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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10341 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 32 號 

實施年級 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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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8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大稻埕的在地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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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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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此次學生為七年級新生，國小應學習過色彩學的相關知識，課堂開始會先重新介紹色

彩 學與色票使用方式，並與社會科教師共備，先由社會科介紹大稻埕文化特色後，再帶學生

實地採集大稻埕色彩。 



2 

一、課程活動簡介：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位於大同區、鄰近大稻埕,校舍也曾為德意志帝國駐台官方領事館,因種種機

緣,本校也一直在設計在地文化-大稻埕相關的彈性課程。而 21 世紀的教育應具多元視野,營

造機會讓學生探索與感受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且引導使學生運用其感官、知覺和情感辨

識藝術的特質與意義。故視覺藝術科欲藉由帶領學生認識大稻埕、探索大稻埕再採集當地色

彩並作分析,學習溝通、表現、創作與發表,豐富其身心靈,涵養美感素養與宏觀視野,感受生活

的幸福。 

此次課程是以今昔大稻埕的比較開始,藉由影片與照片讓學生對於大稻埕的變化產生興趣,以焦

點討論方式請同學觀察、比較、分析、表達所看見的大稻埕,以郭雪湖所畫的南街殷賑的畫作

出發。另外,老師先將大稻埕分為四個主題:「建築物」、「茶葉商行」、「食物」、「大稻埕碼頭」,

請同學先找出主題和地點後做分組踏查,請各班找出大稻埕五種色彩後,請同學完成「在地色彩

色票」,從表現、鑑賞與實踐的學習過程,認識大稻埕色彩、體驗美感經驗,創造藝術的價值,從

而領悟生命及文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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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觀察生活周遭的環境 

      2.觀察環境色彩及蒐集彙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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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踏查與調查 

    2.平塗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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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學 

2.美的形式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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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學校彈性課程-大稻埕，從認識大稻埕色彩，讓學生更認識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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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單元目標 認識色彩-自己的色彩 

操作簡述 
先介紹簡單的色彩學概念，再帶學生從認識自己與色

彩的關係 

2 11/18 

單元目標 認識色彩-城市的色彩及認識大稻埕 

操作簡述 
從都市變電箱改造計畫，探討城市與色彩的關係，而

代表大稻埕的色彩又會是哪些呢?要如何採集呢?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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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期望能透過認識大稻埕歷史與實地採集大稻埕色彩的參與,培養學生對在地藝文環境的關注

態度。 

昔大稻埕的介紹，再帶到大稻埕有哪些特色及產

業認識，讓同學們知道可以從哪些面向去採集道

地的大稻埕的特色，而這些特色上的顏色可以做

為是大稻埕色彩。 

3 11/25 

單元目標 踏查地點資料收集 

操作簡述 
小組分組，每組討論要採集的地點與路程，運用

Ipad 上網搜尋其地點的特色。 

4 12/2 
單元目標 大稻埕色彩採集(連兩節課) 

操作簡述 學生實地踏查大稻埕，採集當地色彩 

5 12/9 
單元目標 大稻埕色彩採集(連兩節課) 

操作簡述 學生實地踏查大稻埕，採集當地色彩 

6 12/16 

單元目標 色彩整理 

操作簡述 

從採集到的地方色彩照片中，經過小組討論，找

出最符合主題的色彩，寫下色彩特色與選取原

因。 

7 12/23 

單元目標 大稻埕五色產出 

操作簡述 

每組上台報告，闡述各組選色的依據及色彩特

色，最後全班統一選出五色，即為大稻埕五色。

此色彩為之後創作的基本色彩。 

8 12/30 

單元目標 大稻埕在地化色彩色票製作 

操作簡述 

各組將最具大稻埕代表性的建築或產業或物品中

的色彩製作成色票，並與其他組別所採集到的色

票統整成富有在地特色的色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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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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雅翠絲．艾斯曼，齊斯．雷科，《PANTONE 色彩聖經》，臺北:漫遊者，2011 年。 

2. 莉雅翠絲．艾斯曼，《配出你夢想的居家色彩》，臺北:原點，2010 年。 

3. 林昆範，《色彩原論(第三版)》，金華圖書，2013 年。 

4. 林品章，《造形原理-藝術.設計的基礎》，金華圖書，2009 年。 

5. 歐力米視覺工作室，《色彩學》，拓客，2017 年。 

 

六、教學資源： 

1. 電腦等資訊設備 

2. 美感教育網站 

3. 學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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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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原本預計做的環保杯杯帶改成大稻埕在地文化色票，更具有文化代表性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認識色彩-自己的色彩 

A 課程實施照片：(課程學習單) 

    

B 學生操作流程： 

1.認識初階色彩學 

2.認識色彩與情緒及自己的關係 

3.與兩兩分享各自的想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1.色彩的定義 

2.色彩對情緒是否有影響?為什麼? 

3.思考色彩對生活的影響? 

4.探索色彩與自己的關係。 

 

 

 

 

課堂 2-認識色彩 2-城市的色彩及認識大稻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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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課程學習單) 

 

B 學生操作流程： 

C 課程關鍵思考： 

1.都市變電箱改造計畫的色彩策略為何? 

2.臺北市是否需要都市色彩改變的策略呢? 

3.臺北市的色彩可以怎麼改造?你所選出代表城市的三個色彩為何? 

4.你看到的大稻埕的色彩為何?從影片中看到哪些具代表產業? 

 

 

 

 

 

 

 

課堂 3-踏查地點資料收集及課堂 4~5-大稻埕色彩採集(連兩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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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

照片：(課程

學習單) 

   

B 學生操作流程： 

C 課程關鍵思考： 

1.查出踏查的路線規劃圖。 

2.從踏查中發現大稻埕有哪些色彩，為什麼? 

3.這些顏色分別是從哪裡採集的? 

4.哪些是你認為最能代表大稻埕的色彩，為什麼? 

 

 

 

 

 

課堂 6-色彩整理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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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課程學習單) 

 

 

 

 

 

 

 

 

 

 

B 學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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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色彩採集的地點與靈感為何? 

2.小組成員為何覺得這五種顏色可以做為大稻埕代表色彩? 

3.說明色彩採集的過程與心得。 

 

 

 

課堂 7~8-各組大稻埕在地化色彩色票製作，今年度大稻埕代表色彩投票選出 

A 課程實施照片：(課程學習單 

 

B 學生操作流程： 

1.各組從所採集的五種顏色中，找出一到兩個色彩自行用壓克力顏料調色，完

成最終小組所推出的大稻埕代表色色票。 

2.各組派員說明色彩特色與靈感。 

3.七年級同學從色票再投出心目中最具大稻埕代表的色彩，最高的五種顏色，

即為今年大稻埕代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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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之後其他科目的大稻埕課程可以這五色為延伸創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1.看到同學們所提出的大稻埕代表色彩，你們有發現什麼呢? 

2.色彩偏為何種色系?為什麼? 

3.試著說明色彩配色的原則有哪些? 

4.這些色彩代表哪些產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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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人很喜歡這個社區色彩採集的課程，帶學生實地探訪大稻埕，並與商家

互動，學生對於學校所處之地會有更深一步的連結，也產生更多情感。 

2.大稻埕是十分有底蘊與文化的地方，此課程與校內社會科與綜合領域教師

共備，讓同學從文化、產業及色彩三個方面認識大稻埕，效果十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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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次課程放在對大稻埕的認識、色彩的採集與色票平塗技巧，大稻埕文化

五色選取出來之後，將再其它課程做發展，如此才可以更加強深學生們對色

彩的感覺與感動。 

4.而帶出去踏查需要兩堂課程連課的時間較充裕，最好事先先和教務處溝

通，或自行與其他老師協調，將單堂課連排成兩堂，若只有一堂，容易造成

走馬看花的狀況。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學生學習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