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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授課教師 駱巧梅 

實施年級 高二 

課程執行類別 
一、 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小時1學分）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304-305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3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基本設計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教學對象 高中二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 先修科目：有學過美的形式原理與基礎的美感構面要素。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具備基礎數位工具學習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 

＃融合與永續世界 
「美感教育」是培育美感素養的實踐作為，所以本課程以讓學生面對真實情境，以後疫情時代下的世

界來發想，進行生活觀察與未來想像，以觀察、認識、體驗的美感探索策略，經由設計與美感的角

度來思考21世紀人類生活與未來，反思擁有美好生活的核心價值與意義。 

＃美感關鍵字 

透過生活與校園踏查，觀察與發現生活問題，學習審美與應用美感構面要素。課程中希望以共好‧社

會參與的面相，來思考設計表現與生活實踐的連結關係，讓美感作為整體通盤考量的設計想像，課

程中學生學習以美感與他者共好的相互關係，以及應用設計方法來實踐想像。 

＃美感造句 

讓學生在生活日常重新發現美的存在與可能，以美感造句學習減法設計與設計思考的概念，也透過

「美感構面」：⾊彩、質感、⽐例、構成、結構和構造，將審美要素應用於生活設計中，而公共幸

福感也是美感教育在社會價值上的重要關鍵，透過社會設計與公民參與，讓自身的審美體驗漣漪，

擴散至群體文化的美學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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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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能體驗並敘述生活環境的關注議題、美感素養、審美經驗及未來想像。 

2. 物件：能運用美感構面觀察生活物件的形與功能之美，與對當代社會的意義。 

3. 情境：能將美感構面及審美思考應用於情境條件，反思應用與情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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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生活議題與設計，透過數位工具進行生活情境觀察，學習設計的思考與討論 

最後以數位軟體輔助物件設計。 

￭ 討論工具：MindMapping。 

￭ 生活觀察工具：Google 街景服務、ig。 

￭ 美感設計工具：Tinkercad. Photoshop.  Canva。 

 ￭ 數位互動分享工具：Thing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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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學習黃金圈思考法則。 

     2. 能學習減法設計與設計思考。 

     3. 能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和諧比例於物件設計。 

其他美感目標（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可依需要列舉） 

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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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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２ 
生活觀察 

與未來想像 

單元目標 

●前導：走向「融合與永續世界」 
1.從設計的角度讓學生思考在疫情衝擊下的生活與生活轉

變的狀態，反思生命的核心價值與意義。 

2.認識後疫情時代下的生活與設計，透過設計與社會的方

向，來思考21世紀人類生活與未來。 

3.能應用數位工具進行生活觀察與設計思考。 

操作簡述 

●遊戲任務: 2049 生活情境思考 
1.當代生活觀察討論：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2021年臺

灣重大事件反思。運用[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學習思考所關注的生活議題。 

2.小組討論與發表：應用「黃金圈法則」思考議題脈絡。 

3.教師引導學生小組，從設計與社會的面向，找尋未來相

關討論議題的物件設計。 

３．４ 
讓生活美好
的設計 

單元目標 

●思考：什麼是讓生活美好的設計？ 

1.學生能找尋學習動機，思考［美和好］的相互關係，並

能分想未來美好生活的想像，規劃未來生活藍圖。 

2.能認識讓生活更美好的設計案例，學習設計師的社會觀

察，生活提問與關注議題的問題解決。 

3.能應用數位工具進行案例蒐集與美感討論分享。 

操作簡述 

●發想：未來美好生活藍圖 
1. 建立學習動機引導學生從幸福感來思考未來美好生

活。 

2.小組討論與發表：學生分組找尋未來美好生活藍圖的相

關圖片，以共筆簡報說明為何這樣的生活是好? 思考如何

實踐的策略。 

3.教師小結：歸納同學的討論與分享，並舉例分享讓生活

更好的設計，來實踐美好生活藍圖，並引導學生從設計與

社會的面向，找尋相關討論議題的優質設計案例。 

 

 
 

５．６ 
 

 

 
美感練習題 
ｐａｒｔ１ 
生活關鍵字 

美感#立方體 

單元目標 

●美感與生活的關鍵要素 
1.能學習審美與應用美感構面要素。 

2.能從經典案例，學習美感構面與環境關係的設計思維。 

3.學生能實踐與分享案例的內容分析與審美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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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美感練習題 
ｐａｒｔ１ 
生活關鍵字 

 
美感#立方體 

操作簡述 

●引導：生活美感關鍵字［＃   ］  

教師引導未來美好生活藍圖，建構於當代現今生活，所以

先學習觀察生活周遭的美感要素，從中學習美感構面。 

1.盲測：教師挑選美感案例對照圖，請學生小組腦力激

盪，幫照片 hashtag#，標記美感關鍵詞彙。 

2.學習：再觀察案例中與美的要素、美感構面的連結：⾊

彩．比例．構成．質感．構造．結構的認識。 

3.應用：教師發下案例圖片，請學生應用美感構面與美的

形式要素，進行圖片所對應的美感關鍵字標記#，並根據

結果檢視學習狀況。 

 

●練習：校園美感關鍵字［＃   ］ 
讓學生依據六大美感構面拍攝校園美的空間或物件，並上

傳數位平台進行美感標記。 

例如覺得校園人行步道地磚很美，拍了照片後上傳ＩＧ，

並標記圖片中的美感行動與生活關鍵字： 

＃散步＃校園人行步道＃地磚＃構成＃韻律。 

2.分享：完成後大家分享觀察中的視點異同與美感要素。 

 
●應用：生活關鍵字美感練習：美感#立方體 

1.美感選擇： 

學生先以模板製成六組10x10公分的立體方塊，每個立方

體分別依據美感構面 (⾊彩．比例．構成．質感．構造．

結構) 作為主題，並從校園美感關鍵字課堂中的拍攝圖

片，挑選呼應各項構面的六張圖貼上立面。 

示意

圖：校

園美感

關鍵字#

質感

cube 

(其他構

面以此類推) 

    2.情境應用： 

老師給予學生情境題目，請學生將六構面立方體搭配出最

適合情境的配置，並透過即時簡報說明原因。 

題目例如【一個人的校園午餐時光】，學生運用立方體搭

配出適合用餐的情境，並與大家分享搭配原因。 

3.美感意識討論： 

師生依據以上活動進行討論，總結出情境、環境與使用行

為間彼此的美感關係，搭配的合宜如何相互影響，美的意

識和使用空間與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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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思考 

設計美感 

單元目標 

●思考：設計如何解決生活情境的問題？ 
1.學生能認識情境脈絡化的設計表現。 

2.能學習設計師與環境關係的簡單設計思維。 

3.學生能進行美感案例的分析討論與美感練習。 

操作簡述 

●美感的體會：  
1.從生物自然造形美感案例，思考演化法則與功能應用。 

2.認識前田.約翰(John Maeda)的簡單法則。 

3.設計思考與案例討論：學習設計思考步驟，以同理的角

度切入情境→定義問題→發想解決的方法→設計原型→進

行測試與驗證。 

並對應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目標的

物件設計案例，引導學生思考減法設計應用於生活中。 

９．１０ 
簡單與 
美感 

單元目標 

●［減法‧單純］簡單美感法則 
1.學生能學習減法設計與思考簡單的法則。 

2.能從經典案例，學習設計師與環境關係的設計思維。 

3.學生能進行美感案例的分析討論與美感練習。 

操作簡述 

●［如何運用減法策略，讓生活中的物件美感更好？］ 
1.整理上堂課校園的觀察紀錄與問題對應的策略。 

2. 教師透過案例引導學生進行討論，並歸納出美感構面

要素的導入案例的對應策略。 

3.教師分享讓生活更好，並應用簡單法則的設計，並引導

學生小組，從設計與社會的面向，找尋相關討論議題的優

質設計。 

 
●美感小工具［如何運用減法策略，讓校園生活中的物
件設計更好？］： 

1.提問：想一想，如何更好？ 

2.引導學生討論在不同生活情境下，會選擇何種物件？ 

 案例一：運動球類的設計（質感＼結構）  

案例二：不同情境下運用的提袋選擇（⾊彩＼質感） 

案例三：盛裝手搖飲料的各式提袋選擇（結構＼比例） 

3.最後引導學生歸納出美的感受有那些關鍵要素。 

１１．１２ 

美感練習題 
ｐａｒｔ２ 
生活造句 
美感#減法 

單元目標 

●［減法‧單純］簡單的美感 
1.學生能學習減法設計與設計思考。 

2.能從經典案例，學習美感構面與環境關係的設計思維。 

3.學生能進行美感案例的分析討論與美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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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生活造句練習［   少一點，   好一點］  

1.請學生小組腦力激盪，思考生活中有什麼可以運用簡單

法則，讓整體更好，小組進行生活造句，從自身生活體驗

開始。例如： 

生活態度＞抱怨少一點，心情好一點。 

視覺景觀＞電線杆少一點，市容好一點。 

環境體驗＞地板裂縫少一點，馬路好走一點。 

2.再觀察到生活情境造句。 

3.教師引導學生歸納所有造句組成的重要元素，並思考美

感關鍵要素。像是電線杆地下化，可以讓市容的構成景觀

單純整齊。地板裂縫來自工法施建、質材與使用狀態等。 

教師並舉例設計案例，以設計思考的方式讓學生學習同理

的角度切入問題的情境，再釐清且定義問題，參照設計師

所發想的解決方法，觀摩如何製成原型，以及設計物件完

成前，很重要地進行測試與驗證。 

●應用：生活造句  美感#減法 
1.美感選擇： 

老師給予學生情境，例如「放學回家到公車站牌買飲

料」，學生透過 google map 的街景服務，進行學校社區

數位漫遊，觀察路線中的街區生活樣態，並在其中路線選

取要進行生活造句及減法練習的照片。 

    2.減法練習 Before& After：請學生運用手機修圖軟體將

擷取的街景空間中的物件刪去，讓空間更顯美感或更好應

用，完成後將改造前後差異樣態與大家分享搭配原因。 

3.美感意識討論： 

師生依據以上活動進行討論，總結出以人、環境、文化為

核心，其中的活動行為、空間運用、功能、形式與美感的

相互關係。 

１３－１４ 
公共幸福感 
的社會參與 

單元目標 

●思考：什麼是公共幸福感？ 
1.認識以「社會參與」取向的設計。 

2.能認識「社會設計」與公共議題。 

3.能應用數位工具進行案例蒐集與討論分享。 

操作簡述 

●認識：公共議題與社會設計 
1.教師引導學生運用手機進行各國異地觀察：ig、Google 

街景服務及 streetview，並思考何謂［幸福感］？ 

2.教師與分享國內外具社會參與，並改變地方增進公共幸

福感的社會設計案例。 

3.資料蒐集討論與發表：學生小組以第一堂課所關注的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目標為主軸，找

尋國內外關於社會設計的案例，並進行小組討論與分享。 

１５－１６ 

美感練習題 

ｐａｒｔ３ 
校園 

生活造句 

單元目標 

●生活美感應用 

1.學生能應用減法設計思考簡單的法則。 

2.能運用美感構面思考與校園關係的設計方式。 

3.學生能應用數位工具，進行美感專題設計與美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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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實體化 

操作簡述 

  ［   少一點，   好一點］ 

●練習：校園生活造句 
1.觀察記錄：讓學生小組透過之前美感練習的生活造句模

組，帶手機於校園中觀察，將對應造句的案例拍攝下來。 

例如：生活態度＞ 垃圾少一點，廁所整潔好一點 

視覺景觀＞公告張貼少一點，資訊清楚好一點。 

2.後設思考：教師引導學生討論這些事件背後所產生的關

鍵原因，並討論如果要有幸福感與美感的生活，我們要付

出的努力為何。 

3.找尋題目與對應策略：小組從校園的生活造句，從中討

論出可以進行設計的題目，並思考如何解決觀察到的校園

美感問題，將過程紀錄繪製。 

 

   ［如何讓校園生活更好］ 
● 綜合應用：校園生活造句 美感#實體化 

1.美感選擇： 

學生選取要進行實體化的照片，小組運用設計思考：將觀

察到學校的圖像造句例子，將設定的設計題目來思考校園

物件的設計調整，以解決校園生活的美感問題。 

    2.操作：美感關鍵字+美感立方體+減法練習>實體化： 

學生分組設定校園各空間照片中的生活情境運用，並學習

數位工具 Photoshop、Tinkercad 或運用手機修圖軟

體，將校園空間中的物件減法改造，讓空間更顯美感或更

好應用，將校園可以更好的物件進行設計調整，最後每組

將其模型實體化操作，打造新的美感校園空間。 

實體化的概念以美感思考的過程運用，加入之前課程操作

的「校園生活造句+美感關鍵字+美感立方體」思考，把

美的元素放入環境空間的減法設計。 

3.美感意識討論： 

師生依據以上活動進行討論，減法美感思考的過程運用及

學習歷程，例如校園生活造句+美感關鍵字+美感立方體

等綜合思考，來歸納總結以人、環境、文化為核心，其中

的活動行為、空間運用、功能、形式與美感關係，最後連

結教育部的校園美感計畫與美感教育相關計畫，思考如何

落實於生活中。 

●［公共議題對話框］/友善對話 

將大家的作品於校園公佈欄，進行公共議題的友善對話，

將作品的校園改造前後進行對造，並讓全校投票共同參與

此課程活動。 

1７．１８ 美感分享 

單元目標 
●生活美感應用 

1.能完整記錄整學期的學習歷程。 

2.能將學習成果與他人分享。 

操作簡述 

●美感共享與討論 
1.請學生分享整學期的學習歷程與心得。 

2.教師給予回饋。 

3.將作品進行數位展現，傳達美感信念。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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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學生能學習美感設計方法與思考，認識與應用美感構面於日常審美。  

2.學生能進行三項美感專題練習，建構公共議題討論。 

3.學生能將作品進行實體與數位展現，傳達美感信念，進而改變校園面貌。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小嶋一浩等著（2013）。空間練習。台北：積木文化。 

2.前田約翰（2014）。簡單的法則。台北：天下文化。 

3.魯本．派特（2017）。設計政治學。台北：麥浩斯。 

4. 赤瀨川原平, 藤森照信, 南伸坊 （2014）。路上觀察學入門。台北：行人。 

5. 拉克希米‧巴斯卡藍 （2021）。當代設計進化史。台北：原點。 

6.佐藤大(2014)。問題解決實驗室。台北：遠流。 

7. 金柏麗．伊蘭姆(2019)。 設計幾何學。台北：積木。 

 

 

  

https://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8%A8%AD%E8%A8%88%E4%B8%AD%E7%9A%84%E8%A8%AD%E8%A8%88/area/mid/item/0010825379/page/1/idx/5/cat/001/pdf/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87%91%E6%9F%8F%E9%BA%97%EF%BC%8E%E4%BC%8A%E8%98%AD%E5%A7%86/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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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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執行課程時遇到疫情在校上課的情況，所以課程進度有所延遲，只能改變主題以符合

在家線上教學及相關設備的變更。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2：生活觀察與未來想像   課堂3/4：讓生活美好的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前導：走向「融合與永續世界」 

●任務: 2049 生活情境思考 

1.當代生活觀察討論：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2021年臺灣重大事件反思。運用[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學習思考所關注的生活議題。 

2.小組討論與發表。 

3.教師引導學生小組，從設計與社會的面向，找尋未來相關討論議題的物件設計。 

●思考：什麼是讓生活美好的設計？ 

●發想：未來美好生活藍圖 

●美感的體會：  

1.從生物自然造形美感案例，思考演化法則與功能應用。 

2.認識前田.約翰(John Maeda)的簡單法則。 

3.設計思考與案例討論：學習設計思考步驟，以同理的角度切入情境→定義問題→發想解決的方法

→設計原型→進行測試與驗證。 

並對應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目標的物件設計案例，引導學生思考減法設計應用

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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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從設計的角度讓學生思考在疫情衝擊下的生活與生活轉變的狀態，反思生命的核心價值與意義。 

2.認識後疫情時代下的生活與設計，透過設計與社會的方向，來思考21世紀人類生活與未來。 

3.能應用數位工具進行生活觀察與設計思考。 

4.學生能找尋學習動機，思考［美和好］的相互關係，並能分想未來美好生活的想像，規劃未來生

活藍圖。 

5.能認識讓生活更美好的設計案例，學習設計師的社會觀察，生活提問與關注議題的問題解決。 

6.能應用數位工具進行案例蒐集與美感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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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6：美感練習題ｐａｒｔ１生活關鍵字  美感#立方體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引導：生活美感關鍵字［＃   ］  
教師引導未來美好生活藍圖，建構於當代現今生活，所以先學習觀察生活周遭的美感要素，從中

學習美感構面。 

1.盲測：教師挑選美感案例對照圖，請學生小組腦力激盪，幫照片 hashtag#，標記美感關鍵詞

彙。 

2.學習：再觀察案例中與美的要素、美感構面的連結：⾊彩．比例．構成．質感．構造．結構的

認識。 

3.應用：教師發下案例圖片，請學生應用美感構面與美的形式要素，進行圖片所對應的美感關鍵

字標記#，並根據結果檢視學習狀況。 

 

●練習：校園美感關鍵字［＃   ］ 
讓學生依據六大美感構面拍攝校園美的空間或物件，並上傳數位平台進行美感標記。 

例如覺得校園人行步道地磚很美，拍了照片後上傳ＩＧ，並標記圖片中的美感行動與生活關鍵

字： 

＃散步＃校園人行步道＃地磚＃構成＃韻律。 

2.分享：完成後大家分享觀察中的視點異同與美感要素。 

 
●應用：生活關鍵字美感練習：美感#立方體 

1.美感選擇： 

學生先以模板製成六組10x10公分的立體方塊，每個立方體分別依據美感構面 (⾊彩．比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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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質感．構造．結構) 作為主題，並從校園美感關鍵字課堂中的拍攝圖片，挑選呼應各項構面

的六張圖貼上立面。 

    2.情境應用： 

老師給予學生情境題目，請學生將六構面立方體搭配出最適合情境的配置，並透過即時簡報說明

原因。 

題目例如【一個人的校園午餐時光】，學生運用立方體搭配出適合用餐的情境，並與大家分享搭

配原因。 

3.美感意識討論： 

師生依據以上活動進行討論，總結出情境、環境與使用行為間彼此的美感關係，搭配的合宜如何

相互影響，美的意識和使用空間與行為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美感與生活的關鍵要素 

1.能學習審美與應用美感構面要素。 

2.能從經典案例，學習美感構面與環境關係的設計思維。 

3.學生能實踐與分享案例的內容分析與審美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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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7/8：思考設計美感課堂9/10：簡單與美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美感的體會：  

1.從生物自然造形美感案例，思考演化法則與功能應用。 

2.認識前田.約翰(John Maeda)的簡單法則。 

3.設計思考與案例討論：學習設計思考步驟，以同理的角度切入情境→定義問題→發想解決的方法

→設計原型→進行測試與驗證。 

並對應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目標的物件設計案例，引導學生思考減法設計應用

於生活中。 

●［如何運用減法策略，讓生活中的物件美感更好？］ 

1.整理上堂課校園的觀察紀錄與問題對應的策略。 

2. 教師透過案例引導學生進行討論，並歸納出美感構面要素的導入案例的對應策略。 

3.教師分享讓生活更好，並應用簡單法則的設計，並引導學生小組，從設計與社會的面向，找尋相

關討論議題的優質設計。 

●［減法‧單純］簡單美感法則 

1.學生能學習減法設計與思考簡單的法則。 

2.能從經典案例，學習設計師與環境關係的設計思維。 

3.學生能進行美感案例的分析討論與美感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思考：設計如何解決生活情境的問題？ 

1.學生能認識情境脈絡化的設計表現。 

2.能學習設計師與環境關係的簡單設計思維。 

3.學生能進行美感案例的分析討論與美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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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11/12：美感練習題ｐａｒｔ２生活造句美感#減法課堂13/14：公共幸福感的社會參與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認識：公共議題與社會設計 
1.教師引導學生運用手機進行各國異地觀察：ig、Google 街景服務及 streetview，並思考何謂

［幸福感］？ 

2.教師與分享國內外具社會參與，並改變地方增進公共幸福感的社會設計案例。 

3.資料蒐集討論與發表：學生小組以第一堂課所關注的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目標為主軸，找尋國內外關於社會設計的案例，並進行小組討論與分享。生活造句練習［   
少一點，   好一點］  
1.請學生小組腦力激盪，思考生活中有什麼可以運用簡單法則，讓整體更好，小組進行生活造

句，從自身生活體驗開始。例如： 

生活態度＞抱怨少一點，心情好一點。 

視覺景觀＞電線杆少一點，市容好一點。 

環境體驗＞地板裂縫少一點，馬路好走一點。 

2.再觀察到生活情境造句。 

3.教師引導學生歸納所有造句組成的重要元素，並思考美感關鍵要素。像是電線杆地下化，可以

讓市容的構成景觀單純整齊。地板裂縫來自工法施建、質材與使用狀態等。 

教師並舉例設計案例，以設計思考的方式讓學生學習同理的角度切入問題的情境，再釐清且定義

問題，參照設計師所發想的解決方法，觀摩如何製成原型，以及設計物件完成前，很重要地進行

測試與驗證。 

●應用：生活造句  美感#減法 
1.美感選擇： 

老師給予學生情境，例如「放學回家到公車站牌買飲料」，學生透過 google map 的街景服務，

進行學校社區數位漫遊，觀察路線中的街區生活樣態，並在其中路線選取要進行生活造句及減法

練習的照片。 

    2.減法練習 Before& After：請學生運用手機修圖軟體將擷取的街景空間中的物件刪去，讓空間

更顯美感或更好應用，完成後將改造前後差異樣態與大家分享搭配原因。 

3.美感意識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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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依據以上活動進行討論，總結出以人、環境、文化為核心，其中的活動行為、空間運用、功

能、形式與美感的相互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減法‧單純］簡單的美感 
1.學生能學習減法設計與設計思考。 

2.能從經典案例，學習美感構面與環境關係的設計思維。 

3.學生能進行美感案例的分析討論與美感練習。 

●思考：什麼是公共幸福感？ 
1.認識以「社會參與」取向的設計。 

2.能認識「社會設計」與公共議題。 

3.能應用數位工具進行案例蒐集與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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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15/16：美感練習題ｐａｒｔ３ 校園生活造句 課堂17/18：美感分享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   少一點，   好一點］ 
●練習：校園生活造句 

1.觀察記錄：讓學生小組透過之前美感練習的生活造句模組，帶手機於校園中觀察，將對應造句

的案例拍攝下來。 

例如：生活態度＞ 垃圾少一點，廁所整潔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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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景觀＞公告張貼少一點，資訊清楚好一點。 

2.後設思考：教師引導學生討論這些事件背後所產生的關鍵原因，並討論如果要有幸福感與美感

的生活，我們要付出的努力為何。 

3.找尋題目與對應策略：小組從校園的生活造句，從中討論出可以進行設計的題目，並思考如何

解決觀察到的校園美感問題，將過程紀錄繪製。 

 

   ［如何讓校園生活更好］ 
● 綜合應用：校園生活造句 美感#實體化 

1.美感選擇： 

學生選取要進行實體化的照片，小組運用設計思考：將觀察到學校的圖像造句例子，將設定的設

計題目來思考校園物件的設計調整，以解決校園生活的美感問題。 

    2.操作：美感關鍵字+美感立方體+減法練習>實體化： 

學生分組設定校園各空間照片中的生活情境運用，並學習數位工具 Photoshop、Tinkercad 或運

用手機修圖軟體，將校園空間中的物件減法改造，讓空間更顯美感或更好應用，將校園可以更好

的物件進行設計調整，最後每組將其模型實體化操作，打造新的美感校園空間。 

實體化的概念以美感思考的過程運用，加入之前課程操作的「校園生活造句+美感關鍵字+美感

立方體」思考，把美的元素放入環境空間的減法設計。 

3.美感意識討論： 

師生依據以上活動進行討論，減法美感思考的過程運用及學習歷程，例如校園生活造句+美感關

鍵字+美感立方體等綜合思考，來歸納總結以人、環境、文化為核心，其中的活動行為、空間運

用、功能、形式與美感關係，最後連結教育部的校園美感計畫與美感教育相關計畫，思考如何落

實於生活中。 

●［公共議題對話框］/友善對話 

將大家的作品於校園公佈欄，進行公共議題的友善對話，將作品的校園改造前後進行對造，並讓全

校投票共同參與此課程活動。 

C 課程關鍵思考： 

●生活美感應用 
1.學生能應用減法設計思考簡單的法則。 

2.能運用美感構面思考與校園關係的設計方式。 

3.學生能應用數位工具，進行美感專題設計與美感練習。 

 

二、 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校基本設計課程只有一節課，但是原先規劃的單元內容太多，若再次執行

課程可以更精簡聚焦內容，讓學生更能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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