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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邱稚惠 

實施年級 高中 2 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二、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6-18小時）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6 小時 

班級數 1 班(多元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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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地方探微-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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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級中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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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具備觀察與解讀事實現象的能力 

2.能夠透過不同的事實，去分析相關觀點而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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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活動簡介： 

在當今快時尚的不斷挑戰下，人們對於顏色與服裝的搭配，已經沒有廟宇中來的容易辨認，

了解台灣百年前的文化，透過實際踏查來貼近傳統藝術，利用傳統藝術中亙古不變的風貌，

試著分析出色彩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仁武高中比鄰福清宮，從校內就可以看到福清宮以跳躍

的色彩放射大地，而帶著學生走進廟宇，先從廟宇色彩分析開始意識到生活有何不同?再逕而

思索廟宇配色可應用的創作延伸。 

    觀察的深度會影響察覺「世界有感」的程度，故透過帶領學生建立觀察的求知慾，以及簡

易的觀察模組，便可以培養帶著走的能力，以便於未來應用於生活中的多元項目。通常透過

美感課程中的「比例」、「色彩」…等逐步帶領觀察的方式，學生會進階的改變觀察的力

度，自行建構觀察模組的進階版本，以利自己在解決問題與關注世界的敏銳度，便可落實

「美感」的實際能力。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觀察廟宇文化中色彩應用與搭配的方式。 

2. 發現色彩與物件的連結性。 

 美感技術 

1. 使用配色 APP，並且尋找與廟宇相似的色彩搭配。 

2. 連結上學期的比例課程，將人物比例與服裝進行整合。 

 美感概念 

1. 建立漢服文化與服裝的知識，早期色彩的配色邏輯。 

2. 配合改變身體比例，進行文化創意設計。 

 其他美感目標 

1.本課程設計將以程序方法的探索方式，結合學校的仁武學校本精神，透過附近的

的本土文化，主要完整實際融入社區營造文創篇的多元選修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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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單元目標 
1. 了解色彩原理與象徵 

2. 帶入傳統吉祥圖案的色彩與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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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帶領學生了解傳統文化中的吉祥圖案，吉祥圖案除
了有其意涵之外，色彩搭配也充滿古人的智慧，學
生可以透過了解文化來對應廟宇色彩。 

例如：彩繪中出現皆為文化符號，有代表的含意。 

2 3/ 

單元目標 
１了解漢人服裝的樣式 

２認識人物身材比例與服裝 

操作簡述 

 

 

 

 

 

 

 

 

 

 

透過實際的量測身體比例，才有辦法清楚的了解彩
繪上的人物比例與服裝，與當代文化的差異，雸透
過察覺差異來對應創新的基礎。認識漢服與古代的
服裝，也可以讓學生推算彩繪裡的人物年代。 

例如：覺察彩繪中的常見人物比例與生活之不同。 

3 3/ 

單元目標 能夠使用色彩 app 分析廟宇色彩。 

操作簡述 

 

 

 

 

 

 

 

 

利用３ｃ產品來輔助傳統文化的認識是一件趨勢，
實際帶領學生到福清宮進行拍攝與收集素材，收集
素材的過程中，也可以順勢帶領學生認識福清宮的
特殊工藝。 

例如：建構廟宇色彩的色票 

4 4/ 單元目標 分析廟宇彩繪的人物服裝與動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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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透過人物走獸的方式說故事是彩繪的功能與目地之
一，上學期的故事已經調查後，則可以透過故事與
更細節的人物分析（服裝、臉部）、走獸動勢去對
應，讓學生更能清楚的知道傳統藝術的脈絡有其邏
輯，但也有與現實不符之處。透過更仔細的察覺，
才有創新的可能。 

5 4/ 

單元目標 利用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進行文創 

操作簡述 

已經透過親手採集的資料，也分析過了色彩與人
物，接下來則是利用色彩的配色與服裝，進行延伸
作品設計。 

例如：學生每組的發現結果皆不同，所以不再列
舉。 

6 4/ 

單元目標 利用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進行文創 

操作簡述 

已經透過親手採集的資料，也分析過了色彩與人
物，接下來則是利用色彩的配色與服裝，進行延伸
作品設計。 

例如：學生每組的發現結果皆不同，所以不再列
舉。 

四、預期成果： 

發現廟宇彩繪與石雕服裝的樣式，進行文化創意設計。讓學生了解文化後，再進一步觀察廟

宇的色彩與生活色彩的異同為出發，讓學生以第一手資料的方式觀察實際不同，透過自己觀

察的結果，與可能色票的建立，來了解生活場景的顏色與廟宇顏色的異同，而透過顏色的差

異可能產生許多不同的創作脈絡。 

 

學生以觀察結果進行延伸，可分為幾種方式引導：「廟宇服裝色彩組」、「廟宇服裝造型

組」、「廟宇動物造型組」，最後將兩組合併激盪，從觀察→研究結果→創作，學生文化創

意的方式無法預測，但會以創意產品的方式為主。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臺灣廟宇建築與裝飾：神農大帝、保生大帝、文昌帝君、清水祖師篇/作者:張志源/出版社:揚智 

台灣廟宇深度導覽圖鑑/作者： 康锘錫 /出版社：貓頭鷹 

一、 教學資源： 

美感入門。教育部委託「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生活美感電子書發展計畫」。  

www.aesthetics.moe.edu.tw/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C%B5%E5%BF%97%E6%BA%90/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yangchih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A%B7%E9%94%98%E9%8C%AB/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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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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上下學期的色彩與比例，按計畫內容執行，僅微幅調整，著重在廟宇與平常生活中的

異同上。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理解傳統吉祥圖案的邏輯。 

2. 理解廟宇的風格與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廟宇的色彩與比例，其實與生活上有較大的落差，但是這段落差在生活中已經習慣其特殊

的存在，所以學生不容易發現，教師給足了範例，較能引發學生觀察的細膩度。 



7 

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分配的組別中，找尋廟宇與生活的異同。 

C 課程關鍵思考： 

廟宇的生物其實能對應生活中的真實生物，但學生也會認錯，紅框中的是老師的註解，為

正確的生物。此為博物學觀察中的基本態度，從而才能進行其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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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了解福清宮的背景 

2.理解文創的定義與應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須將前面所觀察的東西，找尋其關鍵問題或差異，進行文創商品的研發，這過程需要

很多的引導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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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廟宇的議題過於龐大，也非全是老師的專業，加上學生的素質，無法跟上文創的角度，執行

的老師也擔任行政，故此學期就停留在觀察的階段，文創的部份，有少部分的同學有完成

3D 的實作與模型建構。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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