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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張倩菁 

實施年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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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比個美例構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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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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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色彩構面，校園色彩的採集活動啟發學生視覺對於色彩的視覺反應，發現生活環境色

彩的差異。色彩體驗與實作將校園周圍的色彩運用於棉繩染製，將色彩運用於隨身姓名條

中讓色彩進入生活當中，並讓色彩搭配融入學生生活經驗。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曾經學習過基本設計概念，點、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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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活動簡介： 

我們的生活周遭就藏匿著許多可以探究的美感要素，本單元討論學生日常生活當中的飲料包裝

開始，學校的合作社或超商所販售的飲料容積與外觀包裝的比例，透露出各種比例的巧思，使

學生透過實際測量與紀錄，相同容積卻因不同的飲料包裝之高、矮、胖、瘦比例，給予的視覺

上的差異，從比例 KIT 的操作回應至日常生活當中的穿衣技巧，發現身高比例與腰身位置所造

成的身長視覺差異，以及相同高度的比例區塊內切割成不同幾何圖形與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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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校園建築 

2. 人體比例 

3. 書籍版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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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描繪 

2. 構圖法則 

3. 基礎切割技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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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之美 

2. 構圖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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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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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 

單元目標 《超級比一比》 

生活中的比例，觀察生活中的飲料寶特瓶。 

操作簡述 
A.分組蒐集相同容量的小寶特 

B.單元任務：描繪出輪廓比例剖面，並切割出

寶特瓶外輪廓的紙板備用。 

2 10/5 單元目標 
《日常生活的穿搭哲學》 

觀察人體比例，從古典比例美學如何造成的

具美感的比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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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A. 日常生活的比例運用，身體比例與穿衣搭

配。 

B. 從維特魯威人到穿衣哲學。 

C. 單元任務：利用《超級比一比》製作的紙

板進行小組間不同的色塊比例安排。 

3 10/12 

單元目標 《關於希臘柱式的奧秘》 

希臘柱式的比例美感，建築比例怎樣才美？ 

操作簡述 
A. 前兩堂課的立面比例，延伸學習希臘柱式

的古典建築之美。 

B. 單元任務：欣賞建築中的比例構成。 

4 10/19 

單元目標 《虛實之間的比例》 

空間的虛實是什麼？ 

操作簡述 

A. 看見比例當中的虛實安排，製作水泥器皿

外模型，可做花器、多肉植物的盆栽、筆

筒等。 

B. 單元任務：利用統一的見方牛奶盒子製作

水泥器皿的外模型，搭配黏貼珍珠板做虛

實之間的比例構成安排。 

5 10/26 

單元目標 《清水混泥土》 

考量容器可能是?水泥灌模技巧。 

操作簡述 
A. 欣賞安藤忠雄清水混泥土的生活案例 

B. 單元任務：依比例調製水泥並灌模，視情

況將水泥做漸層的染色。 

6 11/2 

單元目標 《水泥器皿》 

容器與內容物的關係與空間的關係。 

操作簡述 
A. 完成與作品欣賞  

B. 單元任務：水泥器皿脫模與用銼刀砂紙打

磨修飾加上淺浮雕質感至精細。 

四、預期成果：  

本單元課程設計讓學生觀察生活周遭的比例關係，並連結古典美學的比例之美與藝術家作

品，體會具美感與合宜性的比例安排，透過實際生活案例與比例色塊操作的穿衣比例搭配落實

於生活層面，最後將所學的體積與面積的比例概念，製作一個實用器皿，落實創客精神，將所

學的比例構面應用時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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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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攝影師之眼：數位攝影的思考、設計和構圖（10 週年數位修復珍藏版）The 

Photographer’s Eye: Composition and Design for Better Digital Photos 原文作

者： Michael Freeman 出版社：大家出版  

2. 設計幾何學（暢銷紀念版）：發現黃金比例的永恆之美 Geometry of Design: Studies 

in Proportion and Composition 原文作者： Kimberly Elam 出版社：積木  

3.  平面構成（第 5 版）作者： 夏鏡湖 出版社：崧燁文化  

六、教學資源： 

美感電子書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The%20Photographer%E2%80%99s%20Eye%3A%20Composition%20and%20Design%20for%20Better%20Digital%20Photo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The%20Photographer%E2%80%99s%20Eye%3A%20Composition%20and%20Design%20for%20Better%20Digital%20Photo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Michael+Freeman/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commonmaster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Geometry%20of%20Design%3A%20Studies%20in%20Proportion%20and%20Composition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Geometry%20of%20Design%3A%20Studies%20in%20Proportion%20and%20Composition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Kimberly+Elam/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vf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4%8F%E9%8F%A1%E6%B9%96/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sung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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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組蒐集相同容量的小寶特 

2. 單元任務：描繪出輪廓比例剖面，並切割出寶特瓶外輪廓的紙板備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必須要彼此協助，並且要仔細觀察不同瓶身之間的差異 

2. 可先將曲線撇除以後將不同段的高先去規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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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日常生活的比例運用，身體比例與穿衣搭配。 

2. 從維特魯威人到穿衣哲學。 

3. 單元任務：利用《超級比一比》製作的紙板進行小組間不同的色塊比例安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透過不同的身體密碼讓學生了解身體彼此之間的關係（比例） 

2. 可以以他們最日常的校服讓他們知道穿衣方法在比例上會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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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前兩堂課的立面比例，延伸學習希臘柱式的古典建築之美。 

2. 單元任務：欣賞建築中的比例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可以透過學生實際描繪知道希臘柱式的差異和細節處 

2. 播放應用這些柱式的建築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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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看見比例當中的虛實安排，製作水泥器皿外模型，可做花器、多肉植物的盆

栽、筆筒等。 

2. 單元任務：利用統一的見方牛奶盒子製作水泥器皿的外模型，搭配黏貼珍珠板

做虛實之間的比例構成安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從希臘式建築的柱式去了解虛實如何設計出花樣，並且思考從內部添加之後，

最後成果會呈現什麼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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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欣賞安藤忠雄清水混泥土的生活案例 

2. 單元任務：依比例調製水泥並灌模，視情況將水泥做漸層的染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必須要去了解水泥與水的比例拿捏，有時候儘管依照正常比例去做調和，都有可

能會因為天氣與濕度的關係需要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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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完成與作品欣賞  

2. 單元任務：水泥器皿脫模與用銼刀砂紙打磨修飾加上淺浮雕質感至精細。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賞析學生完成的作品並且教導水泥的養護方式 

2. 透過自己製作的水泥器皿種植多肉植物，並且欣賞植物與容器之間的比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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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透過七年級美感課程的基礎下開始有了審美與自主思考的能力，尤其

在觀察比例的時候，都能找出最適切的比例原則，儘管難以藉由說明表示，但

都會說出：「這樣比較美」。他們也驚呼原來比例存在空間之外，也存在自己的

身體，許多學生現在上了這堂課之後，見面就問：你幾頭身？ 

美感課程的最後一個階段：「製作水泥器皿」幾乎每個學生都玩瘋了，他們

無法想像自己也能製作出一個水泥器皿，甚至脫模那一刻都驚呼起來，這個課

程的確讓美感這件事情真正的融入在他們生活之中，並且透過課程上的操作，

自己也能參與美感的一環，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學習如何透過搭配讓身形更好看。 

2. 原來身體的各部位都有一定的比例準則。 

3. 原來比例可以影響給人的感受。 

4. 水泥和水分的調整比例真的很難拿捏。 

5. 儘管我們不像歐美人的先天條件那麼好，但我們可以透過穿搭技巧，讓自

己的身體看起來跟他們一樣修長。 

6. 製作水泥器皿的模板是最困難的部分。 

7. 顏色也會影響到視覺上的比例。 

8. 原來水泥在製作完成之後還要用水養護才會更堅固。 

9. 以前都不知道自己身形要怎麼穿衣服，現在知道了。 

10. 充分了解「維特魯威人」背後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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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使用情形 

一、109 學年度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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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09 學年度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同意無償將 109 學年度 1、2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之成果報告之使

用版權為教育部所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

立交通大學（總計畫學校）於日後直接上傳 Facebook「108 至 110 美感與設

計課程創新計畫」粉絲專頁或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

摩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請學校不得異議。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                        (請用印) 

(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  

聯絡人及電話：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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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至 110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茲同意授權作者（以下簡稱乙方）於

＿＿＿＿＿＿＿＿課程以及演出活動中，以拍照及錄影方式記錄過程，並同意

照片及影像（統稱肖像）做為未來非營利之教學、學術研究或出版之使用。有

關肖像使用權參閱下列事項：  

一、乙方謹遵守肖像內容以上課教學與演出過程為主，不涉及學員私人領域。 

二、乙方謹遵守肖像做為教學、學術研究或出版之使用，非其他用途。 

三、甲方同意拍攝肖像歸乙方所有，並可依上述需要，製作剪輯或說明。 

四、乙方已事前徵求甲方同意，事後不再另行通知。 

五、雙方簽署授權書後，開始生效。 

甲方(學生) 

立授權書人：                     

法定代理人：                    (簽章)關係：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乙方 

學校: 

教師：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