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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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比例收納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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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過色彩的比例對照，對比例產生的色彩面積形成主題色、強調色的差異有基礎概念；

上過文字構成的線性分割練習，對比例尺寸產生物件的間距空間感有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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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數字的比例關係有初步的概念，如：等差數列、等比數列，但對比例關係、空間概念

較無感，數字化的比例模組如何應用於生活設計也有待課程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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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比例單元發現人體與生活物件的空間關係、探索實體與負空間的虛實美感，而後應

用比例模矩於微型櫃體設計。 

發現比例階段：透過拍攝對象一近一遠或一大一小的錯位差異，進行「人大景小」、「物

大人小」的攝影活動，藉此感受身體與空間大小的尺度關係；以自己的身體部位（手指、手

掌、手臂）為比例的度量標準，量測家具或生活用品的尺寸，探索符合身體需求與家具的比

例關係。 

虛實轉換階段：透過圖地反轉的設計實例介紹，理解實體（正）與虛無空間（負）互為

主體的雙重意涵趣味性。將負空間剪影襯底，初步完成比例分割。由視覺觀看空間的角度，

感受不同面積比例所帶來的差異。進而比較不同年齡的身體比例，與商品設計比例的視覺感

受，找出符合個別需求的合適比例後，調整初步設計的比例分割。  

比例設計階段：透過操作白色比例壓克力片，將比例分割線條轉化為迷你版櫃面，拍攝

去背後，與環境空間、身體比例、搭配空間氛圍之物件，設計數位型態的整體空間語彙。 

 二、課程目標 

透過比例單元發現人體與生活物件的空間關係、探索實體與負空間的虛實美感，而後

應用比例模矩於數位微型書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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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位攝影：透過鏡頭與空間的錯位，操作拍攝對象使其具有一近一遠或一大一小的差

異，進行「人大景小」、「物大人小」的攝影活動，藉此感受身體與空間大小的尺度關係。 

2.比比身手：以自己的身體部位（手指、手掌、手臂）為比例的度量標準，量測家具或生

活用品的尺寸，探索符合身體需求與家具的比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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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轉換：觀察並拍攝家中的負空間造型後，如：身體捲曲的間隙、物件之間的空間造

型，繪於紙張的邊界，進行負空間剪影之剪裁，而後翻轉至紙張的另一側，使原本的負空

間剪影成為實體，留白的空間成為虛影，再將兩者進行整體造型的聯想。 

2.比例分割：將負空間剪影襯底，初步完成曲線格線化的比例分割，使負空間剪影造型轉

換為可供使用的格狀空間。 

3.比例設計：由視覺觀看空間的角度，感受不同面積比例所帶來的差異。進而比較不同年

齡的身體比例，與商品設計比例的視覺感受，找出符合個別需求的合適比例後，再度調整

初步設計的比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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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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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覺察到空間的大小，空間中的物體尺度才會產生意義。例如車站大廳的巨大聖誕

樹，在空間中看起來穠纖合度；賣場中尺寸合宜的桌子，擺到家中卻顯得大。 

2.正負空間：透過圖地反轉的設計實例介紹，理解互為主體的雙重意涵趣味性，並得以多

面向表達自己的思想。 

3.比例模矩：經由比例壓克力片的操作（如 1：2：3：5），將負空間剪影轉換為具有比例

數率關係的比例模矩，與環境空間、身體比例、搭配空間氛圍之物件全面性的考量後，進

而設計整體空間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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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一般都會與數學量測有較大關聯，但在拜讀曾啟雄老師的文章後，發現「國文」

詩詞中所提的「寸」、「尺」、「丈」，其實都是傳統生活中使用身體量測的實例，因此，日

後可結合國文的尺寸相關詩詞與數學比例的量測，進行美感課程與學科概念的素養整合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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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0 

單元目標 錯位攝影 

操作簡述 

介紹「人大景小」、「物大

人小」的攝影作品，透過拍攝

對象一近一遠或一大一小的

空間錯位產生視覺變異，並以

學習單進行初步規劃。 

2 05/24 

單元目標 居家拍攝 

操作簡述 

因疫情進行線上教學，故

於家中進行「人大景小」、「物

大人小」的攝影活動，藉此感

受身體與空間大小的尺度關

係。 



6 

3 05/31 

單元目標 比比身手 

操作簡述 

以自己的身體部位

（手指、手掌、手臂）

為比例的度量標準，量

測家具或生活用品的尺

寸，探索符合身體需求

與家具的比例關係。 

4 06/07 

單元目標 正負空間 

操作簡述 

透過圖地反轉的設計

實例介紹，理解互為主體

的雙重意涵趣味性，並得

以多面向表達自己的思

想。 

5 06/15 

單元目標 比例分割 

操作簡述 

將負空間剪影襯

底，先畫主要架構的橫

線、直線，依據線條斜度

切割方格，進行細部微

調，初步完成比例分割。 

6 06/21 

單元目標 設計比例 

操作簡述 

由視覺觀看空間的

角度與畫作對應，感受不

同面積比例的差異。進而

比較不同年齡的身體比

例，與商品設計比例的視

覺感受，並調整初步設計

的比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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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9/06 

單元目標 比例排組 

操作簡述 

透過操作白色比例

壓克力片，將比例分割線

條轉化為迷你版實體櫃

面，並進行拍攝。 

8 09/13 

單元目標 數位合成 

操作簡述 

拍攝去背後，與環境空間、身體比例、搭配空間氛圍之

物件，設計數位型態的整體空間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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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觀察錯位攝影感受身體與空間的尺度；並學會比例量測，藉此探索舒適的身體與

家具比例關係。 

2. 將負空間剪影概念融入書櫃設計，可感受實體與虛無空間的轉換美感。 

3. 透過比例壓克力片的操作，將比例分割線條轉化為迷你版實體櫃面，除了能與比例模

矩產生連結，並可應用於設計數位化的整體空間。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王至毅（2018）。《比例格子協奏曲》。五南出版。 

提摩西‧薩馬拉 Timothy Samara（2017）。《必學！好設計的造型元素》。 原點出版。 

金持勳、譯者： 陳馨祈（2020）。《好作品的潛規則》。奇奌出版。 

Kimberly Elam、譯者：吳國慶,呂珮鈺（2016）。《設計幾何學》。積木出版。 

 

六、教學資源： 

美感電子書、3D 眼鏡、微型投影機、比例壓克力片、負空間設計範例。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E%8B%E8%87%B3%E6%AF%85/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6%91%A9%E8%A5%BF%E2%80%A7%E8%96%A9%E9%A6%AC%E6%8B%89&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6%91%A9%E8%A5%BF%E2%80%A7%E8%96%A9%E9%A6%AC%E6%8B%89&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zoth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zoth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87%91%E6%8C%81%E5%8B%B3/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99%B3%E9%A6%A8%E7%A5%88/adv_author/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zoth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Kimberly+Elam/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0%B3%E5%9C%8B%E6%85%B6/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1%82%E7%8F%AE%E9%88%BA/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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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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觀察：以 3D 眼鏡觀察 VR 虛擬洞窟壁畫、體會格列佛般的巨人版視野，藉此感受

身體與空間的尺度。 

改為：因應疫情居家線上教學，採用「錯位攝影」進行「人大景小」、「物大人小」的攝影

活動，使觀察對象由校園轉換至家中。 

2.比例量測：以自己的身體部位（手掌、手臂）為比例的基準單位，量測投影家具（三隻

小熊的桌、椅、床）的尺寸，探索身體與家具的舒適比例關係。 

改為：以自己的身體部位（手指、手掌、手臂）為比例的度量標準，量測家具或生活用品

的尺寸，探索符合身體需求與家具的比例關係。 

3.虛實轉換：將觀察後的水光意象（白線）描繪於黑紙上，透過操作黑白線塊壓克力片，

將虛幻的水光化為實體白色櫃面。 

改為：觀察並拍攝家中的負空間造型後，如：身體捲曲的間隙、物件之間的空間造型，繪

於紙張的邊界，進行負空間剪影之剪裁，使原本的負空間剪影成為實體，留白的空間成為

虛影。 

4.新增比例設計：由視覺觀看空間的角度，感受不同面積比例所帶來的差異。進而比較不

同年齡的身體比例，與商品設計比例的視覺感受，找出符合個別需求的合適比例後，再度

調整初步設計的比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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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錯位攝影 

A 課程實施照片： 

          

人大景小                            物大人小 

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拍攝對象一近一遠或一大一小的空間錯位，介紹「人大景小」、「物大人小」的攝影

作品，並以學習單進行初步規劃。 

C 課程關鍵思考： 

與組員討論帶來學校搭配拍攝用的物品，如：玻璃瓶、玩偶，思考「物大人小」的位置、

空間關係，及如何透過肢體語言表達「人大景小」的趣味性、景物成了模型玩具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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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居家拍攝 

A 課程實施照片： 

        

人大景小                            物大人小 

   

B 學生操作流程： 

因疫情進行線上教學，故於家中進行「人大景小」、「物大人小」的攝影活動，藉此感受

身體與空間大小的尺度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家中可使用的物品相對較多，故在「物大人小」的拍攝前，可先思考如何利用物件形成

空間氛圍，如：絲瓜布、書、鏡面；景物不可移動，拍攝「人大景小」前，可先思考利用空

間差距，使大型家具或遠方景物成為手中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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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比比身手 

A 課程實施照片： 

   

古代量測以肢體長度為基本單位         學生以手肘長量測與沙發的比例關係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自己的身體部位（手指、手掌、手臂）為比例的度量標準，量測家具或生活用品的尺

寸，探索符合身體需求與家具的比例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記錄方式： 

1.我使用手的哪個部位作為量尺單位？這部位的長度是幾 CM？ 

2.我量測家中的何種家具（或器物）？ 

3.這個家具（或器物）是幾段手的部位長？ 

4.拍下所使用手的部位與家具（或器物）合照一張+尺與手合照一張，進行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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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正負空間 

A 課程實施照片： 

   

負空間剪影解說                       學生剪裁負空間剪影 

 

B 學生操作流程： 

拍攝家中的負空間造型後，如：身體捲曲的間隙、物件之間的陰暗處，繪於紙張的邊界，

剪裁負空間剪影，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作業區。 

C 課程關鍵思考： 

1.我的負空間取材來源是？（場所或物件）           

2.找到的負空間讓我覺得像？ 

3.當我將負空間的造型剪下貼至紙張邊界另一側時，正負空間產生的新圖像，讓我聯想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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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 比例分割 

A 課程實施照片： 

   

對照負空間剪影                 比例分割—學生修改比例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負空間剪影襯底，先畫主要架構的橫線、直線，依據線條斜度切割方格，進行細部微

調，初步完成比例分割。 

C 課程關鍵思考： 

以小精靈轉化為像素化的幽靈為例，建立曲線與格線化的演變關係概念後，練習手繪或

以 PPT 拉線進行比例分割，而後須找出最小的基本單位1，再透過簡易量測調整其它格線，

使其具有比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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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設計比例 

A 課程實施照片： 

     

不同年齡的身體比例               身體比例與商品設計比例的關係 

B 學生操作流程： 

由視覺觀看空間的角度與畫作對應，感受不同面積比例的差異。進而比較不同年齡的身

體比例，與商品設計比例的視覺感受，並調整初步設計的比例分割。 

C 課程關鍵思考： 

調整初步設計的比例分割時，須思考採用的面積比例所造成的視覺感受，與空間的屬性

是否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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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7 比例排組 

A 課程實施照片： 

    

依據比例分割進行實體排列             排列時需考量比例關係 

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操作白色比例壓克力片，將比例分割線條轉化為迷你版實體櫃面，並進行拍攝。 

C 課程關鍵思考： 

比例壓克力片本身已具有比例的數字關係，故透過排列可協助整體的考量與調整。需注

意的是片與片之間的接合處是否密合，便於營造後續櫃體的視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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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8 數位合成 

A 課程實施照片： 

        

無手機者手繪詭異風格物件              互拍人體比例素材 

        

物件去背                       素材合成於空間中 

B 學生操作流程： 

拍攝人體、物件並去背後，搜尋適切的空間或壁紙，進行環境氛圍、身體比例、搭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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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屬性之物件，設計數位型態的整體空間。 

C 課程關鍵思考： 

空間的屬性是書房、臥室、客廳還是商業空間，都可以根據比例壓克力片排組而成的櫃

體進行初步考量，決定主題方向後，人體與櫃體的比例關係、擺放適切的物件，再進行比例

縮放、色調搭配。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看著《比例格子協奏曲》一書中科比意的話語：「設定比例就像是區分音節長短的韻

律，用相同熱情的精神，使之更精緻」，咀嚼並思考：調整自己的內在比例，也許心中的

樂章可以因此而成曲。 

（一）比比大小： 

5/19因疫情停課，學生全數改為在家線上學習，但美感課程不能停，分析講解比例大

小的錯視差異後，讓學生利用在家的物品或景色拍攝與人的錯視比例關係，有拿妹妹開刀

以槍比對、拿畫筆或噴漆彩繪天空的大手，也有因家人不在，只能拿樂高小人或公仔躲在

鏡下、瓶中、水桶內、玩具車前擺拍，充滿創意的比例觀察及空間發想，並無因疫情待置

家中而受限，反而開啟更多元的角度進行環境的探索。 

（二）比比身手： 

這周開始出賣自己的小手手量測物品，孩子們開發不少手勢當基本單位，在家上美感

課收穫真是不少。欣慰孩子立馬應用「寸」來量測 airpods，但也感嘆：airpods 的殼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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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麼高級，真是開眼界了。（貧民百姓無法見識的高端產物） 

（三）正負空間+滾動的天空8比特： 

線上講解正負空間設計作品「太空侵略者」時，發現小兒子匍匐前進偷偷躲在桌下，

冒出顆頭偷聽我介紹設計中的正負空間，之後分享他的心得：「中間那個很像滾動的天空

裡的障礙物喔」，找了 Youtube 才發現：原來是8比特關卡的1星角色！也因此啟發了新的

靈感：運用小精靈的造型搭配8比特遊戲角色，說明曲線轉換至像素化格線的實例，使負

空間造型轉換為比例分割有前例可循。 

（四）負空間剪影： 

雖然是線上教學的比例美感課程，但學生在家裡發現的各式負空間造型與聯想，更是

處處充滿了驚喜： 

1.以往的比例課程缺少了生活觀察的部分，相對的負空間聯想就容易偏向自由發想的

造型而顯得薄弱空無，這次雖因疫情在家學習有些不便，但也多了讓孩子從生活環境的空

間或物品仔細觀看、重新發現的機會。 

2.一開始學生很容易習慣先注意到實體的圖樣而忽視負空間，需再次提醒，並於線上

課程時，以其他同學的照片示範圈出負空間範圍，才能調整觀看的方式，被示範的學生，

則更細緻找到自己詮釋空間的想法。 

3.上比例單元第三年了，慢慢放下努力想解釋清楚的費式數列、音樂邏輯，專注在生

活的觀察及設計應用就好，後續的比例分割還零零落落，應該是只聽一次仍有許多不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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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下學期再來好好的調整修正一番。 

（五）排組比例壓克力片： 

開學後，升三年級的學生繼續將之前設計的線性比例分割，以壓克力片完成實體。 

雖說強調：內部要有置放物件的空間、接合的邊緣要接緊、底部要有立於地面的假想線，

但還是有堅持要排成三角形的、玩疊高高的、堆成拱橋跨越走道的，就當作這也是一種熟

悉材料的方式吧！ 

解決問題：長度片數不夠的，學生找到解決方式：兩片銜接；原本設計缺乏比例關係

的，改以最小單位壓克力片當作比例1充當間距；回字形無支撐點的，加上一小塊壓克力

片銜接，讓它的空間型態得以成立。 

（六）比例收納櫃+數位合成： 

雖說原始構想是將櫃體置放於地面上，但當學生將它擺放在牆上時，竟也有層板的簡

潔感。 

走文青風的比例微型櫃，帶點楓木色調，不再是原本壓克力片的死白，霓表示：「拍

的時候剛好有光線，它就變成這樣的顏色了」，真是太神奇。 

最後，感謝凌天老師的課程分享講評：「透過攝影重新發現新的尺度，居家環境轉換

觀察的角度，看到有趣的負空間及身體對應空間的關係，透過數位白板開啟學生的眼睛，

都是美感核心觀察與回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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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比比大小學習單 

 

     

錯位攝影—人大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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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位攝影—物大人小 

    

      

比比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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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負空間—廁所磁磚、火焰聯想、牛頭骨剪影 

   

正負空間—鐵盒、水母聯想、小船覆舟 

   

比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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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組比例壓克力片 

   

 

數位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