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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至110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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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高二 

班級數：五班            學生數：165人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北區桃園市立陽明國中，張素菁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我的校園生活明信片                  

參考美感構面：                    參考關鍵字：        、         、            

□ 無                                                  

課程名稱：我的校園生活明信片 

基本設計一學期18小時1學分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高三加深加廣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無涉構面 ￭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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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二    年級 
高職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本校在美術課程的規劃是高二開始才有美術課，課程設計須活潑生活化為主，學生較感興趣 

本校每年都會舉行文學獎競賽，徵稿類別包含攝影組、明信片設計組…等。學校希望美術老

師可以在課堂上指導學生製作，鼓勵學生參與競賽， 提升創作發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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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1.本校每年都會舉行文學獎競賽，內容包含攝影、明信片設計…等。學校希望美術老師

可以在課堂上指導學生製作，鼓勵學生參與競賽，提升創作發表的機會。 

            2.對我來說，美感是一種感動，它是人跟景、人跟物、人跟人之間的交互關係，想讓 

            學 生能有文化意識，去理解這個世界、表現這個世界，這個屬於他的世界。高中的 

            孩子會在乎跟自己相關的事情，所以我想帶著這群孩子們，讓他們以校園生活為題 

           ， 用照片紀錄點點滴滴。 

            3.藉由前導課程學習到攝影的構圖技巧和光線的運用；我希望他們用自己的角度去觀 

            察他的「高中生活」，去尋找校園中改變他、影響他、感動他的畫面，它可能是一 

            株草、一棵樹、一個人、一個活動、一片風景…...；請孩子們將他拍到的這些畫面， 

            編輯並加入文字，做成屬於自己個人高中生活紀錄的「明信片」，除了可以參加校內 

           文學獎攝影、明信片設計比賽也可以將明信片寄給遠方的朋友、同學、家人或是師長 

           ，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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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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出發，張大眼睛去觀察周遭一切事物： 讓學生嘗試以秩序、構成、色彩、質

感、比例等美感主題去感受校園具有這些特色的一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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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園以綠色為基調，「色彩」的變化是學生可以去發揮的第一項美感因子 

 2.利用近焦攝影，「質感」也可藉由攝影被表現出來 

3.「構成」的要素有五項: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代美學、主從關係凸顯焦點、

分割邏輯和組合，希望學生以秩序為基礎去做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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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秩序的基礎做發展，讓學生嘗試以構成、色彩、質感、 比例等美感主題去感受校 

               園具有這些特色的一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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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每年都會舉行文學獎競賽，內容包含攝影、明信片設計…等。 

學校希望美術老師可以在課堂上指導學生製作，鼓勵學生參與競賽，提升創作發表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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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前導課程 
1-2 

3/3~3/10 

單元目標 如何拍出好照片 

操作簡述 

1.一張有 fu 照片的關鍵因素：構圖、光影、氣氛、
瞬間 
2.攝影構圖的類型與畫面安排 
3.根據所學的構圖類型至校園外拍 
4.拍好的照片上傳至 fb 社團 
5.利用 fb 社團讓學生能公開觀摩作品，增加課後 
交流與累積生活觀察機會，讓美感教學不只在課

堂。 

前導課程 

3-4 
3/17~3/24 

單元目標 外拍作品討論與分析 

操作簡述 

1.色彩力：色彩的搭配與效果差異 

2.構圖力：攝影構圖的類型與畫面安排 

3.觀察力：攝影眼 培養、場景的觀察 

根據所學檢視自己的作品，懂得如何修正畫面重新

至校園再拍一次，將作品上傳至Fb社團 

前導課程 
5-6 

4/14~4/21 

單元目標 自拍拼圖 

操作簡述 

1.以美感教育六個構面（包括色彩、質感、構成、比

例、結構、構造）原則為主題，至校園外拍 

2.老師引導學生操作PhotoGrid軟體，並請利用自己

拍攝蒐集的圖像素材，進行設計與拼貼，製作成一張

主題性的作品。 

 

前導課程 
7 

4/28~5/5 

單元目標 自拍拼圖作品討論 

操作簡述 
由老師引導學生們發表作品主題與理念， 

並給予學生們的成果評論。 

8 5/12 

單元目標 美感元素 

操作簡述 

用美感電子書上的圖片，從攝影的角度複習色彩、質

感、比例和構成。 

 

9 5/19 單元目標 
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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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2.設定六項主題為: 

*樹 

*花草 

*微距攝影 

*同誼之情 

*師生情 

*校園活動 

3.帶領學生進入校園，按照自己設定的主題 

靜態以校園景色、植物、建築物為主 

動態以校園生活的活動紀錄為對象，例如：體育課 

社團活動…等課程 

照片需呈現出以秩序為主軸，將色彩質感構成融入其

中 

 

11 5/26 

單元目標 明信片編輯 

操作簡述 

1.學生利用軟體製作校園明信片 

2.每位學生須做出三件樣式之作品 

 ￭單張照片 

 ￭多張照片（1-3張）編排 

￭照片＋文字         

 

12 6/2 

單元目標 作品檢討 

操作簡述 
將編輯好的 明信片檔案做作品分享 
從三種編輯的檔案分享創作想法 
選出最滿意的作品印製成明信片 

13 6/9 

單元目標 全班作品分享 

操作簡述 

1.將全班的作品貼在展示牆上 
2.票選最優的作品請創作者上台分享 

3.撰寫明信片：寫給家人朋友師長…等，練習寫明信
片並寄出 
 

 

四、預期成果： 

        希望透過美感課程的訓練，培養孩子對週遭環境有感，對所處的校園生活有感，能學習

到美感的核心–秩序，以及構成、色彩、質感和比例等面向，可以做到覺察→認識→體驗→反

思→建構，期待他們收集相片素材時，能運用到這些美感經驗，最後在照片與照片間、照片

與文字間，可以將屬於他們所關心的生活構成出來，為他們的未來累積更多的能量與閱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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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一、《攝影師之心:數位攝影的意圖、風格和過程》麥可.弗里曼甘

錫安譯大家出版社2011/4/11出版。 

二、《四季攝影即景》日本CAMERA   2016/10/1出版日文 

 
 

六、教學資源： 

美感電子書、電腦、相機、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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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一張有 fu 照片的關鍵因素：構圖、光影、氣氛、瞬間 
2.攝影構圖的類型與畫面安排 
3.根據所學的構圖類型至校園外拍 

4.拍好的照片上傳至 fb 社團 
5.利用 fb 社團讓學生能公開觀摩作品，增加課後交流與累積生活觀察機會，讓美感教學不
只在課堂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生活出發，張大眼睛去觀察周遭一切事物  

鏡頭的遠近與視角如何改變畫面構圖與敘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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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4 

A 課程實施照片：   

學生作品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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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比較分析前一週學生攝影作品中的構成 表現 ，讓學生了解按快門前你還可以觀察什麼 。 

2.拍照時不能只看主體，還要觀察主體與週邊環境的關係。 

3.影鏡頭中 主體、陪體與環境的相互關係與敘事效果。 

4.根據所學檢視自己的作品，懂得如何修正畫面重新至校園再拍一次，將作品上傳至 Fb 社

團 

C 課程關鍵思考： 

1.比較分析前一週學生的作品構成，透過講評去對應前面所談過的概念 

2.學習從攝影鏡頭中看到構成的可能。 

 

 

 

 

 

 

 

  

 

 

 

 

 

 

 

 

 

 

 

 

 

 

 

 

 

 

課堂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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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以美感教育六個構面（包括色彩、質感、構成、比例、結構、構造）原則為主題， 

至校園外拍 

2.老師引導學生操作PhotoGrid軟體，並請利用自己拍攝蒐集的圖像素材，進行設計與拼貼，

製作成一張主題性的作品。 

3.由老師引導學生們發表作品主題與理念，並給予學生們的成果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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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希望透過美感課程的訓練，培養孩子對週遭環境有感，對所處的校園生活有感，能學習到

美感的核心–秩序，以及構成、色彩、質感和比例等面向，可以做到覺察→認識→體驗→反

思→建構，期待他們收集相片素材時，能運用到這些美感經驗，最後在照片與照片間、照

片與文字間，可以將屬於他們所關心的生活構成出來，為他們的未來累積更多的能量與閱

歷。 

 
 
 
 
 
 
 
 
 
 
 

 

 

 

 

 

 

 

 

 

 

 

 

 

課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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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用美感電子書上的圖片，從攝影的角度複習色彩、質感、比例和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希望他們在這節課能說得出其涵義，根據自己設定的主題，將這些美感的核心與構面運用

上去。 

 
 
 
 
 

 

 

課堂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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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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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設定六項主題為:*樹*花草*微距攝影*同誼之情*師生情*校園活動 

2..帶領學生進入校園，按照自己設定的主題 

靜態以校園景色、植物、建築物為主 

動態以校園生活的活動紀錄為對象，例如：體育課社團活動…等課程 

3.照片需呈現出以秩序為主軸，將色彩質感構成融入其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照片是傳達情感的一種間接方式，學生根據主題，去拍攝明信片要使用的資料，在畫面的

呈現上，它可以包含秩序、構成、色彩、甚至是質感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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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1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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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利用手機App、IG、美圖秀秀作照片＋文字的明信片編輯 

2.用自己拍攝的電子檔為編輯素材庫試著做練習 

3.編輯好的明信片檔案做作品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運用秩序、色彩、構成等元素做美感構面的綜合習作，當做明信片的編輯時，如果在做文

字敘述時，還得注意擺放的位置，和字型的大小，期望他們交出一張完美的美感成績單。 

 

          
 

 

 

 

 

 

 

 

 

 

 

 

 

 

 

 

 

 

 

 

 

 

 

 

 

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