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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蘇怡雯 

實施年級 七、八、九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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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3 班 

班級類型 美術班 

學生人數 9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恆春半島鳥類遊戲卡-2 

課程設定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每週堂數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七、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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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一年級時，學習過美的原理原則「反覆、漸層、對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

奏、統一」，也學習過攝影的技法。並藉由校園觀察家、質感恐怖箱、故事鉛筆盒等單元實

作，使學生了解「美」存在於自身周遭。 

 

* 先備能力：  

1. 具點線面的基本概念 

2. 瞭解美的原理原則 

3. 懂得如何藉由網路平台上傳作業 

4. 對自然環境有觀察、描述、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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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設計與執行立基於培養學生對生活中美的感受與認知，以「地方認同」縮短距離，使

學生建立知識與自身的關聯；「自然環境」龍鑾尋鴨，由地方出發推展至整體；「師生共學」

學無止盡，搭建舞台使學生展現所學。此三大核心理念為軸心，發展出台灣鳥類遊戲牌卡的

特色課程。 

 

鳥牌卡的緣起是結合本校素有的美術班校外參訪，與學校所在地恆春半島的自然環境，帶學

生至龍鑾潭自然保留區觀賞野鳥。逐步發展成為 109 學年具體的課程實施樣態，教師首先印

製《台灣野鳥圖鑑》，使學生依據圖文資料挑選個人的鳥類。接下來進入電腦教室，要求每生

蒐集彙整資料以製作五頁簡報。搭建發表舞台，是每位學生在互評筆記的機制上能謹慎報告

與聆聽。最後製作成以遊戲王卡排版形式的圖文並茂鳥類牌卡。為讓學生對於鳥類更有實體

感，本課程於期中邀請在地養鷹人現身，讓學生能夠近距離欣賞，甚至稍微觸摸和餵食栗翅

鷹。 

 

整體課程最後聚焦一個班級，將牌卡印刷成每人一份 30 張，並裝入鐵盒，予以每位參與學

生。並能融入學校行政會議，讓恆春半島各校來賓欣賞學生的精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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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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觀察生活中常見鳥類，其名稱、顏色、特徵、生態。 

2. 學生能查找網路上鳥類的資料，並彙整成簡報。 

3. 學生能了解自身所在的半島自然風光與生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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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色彩學寒暖色、大地色，與自然生物的保護色概念。 

2. 分析多種牌卡設計，使學生了解圖文排版有助於聽閱人抓取重點。 

3. 遊戲設計的原理與討論，怎麼玩可以有規則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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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背及貼紙設計的平面設計師，分享融入整體鳥類牌卡延伸出的圖像設計。 

2. 單純、質感的美感構面，應用於實際作品印刷的呈現。 

3. 產製的過程以視覺藝術、美術專業課為主體，由水墨課花鳥畫，認識鳥類結構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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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藝術概念的融入，將自然領域與藝術領域結合。 

2. 結合恆春半島八校聯合美展，以及屏南區校長會議學校特色呈現。 

3. 與閱讀推動結合，挑選《鷹緣際會》書籍節錄，發展成全校 800 位學生的閱讀心得。 

 

三、教學進度表 

上學期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109 年 

9 月 15 日

(二) 

單元目標 美感入門：色彩 

操作簡述 

以美感電子書講述生活中的色彩，以分組拼貼圖卡競

賽，使學生理解「色相」、「明度」、「彩度」的概念。 

重要概念：12 色相環、色彩三屬性、相同色調、衝

突色調、區域色調的概念。 

2 109 年 單元目標 鳥類資料查找與簡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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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

(二) 

操作簡述 

教師首先印製《台灣野鳥圖鑑》，使學生依據圖文資

料挑選個人的鳥類。並示範鳥類簡報製作，以色彩、

特徵、生態等三大要素進行引導。進入電腦教室，要

求每生蒐集彙整資料以製作五頁簡報。 

3 

109 年 

9 月 29 日

(二) 

10 月 6 日

(二) 

單元目標 個人報告與互評發表 

操作簡述 

搭建發表舞台，公差學生錄影，發表學生依據講稿大

聲表達，聆聽的學生書寫互評筆記。邀請整體在此機

制上謹慎報告與聆聽。並依此製作成以遊戲王卡排版

形式的圖文並茂鳥類牌卡。 

4 

109 年 

10 月 13 日

(二) 

單元目標 恆春半島鳥類介紹 

操作簡述 

邀請恆春半島鳥類研究的專家學者參與，每人選擇一

種鳥類，進行資料的閱讀、觀察及分析。需要特別關

注鳥類生態鏈，何種鳥生活在何種環境吃什麼蟲，要

躲避什麼天敵。 

5 

109 年 

10 月 20 日

(二) 

單元目標 鳥類遊戲卡排版與內容 

操作簡述 

將蒐集來的資料，比照兒時卡通庫洛卡、魔法卡、遊

戲王卡的排版。運用色彩心理學的意義，將顏色與功

能連結起來，並得思考規則玩法，設計成恆春半島鳥

類遊戲卡。 

下學期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110 年 

4 月 20 日

(二) 

單元目標 溫習鳥類色彩，介紹陸蟹 

操作簡述 

重溫上學期的色彩單元，以美的原理原則「反覆、漸

層、對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

一」。預告延續上學期鳥類牌卡設計，將進行陸蟹介

紹。重要概念：自然界物體中存在的黃金比例 

2 

110 年 

4 月 27 日

(二) 

單元目標 恆春半島陸蟹生存環境分析 

操作簡述 
邀請恆春半島陸蟹研究的專家學者參與，以陸蟹為載

體，講述人與蟹，蟹與自然，蟹與城市的共生關係。 

3 110 年 單元目標 鳥類陸蟹色彩卡牌參照 



5 

四、預期成果： 

以學校所在之恆春半島的鳥類為主軸，觀察自然配色的法則，以鳥類身上顏色分佈比例製作

色票牌卡。希望將地方特色融入學科教育。恆春半島的自然瑰美、人文薈萃，三面海洋環

抱，孕育了生命的殿堂。這片融合山的脈動與海的呼吸的溫暖國度，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不

管是環境、植物、動物，甚或以自然、人文甚至藝術美感的角度切入，都可讓人有豐沛的詩

境與生命思索。期待本校學子能不枉學習於此。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美感經驗》作者：賈克瑪奎，雄獅美術 2003-01 出版 

《墾丁草葉集》發行：劉培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0-12 出版 

《灰面鵟鷹的旅行》圖文：何華仁，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7-12 出版 

《色彩基礎(精)》作者：何耀宗，東大 1990-10 出版 

《鳥顏色》（簡體書）作者：東莞城市形象推廣辦，江蘇文藝 2018-01 出版 

六、教學資源： 

1. 顏色的秘密：http://www.cjc116.com/article/article20.html 

2. 設計配色：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Hant/blog/complete-guide-color-in-design 

3. 配色插畫：https://colorcolor2019.wixsite.com/color/2019-9 

4. 魚小姐日記：

https://www.facebook.com/186945224733007/posts/2943616689065833/?d=n 

 

 

4 月 26 日

(二) 操作簡述 

比照上學期鳥類生態，找出蟹類生態的上下游，注意

色彩分類與功能的關係，修正鳥類牌卡出現的規則問

題。 

4 
110 年 

5 月 4 日(二) 

單元目標 半島桌遊地圖融入卡牌 

操作簡述 

設計半島桌遊地圖，將鳥類牌卡與蟹類牌卡置於生態

環境中，比對並觀察「色彩」在半島桌遊中的關係，

並在實際操中修正遊戲規則。 

5 

110 年 

5 月 11 日

(二) 

單元目標 發表與討論 

操作簡述 

分組討論分配策展工作，思考展品的陳設方式，開幕

活動的流程，書寫主持講稿。結合本校美展，邀請家

長共同欣賞整學年有關鳥類及陸蟹卡牌的學生作品。 

http://www.cjc116.com/article/article20.html
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Hant/blog/complete-guide-color-in-design
https://colorcolor2019.wixsite.com/color/2019-9
https://www.facebook.com/186945224733007/posts/2943616689065833/?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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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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計畫執行在種子教師任教的普通班視覺藝術及美術班美術專業，兩種課程皆

進行本美感與設計實驗課程，然兩種屬性的班級每周授課時數和學習表現差異

甚大，固實際執行以美術班為主，普通班僅進行課堂分享。原上下兩學期擇訂

鳥類與陸蟹牌卡創作，後因下學期疫情爆發停課使得實際操作進行不易，是故

邀請陸蟹專家至校進行生態講座分享，圖卡創作從簡，並將資源與師生心力集

中使鳥類牌卡越發完善。 

 

二、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下學期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延續上學期鳥類專家講座，下學期邀請陸蟹專家進行解

說。 

C 課程關鍵思考：能串聯色彩學、生物特性將完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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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學生實際觀察飛魚進行寫生描繪。 

C 課程關鍵思考：理解構圖技巧與觀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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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分組分工，安排學生烤食飛魚。 

C 課程關鍵思考：結合家政課程，使學生理解學科知識相互串聯的概念，

並能運用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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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學生完成飛魚繪畫後，佈置於魚網上，並進行拍攝。 

C 課程關鍵思考：集體創作與複合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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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因應疫情以遠距視訊方式上課，學生藉由線上發言、舉手

互動，參與課程。 

C 課程關鍵思考：里山里海的人與自然共存共融概念。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美感設計實驗課程設計理念意在形塑參與者地方感，著重將地方特色融入學

科教育。核心理念在行動研究中逐步定調為「地方認同」、「自然環境」、「師生

共學」三大主軸。地方認同，意指縮短知識與生活的距離，因著走入校園觀察

色彩，邀請社區專家進入校園，是為有效。自然環境，意指本課程融入恆春半

島龍鑾潭自然保留中心水鳥文化，在從地方推展到台灣全島。最後師生共學，

是指搭建舞台使學生能有所展現，身為視覺藝術專長教師雖欲發展跨域美感設

計課程，實則無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藉由網路資源，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

體，同儕成為競相效仿的對象，是為本課程執行實踐後身為教學者的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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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本課程作品圖表對照美術班學習歷程檔案 

圖卡 鳥名 教師評語 學生學習心得 

 

紅尾

伯勞 

紅尾伯勞

是恆春半

島的特色

鳥類，能

藉機認

識，想必

對土地的

情感會有

更進一步

的連結！ 

鳥類的卡牌可以讓我

們更認識每種不同的

鳥類特徵，居住環境

和擅長的事。每個種

類的習性不同，叫聲

和屬性也不同，以手

繪的方式進一步認識

不同的鳥類。 

 

小白

鷺 

鳳欣這張

小白鷺真

的很棒！

和遊戲王

卡不同，

使用小櫻

牌的形式

也表現得

十分別

緻！ 

雖然一開始的尺寸我

沒跟大家畫一樣的，

不過之後又重畫了一

張！卡片做好老師發

在 FB 的貼文，我的

卡片單獨出現，很害

羞…，不過謝謝老師

給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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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 大家真的

順利完成

鳥類牌

卡，我也

超級感

動，麻雀

牌卡完整

度高、用

色和資料

也很豐

富。 

自己畫卡牌這件事好

特別，老師還真的成

功幫我們製作出了有

模有樣的卡牌，行動

力驚人。起初在選自

己要畫的鳥類時，看

著那堆稀奇古怪的鳥

類照片，我還是決定

選比較正常、熟悉的

麻雀壓壓驚，而且因

為常見，比較了解。

後期做報告十分順利

（只是我對用那個做

報告的程式有障礙），

我真是做了明智的選

擇，果然是聰明人

（得意）。 

 

朱連

雀 

背景花紋

以木質紋

理呈現，

能和鳥類

生活起居

處相呼

應，鳥類

神情生

動，資料

完整，

佳！ 

這次的活動，我覺得

很好玩，因為可以認

識很多不同的鳥類，

又可以學習鳥類更細

節的畫法。因為我平

常很少畫鳥，所以這

次活動也是增加鳥類

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