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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授課教師 游舒雅 

實施年級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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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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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搭配美感通識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5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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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八年級 

班級數：6 班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學年度第     學期，    區               學校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參考美感構面：                    參考關鍵字：        、         、            

■ 無                                                  

課程名稱：墨鏡型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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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中  七   年級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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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已於小學階段接觸美勞課程，對於藝術有了初步的概念及經驗，但仍需有系統性的課程引

導，逐步建構對於美的感知能力與素養。 

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青春期的國中生最在意外表，在整日須穿著制服的規範下，唯一能花點心思打理的地

方就屬臉部了。因此本課程將讓學生透過認識比例、測量比例、賞析合宜比例，最後回歸到審

視觀察自己的臉部比例。透過這一系列的課程安排，讓學生們學會運用比例美感，來修飾自己

的外在，課程後半部將讓學生學習製作一副適合自己的墨鏡，設計過程中比例的分吋，都需要

再三思考與調整，相信如此貼近學生需求與渴望的美感課程，最終能將比例的美學素養內化到

學生的心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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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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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單元目標 認識何謂比例，並能找出日常生活中的比例關係。 

操作簡述 
教師透過美感教育入門電子書與自製的投影片，帶領學生發現

日常生活中比例的存在。 

2 10/12 

單元目標 延續上一堂課對於比例的概念，將探索人體的比例關係 

操作簡述 

發下布尺，讓學生們嘗試丈量身體之各個部位的比例，由四肢

到軀幹，最後對照鏡子測量臉部五官的細部比例，學生們將丈

量的數據記錄於學習單上，藉此對於自身比例有基本的概念與

認識。 

3 10/19 

單元目標 
了解合宜比例與臉部美感度之關係，以作為後續課程發展的基

礎概念。 

操作簡述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找出心目中所認為五官比例最合宜與最衝

突的兩位名人，並試著分享討論該位名人所配戴的墨鏡飾品等

遮蔽物，在臉部面積中所佔的比例，對於整體美感度之影響。 

4 10/26 

單元目標 尋找適合自己臉型的比例造型 

操作簡述 

透過學習單的引導，學生準備一張自己的「放大版證件照片影

本」，再利用黑卡紙裁剪黑色塊面，放置於證件照影本上做分

析比對，嘗試思索不同比例份量的黑色色塊，在臉部所帶來的

視覺影響，並且從中找出適合自己的合宜造型比例。 

5 11/2 

單元目標 
利用上一堂課分析比較的結果，找出最合宜的比例配置，自製

一副適合自己臉型比例的墨鏡 

操作簡述 
延續上一堂課的探索結果，學生再利用黑色卡點西德、暗色玻

璃紙、紙板等材料，自製一副適合自己臉型比例的墨鏡。 

6 11/9 

單元目標 墨鏡造型前後的交流與分享 

操作簡述 

學生將戴上自製墨鏡的前後特寫照上台分享，讓全班感受造型

前後的差異對比。學生觀摩與賞析同儕的作品，交互分享設計

概念與創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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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成果： 

1.學生能認識合宜比例之美感。 

2.學生能觀察與分析自身的比例狀況。 

3.學生能思考不同比例所呈現的視覺影響與效果。 

4.對於生活中的比例關係具美感判斷的能力。 

 

三、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無參考書籍 

四、教學資源： 

美感教育入門電子書：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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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透過美感教育入門電子書與自製的投影片，帶領學生發現日常生活中比例的存在，找出

日常生活中的比例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學生能透過教師的引領與解說，建構對於比例的認知與概念。 

 

2.透過投影片的範例，賞析比例對於所處環境美感的影響力。 

 

3.學生能了解合宜的比例關係對於美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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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發下布尺，讓學生們嘗試測量五官之各個部位的細部比例，學生們將丈量的數據記錄於

學習單上，藉此對於自身比例有基本的概念與認識。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實際的動手測量，讓布尺上面的刻度記號，如實地標記下來，學生將透過這樣的操作練

習，讓臉部五官比例明確的數據化，同儕間再進一步相互交流，透過彼此的討論與分享，認

識自我與他人的比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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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找出心目中所認為五官比例最合宜與最衝突的兩位名人，並試著分享討

論該位名人所配戴的墨鏡飾品等遮蔽物，在臉部面積中所佔的比例，對於整體美感度之影響。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程的趣味性，在於學生各自對於比例合宜與衝突的人物代表，各有不同的看法與意見。再

決定要以哪些人物作為代表時，學生必須對組員們闡述自己的想法與認知，而在彼此的討論

交流過程中，各自對於比例的看法是否絕對正確，已經不是最為重要的了。本課堂的核心價

值，就在於對比例想法的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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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學習單的引導，學生準備一張自己的「放大版證件照片影本」，再利用黑卡紙裁剪黑色

塊面，放置於證件照影本上做分析比對，嘗試思索不同比例份量的黑色色塊，在臉部所帶來

的視覺影響，並且從中找出適合自己的合宜造型比例。 

C 課程關鍵思考： 

放大的證件照確實能讓學生仔細的觀察自己五官的比例配置，而延續前面幾堂課的概念，學

生們在操作過程中將會運用不同大小面積的黑色色塊，取代墨鏡的鏡片。黑色卡紙的剪裁方

便，加上剪裁失敗了、比例不合宜了，能夠捨棄再立即取得新的黑色色塊，如此操作的便利

性與簡單化，讓學生們能更大膽的嘗試比例的安排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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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延續上一堂課的探索結果，學生再利用黑色卡點西德、暗色玻璃紙、紙板等材料，自製一副

適合自己臉型比例的墨鏡。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堂課乃前一堂課的進階延伸，將已找出的合宜比例色塊作為範本，實際利用材料工具進行

創作，目的是希望讓原本只上平面的比例構想，能夠透過立體化的墨鏡作品，讓學生們能戴

在臉上，親自感受黑色墨鏡比例為自身五官所帶來的改變與效果，進而強化合宜比例在整體

美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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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將戴上自製墨鏡的前後特寫照上台分享，讓全班感受造型前後的差異對比。學生觀摩與

賞析同儕的作品，交互分享設計概念與創作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堂課能見到每位學生輪流上台展示墨鏡的配戴效果，同時也產生許多『笑果』。學生對於

同儕的臉部變化，往往很直接且具體的給予評價，也因此比例的合宜與否，往往就馬上見分

曉。教師刻意要求某兩位五官比例差異極大的學生，彼此製作的墨鏡互換再配戴，進而引起

全班的驚呼聲，因為兩者的墨鏡只適合本人配戴，一旦互換之後，馬上能感受到明顯的差異

性與不協調感，也因此更顯得墨鏡比例合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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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在原本的課程計畫中，課堂二是規劃讓學生們使用布尺測量全身的比例，最

後再進一步縮小測量範圍，去測量臉部五官的比例尺寸。但是實際課堂中，

教師考量到課堂的教學時間有限，為了讓學生更具焦在五官比例的認識與探

索，以便讓後續製作墨鏡時能夠更為精準的掌握比例，因此決定修改原訂的

課程計畫內容，刪除測量身體比例的部分，直接進行五官比例的量測。 

 

(2) 國中生畢竟在青春期，對於外表的美感其實十分在意。本次課程設計跳脫一  

般的傳統美術教學方法，讓學生從實體測量、名人五官比例研討、自身比例

探索，到最後的墨鏡實體創作，讓學生在不枯燥無聊的過程中，不斷地探索

比例的存在，最後也潛移默化地讓比例美感的概念逐步地建構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