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種子教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執行教師： 邱于芬 教師 

輔導單位： 北區 基地大學輔導 

 

  



1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可貼原有計畫書內容即可，如有修改請紅字另註）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經費使用情形 

一、 收支結算表 

 

同意書 

一、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二、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如有請附上） 

 

   



1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邱于芬 

實施年級 七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4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圈住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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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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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七年級時已學過構成與色彩的基本概念，知道色彩搭配中的對比色/相似色、寒/暖

色之間的差異，但在實際運用時發現學生很難理解色彩搭配時主、副色的觀念，以及對環

境中的色彩與造型無感，因此希望發展這個課程，讓學生學會理論之後，更能進一步落實

在生活裡，並且打開自己對美的敏感度，透過觀察讓生活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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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有許多植物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中，但很少有人會停下腳步去認識每個植物，因此在這堂課

中，學生先進行校園及社區踏查，找尋校園中的植物，運用 APP 辨別植物，並帶回部分

落葉進行色彩與形狀分析。在觀察與分析顏色與形狀後，各小組訂定主色調和主題，製作

植物花圈，可以運用搭配的顏色替乾燥植物上色，並在有限的空間中（花圈）搭配色彩比

例，並且安排點、線、面的構成，讓學生發現色彩與造型需要互相搭配，適當的比例和規

律才能夠具有美感，最後將花圈佈置在教室或家中，實際美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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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生活環境中植物的顏色、造型，學習掌握細膩的色彩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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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物件拼貼，學習形狀的構成與色彩搭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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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學生認識物件的造型與構成，配置色彩與挑選適當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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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英文科的聖誕節活動，介紹聖誕節的由來與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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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單元目標 用心發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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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找尋校園中的植物，運用 APP 辨別植物，並帶回部

分落葉進行色彩與形狀分析。

 

2 11/12 

單元目標 學會觀察形與色 

操作簡述 

將帶回的照片和落葉依照顏色和點、線面、三種造

型分類，仔細觀察植物的形狀與顏色並繪製出簡化

的線條與色彩。 

3 11/19 單元目標 發現色彩、比例與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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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藉由欣賞花圈設計，帶領學生思考色彩、比例與造

型之間的關係。接下來讓各小組討論主色調和主

題，並安排花圈上的色彩比例以及不同造型植物的

構成。（示意圖如下） 

  

 

 

4 11/26 

單元目標 學習形與色的調配 

操作簡述 

將收集來的植物與老師提供的無彩色乾燥花製作出

符合自己構想的花圈。 

5 12/3 

單元目標 形與色的實際轉化 

操作簡述 

調整作品的美感，仔細思考造型與顏色的比例分配

是否得宜，並寫下創作的想法，最後將作品製作過

程與成品拍照上傳至課程網頁。 

6 12/10 單元目標 學會感受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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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欣賞彼此的作品，一同討論作品是否傳達出作者所

想的意念？形與色之間的構成與搭配在生活中還有

哪些例子？我們的生活中可以怎麼去改善，讓環境

更美呢？ 

1. 預期成果： 

美感從生活體驗而來，先對生活有感，才會有美感。一直以來發現學生對於環境與週遭

事物的觀察是不夠細膩，透過課程對於就在身邊的植物作仔細的分析，累積對色彩的敏

感度、發現構成的元素之間的比例等等，慢慢能理解到，其實每樣東西只要透過適當的

安排與搭配，都能夠展現出美的一面，進而開始能想像改善環境，讓生活更美好。 

2.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甲、乾燥花設計圖鑑：160 款完美演繹範例集 

（ドライフラワーの活け方） 

作者: 植物生活編輯部 出版社:麥浩斯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0/03/05 

乙、色彩的履歷書:從科學到風俗，75 種令人神魂顛倒的色彩故事 

（The secret lives of colour） 

作者: 卡西亞‧聖‧克萊兒 出版社:本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7/27 

3. 教學資源： 

形.色 線上辨識植物 APP 

學學文創 https://www.xuexue.tw/ 

美感入門– 色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hwMeX6g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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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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PP 辨別植物時，原本是希望能直接辨別落葉或落果是來自校園的哪

個植物，但多數落葉不容易辨識，後來改採直接拍攝校園內的植物，辨別

後再找尋落葉或落果。 

2. 校園內的植物種類較少，加上學校的工友大哥每天孩子上學前都會清掃，

所以要全部使用學校裡的落葉太困難，好在介壽校園附近有多個公園和綠

地，因此讓孩子收集植物落葉的範圍擴大到整個民生社區。 

3. 在替落葉上色時，孩子們意外地對於上滿顏色非常執著，導致多數孩子無

法在一節課完成，因此上色的時間拉長為兩節課。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請填寫表格 x6，可參考美感練習誌第一冊 12~17 頁）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https://photos.google.com/share/AF1QipN6Z_flM-RH1f8kS7oN7vaa5sy_a5LCuMVbbNSI3fhxiAE9ytqHKnY_iVsEEZg4hQ/photo/AF1QipMb0j1sFsa7OIds2BLr_4ugMvtCp0RXLqc3sZVm?key=RW5qNnpObXpuUF9BcWZDRmg0WGtpOXVLQmRhU1VR
https://photos.google.com/share/AF1QipN6Z_flM-RH1f8kS7oN7vaa5sy_a5LCuMVbbNSI3fhxiAE9ytqHKnY_iVsEEZg4hQ/photo/AF1QipMb0j1sFsa7OIds2BLr_4ugMvtCp0RXLqc3sZVm?key=RW5qNnpObXpuUF9BcWZDRmg0WGtpOXVLQmRhU1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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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用心發掘環境】 

找尋校園和社區裡的植物，運用 APP 辨別植物，並帶回葉子進行色彩與形狀分析。 

在找尋的過程中，結合七年級的生物課所學，認識植物的不同部位，仔細觀察葉子的形

狀、大小、以及顏色，並且將找到的植物上傳照片到網頁中，介紹自己在哪裡找到的。由

於若是有找到獨家的植物會特別加分，各小組都很用心去找每一種植物，連藏在石頭縫隙

的小小蕨類都不放過，意外發現原來在我們生活中有那麼多不同的植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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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以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學生需要在校園與社區進行植物踏查，藉由「形色」這款 APP 來

辨別生活周圍的植物，學著能用心觀察不同的造型、色彩。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會觀察形與色】 

學生利用一週的時間，在家裡附近的公園、學校等地方撿拾落葉或落果，將帶回的落葉或

落果依照顏色和點、線面、三種造型大致分類，仔細觀察植物的形狀與顏色並繪製出簡化

的線條與色彩。接著依照選擇的顏色繪製花圈草稿。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觀察葉子的造型，以萬物基本型的概念分類歸納，讓學生開始理解如何構成不同造型

的物件，以發現生活中的造型美。 

 

課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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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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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發現色彩、比例與造型】 

藉由欣賞花圈設計，帶領學生思考色彩、比例與造型之間的關係。 

ㄒ並安排花圈上的色彩比例以及不同造型植物的構成。 

選擇符合主題的色調，並且將落葉依照主色調、輔助色、強調色的色彩搭配上色，按照比

例在不同數量的葉子上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習主色調、輔助色、強調色的色彩搭配原則，並為不同主題找到適當的顏色。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習形與色的調配】 

將收集來的植物上色完畢後，加上老師提供的低彩度的乾燥花、松果，製作出符合自己構

想的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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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在構成花圈時，要按照不同物體的大小、造型、質感進行調整與設計，學會物體的構成是

該依照美的原理原則（均衡、反覆、韻律等）有秩序地進行，而不是隨意擺放。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形與色的實際轉化】 

調整作品的美感，仔細思考造型與顏色的比例分配是否得宜，並寫下創作的想法，最後將

成品拍照上傳。 

【學會感受與欣賞】 

欣賞彼此的作品，一同討論作品是否傳達出自己所想的主題？形與色之間的構成與搭配在

生活中還有哪些例子？我們的生活中可以怎麼去改善，讓環境更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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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展示作品及分享設計及製作過程的想法與心得。 

透過看到彼此的作品，能更深一層學習到不同的想法與優點。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當視覺藝術老師這麼多年來，發現學生對於環境與週遭事物的觀察總是不

夠細膩，對於生活總是漫不經心，總覺得好可惜啊！仔細想想，在我們的日常

生活中，有多少被我們忽視的植物，每天都很努力的生長著。當學生開始認真

觀察周遭環境的植物，找到不同的葉子就像找到寶藏一樣開心，能善用眼睛來

觀察，運用科技來學習，以後走在路上，孩子們看到的每棵樹都知道它名字，

對每朵花都更有感受！ 

在這次的乾燥花圈製作中，也發現其實孩子們對於色彩是很有想法的，做出

來的成品超乎我的預期，簡直像是可以拿去外面的花店販賣、價格不菲的乾燥

花圈成品！學生們對於自己的成品也驚呼連連，原來總是掉落在地上、髒兮兮

又爛爛的的落葉，透過分類、歸納、上色、排列、組合，竟然搖身一遍成為美

麗的主角，這樣的過程讓每個學生都特別很有成就感！還有色彩的比例與搭配

的重要性，也透過實際操作而更有體悟，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經驗。 

這次的課程原定六堂課，結果變成八堂，因為在上色時，多數學生在學習單

構思完，實際要上色時，看到其他人的顏色好像很不錯，結果臨時又沒有按照

計劃上色，導致一方面猶豫太久拖時間，二方面顏色的搭配不夠切合主題，這

點非常可惜，下次應該要在設計發想時，再更加強引導主題的重要性，還有增

加主題與顏色的連結（雖然這堂課主要是要說明構成）。 

再者，使用的花圈材料中，除了有不同的顏色、造型外，還有不同的質感，

但在這次的課程之前，學生還沒有能先明白質感的差異與如何安排，因此影響

構成花圈時，比較不容易注意到質感要有所變化的原則，未來的教學規劃會傾

向於在教導學生觀察植物的色彩、造型之後，也要說明質感的部分，讓學生在

分類時也能將質感納入考量，可以省去最後調整的時間。 

 



14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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