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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333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 100巷 20號  

實施年級 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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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學生人數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色光練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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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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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能操作工具:如剪刀、美工刀、接著劑的運用。 

2. 具備色彩三原色的概念。 

3. 基本電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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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簡介： 

 

    本單元著重在色彩學中「色光」的應用。課程引導同學觀察色彩在大氣下的變化，體驗自

然環境帶來的色彩之美。探索從自然光而來的固有色，能區別物體色與環境色再引導同學觀

察燈泡、平板等資訊設備的人造光源色彩，探討顯示器的色差和物體色的異同，以色光三原

色的生成色彩，學習色光三原色的混色知識。 

    課程以「觀察」、「欣賞」、「理解」、「歸納」、「操作」五個關鍵詞彙作為知識架構，每堂

課中以一個詞彙作為主要的學習重點。 

「觀察」：連結固有色｜區別物體色、環境色。「欣賞」：欣賞光源色，如花窗玻璃、公東教

堂。「理解」：RGB 色光混色與影子補色、物體色混色。「歸納」：色光對物體色彩的影響，顯

示器色差和物體色的色差。「操作」：以白光燈座為底，使用玻璃杯、玻璃紙、水、彩色玻璃

珠、三原色色母等介質操作色光的調色練習，同學對於色彩光線的知識可以遷移到環境色的

產生，和燈光設計等人造光源的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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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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植物在不同時間點，陽光下的色彩。 

2. 不同品牌顯示器的色彩差異。 

3. 家中燈光的色彩、燈泡上的標示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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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光三原色混色。 

2. 色光三原色調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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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生成與三原色混色，固有色、物體色、環境色的概念。  

2. 燈光設計：照明的空間質感，燈光照射在物體上的質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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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光與色彩。 生活科技/燈具、電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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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10/16  

單元目標 

關鍵詞彙：[觀察] 

對色彩有感： 

1. 自然光線的觀察。 

2. 連結固有色｜區別物體色、環境色。 

操作簡述 1. 選一片葉子，觀察它在不同日光直射和陰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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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並描繪下來。 

         ＊提問： 

         同學分別在什麼樣的光線下描繪這片葉

子？ 

2. 請畫出今天的天氣型態，晴天、陰天會影響到

物體的色彩變化。 

2 
10/19- 

10/23  

單元目標 

關鍵詞彙： [欣賞] 

欣賞光源色： 

1. 說明光源色的概念。 

2. 花窗玻璃、公東教堂。 

操作簡述 

1. 教師以簡報講述各種不同的光源產生的差異，

如燭火、燈泡、顯示器。 

2. 播放花窗玻璃、公東教堂影片感受色光之美。 

3 
10/26- 

10/30  

單元目標 

關鍵詞彙： [理解] 

1. RGB 色光混色與影子補色。 

2. 物體色混色。 

操作簡述 

1. 以 RGB 三色手電筒做色光混色實驗。 

2. 將三色手電筒投射在蠟筆上，觀察其混色變

化，並描繪色彩記錄在學習紀錄單上。 

4 
11/2- 

11/6  

單元目標 

關鍵詞彙： [歸納] 

1. 色光對物體色彩的影響。 

2. 顯示器色差和物體色的色差。 

操作簡述 

1. 同學依據上堂課的學習紀錄單，討論並歸納

RGB 三色色光照射在蠟筆上，蠟筆色彩的表現

變化。 

2. 教師以提問總結前四堂課的學習內容。 

         ＊提問： 

        顯示器色差和物體色的差異，形成原因是一

樣的嗎？為什麼？ 

        同學分組討論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5 
11/9- 

11/13  

單元目標 

關鍵詞彙： [操作 1] 

以白光燈座為底，使用玻璃杯、玻璃紙、水、彩色玻

璃珠、三原色色母等介質做色光的調色練習。 

操作簡述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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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認識人造光與人造光源的應用。 

2. 學會色光三原色的混色，與物體色的關係變化。 

3. 能理解科技元件與簡單的電子迴路。 

4. 能感知色溫與環境氛圍的關係。  

 

 

1. 在 LED 白光燈座上（光線從底部往上投射）堆

疊透明玻璃杯，觀察光線透過介質的光影質

感。 

2. 加入彩色玻璃珠，觀察光線透過玻璃珠的折射

與色彩變化。 

3. 同組互相討論與發表觀察心得。 

6 
11/16- 

11/20 

單元目標 

關鍵詞彙： [操作 2] 

以白光燈座為底，使用玻璃杯、玻璃紙、水、彩色玻

璃珠、三原色色母等介質做色光的調色練習。 

操作簡述 

操作步驟：  

1. 延續上一堂課的課程內容，加上水、色母、玻

璃紙等透光物質增加材料的複雜度。 

2. 分組討論，產生作品主題與分組發表製作心

得。 

3. 教師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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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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一看就想買的 9 個祕密:從蘋果、星巴克到麥當勞都在用的視覺行銷法則，靠顏

色、光線與擺設，讓銷售飆 10 倍！。李朗州。徐若英(譯)。商周出版。台北：2017。  

2. 顯示色彩工程學(第二版)。胡國瑞、孫沛立、徐道義、陳鴻興、黃日鋒、詹文鑫、羅梅

君 。全華圖書。新北市：2011。 

3. 色彩新論:從心理設計到科學應用(2 版)。中華色彩學會。五南。台北：2019。 

4. 現代色彩學:色彩理論、感知與應用(第三版)。戴孟宗。全華圖書。新北市：2015。  

5. 生活美感電子書。  

 

 

 

六、教學資源： 

 

 

1. 電腦、投影機等資訊設備。 

2. 教學電子檔案。 

3. 學習單。 

4. 各種色彩的小物件，如：玻璃杯、玻璃紙、水、彩色玻璃珠、亮粉、三原色色母、

RGB 手電筒 、LED 燈底座。 (物體色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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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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除掉暗箱的製作，每堂課程以學習詞彙定錨課程重點，關鍵詞彙作為課程的認知架

構，最後以兩堂的透光介質材料實驗結尾。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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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同學選擇一片葉子，先觀察葉片的型態，再觀察葉片的色彩。 

2. 將葉片放置在不同光線下，如：抽屜、走廊、陽光下，觀察葉片的色彩變化。 

3. 將日光下的葉片正面觀察與陰影下的葉片正面觀察，用色鉛筆描繪下來。觀察重點

在葉片的色彩，葉片的造形不用十分精準。 

4. 描繪今天的天氣型態，因為日光多寡會影響色彩變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連結：固有色，區別：物體色、環境色。 

2. 晴天、陰天會影響到物體的色彩變化。 

3. 關鍵點是色彩，物體造形就不列入檢核，讓同學能專注於色彩觀察。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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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同學回答教師提問，認識色彩三要素：色相、明度、彩度。 

2. 學習流明度和瓦數的概念，能理解燈泡包裝上的文字說明。 

3. 欣賞巴黎聖母院與公東教堂的花窗之美。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辨別明度和彩度的不同。如左上圖示例，2 個同色系相較何者明度高？何者彩度

高？ 

2. 如何讓流明度和瓦數的概念做學習遷移？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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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 RGB 三色手電筒投影出影子補色（色光補色概念引導）。 

2. 分別以 RGB 三色手電筒，打在紅色、綠色、藍色三種顏色的蠟筆上，同學觀察明度

與彩度有什麼不同，並以色鉛筆畫下觀察的色彩（複習物體色的概念）。 

3. 請同學多加注意明度上的變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影子補色的色彩為洋紅、黃、青色，近似於色料三原色。 

2. 加法混色和減法混色有何不同？如何畫出加法混色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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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同學繼續上一堂課未完成的內容。 

2. 討論並歸納 RGB 三色色光照射在蠟筆上，蠟筆色彩的表現變化。 

3. 分組發表討論結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顯示器色差和物體色的差異，形成原因是一樣的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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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在 LED 白光燈座上（光線從底部往上投射）堆疊透明玻璃杯，觀察光線透過介質的

光影質感。 

2. 加入彩色玻璃珠，觀察光線透過玻璃珠的折射與色彩變化。 

3. 同組互相討論與發表觀察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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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半透明的介質使光線折射產生的視覺效果實驗。 

2. 鎖定單一光源，同學比較容易觀察。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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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延續上一堂課的課程內容，加上水、色母、玻璃紙等透光物質增加材料的複雜度。  

2. 分組討論，產生作品主題與分組發表製作心得。 

3. 教師總結與複習課程的知識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以上一堂課的操作為基礎，加入介質的色彩變化。 

2. 加入移動光源（手電筒），同學觀察光線的折射效果。 

3. 學習評量主要依據同學分組討論投入程度與個人發表，並在每個知識點上讓同學發

表聽懂的程度（簡單舉手），再依照每班的程度做加強口述引導。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從 104-2 開始申請美感課程，到 109 學年度才開始了解能精確的掌握每堂課的精髓，

能更有效的掌握時間運用。 

2. 相較初始的課程計畫有較大的修正，原因有二：同學的先備知識條件與課程架構的再

思索，嘗試用更精要的方式解決複雜的色彩學與色光概念。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同學階段性的學習成果以錄影方式呈現，請參閱錄影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