織品線材運用不

同的質感去呈現織品的美感，線材除了現成的線材之外，也嘗試讓孩子用生活中的舊衣布

料為質感線材，將自己的回憶編入織品中，織品編織的木框以大地素材海洋廢材-漂流木

為織布框，孩子可依自己的想法與美感，設計織布框的造形美感，用手編織大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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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色彩分析 

                2.生活中物品的色彩與質感分析 

                3.多元媒材的探索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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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技巧 

              2. 基礎配色 

              3. 繪本製作技巧 

              4.多元媒材的創作技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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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色彩風格色調 

2.設計色彩配色 

3.質感的選擇與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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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與港區眷村共構社區總體營造                

              2.校本課程:海洋區域環境 

        3.跨域課程：家政、織品設計、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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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 

海洋之心—用心感受海洋的色彩與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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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海洋色彩分析、質感探索、質感轉化探索、 

學習單 

2 3/11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 

海洋之心—色彩與質感轉化 

操作簡述 

帶領孩子運用色彩與質感探索海洋世界,並運用生

活物件與垃圾廢棄物的搜集進行色彩與質感轉化

的團體創作 

3 3/18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 

守護海洋-淨灘趣 

海洋的美麗與哀醜-用影像說故事 

操作簡述 

1.帶領孩子實際淨灘體驗,撿拾海洋垃圾,激發孩

子的環保意識與守護海洋的心,用行動愛地球 

2.帶領孩子觀察海洋環境,透由攝影觀察海洋環

境,記錄海洋環境的美麗與哀醜、喚醒孩子對於海

洋的環境意識與守護海洋的心。 

4 3/25 

單元目標 生活小實驗-心海洋繪本設計用色彩與質感說故事 

操作簡述 

1.繪本製作技巧說明、分鏡圖製作 

2.從生活中找質感素材, 運用不同質感的素材

搜集,呈現於繪本創作中 

單元目標 
生活小實驗-編織海—質感線形布編織孩子眼中的

大海 

操作簡述 

1.編織技巧操作說明、編織操作 

2. 從生活中找質感素材, 運用不同質感的線

材編織成布(除了課堂上所提供的線材外,線形

布條可由孩子尋找生活中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布

料應用於編織作品中) 

5 4/1 

單元目標 生活小實驗-心海洋繪本設計用色彩與質感說故事 

操作簡述 

繪本製作-色彩與質感探索應用 

結合多元的媒材探索、色彩與質感的實驗與嚐試,

完成一本屬於自己的繪本,並能深化孩子面對海洋

時是否能有更積極的行動拯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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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目標 生活小實驗-編織海—編織孩子心中的大海 

操作簡述 
依織布質感的色彩與質感探索編織孩子心中的大

海與故事。 

6 4/8 

單元目標 夏日 SEND 海風-成果展 

操作簡述 
眷村布展、分享大海的故事與創作、成果分享交

流 

四.預期成果： 

     期盼學生能藉由課程的學習，發覺生活中的美好、並能關懷環境,積極改善環境、守

護海洋，提升環境美感素養，探索生命起源與大海的美感鏈結。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黑潮洶湧：關於人、海洋、鯨豚的故事 張卉君 網路與書 2016/11/02 

減塑生活：與塑膠和平分手，為海洋生物找回無塑藍海  Will McCallum 譯者： 王念慈

台灣商務 2019/09/04 

海洋台灣：大藍國土紀實 黃佳琳  經典雜誌出版社  2020/02/17 

六.教學資源： 

https://www.sow.org.tw/blog-term/37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hanghuaoceanedu/彰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authuser=0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Will+McCallum/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E%8B%E5%BF%B5%E6%85%88/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E%8B%E5%BF%B5%E6%85%88/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commercial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4%BD%B3%E7%90%B3/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classmag
https://www.sow.org.tw/blog-term/37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hanghuaoceanedu/%E5%BD%B0%E5%8C%96%E7%B8%A3%E6%B5%B7%E6%B4%8B%E6%95%99%E8%82%B2%E8%B3%87%E6%BA%90%E4%B8%AD%E5%BF%83?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hanghuaoceanedu/%E5%BD%B0%E5%8C%96%E7%B8%A3%E6%B5%B7%E6%B4%8B%E6%95%99%E8%82%B2%E8%B3%87%E6%BA%90%E4%B8%AD%E5%BF%83?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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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因原預先設定大量漂流木尋找不易,今年課程巧遇學校海洋繪本主題活動,因此改以繪本

創作為主,透過色彩與質感探索與編織、多元線材結合,讓孩子的想象力與積極面對海洋

的作,為透過繪本真實呈現,因此在課程中做了割捨與保留（編織海仍以假日微課程呈

現）。 

2.今年學校海洋主題活動以海洋繪本為主軸,因此班級孩子的生活小實驗課程便是完成一本
海洋繪本創作,結合多元的媒材探索、色彩與質感的實驗與嚐試,完成一本屬於自己的繪
本,並能深化孩子面對海洋時是否能有更積極的行動拯救海洋。 

3.編織海的課程則配合美感課程在周次四、五進行,並邀請眷村編織藝術家指導以織框編織
的假日微課程呈現,讓孩子能體驗更多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也期盼透過成果展的交讓孩
子看到運用不同的色彩與質感探索呈現不同的多元創作特色。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周  次  1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海洋之心—用心感受海洋的色彩與質感 

操作簡述 海洋色彩分析、質感探索、質感轉化探索、學習單 

 

 

 

 

 

 

 

海洋色彩分析-色票 藍色狂想曲 

  

 

 

 

 

 

 

 

海洋生物的色彩 認識色彩與十二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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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色彩的質感與紋樣 色彩與質感轉化的嘗試 

 

 

 

 

 

 

 

 

 

 

 

 

 

 

學生製作學習單 學生製作學習單 

 

 

 

 

 

 

 

 

 

學生製作學習單 學生製作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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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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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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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學習單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講解本學期主題課程與色彩和質感的探索前的先備知識    

2.學生完成學習單 

課程關鍵思考 

1. 為什麼我們要保護海洋？ 

2. 身為高中生我們可以有什麼積極作為？ 

3. 海洋環境的色彩質感探索 

4. 海洋的色彩與質感轉化的可能性 

周  次  2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海洋之心—色彩與質感轉化 

操作簡述 
帶領孩子運用色彩與質感探索海洋世界,並運用生活物件與垃圾廢棄物的

搜集,進行色彩與質感轉化的團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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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質感轉化 質感轉化-海廢也有春天 

 

 

 

 

 

 

 

 

 

生活中的十二色相環 生活中的十二色相環 

 

 

 

 

 

 

 

 

 

 

 

 

色彩與質感轉化團體創作 色彩與質感轉化團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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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與質感轉化團體創作 色彩與質感轉化團體創作 

 
 

 

 

 

 

 

 

 

 

 

 

 

 

色彩與質感轉化團體創作 

（排版、重新定義） 

色彩與質感轉化團體創作 

（排版、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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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與質感轉化 色彩與質感轉化 

 

 

 

 

 

 

 

 

 

 

 

色彩與質感轉化（排版、重新定義） 色彩與質感轉化（排版、重新定義）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搜集生活物件,進行色彩與質感轉化創作 

2.色彩質感轉化圖案的排版與重新定義,賦予創作故事性 

課程關鍵思考 
 1.生活中的物件是否可以作為色彩與質感轉化 

2.形而上的美感意涵與形而下的美感構成 

周  次  3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 

守護海洋-淨灘趣 

海洋的美麗與哀醜/心海洋-用影像說故事 



1
7 

 

操作簡述 

1.帶領孩子實際淨灘體驗,撿拾海洋垃圾,激發孩子的環保意識與守護海

洋的心,用行動愛地球 

2.帶領孩子觀察海洋環境,透由攝影觀察海洋環境,記錄海洋環境的美麗

與哀醜、喚醒孩子對於海洋的環境意識與守護海洋的心。 

  

愛海淨灘裝備說明 不只撿更要減 

 

 

 

 

 

 

 

 

 

 

 

荒野合作協會淨灘環境教育 

-發現海洋之美 
筏子溪出海口淨溪（淨灘） 

 

 

 

 

 

 

 

 

 

 

 

ＩＣＣ表格分類說明（從源頭減塑） 筏子溪出海口淨溪（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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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美麗與哀愁--用影像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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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洋- -用影像說故事-風格設計的色彩搭配與濾鏡色調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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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操作流程 

1.淨灘 

2.海洋環境觀察 

3.攝影、排版技巧說明與操作 

4. 風格設計的色彩搭配與濾鏡色調調整 

課程關鍵思考 
好的設計要有豐富的情感與故事 

能感動自己的設計,才能感動人,才是好設計 

周  次  4 

單元目標 生活小實驗-心海洋繪本設計用色彩與質感說故事 

操作簡述 
1.繪本製作技巧說明、分鏡圖製作 

2.從生活中找質感素材, 運用不同質感的素材搜集,呈現於繪本創作中 

 

 

 

 

 

 

 

 

 

 

 

 

色彩與質感的紙樣探索 繪本裡的立體摺頁小巧思 

 

 

 

 

 

 

 

 

 

色彩與質感的繪本探索 觀察與探索\繪本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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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圖繪製 繪本繪製 

 

 

 

 

 

 

 

 

 

 

 

 

 

海洋繪本分鏡圖 海洋繪本分鏡圖 

 

 

 

 

 

 

 

 

 

 

 

 

 

海洋繪本分鏡圖 海洋繪本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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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操作流程 

1.構思繪本故事 

2.繪製分鏡圖 

3.搜集生活素材 

課程關鍵思考 

1. 海洋議題的哪個部分？做什麼？ 

2. 創作動機為何？為什麼要做？ 

3. 如何做？ 

i故事內容（故事該如何開始？） 

ii創作方式（多元媒材的色彩與質感如何呈現？） 

單元目標 生活小實驗-編織海—質感線形布編織孩子眼中的大海 

操作簡述 

1.編織技巧操作說明、編織操作 

2. 從生活中找質感素材, 運用不同質感的線材編織成布(除了課堂上所提

供的線材外,線形布條可由孩子尋找生活中海洋的色彩與質感布料應用於

編織作品中) 

 

 

 

 

 

 

 

 

 

 

 

 

生活質感素材搜集 生活質感素材搜集 

 

 

 

 

 

 

 

 

 

 

 

 

眷村藝術家講解織框藝術操作流程 編織框技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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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操作流程 

1.構思故事 

2.搜集生活素材 

3.編織框技巧操作 

課程關鍵思考 
1.想要運用編織框編織出什麼樣的大海故事？ 

2.生活中線材的搜集可以有哪些？ 

周  次  5 

單元目標 生活小實驗-心海洋繪本設計用色彩與質感說故事 

操作簡述 

繪本製作-色彩與質感探索應用 

結合多元的媒材探索、色彩與質感的實驗與嚐試,完成一本屬於自己的繪

本,並能深化孩子面對海洋時是否能有更積極的行動拯救海洋。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生活素材與多元媒材,完成繪本製作 

課程關鍵思考 
1.是否可以有五感的不同呈現方式？ 

2.是否有從平面轉化為立體的可能與嘗試？ 

  

 

 

 

 

 

 

 

 

色彩與紙感的探索（膠膜拓印） 色彩與紙感的探索（吹畫） 

  

 

 

 

 

 

 

 

色彩與紙感的探索（明度階調色） 

 

色彩與紙感的探索 

（羊毛氈染色、亮片、亮粉、複合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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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與紙感的探索（質感創造、複合媒材） 色彩與紙感的探索（海綿拓印） 

 

 

 

 

 

 

 

 

色彩與紙感的探索（複合媒材） 色彩與紙感的探索（複合媒材） 

單元目標 生活小實驗-編織海—編織孩子心中的大海 

操作簡述 依織布質感的色彩與質感探索編織孩子心中的大海與故事。 

  

 

 

 

 

 

 

 

 

 

眷村藝術家講解織框技巧 編織框與織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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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框與織線操作 編織框與織線操作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生活素材與多元線材,完成織品創作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應用生活素材,搭配不同的色彩於質感呈現出織品美感？ 

2.是否有從平面轉化為立體的可能與嘗試？ 

周  次  6 

單元目標 夏日 SEND海風-用色彩與質感編織大海的故事成果展 

操作簡述 各組成果分享與交流與展示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製作學習歷程 ppt、成品於眷村布展展示 

2.學生成果交流與分享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將課程串連製作完整的學習歷程 ppt 

2.學生執行課程時的心得感想與反思 

 

 

 

 

 

 

 

 

 

 

繪本創作 繪本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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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創作 繪本創作 

 

 

 

 

 

 

 

 

 

 

 

 

 

 

 

 

 

 

 

 

夏日 SEND海風成果展 繪本創作 

 

 

 

 

 

 

 

 

 

 

 

 

 

 

 

 

 

 

 

 

 

 

 

 

 

 

夏日 SEND海風-用色彩與質感編織大海的故事

成果展 

夏日 SEND海風-用色彩與質感編織大海的故事成

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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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 SEND海風-用色彩與質感編織大海的故事

成果展 

夏日 SEND海風-用色彩與質感編織大海的故事成

果展 

 

 

 

 

 

 

 

 

 

 

 

 

 

 

 

 

 

 

 

 

 

 

 

 

 

 

 

 

 

 

 

編織成品（居家完成） 編織成品（居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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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1.課程在設計時,不斷省思該如何賦予美感的形而上情感意涵的部份與形而下的構成美感,

當美只流於形式,就缺乏了真正的生命力 

 

2.課程執行時透過拼貼、重組、再定義,期望賦予創作的美感與新生命 

 

3.此次課程執行時剛好遇到新冠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停課大衝擊,學生的繪本創作都

未來得及帶回,以至進度嚴重落後,但因學校音樂美術課程對開,上下學期面對的學生不同,

而未能在新學年開始即時將繪本完成,是此次課程執行時的遺憾 

 

4.在停課期間,請同學運用食美感擺盤創作質感轉化、運用排版、重新定義海洋攝影（學

期初請學生運用攝影記錄與觀察海洋）,展現海洋的美麗與哀愁/心海洋- -用影像說故事,

最後幾週請同學將這學期的課程重新整理與排版將這學期的學習歷程心得與感想、課後

反思在成果發表週進行發表,留下課程的美麗篇章,有許多因新冠疫情的遺憾也有許多令

人意想不到的嶄新收穫 

 

5.因為課程執行時漂流木地不易收集而改成假日微課程的編織海課程,運用週末及課餘時

間進行創作,也因停課而讓孩子能有效率地完成創作,增添了這學期課程的豐富度 

 

6.在教學的過程中總有許多的變化球,即時的思考、滾動式修正,訓練教師在現場教學的

敏捷力,也是在教學課程中最大的挑戰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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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這學期因為疫情少了許多和學生面對面的機會,很感謝學生在線上給課程很多的反饋,雖

然在上美感的課程時需要準備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器材、用具和材料,有時真的心很累,但看

到孩子的反饋時真的很開心,因為孩子多了體驗時的樂趣,也體會了藝術創作並非只有平面畫

畫,甚而能將平面突破成為立體,而在疫情停課時間,孩子也因為海洋的議題,嘗試了許多不同

的比賽、運用多媒體進行創作、製作影片、挑戰自我,這門課程在孩子心中,留下了許多漣漪,

更有孩子在淨灘後,繼續相約下回的淨灘,課程可能因為學期的結束暫告一段落,但希望未來

這些漣漪能在孩子心中發酵,一起為我們的環境努力為我們的地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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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美感課程一路走來邊走邊摸索,很感謝孩子給我的鼓勵與回饋,讓我有能量一直持續

地進步,也很感謝教授們在課程想法上的協助、計畫團隊地支持與學校行政地協助,讓我們

可以在課程中自由地翱翔,玩設計、玩美感,每次在寫教案和寫成果的時候,總是覺得自己為

何要自找苦吃,但孩子的回饋就是力量,孩子的鼓勵,也帶給我莫大的刺激與再出發的能量,

也期盼自己能有更多的教學創意與孩子們共盪,在教與學當中看見更多的能量,莫忘初衷,持

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