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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徐韻琴 

實施年級 二 

課程執行類別 
三、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6小時） 

■ 國民中學 

班級數 八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4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文字構成水果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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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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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色彩有基本感知能力，能搭配色彩使其產生調和關係；上過質感課程，對質感素材的

屬性能做分類歸納，並大致理解質感轉換的意涵。實際以生活小物當點的元素，操作過構成

的美的形式原理，對反覆、對稱、漸層、韻律有一定程度的發現與認知。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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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備能力： 

文字是每天在用的語言符號，線條本身即隱含構成的架構與要素，但如何讓文字除了寫

的整齊、美觀之外，還能透過構成編排應用於生活設計之中，使其涵意與美感兼具，有待課

程引導的能力開發；水果是每天在吃的食物，色彩與質感豐富，但多半由父母代勞切製，動

手的能力有待加強，透過食材的整合理解構成美感，實惠又有趣。 

一、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文字設計結合幾何形構成練習，將文字圖像化轉化為食材的塊體，經由色彩的調和關

係、質感的盤面素材應用於果盤的構成。 

文字觀察階段，由自然、動物、人體等象形文字的辨識搶答，理解前人由圖像轉化至抽象

文字線條的過程；觀察結合文字的設計產品案例，感受文字應用於生活設計之創意理念。 

文字設計階段，先由數字設計—九宮格、輻射對稱、創意圖像等階段練習，將數字拆解後

重組，排列組合反覆、輻射對稱等美的形式原理，及線條銜接的各式可能性。 

而後透過操作黑色紙塊，練習靜態構成（秩序、壓力）、動態構成（遞增、波動、螺旋、

分歧），結合閱讀安妮新聞的「名畫型錄」、「你看見了什麼？」篇章，設計簡易標題，以抒

發內心感受或觀察所得，並應用於後續的「文字構成水果盤」。 

構成水果階段，初步探索適合標題的水果質感、線條特性，選擇適當的水果與盤面（磐石、

木盤、白瓷、亮銀、葉面…等）進行質感的設計搭配，透過切果、灑粉使食材與盤面的色彩調

和，小組進行結合動靜態構成、文字簡化後，再搭配餐墊、花瓶進行整體用餐氛圍的配置，完

成以實體線條或虛無空間轉化塊體設計的文字果盤。 

 

 二、課程目標 

透過文字設計結合幾何形構成練習，將文字轉化為食材的塊體，經由色彩的調和關

係、質感的盤面素材應用於果盤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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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與生活應用：觀察文字應用於設計產品的構成案例，如：「富貴玉堂春」的篆字窗

紋、紅龜粿板模、囍字杯組、董陽孜策展的「讀衣」服裝跨界設計，並理解其設計的意涵

及文字應用於生活設計之創意理念。 

2.文字與圖像起源：由自然、動物、人體等象形文字的辨識搶答，理解前人由生活景像轉

化至抽象文字線條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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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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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解構：以九宮格、輻射對稱、創意圖像等階段練習，將數字拆解後重組，排列組合

反覆、輻射對稱等美的形式原理，及線條接合的各式可能性，打破習以為常看待數字的方

式，及背景與線條黑白相間的造型關係。 

2.動靜構成：透過操作剪裁黑色紙塊，練習靜態構成（秩序、壓力）、動態構成（遞增、

波動、螺旋、分歧），嘗試以紙塊連結文字方塊，並結合閱讀安妮新聞的「名畫型錄」、

「你看見了什麼？」等篇章，重新賦予畫作或照片四至六字之標題，使塊面的壓力、律動

感，與觀察標題的內在意涵整合。 

3.文字簡化：將文字線條簡化，使其具有規則的構成線條或點狀，更有利於後續的水果塊

面切割，如：用「橫」取代筆畫「點」、把「日」部首變成兩個同心圓、橫筆畫用一個豎

筆畫取代、省略「口」部首的一邊、圓點或圓圈代替筆畫「點」、把八或人部首設計成向

上的箭頭、單人旁簡化成橫折、四點水中的後三點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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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解讀、詮釋：從閱讀安妮新聞的馬格利特「這不是一支菸斗」的圖文對照，理解圖

文表達與現實本質之間所隱藏的主觀涵義；而後練習以簡要文字闡述「電影俱樂部」圖表

中的表情符號與劇情相關的關鍵內容。圖像詮釋：運用手機的表情符號（或繪製於學習單）

表現喜歡的一部電影，藉此練習以圖像詮釋心中所想；再由閱讀「名畫型錄」、「你看見了

什麼」篇章，為之設計新的標題，以抒發內心感受或觀察所得，並應用於後續的「文字構

成水果盤」。 

2.線性分割：將中文文字的筆畫造型、間架結構視為實體時，其中的空白便為虛無空間，

虛實之間均衡分布，與構成的主從關係、線性分割有異曲同工之妙。 

3.質感整合：選擇適當的水果與盤面（磐石、木盤、白瓷、金漆、葉面…等）進行質感的

設計搭配，透過切塊、灑粉使食材與盤面的色彩調和，並增添平面構成的層次，再搭配餐

墊、花瓶進行整體用餐氛圍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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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的特色課程「舊城文學走讀」結合了中區地理踏查、新詩文學、影像處理明信片

等跨域內容，我負責的是影像處理單元，但發現學生進行版面編排時，詩文標題的文字設

計和版面區塊沒有基礎概念，若能將構成單元作為前導課程，建立美感知能，日後的相關

設計應能較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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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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單元目標 生活觀察 

操作簡述 

觀察文字應用於設計產

品的構成案例，如：「讀衣」

服裝跨界設計，並理解其設計

意涵。  

由自然、動物、人體等象

形文字的辨識搶答，理解前人

由生活景像轉化至抽象文字

線條的過程。 

2 10/12 

單元目標 數字解構—九宮格 

操作簡述 

以九宮格橫三直三的

排列方式，將數字剪裁後

重組，找到新的造型之可

能性，並透過排列組合感

受反覆之美。 

3 10/26 

單元目標 數字解構—輻射對稱 

操作簡述 

以輻射對稱由內往外

放射的形式，將數字搭配背

景的黑底，進行剪裁後重

組，並嘗試線條銜接的各式

可能性。 

4 11/02 

單元目標 安妮新聞—圖像解讀 

操作簡述 

從閱讀安妮新聞的馬格利

特「這不是一支菸斗」的圖文

對照，理解圖文表達與現實本

質之間所隱藏的主觀涵義；而

後練習以簡要文字闡述「電影

俱樂部」圖表中的表情符號與

劇情相關的關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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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09 

單元目標 安妮新聞—圖像詮釋 

操作簡述 

運用手機的表情符號（或

繪製於學習單）表現喜歡的一

部電影，藉此練習以圖像詮釋

心中所想；再由閱讀「名畫型

錄」、「你看見了什麼」篇章，

為之設計新的標題，以抒發內

心感受或觀察所得。 

6 11/16 

單元目標 靜態構成 

操作簡述 

透過操作剪裁黑色紙

塊，練習靜態構成（秩序、壓

力），經由觀察範例及繪製，

分析塊面之間秩序、壓力的產

生由何而來，再自由創作表達

結合秩序、壓力的構成形式。 

7 11/23 

單元目標 動態構成 

操作簡述 

透過操作剪裁黑色紙

塊，練習動態構成（遞增、波

動、螺旋、分歧），經由觀察

範例及繪製，分析塊面之間動

態的產生由何而來，再自由創

作表達動態的構成形式。 

8 11/30 

單元目標 文字簡化 

操作簡述 

由閱讀安妮新聞所得

之標題，將文字線條簡化

設計，使其具有規則的構

成線條或點狀，更有利於

後續的水果塊面切割。 

9 12/07 單元目標 擺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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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小組討論主標題

與構成的動靜形態關

係，再由字的特性、水

果材質進行思考及工

作分配。 

10 12/14 

單元目標 質感整合 

操作簡述 

考量立體構成空

間、不同材質的盤面需

求，選擇適當的水果質

感進行設計，並搭配餐

墊、花瓶進行整體氛圍

配置。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1. 能觀察文字與生活相關產品設計的構成案例，並理解設計的意涵及文字應用於生活設

計之創意理念。 

2. 能操作數字拆解、黑白紙塊，感受構成物件的文字架構、空間佈局、線條接合的各式

可能性。 

3. 能應用實體線條、虛無空間的線條虛實特性，連結構成的主從關係、線性分割之美，

進而將文字透過食材轉化為欲表達的意念。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陳伸、伊藤越子（2014）。《漢字會說話》。臺北市：小魯文化。 

Judith Wilde Richard Wilde（1995）。《視覺設計：啟發創意的平面設計》。臺北市：

新形象。 

藤田伸（2017）。《圖解圖樣設計》。臺北市：易博士文化。 

 La Vie 編輯部（2014）。《料理擺盤：超簡明技法圖解事典》。臺北市：麥浩斯。 

六、教學資源： 

雷雕機、壓克力片、質感盤面與餐具、水果食材、刀具、刨絲器、蔬果調理機、模具、餐

墊、花瓶、超輕土。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vision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Judith+Wilde+Richard+Wilde/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vision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La+Vie%E7%B7%A8%E8%BC%AF%E9%83%A8/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y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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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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字設計階段 

原：分為線影窗花、虛空城市兩階段，先後從實體線條、虛無空間出發，結合鐵窗花元素、

城市街道進行設計，體驗操作線條與空間的虛實布白關係。 

改：操作數字解構、動靜構成，感受構成物件的文字架構、空間佈局、線條接合的各式可

能性。 

（二）標題取材階段 

原：分析「壽字窗花」、日本姓氏設計的線條分布、等距空間、對稱形式等特性。透過操

作黑白線塊壓克力片，練習各自姓氏的文字架構、空間佈局。 

改：從閱讀安妮新聞的圖文，理解圖像表達與現實本質之間所隱藏的主觀涵義，而後練習

以圖像詮釋心中所想；再由閱讀名畫、攝影作品，設計新的標題，以抒發內心感受。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片： 

   

象形文字的辨識搶答                    觀察書體特性及服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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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由自然、動物、人體等象形文字的辨識搶答，理解前人由生活景像轉化至抽象文字線條

的過程。而後觀察文字應用於設計產品的構成案例，如：「讀衣」服裝跨界設計，並理解其

設計的意涵及文字應用於生活設計之創意理念。 

C 課程關鍵思考： 

1.由象形文字的辨識活動，感受圖像由具象到抽象化的線條特徵，並思考哪些線條被保

留，及其強化的是何種意涵。 

2.比較「無」字的書體特性後，觀察「讀衣」服裝的線條、剪裁樣式與書體的相關之處，

同時得以理解書體的規整或流暢線條的差異，應用在服裝上時，產生更凸顯的面貌。 

課堂2 數字解構—九宮格 

A 課程實施照片： 

        

裁切部分的線條，並維持同樣尺寸、外型               重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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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以九宮格橫三直三的排列方式，將數字剪裁後重組，找到新的造型之可能性，並透過排

列組合感受反覆之美。 

C 課程關鍵思考： 

1.將數字裁切後，去掉部分的線條，以「造型」的角度來觀察線條與他者的關係，可以

有不一樣的新發現。 

2.採用九宮格橫三直三的排列方式，是為了避免偶數的組合容易形成對稱效果，亦只有

單向的反覆感，九宮格則需考量上下左右的空間中，是否有規律性的產生，使其找到彼此空

間中的關係。 

課堂3 數字解構—輻射對稱 

A 課程實施照片： 

     

剪裁數字邊界                       貼製時留意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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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以輻射對稱由內往外放射的形式，將數字搭配背景的黑底，進行剪裁後重組，並嘗試線

條銜接的各式可能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1.將數字的背景換成黑底，嘗試觀察黑色區塊是否可剪裁出與數字搭配的造型。 

2.放射狀可從生活觀察衍生許多的想像，如：花朵、風車、摩天輪等，由實體經驗出發，

數字造型便可在心中開出朵朵心花。 

課堂4 安妮新聞—圖像解讀 

A 課程實施照片： 

   

形象的叛逆                    闡述「電影俱樂部」中的表情符號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閱讀安妮新聞的馬格利特「形象的叛逆」的圖文對照，理解圖文表達「這不是一支菸

斗」與現實本質之間所隱藏的主觀涵義；而後練習以簡要文字闡述「電影俱樂部」圖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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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符號與劇情相關的關鍵內容。 

C 課程關鍵思考： 

1.看了「形象的叛逆」作品，腦中浮現的畫面是「這是一支菸斗」，卻在閱讀後，須找出

代表文章的一句關鍵句，透過描述而接受「這不是一支菸斗」的概念，藉此打破何為真實的

既定印象。 

2.透過一句話簡述自選的表情符號與「電影俱樂部」中的內容相關性，得以分析出：重

要角色、地點、物件等要素，及影像的內在要義。 

課堂5 安妮新聞—圖像詮釋 

A 課程實施照片： 

   

解說學習單問題                      閱讀名畫內文並賦予主題 

B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手機的表情符號（或繪製於學習單）表現喜歡的一部電影，藉此練習以圖像詮釋心

中所想；再由閱讀「名畫型錄」、「你看見了什麼」篇章，為之設計新的標題，以抒發內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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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或觀察所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1.手機的表情符號常用來表達情緒，在理解「電影俱樂部」中的圖像意涵後，以自己的

喜好，運用表情符號重新詮釋一部電影、小說、動漫，讓圖像自己說話。 

2.「名畫型錄」、「你看見了什麼」有其各自獨立的畫面與文字解說，透過閱讀理解之後，

以自己的話語或一句成語，重新詮釋作品，也許是觀察所得，也許是生活所感，也許是內心

所想，在說出的同時，也等於透過作品抒發心中的小宇宙。 

課堂6 靜態構成—壓力 

A 課程實施照片： 

        

 創作靜態構成                       排組靜態構成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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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操作剪裁黑色紙塊，練習靜態構成（秩序、壓力），經由觀察範例及繪製，分析塊

面之間秩序、壓力的產生由何而來，再自由創作表達結合秩序、壓力的構成形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由秩序的範例中，透過提問發現「間距一致」可形成秩序的規律感；由壓力的範例中，

經由觀察與比較整理出形成壓力的特點有： 

1.大小對比、2.不平衡的狀態、3.針鋒相對 

課堂7 動態構成—玩樂 

A 課程實施照片： 

          

創作動態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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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操作剪裁黑色紙塊，練習動態構成（遞增、波動、螺旋、分歧），經由觀察範例及

繪製，分析塊面之間動態的產生由何而來，再自由創作表達動態的構成形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經由觀察與比較整理出形成動態的特點有： 

1.由大漸小、2.曲線起伏、3.跳躍背離 

課堂8 文字簡化 

A 課程實施照片： 

        

紙張切割為灑粉的型版用                  以超輕土模擬切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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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由閱讀安妮新聞所得之標題，將文字線條簡化設計，使其具有規則的構成線條或點狀，

更有利於後續的水果塊面切割。 

C 課程關鍵思考： 

簡化文字設計的過程中，藉由思考如何將繁複的線條轉化為塊面造型，綜合運用以圓代

點、以圓代框、連結橫畫、省略單邊、斜轉橫折、點連為一等技巧，並以切割超輕土作為初

步練習，失敗了可以重塑再造，避免食材的浪費。 

課堂9 擺盤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根據構成配置文字塊面                         小組討論 

B 學生操作流程： 

小組討論主標題與構成的動靜形態關係，再由字的特性、水果材質進行思考及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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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小組選出欲採用的主標題後，討論與構成形式的關係，如：「女權的埋歿」適合

以「崩解」構成原理表現，因為埋歿有象徵倒塌、崩解的意思。 

2.由字的特性、水果材質進行思考，如：選擇以權、埋、歿 （字）為主體，以芭樂、

柿子、櫻桃（水果）裁切呈現之，因為芭樂的堅硬象徵權力、柿子和土色接近、櫻桃的

深紫有窒息感。 

3.由色系、質感的適切性進行思考，其他文字「女、的」以透明片切割、灑粉，如：

果粉口味選擇梅子粉，因為梅子粉的粉色和柿子、櫻桃的橘、 紫色有調和感。 

課堂10 質感整合 

A 課程實施照片： 

   

撕皮成字                              分工切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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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考量立體構成空間、不同材質的盤面需求，選擇適當的水果質感進行設計，並搭配餐墊、

花瓶進行整體氛圍配置。 

C 課程關鍵思考： 

裁切水果時，需思考字塊大小與擺盤的空間應用，及周圍點綴的植栽、說明牌、刀叉、

餐巾的整體視覺協調關係。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一）文字起源、生活觀察 

1.由象形文字的辨識活動，普遍反應熱烈，且能與國文課堂經驗產生連結，日後預計以

安妮新聞的「從象形文字到表情符號」進行圖像觀察及東西方文字起源的比較。 

2.比較「無」字的書體特性並觀察「讀衣」服裝的線條、剪裁樣式與書體的差異，對書

體線條的應用頗有助益，日後預計規劃延伸課程設計：選取代表自己的一個字，結合書體，

應用在服裝造型設計。 

（二）數字解構—九宮格、輻射對稱 

1.將數字裁切後，以「造型」的角度來觀察線條與空間的關係，可於日後延伸課程設計：

圖地反轉。 

2.將數字的背景換成黑底進行輻射對稱的排列，並嘗試線條銜接的各式可能性，日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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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構造」的角度來引導觀察與切割。（2021年再次執行時，學生便藉此找到更多串接的方

式，令人驚豔，參見兩個年度的成果作品） 

（三）安妮新聞 

透過安妮新聞的閱讀活動，發現它很適合用於自主學習、資料蒐集的階段任務，學生不

但藉此打開了更寬廣的生活視野（「你看見了什麼」），也能經由作品的賞析，進一步探索內在

心靈的感知，與人際關係之間（親子、人生議題）難以言說的幽微部分。 

1.擴展生活視野：在攝影篇章「你看見了什麼」中，對圖1、3、4、5、6特別有感，所

下標題：「暗無天日」、「孤單監獄」、「悲傷演唱會」、「苦中作樂」、「口罩末日」。 

2.探索內在心靈：在藝術篇章「名畫型錄」中，對圖7《宮女》、10《黑方塊》、12《破

碎的圓柱》特別有感，所下標題：「關愛的束縛」、「身分枷鎖」、「囚禁深淵」、「女權的埋歿」，

對親子間的壓力關係、抽象空間的聯想、女性角色的認知，透過藝術創作讓心靈解放並有所

覺醒。 

3.溝通人際互動：在藝術篇章「名畫型錄」中，對圖4《清明上河圖》、8《神奈川衝浪裏》、

9《亞維儂少女》特別有感，所下標題：「人聲鼎沸」、「渺小如蟻」、「人定勝天」、「分割現實」，

從人與巨浪對抗的角度，產生樂天知命的思維，對生活的不得已現實面亦有更深的體悟。 

（四）靜態構成—壓力、動態構成—玩樂 

由秩序的範例中，透過提問發現「間距一致」可形成秩序的規律感；由壓力的範例中，

經由觀察與比較整理出形成壓力的特點有：1.大小對比、2.不平穩的狀態、3.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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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觀察與比較整理出形成動態的特點有：1.由大漸小、2.曲線起伏、3.跳躍背離 

2021年再次執行時，調整為強調壓力中需帶有秩序的規律，融入對稱、反覆之美，整合

秩序、壓力兩者的特點後，進行的創意設計更是突破了原本的框架。 

（五）文字設計 

簡化文字設計的過程中，綜合運用以圓代點、以圓代框、連結橫畫、省略單邊、斜轉橫

折、點連為一等技巧，將繁複的線條轉化為塊面造型。但仍有多數學生習慣保留原有的文字

線條，日後預計以「數字解構」的方式引導拆解文字，使簡化的形式回歸到點線面的基本組

合，讓線條的簡略產生空間上的形變。 

（六）擺盤設計 

小組選出欲採用的主標題後，討論與構成形式的關係，由字的特性、水果材質進行象徵

意義、色調感受的聯想，再由色系、質感的適切性進行整體調和感的規劃。在學習單設計階

段看似不錯，實際切割時，就產生許多狀況，如：用湯匙挖取、用手撕塊，原本應有的直線

刀工崩解為不規則的凌亂果肉，也許還需要多向家政老師請益刀法和切割形式的結合，或與

家政合作銜接前後課程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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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數字解構—九宮格成果 

     

2021年數字解構—九宮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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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解構—輻射對稱成果 

 

   

2021年數字解構—輻射對稱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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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新聞—圖像解讀、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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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新聞—圖像解讀、詮釋—臉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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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靜態構成—壓力成果 

      

2021年靜態構成—壓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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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構成—玩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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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簡化成果 

 

擺盤學習單—勇闖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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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盤學習單—身分枷鎖 

 

文字水果盤—囚禁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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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水果盤—分割現實 

 

文字水果盤—口罩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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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水果盤—苦中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