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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吳佳燕 

實施年級 八、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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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級（3 個班）、九年級（8 個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約 3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八年級 

班級數：3 個班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南 區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王姿翔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記憶中的味道    

參考美感構面：    構成、色彩      參考關鍵字：  花磚  、   構成  、   色彩   

□ 無                                                  

課程名稱：花磚的故事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色彩（輔） 質感 比例 ■構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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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年級  

高中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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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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本素描能力 

2. 基礎色彩學 

3. 幾何構成技巧（禪繞畫練習） 

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台灣花磚主要出現於 1915-30 年代，如今只能在老房子上看到它們美麗的倩影，無論是

單片花磚，或者是一整個牆面的排列組合，都能呈現出不同的美感。本次課程以花磚為主

題，從基本的塊面分割練習開始，到單位形、二方/四方連續的實作，最終創作姓名花磚掛

畫，希望透過由淺入深的實作內容，讓學生熟悉「構成」美感的操作。除了「構成」構面，

本次課程也融入「色彩」美感的營造，讓學生觀察台灣花磚與美感電子書中的色彩搭配，以

之進行調色與配色練習，並運用在花磚的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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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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花磚之美 

2. 西洋花磚與台灣花磚的異同 

3. 生活中具有重覆圖案的物件，例如：牆壁磁磚、包裝紙、紙膠帶、印花文具、筆

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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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面分割與重組 

2. 二方/四方連續 

3. 調色技法：如何精準調出目標色彩，以及做出適當的明度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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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原則：反覆、漸層、對稱、對比、律動、統一等。 

2. 如何使「構成形式」具有美感：對稱、網格、對比、主從、律動。 

3. 相同/衝突色調的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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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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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單元目標 認識花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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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認識花磚：台灣花磚、西方 Majolica（15

分鐘）。 

2. 花磚設計原理介紹：單位形、二方/四方連續

（15 分鐘）。 

3. 花磚拼拼樂：準備市售塑膠花磚 6 組，隨意

發放每人一塊，大家要舉起花磚並且找到同

系列花色的組員，並且完成二方連續排列 2

種，四方連續排列 2 種，貼在黑板上供同學

欣賞（15 分鐘）。 

2 10 月 

單元目標 切開>拼回去（一）花磚杯墊 

操作簡述 

1. 每人取色紙四張（二色各二張）。 

2. 在色紙背面描繪切割線。 

3. 四張色紙疊在一起沿線裁切。 

4. 將各色紙拼回原樣，將色彩交錯擺放，形成

花磚圖樣。 

5. 分別將完成的四張花磚圖樣黏貼在卡紙上，

並在表面黏貼護貝膜。 

6. 完成四個花磚杯墊。 

3 10 月 

單元目標 
九宮格色紙製作（調色練習，供下一堂課使

用） 

操作簡述 

1. 每人取台灣花磚圖面或美感電子書圖卡一

張，九宮格底紙一張，每格 9x9 公分。 

2. 從圖卡中挑選三個顏色，使用壓克力顏料調

出一模一樣的顏色，並塗在九宮格的中間三

格。 

3. 以中間三格色彩為基礎，調適量白色塗在上

面三格，並調適量黑色或對比色塗在下面三

格，完成九宮格色紙製作。 

 

4 10 月 單元目標 切開>拼回去（二）花磚桌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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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將九宮格色紙裁切成 3x3 公分的正方形，每

人可得 9 色 81 塊小拼圖。 

2. 取 1 塊小拼圖，剪一刀作為單位形，再取三

塊小拼圖都剪同一刀，排出四方連續的組

合。 

3. 確認組合方式後，將剩下的小拼圖都剪成同

樣形狀，開始進行桌墊花樣組合。 

4. 排列時須符合美的原則：反覆、漸層、對

稱、對比、律動、統一等。 

5. 將組合好的桌墊拼圖黏貼在卡紙上。 

6. 在拼貼完成的桌墊表面黏貼護貝膜。 

5 11 月 

單元目標 姓名花磚掛畫製作（一） 

操作簡述 

1. 材料：30x30 公分畫布、壓克力顏料、平頭

尼龍筆。 

2. 在描圖紙上畫 10x10 方框，選用姓名的其中

一個字，將線條畫進框中，調整線條位置與

造型。 

3. 在描圖紙上畫另一方框，照描分割線，思考

四方連續排列方式。 

4. 將各單位形依照規劃複寫到畫布上，完成花

磚掛畫的構圖。 

6 11 月 單元目標 姓名花磚掛畫製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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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確認單位形的排列組合是否美觀。 

2. 取一張台灣花磚或美感電子書圖卡，參考其

中的配色，完成九宮格配色盤（畫在 9x9 公

分卡紙上）。 

3. 將配色安排標示在畫布上。 

4. 依各色塊造型的描繪難易度，在色塊邊緣貼

紙膠帶，以確保色塊描繪的完整性與平整

度。 

5. 完成作品並陳列在教室周圍，同儕欣賞作

品，並以便條紙給予回饋。 

* 依照學生創作進度，本階段實作時間會延長

1-2 節課。 

四、預期成果： 

1. 熟悉台灣花磚之美。 

2. 了解如何使用重覆圖樣組合出具有美感的形式。 

3. 了解如何運用明度、彩度變化進行適當的色彩搭配。 

4. 製作具有構成美感的花磚杯墊、桌墊與畫布掛畫。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康鍩錫，《台灣老花磚的建築記憶》，貓頭鷹出版社（2015）。 

2. 貓頭鷹編輯室，《著色台灣舊日風情：用畫筆體驗老花磚的美感與創意》，貓頭鷹出版社

（2015）。 

3. 辛永勝、楊朝景、老屋顏工作室，《老屋顏：走訪全台老房子，從老屋歷史、建築裝飾與

時代故事，尋訪台灣人的生活足跡》，馬可孛羅出版社（2015）。 

4. 辛永勝、楊朝景、老屋顏工作室，《再訪老屋顏：前進離島、探訪職人，深度挖掘老台灣

的生活印記與風華保存》，馬可孛羅出版社（2017）。 

 

六、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電子白板、學習單、塑膠花磚、色紙、剪刀、口紅膠、壓克力顏料、平頭尼龍

筆、調色盤、卡紙、護貝膜、畫布、描圖紙、鉛筆、橡皮擦等。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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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堂數 原課程內容 調整後內容 

一 
認識花磚 

⚫ 認識花磚 

⚫ 花磚設計原理介紹 

⚫ 花磚拼拼樂 

無調整 

二 
切開>拼回去（一）花磚杯墊 

 

二方/四方連續練習 

素材：橡皮章 

作品一：二方/四方連續 

作品二：花磚的向心/離心排列 

作品三：四方連續印花盒子 

三 
九宮格色紙製作（調色練習，供

下一堂課使用） 

延續上一堂 

四 
切開>拼回去（二）花磚桌墊 花磚圖案之美 

⚫ 單位形如何美：對稱、主

從、律動 

⚫ 排列起來如何美：反覆、統

一、主從 

⚫ 花磚圖案設計實驗 

五 
姓名花磚掛畫製作（一） 延續上一堂 

光彩花磚：台灣特色/個人特色花

磚圖案設計 

六 
姓名花磚掛畫製作（二） 延續上一堂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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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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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認識花磚（公視-藝術很有事第 31 集-復刻百年老花磚）、學習單 

2. 花磚設計原理（簡報講解） 

3. 花磚拼拼樂（小組操作：挑出同款、拼出二方連續/四方連續花樣的杯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認識、了解、熟悉台灣花磚的構成之美。 

2. 就花磚這項工藝的美感特性來看，單片欣賞與多片拼接同等重要，然而大片實體花磚操

作不易，教師選用市售小紙花磚作為媒介，帶領學生快速了解花磚裝飾的特色。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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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二方/四方連續練習（素材：橡皮章） 

1. 作品一：二方/四方連續（使用方形小橡皮章刻出單位形，在方格中印出二方/四方

連續圖樣） 

2. 作品二：花磚的向心/離心排列（使用橡皮章單位形印出花磚圖樣的向心/離心排

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使用簡易素材練習複雜的花磚圖樣排列，將注意力集中在「排列」與「構成美感」方

面。 

2. 學生在先前的課程已經了解並操作過版畫的製作，因此在操作橡皮章的過程中，可以快

速上手。 

3. 學生至少需要嘗試四種以上的花磚排列，過程中能夠體會到「構成」之美是需要反覆嘗

試、實驗的，美的形成可以是刻意安排出來的，也可能是反覆操作中偶然獲得的。 

課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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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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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作品三：四方連續印花盒子（素材：上一堂課製作的橡皮章） 

學生透過上一堂課的反覆嘗試之後，獲得理想的排列方式，將圖案呈現在立體的牛皮紙盒

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上一堂課所練習的構成比較偏向平面排列，這堂課的素材-紙盒，不僅有平面，面跟面

之間又有所聯繫，形成立體結構，當我們在欣賞時，會以一個整體的角度去觀看盒子，

因此，學生在印製圖樣時，需留意到面與面之間的聯繫。 

2. 學生手上所掌握的素材不僅僅是上週所做的兩個印章，多數學生還會製作其他花樣，因

此，花樣之間的主題聯繫便十分重要。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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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花磚圖案之美 

1. 單位形如何美：對稱、主從、律動 

2. 排列起來如何美：反覆、統一、主從 

花磚圖案設計實驗 

1. 提供花磚的基本架構格線。 

2. 以一/二/三條線切割四分之一正方格，並以「對稱」方式複製線條，組成一個完整圖

形。 

3. 分割的格子使用不同深淺的灰色色塊呈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欣賞並分析花磚的構成之美：從單個花磚出發，使用直尺、紅筆劃上輔助線，了解花磚

圖案的基本構成原則。 

2. 實作：若直接從複雜造型開始花磚的設計，學生的注目焦點會放在造型本身，而忽略了

構成的重要性，這裡將造型部分簡化到只剩一/二/三條線，用線條去切割格子，得到四

分之一個花磚，再用對稱的方式複製格子，四格構成一個完整的花磚，觀察單個花磚的

設計是否具有美感；再將單個花磚複製成四個，形成四方連續的排列，由此觀察多個花

磚排列起來的美感是否符合需求。 

 

 

課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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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花磚圖案設計實驗 

2. 光彩花磚：台灣特色/個人特色花磚圖案設計（草圖） 

設計四分之一個花磚，使用描圖紙繪製成完整的花磚 

3. 光彩花磚製作：使用透光與不透光的彩色膠模製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延續花磚圖案設計實驗，學生在幾何造型的構成基礎上，加入具象圖案並適度簡化。 

2. 有了之前的基礎，學生在設計圖案時，較不易被具象圖形迷惑，能夠從整體去思考構圖

的呈現，設計過程也沿用先前練習過的「單位形如何美：對稱、主從、律動」之概念。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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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光彩花磚：台灣特色/個人特色花磚圖案設計（作品） 

1. 完成作品、修飾細節 

2. 同儕作品欣賞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花磚的使用大多在建築物上，透過彩色膠膜製作花磚圖樣，學生作品可以展示在窗戶上

或者牆面上。 

2. 使用四種顏色的膠膜進行切割重組拼貼，色彩的呈現不會太過複雜，切割塊面拼接的效

果也很類似彩色花磚的圖樣。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小紙花磚的是打散成一整袋，讓小組合作進行整理與排列拼接，這個活動對學生而言，並不

是非常大的挑戰，卻是非常需要耐心與團隊合作，當小組合作較為順利時，個別產出的作品

也會格外出色與吸引人。 

 

2. 對學生而言，印花章的圖樣排列練習，印章製作難度不高，但要將圖案排得漂亮卻是很有挑

戰性的，這個過程對於學生鍛鍊「構成美感」的操作與感知十分有效，但未延伸到下一階段

的作品產出，連貫性不足是教師在未來課程會進行修正的部分。 

 

3. 花磚圖案設計實驗雖然在進行的過程中，學生對於構成概念的轉化與實踐遭遇了較多的困

難，然而多數學生完成的圖案設計都相當出色，就算平時不是非常擅長手繪的同學，運用對

稱、律動、主從等美的原則，同樣可以設計出具構成美感的圖案。這個部分是教師未來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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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實施與機動調整的部分。 

 

4. 光彩花磚設計的活動，因為整體課程實施時間拉得比較長，且實施年級後來有調整到八、九

年級都實施，後續作品收尾的部分並沒有非常完整，關於時間的掌握是教師本身需要改進調

整的部分。 

 

5. 花磚圖案實驗到光彩花磚的延續性沒有做得很好，在實驗階段，因為把圖案設計簡化到只用

線條、灰階色塊，使用對稱方式構成花磚圖案，學生大多可以摒除具象化的圖案設計，專注

在色塊大小的分配是否能有美感，因此產出的作品大多十分出色。到了光彩花磚的階段，開

放學生可以自由選用自己想要的圖案，因為處理的圖像資訊複雜度大了許多，在構成技巧上

尚未純熟的情況下，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具象圖案的描繪上，反而在構成方面的表現下降了許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