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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陳韜元 

實施年級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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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6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kuso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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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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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概述內容） 

學生已於上學年修習過色採構面，對於色彩構面有基本認識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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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已對色彩構面有基本認識與應用。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以探索構成為主軸，增加時間軸為概念，探索台灣過往的文化元素進行探索，例如利

用如壁磚圖案、地毯、桌椅等生活物品探索發現構成元素，進行觀察、檢視並比較構成差異，

讓學生發現其實「構成」的可能性存在於日常生活中，而你卻不曾仔細觀察個生活物品的構成

形式與變化；本次課程透過構成收集與觀察分析，讓學生去拆解日常物品的構成配置，嘗試發

現構成的形式、配置及疏密間的組合所呈現的構成美。進而透過酷卡創作歷程促使學生思考構

成與日常的關聯性?酷卡類型與自身目的之關聯性？思辨構成藉由大小、疏密、濃淡分配所給

予的感受？藉由活動歷程的構成分析與多元應用，培養學生對構成的敏銳度、感受性、傳遞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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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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觀察台灣某一時期的建築室內之居家空間，舉凡地板、地磚、地毯、壁

磚、壁紙、桌椅、天花板等居住空間的構成規劃。 

2.學生能觀察台灣某一時期的日常生活使用物品，例如咖啡杯組、茶具組、碗盤

組等生活必需用品進行構成分析與檢視歸納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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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學習點、線、面所構成的造型大小、長短、疏密、明暗的組合配置技法。 

     2.學生能使用代針筆、尺規來進行構成的繪製創作。 

     3.立體造型型態構成觀察，最初由學生根據直覺判斷，自主地選擇立體具象物進行

自由組合，並在物體間尋找可深化的切入點，著手進行畫面的整體調整，解構分

析，打破現實物體輪廓的束縛，重新構建新的畫面秩序，完成立體向平面型式的

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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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認識美的形式原理對構成的影響。 

     2.學生能深化構成構面的概念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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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單元目標 引導有感 

操作簡述 

  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例，說明其構成應用及其差異

性，延伸至居家空間之構成表現，觀察構成元素應用

之方式。 

2 4/08 

單元目標 探索日常構成 

操作簡述 

  學生分組紀錄、觀察各生活用品進行構成分析，歸

納出該物件的構成要素，分辨出良好的構成條件與不

恰當之構成方式，與組員討論各物品的構成配置，並

思考構成所帶給你的感受為何?並試著描述其感受並

記錄下來。 

3 4/15 

單元目標 構成配置練習 

操作簡述 

  依歸納出之構成元素，請學生進行構成配置練習，

並與該組所記錄之資料進行比對，完成該元素之配置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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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期成果： 

    學生能從課程中學習發現構成，並嘗試體驗及實踐，了解生活各物件的構成構面，

思索是否會影響整體的日常生活環境的美感構成，因此希望學生透過本課程的學習，能

具備以下成果: 

1.能認識構成構面。 

2.能了解構成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3.從生活著眼觀察，理解構成的相互關係。  

4.構成構面如何應用於生活用品。 

5.生活用品中的構成衝突有哪些情況。 

6.良好的用品構成圖案運用。 

7.能覺知構成經不同比例排列所呈現出的視覺感受。 

8.能應用構成的特點於明信片的設計。 

9.能對自己與他人的作品進行分享與思辯。 

 

二、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美感探索，黃光男，聯經出版社，2013 

2.如何培養美感，漢寶德，聯經出版社，2010 

 

三、教學資源： 

1.美感生活課程實施計畫光碟 

2.各大博物館及美術館網站 

3.校園環境、美術館教室及生活角落皆是提供教學之素材及資源 

 

4 4/22 

單元目標 多組構成元素配置組合 

操作簡述 

  學生運用多種元素，進行構成設計(酷卡設計)，嘗

試應用生活中所發現之元素，完成具備構成之美的作

品，且學生能說出構成元素間的關聯性。 

5 4/29 

單元目標 構成設計比對 

操作簡述 

  學生運用完成的作品與紀錄之資料進行分析比對，

檢視是否符合日常生活構成構面，且能描述其構成應

用特點。 

6 5/06 

單元目標 構成設計分享 

操作簡述 
 學生作品分享與討論並票選最佳構成設計應用(酷卡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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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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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例，延伸至居家空間之構成表現，觀察構成元素應用之方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說明其構成應用及其差異性 

 

 

課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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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組紀錄、觀察各生活用品進行構成分析，歸納出該物件的構成要素，分辨出良好的構

成條件與不恰當之構成方式，與組員討論各物品的構成配置，並思考構成所帶給你的感受為

何?並試著描述其感受並記錄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構成分析與歸納 

 

 

 

 

 

 

課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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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依歸納出之構成元素，請學生進行構成配置練習，並與該組所記錄之資料進行比對，完成該

元素之配置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資料比對與配置 

 

 

 

 

 

 

課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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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運用多種元素，進行構成設計(明信片設計)，嘗試應用生活中所發現之元素，完成具備

構成之美的作品，且學生能說出構成元素間的關聯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構成元素的相關性 

 

 

 

 

 

 

 

 

 

 

課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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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運用完成的作品與紀錄之資料進行分析比對，檢視是否符合日常生活構成構面，且能描

述其構成應用特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構成特性 

 

 

 

 

 

課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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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作品分享與討論並票選最佳構成設計應用(明信片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 

討論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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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此次課程規劃讓學生藉由生活面向探索構成的分析與配置，使學生透

過觀察、比對、分析歸納其差異性，讓學生發現構成美其實存在於日常生

活當中，只須透過細心的觀察，皆能尋找到構成美的存在。 

    本學期構成探索課程已進行第二次，學生在構成探索的表現上較前一

年的表現活潑有趣，課堂互動與構成表現皆反映出這樣的現象，思索其差

異因在於高一色彩課程所給予的探索自由度，使學生更能自在且有自信的

表現此課程。因此在構成能力的建構上，更勝以往的學生表現。 

    學生在最後的呈現結果手法，懂得運用新科技媒介或是將傳統表現轉

換新構面，這些表現方式都大大提昇課程豐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