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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趙靖雲 

實施年級 八年級 (原定七年級，因校方更改授課年段而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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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民中學端 

班級數 11 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36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我的比例符碼 (原課程名：我的色彩符碼，因委員建議而更改授課內容)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8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先學習美的原理原則，對於美的秩序與原則有基本認識，以作為此系列美感課程的預備。 

一、課程活動簡介： 

1.拍攝黑白人像照，並探討畫面中的灰階分布。 

   先讓每位學生都拍一張強調身體局部部位的半身或頭像照片(如頭髮、額頭、手臂、臉

頰等，需佔據半身或頭像照片的大部分面積)，且此照片為黑白照。 

2.圖樣設計 

拍完之後將照片放大列印在 A4 紙上，讓學生先在上方進行簡單圖樣的設計(類似在

皮膚上刺青)，但構成圖樣的基本形狀被限定為各種大小的方形、菱形與長條形。 

3.比例構成討論 

完成後，讓學生把作品貼在黑板上進行討論；討論內容為圖樣的面積在整張相片中

比例的適切性。(原課程設計有讓學生選擇一個主色及一個主色的類似色色紙，按照圖樣

的設計進行覆蓋與排列。已刪除) 

4.熱轉印於棉布上，並以繡線縫製圖樣 

教師將學生的相片熱轉印於棉布上，學生以繡線將原設計的圖樣手繡上去，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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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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的佈告欄 

2. 零食包裝的排版 

3. 書籍、CD 封面的排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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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塊的排版與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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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彩色與無彩色(黑白灰)搭配的明度關係 

2. 色塊的排版與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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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與心理意象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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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9/30-

10/4 

單元目標 強調人物局部(特寫)照的拍攝(原課程計畫為第三節) 

操作簡述 

教師先以簡報舉出黑白人物特寫的示例，然後讓學生

思考自己局部特寫畫面安排。之後再進行拍攝。(拍

攝現場會打強光以造成更明顯的黑白灰色階) 

2 

2020/ 

10/7-

10/11 

單元目標 強調人物局部(特寫)照的拍攝與調整(因進度增加一節) 

操作簡述 拍攝學生黑白人像照、調整以及重拍 

3 
2020/10

/14-18 

單元目標 
「比例」與美感的關係 (原課程計畫為第一節，調整

為第三節) 

操作簡述 

教師於簡報中以食品包裝、書籍、CD 封面的排版，

說明版面配置中「文字」與「圖像」的比例關係以及

方向性，說明時強調文字的部分可以以整組色塊視

之。讓學生了解好的版面配置應能凸顯說明性(主

題、主角的凸顯)，並安排好其他附屬說明(配角)的份

量此種比例關係。之後讓學生操作排版學習單，練習

文字色塊與底圖的相互關係，並注意文字排列的律動

感與方向性。(原為指定學生上台操作，改為學習單

讓每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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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比例： 

學生從圖樣面積在臉部特寫面積上的比例適切性，並能延伸了解「比例」影響美感以及主題

的呈現。學生能以「比例的眼光」觀看各種物件或各種圖樣的設計，累積審美經驗。 

2.色階面積分布大小所影響的美感構成 

學生從黑白人像攝影的灰階面積分布，了解畫面美感比例的構成。 

五、參考書籍： 

1. 萩原和幸、楊家昌，《人像攝影反光板應用完全指南》(楓樹林出版社，2019-06-25) 

2. 許毅，《魅力光影：用光影決定主題人像攝影的質感與調性》(碁峰，2013-12-24) 

3. 黃霈宜、郭曉雯、許慧妍，《來刺繡吧：我的法式刺繡小時光》(大風文化，2019-11-01) 

4. 小倉ゆき子，《最基礎！刺繡針法必學 100》(瑞昇文化，2008-08-19) 

六、教學資源： 

1.簡報 2. 背景白幕 3.立燈 4.熨斗 

 

4 
2020/10

/21-25 

單元目標 人物特寫照片圖樣設計 

操作簡述 

1.設計圖樣並檢視圖樣的方向性，避免散落破碎的排

列。(加強方向性與律動的教學) 

教師將學生個人照以 A4 大小輸出，讓學生先在上方

進行簡單圖樣的設計(類似刺青)，但構成圖樣的基本

形狀被限定為各種大小的方形、菱形與長條形。並強

調圖樣的方向性，避免散落破碎的排列。 

2.調整圖樣面積在臉部特寫面積上的比例適切性 

引導學生讓其思考圖樣面積在臉部特寫面積上的比例

適切性。 

5 

2020/ 

10/28-

11/1 

單元目標 調整與製作人物特寫照片圖樣設計以及綜合討論 

操作簡述 
接續上一堂課調整與製作人物特寫照片圖樣設計並分

享學生作品、進行討論。 

6 
2020/11

/4-7 

單元目標 人物特寫照片熱轉印於棉布上 

操作簡述 學生將照片熱轉印於棉布上，並挑選繡線。 

7 
2020/11

/9-13 

單元目標 人物特寫照片繡線縫製(因進度增加節數) 

操作簡述 將圖樣設計繡於照片上 

8 
2020/11

/16-20 

單元目標 人物特寫照片繡線縫製(因進度增加節數) 

操作簡述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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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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比例」與美感的關係 (原課程計畫為第一節，調整為第三節)，改為先介紹人像攝影

以及拍攝。 

2. 原訂人像拍攝為一節課，因討論與調整時間加長，改為兩節課。 

3. 原訂直接將繡線縫製於相片紙上，改為學生將照片熱轉印於棉布上，進行縫製。 

4. 原訂作品縫製完成後可進行分享討論，因為分發繡線以及學生縫製的諸多困難，因而沒

有進行成品分享。 

5. 因改為將照片熱轉印於棉布上，進行縫製以及後續遭遇縫紉技巧的問題；因此將結合家

政課程，另發放一片有色棉布，由美術教師教授型版絹印。完成作品變成一個雙色提

袋，一面為學生個人人像攝影、一面為學生自創絹版作品。 

 

 

 

 

 

 

 

 

 



5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 課堂 1、2 –強調人物局部(特寫)照的拍攝■ 

A 課程實施照片： 

 

 

 

 

 

 

 

 

 

 

 

 

 

 

 

 

 

 

 

 

 

 

 

 

 

 

 

 

 

 

 

 

 

 

學生作品 

照片的裁切取捨 彩圖轉換為灰階 

人像拍攝 人像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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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看教師以簡報舉出黑白人物特寫的示例。 

2. 讓學生思考以及試拍自己局部特寫的畫面安排。 

3. 正式拍攝。 

4. 進入照片編輯，調整彩色照片為灰階，並調整灰階的層次。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決定人物特寫的大小以及裁切線？ 

2. 如何分配光影明暗以及面積比例？ 

3. 如何做灰階層次的細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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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3 –「比例」與美感的關係 ■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看教師以簡報舉出排版的示例。 

2. 學習單排版練習完成與討論。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安排字塊與底圖面積的分佈？ 

2. 字塊的方向性所影響的視覺律動感為何？ 

 

 

 

 

 

 

排版學習單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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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4、5 –人物特寫照片圖樣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也有速度較快的學生嘗試排列其他圖樣，以及運用多色 

 

學生排完圖樣之後，請他們在上方角落分析並畫出圖樣的方向性以作為檢討調整 

 

圖樣排列 

但最終仍選擇單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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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畫出想要的圖樣以及估算面積的大小，以調整在畫面中的比例。 

2. 裁減色紙成各式簡單的幾何形狀，如：三角形、方形 

3. 排列 

4. 以箭頭畫出圖樣的方向性，並作調整 

5. 完稿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決定圖樣的面積大小與相片人物之比例關係？ 

2. 如何決定圖樣的複雜性？ 

3. 如何決定圖樣的拼貼數量？(圖樣被分割的數量) 

4. 想表達的方向性與律動感會產生何種美感與情感？ 

 

 

 

 

 

 

 

 

 

 

 

 

 

 

 

 

 

 

 

 



10 

■ 課堂 6、7、8、9 –人物特寫照片熱轉印於棉布上以及刺繡 ■ 

A 課程實施照片： 

 

 

 

 

 

 

 

 

 

 

 

 

 

 

 

 

 

 

 

 

 

 

 

 

 

 

 

 

 

 

 

 

 

 

 

 

 

 

■ 學生作品 ■ 

■ 上課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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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修補與繪製實驗 ■ 

■ 使用的顏料為印花樂絹印顏料(也可繪製用) ■ ■ 轉印的失誤狀況 

■ 

■ 附加課程–型版絹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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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將已影印在熱轉印貼紙上的照片轉印在棉布上。 

2. 拿取繡線。 

3. 繃上繡框後開始按照設計之圖案縫製。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決定照片印在棉布的位置？(因為後續會將此棉布製成提袋的其中一面) 

2. 如何決定填滿區塊的線條(繡線)方向性？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正向回饋部分】 

1.學生對於拍照取景、調整自己照片的特寫線條與灰階十分有興趣，排除了對黑

白相片的刻板印象，也能仔細專注地做比例與色調的實驗與調整。 

2.學生對於類似刺青圖騰在自己臉部的設計也興趣濃厚，願意多方嘗試。 

3.學生對於使用熱轉印技術，將自己的照片圖像轉印在布料上也覺得有趣，覺得

比紙張更有應用性。 

【教學檢討與反思】 

1. 課程前期至熱轉印之前，學生配合度高、學習與操作意願強。但操作至熱轉印

部分，因學生對於熨斗使用以及熱壓力度的不熟悉，造成轉印作品失誤率高，

任教 11 班裡，平均有 1/5 的學生需要重新印製熱轉印貼紙以及裁取新的布料，

造成課程推進的延遲。 

2. 另原定本計畫只實施四個班級，但因材料費用未如預期價高，因此改由全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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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共 11 個班級，約 360 名學生)，教師在印製熱轉印貼紙時，工作繁複(用影

印機印製效果最佳、能保留最多的灰階，但是需要一張一張印製，否則會卡紙)、

數量大，再加上每班需要重新印製的部分。教師在材料準備的工作上是蠻吃重

的。 

3. 熱轉印成功後為刺繡階段。從繡線發放到縫製，因為學生不熟悉這個材料，而

造成各種的打結以及縫製效果上的挫折。平均每班有將近半數學生需要重新取

線、拆掉重縫，師生都感到挫折。因此，縫製的部分將改為繪製(使用防水、布

料專用顏料)，並結合型版絹印課程以及綜合活動課程，製作手提袋。(一面為學

生照片、一面為型版絹印)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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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 排版練習學習單 ■                                

             

 

 

 

 

 

 

 

◆自己排排看(1) –九塊方塊大小相同             ◆自己排排看(2) –九塊方塊大小不同 

 

 

 

 

 

 

 

 

 

 

 

 

 

 

 

 

 

 

◎圖片來源：https://wap.sc115.com/shows/155255.html 

◆請將每個方形裁剪下來，在下

方的封面重新排列。 

◆ 請用箭頭符號畫出你所排列

的字的方向性。 

◆ 原始書籍封面設計 

https://wap.sc115.com/shows/1552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