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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美感教育與設計創新計畫 

109學年度教師課程實驗計畫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基本設計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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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綜合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壹、計畫依據： 

教育部108年10月1日臺教師(一)字第1080114704號函核定「108年至110年美感與設

計課程創新計畫－總計畫學校工作計畫」項下方案，以提升教育工作者美感知能，建構

視覺藝術領域之美感紮根與設計創新課程，精進並發展中學階段美感教育課程與教案，

鼓勵永續運作相關學習社群，分享教學經驗，建立完善支持系統。 

貳、工作目標： 

一、建構可落實於視覺藝術課程之美感教育通識課程及學習地圖。 

二、培育「美感教育與設計創新計畫」之社群學校暨種子教師群。 

三、實踐「美感通識與設計創新課程研發」、「教學實踐」、「教材推廣」三者循環

運作之模式，以有效推動「美感與設計創新計畫」。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 

肆、教學對象：全國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1、2、3年級之在學學生。 

伍、申請師資： 

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或高中藝術領域之「美術」或「藝術生活」

科，具備二年以上教學經驗之現職專任教師。（離島偏鄉學校，由計畫審查確認者，不

受此項資格限制） 

陸、執行方式： 

1. 申請之種子教師由各區基地招募後，遞交申請表，經109年4月份美感與設計課程創

新計畫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後，進行相關課程發展任務。 

i. 課程執行說明： 

2. 中等學校種子教師（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每學期以生活為題發展單一

構面課程，進行該校美感課程地圖之規劃，並於該校視覺藝術科目中，執行為期一學

年，上下學期各六小時（建議不超過十小時）美感通識課程。 

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如因視覺藝術相關科目（美術、藝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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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視覺應用）於總體課程規劃僅一學期或一學年者，則可以生活為題之綜合構面方式

發展，進行該校美感課程地圖之規劃，並執行為期一學年，上下學期各六小時至十二

小時之美感通識課程。 

4. 以上課程應至少執行四班。 （離島偏鄉學校，由計畫審查確認者，不在此列。） 

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如任職學校於新課綱實施後，預備辦理基本設計加深加廣

課程，並已於課程總體計畫審查平台登錄（http://course.tchcvs.tc.edu.tw），則亦可

以基本設計加深加廣選修或是設計多元選修課程參與本計畫，其課程可使用相同課程

兩學期或一學年為單位規劃，其班級數以一班以上選修。若基本設計選修僅開設一學

期者，另一學期則須執行六小時美感通識課程。 

6. 課程計畫於109年5月1日前將申請計畫書及108學年經費規劃，並逕送所屬基地大學

備查，經核心團隊發布修正備查意見後，於6月30日前完成修正，通過後施行。 

7. 109-1課程建議於10月1日至12月30日期間執行，109-2課程建議於3月1日至6月30

日期間執行，若109-2課程計畫及相關經費需修改請於1月30日前完成。 

8. 課程交流及共備：種子教師應配合辦理及參與本計畫之相關活動，如社群學校課程共

備、基地共學增能工作坊及講座等，並務必參與總計畫端辦理之全國工作坊。 

參與高中基本設計研發教師，建議也能參與本計畫與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合作辦理之研

習培訓。 

柒、課程經費： 

1. 經費額度：通過本計畫審核通過之種子教師，最高補助一學年新臺幣八萬元（分上

下學期撥付），用以執行課程開發及課程實踐、交流等活動，經費預算表及使用規

範請參見附件二，國私立學校老師須另附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2. 經費來源：凡屬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管轄之學校，補助款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撥

付；教育部主管之國(私)立學校補助經費，由總計畫團隊國立交通大學撥付。 

3. 其他：除上述課程研發經費，種子教師亦可經社群學校共備或基地共學，申請課程

專業支援、或可能範圍的器材設備與書籍借用、教師增能工作坊及講座、國內外參

訪遴選機會。 

4. 各項經費之支出及核結，如有虛偽不實者，應追繳其補助款，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5. 未依計畫執行、執行效益不佳者，本計畫得酌減或不予補助次年度之經費。 

捌、計畫期程：109學年度（109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 

玖、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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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管轄之 

學校教師 

教育部主管之國(私)立 

學校教師 

4月10日前 總計畫學校發文【課程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由四區基地轉發種

子教師；副知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相關行政流程。 

- 教師撰寫109學年度課程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 

5月8日前 教師核章【課程計畫書及經費表】函復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進

行【經費初審】（國私立學校函送國立交通大學）並將計畫電子

檔寄送給各區基地學校彙整。 

5月15日前 基地學校彙整後，將招募名單及計畫書交由總計畫團隊進行初審 

5月15日前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向交大總計畫團隊函報【經費初審】結果 

6月10日前 交大總計畫團隊公布初審結果 

- 【初審未通過之教師】參酌初審意見修正課程計畫 

6月30日前 教師將【修正後計畫】回傳各區基地學校，進行複審 

7月10日前 各區基地彙整種子教師【課程計畫書及經費表】 

7月15日 總計劃團隊彙整全國種子教師【計畫書與經費表】函報教育部 

8月1日 教育部核定種子教師及經費 

縣市撥付經費 

啟動課程 

總計畫撥付經費 

啟動課程 

拾、預期成效： 

(一) 美感基礎課程的累積。 

(二) 建構國高中學生美感學習之過程與結果資料。 

(三) 奠定學生美感素養培育與養成之基礎。 

拾壹、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美感通識課程計畫、基本設計課程格式如附件一。 

拾貳、經費需求：如附件二（請詳見附表說明，經費標準請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拾參、成果繳交：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110年8月31日）向各區基地學校繳交課程成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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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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臺北市大安區106臥龍街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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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 班級數 4 

教師姓名 郭秀容 

教師經歷 

教學年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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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語文領域之「國文」科                       

最高學歷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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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生活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種子教師                   

校內教師社群 

校外教師社群，如：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攝影、紀錄片教師社群                  

3.專長及特質簡述 

1.專長：藝術理論、藝術史、水墨創作、膠彩、攝影、紀錄片、定格動

畫、版畫 

2.特質：持續不斷學習與反思，滾動式修正於教學實踐。 

4.曾執行的美感構面 
構成、質感、結構 

二、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高中一年級 

班級數：4 班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7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學年度第     學期，  北  區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學校      賴玉萍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察顏觀色        

◼ 有： 106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北  區    中和國中   學校   孫菊君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中和校園配色計畫                

 有：        學年度第     學期，  中  區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學校     呂建孟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色彩美感-環境、時光、色彩與人    

 

參考美感構面：    色彩        參考關鍵字：   校園色彩  、  環境色    、  類似色與強調色          

□ 無                                                  

課程名稱：我形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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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堂 教學對象 高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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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課程108學年度下學期，因本校課程採高一上下學期班級對開，故修課學生為高中第一

次上美術課程學生，尚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在進入色彩美感課程之前，會先進行及色彩理論及色彩心理學的基礎知識，並理解 

PANTONE 配 色系統在設計及生活情境上的應用價值。另外會講解美的形式原理原則-比例、

對稱、均衡、反覆、漸變、統一、調和等課程。 

繪圖對許多學生而言是非常大的壓力來源，為減經學生負擔，在造型上採用照相描繪，透

過周哈里窗自我分析，學生擺出自認最具個性角度拍攝，且以角面像協助學生理解臉部凹凸

結構，色彩情緒引導，學習 WPAP Art 分割畫面，呈現具色彩情緒想法的自畫像。 

https://www.aade.org.tw/example/%e8%89%b2%e5%bd%a9%e7%be%8e%e6%84%9f-%e7%92%b0%e5%a2%83%e3%80%81%e6%99%82%e5%85%89%e3%80%81%e8%89%b2%e5%bd%a9%e8%88%87%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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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本單元以色彩為課程主軸，目標在「色彩的表達--以顏色的細節化變異和組合發現色彩的表

情關聯」，找到適合而不只是最喜愛的搭配，發現色彩的各種可能與變化，實踐「屬於我的

色彩配置」。透過練習，養成日常生活關注色彩的習慣，建立色彩美感自信心與討論能力，

達到色彩素養的第一步。 

  課程設計從台灣的自然環境，體會大自然之美，並反思生活場域的配色問題，從「變電箱色

彩改造計畫」談起，引導對校園色彩的感知與思考及進行校園色彩觀察、採集及記錄。進而

理解色彩在人為環境扮演的重要角色，引發孩子對生活環境有感，開啟學習色彩的動機。藉

由校園探索與觀察，發現環境中出現的色彩，利用色票找出環境中的色彩，分析具有美感的

色彩配置，體認色彩調和的重要性，並能初步應用和諧的色調與衝突的色調。學生透過過校

園色彩分析初步練習調配顏色。  

 接著透過「由名畫學配色」，使用 https://www.xuexuecolors.org.tw/  【學學臺灣文化色彩】中

名畫分析合宜配色，色彩意象與特性描述，理解生活中的色彩，除了事物的固有色外，還包

含情感意象與個性，單一的色彩沒有對錯優劣之分，而是當色彩組合時，會因為彼此的關係

以及量的多寡，產生是否適宜的選擇。 

   使用心理學「周哈里窗」透過記錄並彙整個人相關資訊，分析自我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之

間的互動，進而切入創作「我形我色」(自畫像)的美感經驗。學生先拍下一張最具代表個性的

胸像，教師以石膏角面像分析引導臉部凹凸結構，學生學習 WPAP Art 概念分割臉部塊面。轉

化 WPAP Art 的高彩度配色，練習運用合宜的色彩等進行視覺設計，尋找個人專屬的色系，創

造且分享個人色彩故事，完成我的色彩報告書。 

  評量策略與工具:評量分成兩層次，色彩配色符合能初步應用和諧的色調與衝突的色調；能

使用合宜的色彩進行自畫像視覺設計，尋找出個人專屬的色系，創造且分享個人色彩故事。

透過自評與他評，學生可以分析與欣賞色彩相關作品。 

 

https://www.xuexuecolo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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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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變電箱色彩改造計畫」談起，引導對校園色彩的感知與思考及進行校園色彩觀

察、採集及記錄。 

2.「由名畫學配色」，使用 https://www.xuexuecolors.org.tw/  【學學臺灣文化色

彩】中名畫分析合宜配色，色彩意象與特性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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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調出想要的色彩並加以應用。 

2. 2.能掌握適合宜調配色，成就學生對色彩運用的自信心，進而實踐色彩美感於生活情

境中。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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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能了解配色的重要性，從生活著眼觀察，理解色彩的相互關係。 

5. 2. 對生活的色彩進行觀察與討論。 

6. 3.掌握色彩的主調色、意象與明視度的狀況，串起學生對於環境色彩議題的理性美感

基礎與意識。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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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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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下旬 

單元目標 校園色彩大發現 

操作簡述 

從「變電箱色彩改造計畫」談起，引導對校園色彩

的感知與思考及進行校園色彩觀察、採集及記錄。

以「都市酵母」團隊於「台北設計之都」所企劃的

「變電箱改造計畫」過程影片為引導，使用日本色

研 PCCS 色彩系統之「129a 色票配色卡」為學習工

具，以小組合作之教學模式，組成「和平校園偵色

隊」，針對校園各角落嘗試進行關於校園色彩合宜

性之「調和的色彩」的觀察與實作探索研究。 

2 11月下旬 單元目標 找出「調和的色彩」 

https://www.xuexuecolo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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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針對校園色彩採集結果，尋找與之搭配合宜的「調

和的色彩」。學生以水彩顏料為調色媒材，比對

「129a 色票配色卡」，調出個人認為合宜於該校園

環境的色彩，並寫下色彩合宜搭配的理由。 

3 12月上旬 

單元目標 由名畫學配色  ( 我是誰?找尋我的色彩) 

操作簡述 

透過學學文創 -名畫色彩分析，了解藝術家創作，

除了事物的固有色外，還包含情感意象與個性。當

色彩組合時，會因彼此的關係以及量的多寡，產生

是否適宜的選擇。「禪風」給人的普遍印象是寧靜

質樸;「都會風格」可以是黑白色系的簡約，也可以

是藍色調的冷冽；「迪斯可風格」讓人想起炫目多彩

的霓虹光線；「復古懷舊」的色彩泛黃，帶著時間

感；金屬色澤，則給人「奢華」感。對色彩風格的

觀察有助於建立色彩的屬性分類，合適地配比、不

混用屬性衝突的色彩，就能相當程度地掌握色彩搭

配的品味美感。  

4 12月上旬 

單元目標 
我形我色：我的色彩情緒一，決定我的色彩的情

緒，找出我的代表色。 

操作簡述 

學生先拍下一張最具代表個性的胸像，教師以石膏

角面像分析引導臉部凹凸結構，學生學習 WPAP Art

概念分割臉部塊面。接著使用心理學「周哈里窗」

透過記錄並彙整個人相關資訊，分析自我內心世界

與外在世界之間的互動，決定我的色彩的情緒，找

出我的代表色。  

5 12月中 

單元目標 我形我色：我的色彩情緒二 

操作簡述 
 轉化 WPAP Art 的高彩度配色，練習運用合宜的色

彩等進行視覺設計，調色上色  

6 12月中 
單元目標 我的色彩報告書  

操作簡述 製作「色彩報告書」，說明與分享個人的配色理由 

四、預期成果： 

1.在色彩學理論認知基礎下，從校園環境中發現色彩、感知色彩、探索色彩、並透過校園色

彩採集行動與小組討論，經由對 PCCS 日本色研實用配色體系的理解，對「調和的色彩」配

色效果進行思辨並形成共識。 

2.學習掌握水性顏料的媒材特性，進行調色練習，成就學生對色彩運用的自信心，進而實踐

色彩美感於生活情境中。 

3.覺察生活中好的配色與不好的配色，並可以分析出好的原因？ 

4.透過名畫色彩分析，能感受、描述、運用不同配色的特點，培養對色彩的敏銳度與感受

性。 

5.最後藉由自我分析，描繪自畫像，尋找自己代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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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日本「色彩檢定」或是配色範例的書籍 

六、教學資源：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實驗課程培訓工作坊手冊  

*美感學習工具手冊指引(2016-2019教育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https://www.xuexuecolors.org.tw/  學學臺灣文化色彩 

*「XueXueColors」APP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color/ 美感電子書  色彩 

*「得利塗料2079色色卡」 

*日本色研 PCCS 色彩系統之「129a 色票配色卡」 

*https://www.pinterest.com/balbzoor/wpap-art/?autologin=true   WPAP Art 

*WPAP - Wedha Pop Art Portrait   app  

* Easy Step WPAP Tutorial  app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因課程脈絡重新調整前後架構,與若干練習。 

調整與刪除第二節課的動手調配繪製校園協調色彩。因本單元最後設定繪製個人色彩,因此

刪除繪製校園色練習。調整順序為周哈里窗--發現個人特質--由名畫色彩分析中找尋自己特

質的色彩--混色配色練習--wpap 我的頭胸像分割與上色。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校園色彩大發現 

A 課程實施照片： 

  校園色彩觀察與收集 

 

https://www.xuexuecolors.org.tw/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color/
https://www.pinterest.com/balbzoor/wpap-art/?autologi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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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色彩觀察收集與色票

對照 

 
B 學生操作流程： 

引導對校園色彩的感知與思考及進行校園色彩觀察、採集及記錄。使用日本色研 PCCS 色彩

系統之「129a 色票配色卡」為學習工具，以小組合作之教學模式，組成「和平校園偵色

隊」，針對校園各角落嘗試進行關於校園色彩合宜性之「調和的色彩」的觀察與實作探索

研究。 

C 課程關鍵思考： 

眼睛所見之物,繽紛多彩,透過限定四種主色彩選擇,學生練習找尋校園和諧色中,官那統整主

要色彩。 

練習使用紙本色票與色彩分析 app 等數位工具。使用紙本色票者,較能夠經由動手翻比對照

中,內化思考色彩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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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周哈里窗--個人特質發現與 色彩情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運用周哈里窗--和

同學分析已知我未知我的特質 彼此交流 

提供他人特質相符的色彩感覺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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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自我特質,加上他人色彩建

議  選取自我表現的四個色彩 

B 學生操作流程： 

使用心理學「周哈里窗」透過記錄並彙整個人相關資訊，分析自我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之

間的互動，決定我的色彩的情緒，找出我的代表色。 

1.已知我--先自我特質勾選 

2.他人眼中的我--由五位同學寫下對我的了解,並各自選出一種適合我的眼色 

3.已知我與未知我的特質檢核 

4.決定想呈現『我』哪種特質感覺,挑選想表現的四種主觀色彩 

(下階段與名畫作合宜配對與檢視) 

 
C 課程關鍵思考： 

運用周哈里窗透過記錄並彙整個人相關資訊，分析自我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的互動，

掌握自我特質,發展潛能、決定我的色彩的情緒，找出我的代表色。 

 

課堂3  由名畫學配色-- 我是誰?找尋我的色彩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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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畫色彩分析網站中找尋靈感 

 

 
 
名畫的色彩找出色票可以相對應的顏色,以便進行配色練習時可以對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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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色練習紙上註記色票代號與名畫資訊  於下節課混色使用 

B 學生操作流程： 

1由學學文創,搜尋和自己預想色彩相符應的名畫,進行色彩分析,分析藝術作品配色合宜之因  

2 找出相以色票 

3 標記於下節進行的混色練習畫紙之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學學文創 -名畫色彩分析，了解藝術家創作，除了事物的固有色外，還包含情感意象與

個性。當色彩組合時，會因彼此的關係以及量的多寡，產生是否適宜的選擇。對色彩風格

的觀察有助於建立色彩的屬性分類，合適地配比、不混用屬性衝突的色彩，就能相當程度

地掌握色彩搭配的品味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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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我形我色：我的色彩情緒一--決定我的色彩的情緒，找出我的代表色。 

A 課程實施照片： 

 
 
以三原色混合出四種色彩,練習色相、明度、彩度等三要素混色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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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沉浸於尋找相似色與明度彩度配色中 ,練習平塗、水分掌控等水彩技法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提供紅黃藍與白色、平塗筆調色盤等工具,水彩技法練習 

 2 學生調配出和色票相近的色彩,使用平塗筆練習小面積的平塗 

C 課程關鍵思考： 

水彩平塗技法 

水彩水分掌控 

色相 明度彩度三要素控制練習 

 

課堂5     我形我色：我的色彩情緒二---wpap 頭胸像分割與配色 

A 課程實施照片： 

 

   
 
胸像修圖轉黑白拉大明暗對比,列印 a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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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頭胸像分割上色 

 

 
 
小心調色 仔細平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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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先拍下一張最具代表個性的胸像，教師以石膏角面像分析引導臉部凹凸結構，學生學

習 WPAP Art 概念分割臉部塊面。轉化 WPAP Art 的高彩度配色，練習運用合宜的色彩等進

行視覺設計，調色上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形狀的準確度不是本次練習重點,因此使用拍照方式解決形狀困擾 。 

2因為要使用主觀色彩,因此頭胸像照片去除原始色彩干擾,轉化黑灰白色階，方便學生掌握

明度變化 

3臉部凹凸結構對學生是個困擾,運用石膏角面像提供掌握五官結構,以便分割時,較精準知道

分割線相對位置。 

 

 

課堂6  我形我色：我的色彩情緒二---wpap 頭胸像分割與配色+我的色彩報告書 

A 課程實施照片： 

 

 
 
完成『我形我色』wpap 色彩分割,和頭胸像照片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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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 wpap 作品 

 
 
 

 
進行美感我形我色成果學習單書寫 

 
B 學生操作流程： 

1完成我形我色作品最後繪製與調整 

2製作「色彩報告書」，說明與分享個人的配色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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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學習單協助學生課程回顧與整理,設計提問進行個人課程反思。 

 

附件:學習心得 

109   杜 x 萱 

四 課程反思: 

1.這個單元中我學會了什麼?(學習前後比較) 

在這個單元之前我只知道色相環（最基本的）在老師的講解下我了解到了各項顏色的差異以

及生活中的各項顏色配色。現在的我走在路上會多留意一下身邊的色彩，比較配色或者是揣

摩他今天的心情或是想表達的訊息等等等。這樣都使我的生活多了一分美感。 

 

2.對我而言學習過程中最難的是什麼?如何克服困難? 

對於水彩的熟悉度不夠 

畫著畫著就有進步了，雖然在家沒時間練習，但我相信只要多練習就會有很大進步 

 

3.心得(滿意自己作品嗎?要改進處.困惑.發現.收穫)-- 

我覺得還可以，畢盡時間緊湊。筆觸太明顯飽和度不夠高就沒辦法好好呈現真正的顏色。有

些時候顏色調不夠所以會讓筆觸跑出來啦，如果加水就會更一團糟了～總之我很喜歡這次的

課程 

 

同學 

1.這個單元中我學會了什麼?(學習前後比較) 

我學會顏色是比較出來的。比如在一大片綠色植物畫上加一個紅色的鞦韆，就算你想表達的

是綠意盎然的樹，但鞦韆成了焦點。結論是如果能善用這方法的話，你的每一張畫都會主題

鮮明，讓人印象深刻，相反的沒運用好，只會顯得很突兀。我們依照人的個性和給人的感受

幫對方配一個屬於他的顏色令我學到顏色是會讓人有感覺得，好比說紅色會讓人聯想到熱

情，藍色平靜，黃色溫暖等等...。 

2.對我而言學習過程中最難的是什麼?如何克服困難? 

我遇到的困難為要在不要看起來太亂的配色下表現出亮暗面。我克服困難的辦法為畫一下要

站遠看畫是否有太花俏，和調色盤要保持乾淨，避免顏料混濁。 

3.心得(滿意自己作品嗎?要改進處.困惑.發現.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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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滿意我的作品，顏色太多顯得太花俏，也沒有明顯的亮暗面，我遇到的困擾為不知如何

巧妙的運用現有的顏色，畫出清楚的亮暗面。經過這次的經驗，我學到該如何調配出自己想

要的顏色和利用對比色讓畫變得更吸引目光，如果下次有機會再接觸到這類作品製作，我會

吸取這次的教訓，畫出一幅讓自己滿意的畫。 

 

姓名  徐 x 婷 

 課程反思: 

1.這個單元中我學會了什麼?(學習前後比較) 

在這個單元中，從一開始的周哈里窗便讓我更了解同學眼中的自己是怎麼樣的人，且從特質

中尋找出屬於自己的顏色。 

接下來的配色練習很有趣但也有困難度；上色在頭像的作品的階段，我學到如何用光線的明

暗切割區塊，以及自己嘗試混各種顏色，常會調出意外中的顏色，十分有趣! 

 

2.對我而言學習過程中最難的是什麼?如何克服困難? 

我認為最難的是均勻地上色，因為常怕調太多會浪費，因此調的顏色不夠多，導致上色時顏

色都不均勻或是水太多，筆觸很明顯。 若將顏料一開始就想好要塗那些區塊，並調差不多的

量，就不會顏料不夠或是要加水造成的顏色不均勻。 

 

3.心得(滿意自己作品嗎?要改進處.困惑.發現.收穫)-- 

我覺得自己的作品沒有很好看，因為有很多地方的配色和上色技巧都沒有很好，但在畫的過

程很愉快!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樣子選擇顏色，其實也很舒壓，希望如果下次還有機會做這種

活動，我的畫畫能力能夠更上一層樓。 

 

 姓名 蔡 x 庭 

 課程反思: 

1.這個單元中我學會了什麼?(學習前後比較) 

我原本完全沒有色彩的概念，自從我在這堂課試著用三原色去混發現其可以混出很多不同的

顏色，當所有顏色的顏色都混在一起時彩度最低變成黑色，我覺得很好玩。我發現顏色的明

度跟顏色的比例有關，像是白色比例越高明度越高。還有周哈里窗學習單，在寫這張學習單

之前我從來都沒有去想別人的感受，寫了這張學習單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很少跟我互動的人對

我有一些不好的印象，所以我在做一件事或說話之前要先去試著想一想別人的感受。 

2.對我而言學習過程中最難的是什麼?如何克服困難? 

我覺得最難的部分是想別人的個性和情緒，因為我不太會去觀察別人的行為和情緒。其實我

只要多去跟別人互動應該就會變得很簡單。 

3.心得(滿意自己作品嗎?要改進處.困惑.發現.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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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一下自己的作品，發現我把自己的臉畫得五彩繽紛，有一些沒有同學的色彩建議得顏

色都塗上去了，不過我覺得自己畫得還算不錯，這應該可以代表我的未來前途是一片光明，

我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要勇於追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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