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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李璟玫 

實施年級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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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11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326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愜意‧尋覓‧石中懷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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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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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石中美感索引地圖為主軸，在 108 學年第一學期，透過蒐集校園的色彩歷程，將 

 繪製色卡以 70：5：25 比例，進行操作不同比例的調和和強調的各種主、副、從組合 

 ，完成一張心中的石中印象色彩書籤為紀念。108 學年第二學期，來一趟校園小旅行， 

 踏上尋找觸感之路，嘗試將紀念物的觸感留下來，以 Knolling 的排列美學完成一趟記 

 憶質感。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已經歷過蒐集校園的色彩和質感歷程，將進一步尋找石中懷念味，以豐富美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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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此課程設計著重於構成美感，內容編寫參考曾執行過的「慢遊趣－我的手繪旅行地   

    圖」，將舊課程地圖的構成美感運用，簡化為石中懷念味酷卡呈現，強調由上學途中的 

    美好分享，開啟尋覓石中懷念味可能關注的焦點。探索階段維持舊課程從收納隔板的 

    DIY 操作，理解格線分割的重要，藉文章內容和文宣的分類、群組和位置關係配置的 

    歷程，理解明確的主從關係構成能凸顯焦點，選用的文宣版面則改為更精簡版，以軟 

    磁片代替舊課程的紙片，操作物件的多種組合產生的對應關係之影響，將此經驗運用 

    在石中懷念味酷卡版面上。而尋覓石中懷念味的引導，則透過小組討論和分工，善用 

    各式物件、適宜的配置，可試試上學期的 Knolling 排列美學經驗，嘗試營造愜意氛圍 

   ，來場愜意尋覓石中懷念味的饗宴。讓習以為常的場景，因為稍稍停下腳步品味和觀察 

   ，熟悉的景致中也會透出陌生的細節而有不同風情產生，至終能開始注意生活中的美好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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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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和生活的關聯。  

     2.構成的不同調性和不同面貌。 

     3.以愜意尋覓石中懷念味可能關注的焦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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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文具大小，將收納隔板有效的分格規劃。 

2.文章內容的分類、群組和位置關係配置，嘗試能凸顯焦點的方法。 

3.構成的不同調性和不同面貌產生的對應關係之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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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格線分割的構成邏輯。 

2.明確的主從關係構成能凸顯焦點。 

3.物件的多種組合產生的對應關係之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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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國文領域   

   一絲愜意心中來，運用關鍵字的引導，進行石中懷念味可能關注的焦點，由簡 

單至複雜，進行口說和文字的懷念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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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開啟有感關注點。 

操作簡述 

上學途中的美好 

1.畫出上學路線和沿途美好事物，投影分享關注點特色。 

2.影片-培養美感，從飲食開始。 

 討論石中美好事物和懷念味可以是？小組活動-依關鍵    

 圖案為提示，分享學校生活中值得懷念的人事物。 

3.石中校園裡可駐足的點？開啟"愜意"尋覓石中懷味， 

 我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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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9

10/23 

單元目標 
 透過小組合作，共同思考和討論以愜意為題的可行性， 

 並完成分工。 

操作簡述 

 

愜意的美好 

 以小組進行討論與分工： 

1.影片-原民台新聞-蘭嶼雅美族涼亭由來。 

   石中校園裡的發呆亭適合在？ 

2.營造愜意的方法?  

 減塑和防疫考量下，我可以準備什麼？ 

3.愜意為題的提案可行性，完成執行前的分工。 

 

3 
10/26

10/30 

單元目標 
秩序是在多樣性中建立構成美感的基礎，利用合宜的選

材，適宜的配置，嘗試營造愜意。 

操作簡述 

 

愜意·減塑野餐時光 

 以小組進行討論與執行： 

  1.善用各組自備和老師準備的各式物件。 

2.適宜的配置，嘗試營造愜意，在減塑和防疫考量下，試  

 試 1 上學期的 Knolling 排列美學，試試 2 三角構圖。 

3.小組做紀錄。 

4.享受"愜意"尋覓石中懷念味。 

 

4 
11/02

11/06 

單元目標 
經歷分類、群組和位置關係配置的歷程，辨別並區劃事 

  物的輕重緩急。 

操作簡述 

格線分割與凸顯焦點Ⅰ 

1.收納隔板的有效分格規劃。  

2.依文具大小，將收納隔板有效的分格規劃。 

3.文章內容分類、群組，做分格規劃和下適切的頭版頭 

 條標題，嘗試能凸顯焦點的方法。 

5 
11/09

11/13 
單元目標 

經歷分類、群組和位置關係配置的歷程，辨別並區劃事 

  物的輕重緩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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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格線分割與凸顯焦點Ⅱ 

1.剪下文章，依標題、內文、插圖的分類和群組，嘗試 

 能凸顯焦點的方法，黏貼在牛皮紙上。 

 

6 
11/16

12/20 

單元目標 
經歷分類、群組和位置關係配置的歷程，理解明確的主 

  從關係構成能凸顯焦點。 

操作簡述 

 

文宣拆解術  

1.依文宣的內容，由分類、群組和位置關係，使用軟 

   磁片完成排版練習。 

2.明確的主從關係構成能凸顯焦點，你將如何運用於 

   生活中？ 

3.關於第三堂課嘗試營造愜意，更適宜的配置可以是？ 

 

7 
11/23

11/27 

單元目標  嘗試物件的多種組合所產生的對應關係會有不同樣貌。 

操作簡述 

 

酷卡-石中懷念味Ⅰ 

1.認識廣告文宣-酷卡。 

2.酷卡型式限制為一面插圖，一面懷念味文字說明。 

3.自訂石中懷念味主題和圖文大小。 

4.依標題、內文、插圖的分類和群組，試試位置配置關 

 係的多種組合。 

5.明確的主從關係構成以凸顯焦點(主題)。 

 

8 
11/30

12/04 

單元目標  透過思考選擇合宜的構成美感。 

操作簡述 

 

酷卡-石中懷念味Ⅱ 

1.位置配置關係的調整，確認版面開始繪製。 

2.以黑白或少量色彩呈現。 

3.完成酷卡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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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以"愜意"尋覓石中懷念味，嘗試營造適切愜意情境，啟發對日常有感。 

2.將分類、群組和位置關係配置的歷程經歷，落實生活中。 

3.理解物件的多種組合所產生的對應關係會有不同樣貌，運用合宜的構成美感，將石中 

懷念味呈現於酷卡。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回家  鄧彧`著 大塊文化出版 2016/07 

  2.臺北城‧城內篇：你不知道的老建築、古早味 60 選  魚夫著  台天下文化 2016/08/31 

  3.衣索比亞手繪旅行  張佩瑜著  聯經出版  2017/05/18 

 

六、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實物投影機、圖卡、收納隔板、軟磁片、紙膠帶、剪刀、美術紙、各式盛器、  

  野餐墊、野餐籃、裝飾小物、白板、白板擦、奶瓶紙、美國卡紙、色鉛筆、上色用具…..等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第一堂課增加小組抽卡牌的分享活動，依關鍵圖案為提示，嘗試說出在學校生活中值    

  得懷念的人事物，以做為第七堂課主題發想之引導。 

 2.第三堂課在愜意營造野餐計畫中，由原先只設定營造愜意，再加入減塑和防疫考              

  量因素。 

 3.第七堂課懷念味主題發想，以擴散收斂思考方式進行。 

 4.酷卡材質選擇 0.5mm 牛皮紙，以降低色彩因素，聚焦於構成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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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畫出上學路線和沿途美好事物，投影分享關注點特色。 

2.影片 1「永遠的北淡線」、影片 2「培養美感，從飲食開始」導入，討論石中美好事 

     物和懷念味可以是？ 

3.小組活動-依關鍵圖案為提示，分享學校生活中值得懷念的人事物。 

4.石中校園裡可駐足的點？開啟"愜意"尋覓石中懷味，我可以怎麼做？(例設涼亭、休 

     憩椅….) 

C 課程關鍵思考： 

1.進行時的引導：由上學途中的美好事物分享，讓學生先透過思考畫下來，投影分享 

 時則可看到同學關注焦點的類型。因學校緊鄰捷運站，影片選擇捷運興建前之台鐵 

 支線北淡線開啟尋覓石中懷念味可能關注的焦點。小組活動則使用 35 張說書人卡牌 

 為提示，讓小組分享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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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小組進行討論，任務為愜意·減塑野餐計畫，完成執行前的分工： 

    1.影片「如何準備野餐」導入，思考營造愜意的方法 ? 可準備什麼 ? 

    2.在營造愜意、減塑和防疫考量下，需準備什麼？ 

    3.愜意為題的提案可行性，完成執行前的分工，並上台分享。 

    4.於下堂課備齊物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課堂活動的目標：課堂設計在營造愜意的氛圍下進行尋覓石中的懷念味，正值 

 防疫期間，既要做到防疫又達到減塑目標，勢必牽動愜意營造的野餐計畫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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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進行愜意減塑野餐的任務說明。 

    2.小組分工，善用各組自備和老師準備的各式物件。 

3.在營造愜意、減塑和防疫條件，試試 Knolling 排列和三角構圖配置。 

3.小組做呈現和分工紀錄。 

4.享受"愜意"的野餐時光，試著尋覓石中懷念味。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課堂活動的目標：小組能透過團隊合作，在時間限制和工作性質需求分工下， 

     達成指派任務。任務包含 1.營造愜意時的減塑和防疫考量。2.小組自備和老師準備 

     物件的合宜配置。3.完成擺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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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以小組合作，完成任務： 

      任務一∶收納隔板的有效分格規劃。 

      任務二∶依文具大小，將收納隔板有效的分格規劃。  

    2.閱讀文章，完成分段和下標題。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操作的精神：任務一的操作在於能先正確使用收納隔板，再加入分格數愈多愈    

     好因子。任務二的操作則必須依文具大小，將收納隔板有效的分格規劃。選擇收納隔      

     板為操作工具的原因，在於課後學生較能將習得經驗落實生活。將收納隔板有效的分     

     格規劃經驗，轉化成文章時，希望能產生連結，完成分段和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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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依紙張版面剪下文章，依標題、內文、插圖的分類和群組，做分格規劃和下適切的 

     頭版頭條標題。 

2.嘗試能凸顯焦點的方法，黏貼在牛皮紙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課堂活動的目標：閱讀文章後，經歷分類、群組和位置關係配置的歷程，辨別 

 並區劃事物的輕重緩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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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以小組合作，完成以下任務： 

  任務一∶觀看影片「九種平面設計構圖技巧」進行排版搶答。   

  任務二∶選擇適切大小軟磁片，依題目限時完成排版，共三題。 

    2.以擴散收斂思考方式嘗試懷念味主題發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操作的精神：選擇軟磁片為操作工具，在於能快速恢復原狀，再次進行下一個 

 排版構成，迅速經歷分析版面構成經驗，而能在懷念味主題的發想時，以擴散收斂 

 思考方式，選擇合宜插圖和文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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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認識廣告文宣-酷卡。酷卡型式限制為一面插圖，一面懷念味文案說明。 

2.影片「文案撰寫攻略」導入，文案書寫時，遇逗號換行，遇句號空兩行，文案撰寫 

 內容包含標題、內文和撰文者。 

3.依標題、內文、撰文者和插圖的分類和群組，試試位置配置關係的多種組合。 

4.明確的主從關係構成以凸顯焦點(主題)。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課堂活動的目標：能運用文案撰寫攻略，以石中懷念味為題，完成文案撰寫包 

 含標題、內文和撰文者的適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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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確認版面配置，將文案和插圖繪製於牛皮卡紙。 

2.使用立可白、白墨水筆和黑簽字筆的插圖和文字書寫，以黑白或少量色彩呈現。 

3.完成酷卡並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課堂活動的目標：能熟悉工具特性，善用立可白、白墨水筆和黑簽字筆的插圖 

 和文字書寫創作。為使聚焦於構成構面，不強調色彩構面。 

 

 



15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第一堂課以說書人卡牌的圖案為提示，做為學生抽卡牌後能依插圖去做聯想的工   

 具，說出符合課堂主題〝N 年後對石牌國中懷念的人事物〞於小組內分享。因分享  

 時間限八分鐘，所以只挑選 35 張卡牌，但插圖做為引導聯想難易度不一，教師可 

 預先篩選圖案，有助於學生聯想。 

2.第二堂課九宮格形式的執行前準備和分工討論呈現，在學生於七上七下各操作過   

 一次，此學期的第三次分組操作，學生已很熟練。 

 3.第三堂課原先設定營造愜意減塑野餐計畫，正值防疫期間，既要做到減塑又達到 

  防疫目標，兩者之衡量則會產生多樣呈現，學生普遍能意識到防疫的重要性。  

 4.第六堂設計以各式大小軟磁片為操作工具，為求能更精確分析版面構成，以致小 

  軟磁片較不易整理收納。此次預先將軟磁片吸附白板上，整理仍是不易，未來可使 

  用多格且符合大小的收納盒。 

 5.第七堂課懷念味主題發想，配合藝術課本內容的閱讀，運用課本裡介紹的擴散收 

  斂思考方式進行引導，學生在插圖和文案的排版上，可循序漸進，熟知創作歷程。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80103 

野餐讓我學會和同學同心協力一起準備食材和佈置背景。 

80515 

野餐，我了解到原來連一般般的野餐也有藝術氣息！ 

802 27 

在教室內野餐。有的人帶可樂，有的人帶餅乾、糖果，也有人帶奶茶等等，覺得非常

有趣。因為我的從小到大從來沒有跟任何人野餐過，所以這次的課程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跟同學一起除了享用美食，還可以談話，十分珍貴的回憶。 

80431 

發現野餐也可以很環保，以後也會多用這種方式野餐吧。 

80408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教室野餐，發現教室好漂亮。 

80414 

我覺得酷卡很有趣，因爲有一點困難，但是仔細寫就會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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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26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是野餐的課程，因為可以在教室吃東西，只可惜沒有去外面而

是在教室。 

80506 

自從學過收納後，我很多時候都不會發生找不到東西，桌面也變得整潔許多，看著不

僅心情好，整理時非常有成就感。 

80537 

室內野餐，擺盤讓食物看起來更美味。 

80509 

石中校園野餐，我覺得這個課程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雖然是在教室裡野餐，但是有

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像是防疫啦、食物排法以及裝飾的美感，還有影片中的在室內

野餐都讓我覺得十分新奇。 

80540 

第一次嘗試到室內野餐跟室外野餐的大不同，那種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80613 

室內野餐，可以藉由食物和桌巾的搭配，展現排列的美感。 

80629 

野餐，雖然是在教室裡但是還是有在室外野餐的感覺。 

80707 

野餐，用不同的主題呈現看到每組的方式都不同很奇特。 

80838 

排版，因為讓整體都變得更美觀和整齊。 

80907 

野餐，我發現我慢慢的會擺盤了，很有趣！ 

81033 

野餐，如果搭配的好的話就很美、有質感，而且每個人對美的概念不同，所以融合在

一起就會很特別。 

81116 

克服了上台說話會緊張的問題。 

81110 

整理的藝術 我發現原本自己的整理技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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