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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國中部 

授課教師 廖云榛 

實施年級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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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小時 

■ 國民中學 8 小時 

班級數 8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15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校園角落生物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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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級 

□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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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學年的第一學期有接受美感教育課程關於色彩和質感構面的基礎練習 

* 先備能力： 

對色彩已有基本的認識與了解，對於色彩的相近色、對比色、互補色有基本的認知，對於

質感有基本的認識，並能運用技巧的轉換改變物體本身的質感！ 

 
 
 

一、課程活動簡介： 

校園角落生物捉迷藏：能將色彩帶入生活，了解使用色彩的時機與搭配運用，而不盲目地隨

意使用色彩，確認自己需求後，選擇合宜的色彩搭配，達到原先設定的設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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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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指定的校園生態環境，找出合適且具有特色的物件進行幾何形狀的轉

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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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運用基本的雕塑技法   

2.運用環境色彩並選擇合適顏色作為視覺呈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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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計學   

2.地景藝術   

3.環境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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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單元目標 認識色彩中的環境色和自然界的保護色 

操作簡述 

以尋找的小遊戲引導學生思考在圖片中的物品融入環

境中的原因與元素，帶領學生認識融入自然界的顏

色，和基本的混色技法。 

2 4/18 

單元目標 認識街道家具 

操作簡述 
了解何謂街道家具並思考街道家具選色的考量因素，

了解街道家具與環境搭配的相互影響成因。 

3 4/25 

單元目標 學習將圖案轉換幾何形 

操作簡述 

老師示範講解，並請學生畫於講義上，理解將現實生

活中物品轉換為幾何形的替換方式，讓學生可以將複

雜形狀轉化成幾何形，並能降低塑造的挫敗感 

4 5/2 

單元目標 校園生物製造所-形體創造 

操作簡述 

運用所選取的校園角落圖片中的形狀，簡化成立體幾

何型，並透過幾何形體的組合，完成角落生物的設

計，並以此平面設計圖為草圖。  

5 5/9 

單元目標 尋找環境色/校園生物製造所-色彩設定 

操作簡述 

以10分鐘為限、讓學生分組帶著色票去尋找他們設計

圖上的校園角落環境色，回到教室後以平面設計圖為

草圖，運用實際立體材料及輕黏土，配合找出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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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以及環境質感，完成適合的顏色，逐步完成專屬的

立體版角落生物 

6 5/16 

單元目標 校園生物製造所-製作、設定 

操作簡述 

以平面設計圖為草圖，運用實際立體材料及輕黏土，

配合前面課堂所找出的環境色以及環境質感，完成適

合的顏色與質感配置，逐步完成專屬的立體版角落生

物 

7 5/23 

單元目標 校園生物製造所-質感設定 

操作簡述 以平面設計圖為草圖，運用實際立體材料及輕黏土，

配合前面課堂所找出的環境色以及環境質感，完成適

合的顏色與質感配置，逐步完成專屬的立體版角落生

物。 

8 5/30 

單元目標 校園生物製造所-製作、質感設定 

操作簡述 調整整體細節，塑造立體版角落生物的個人風格，完

成後帶領學生回到原本設計的校園場景拍照上傳。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了解眼睛所看到綠葉、草叢綠、樹枝色、落葉色各有不同的變化，而不只是一直以來認為的

綠色、咖啡色，學生對於融入環境的藝術品和生活中所接觸到的街道家具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和自己的看法， 

在校園環境中增加對於生活環境色彩的感知與敏銳，對生活所處的環境更有感。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實用色彩學》（歐秀明/賴來洋編著，雄獅美術：2004/4） 

△《配色設計學》（紅糖美學著，睿其書房：2019/3） 

△《所有人都用得上的暢銷配色學》（SentPoint 編著，原點出版：2020/6） 

△《色感大躍進：用色彩玩出驚艷好設計》（Kim Jung Hae/譯者陳品芳，博誌出版：

2016/03/01/） 

 
 
 
 

六、教學資源： 

投影片、單槍投影機、書籍、色票、輕黏土、木片、木塊、竹籤、透明卡典西德、壓克力顏

料、滾筒、色鉛筆、水彩筆、彩色列印機、相片紙、調色盤、水盂、厚紙卡、賽璐璐片、環

保雙面膠、木夾、冰棒棍、木條、塑膠眼睛、圓點貼紙、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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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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對於尋找的小遊戲相當有興趣，說明課程要製作融入校園的小生物

時也覺得很有趣，在製作過程中因為有上學期尋找校園環境色的練習，

因此學生對於色票的使用較為熟悉，在小生物的形象塑造上，少部分同

學在幾何形狀的轉換上，會產生平面轉立體圖形的卡關！因此在這一部

分多花了一些時間做課程上的調整與安排，讓學生對於立體雕塑能有更

完整的概念建構！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講義作為課程架構流程引導，學生以尋寶小遊戲切入課程，一步步完成講義裡的任務拆

解與問題解鎖，便能逐步去思考街道家具的定義與色彩的搭配 

 

C 課程關鍵思考： 
融入環境的方式 

街道家具的定義 

街道家具的色彩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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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4~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先從老師的示範解開始，帶領學生學習從物品簡化成幾何圖形的表現方式，讓學生可以在

平面轉化為立體圖形時，減少挫敗感！並以校園環境的一景照片，取材適合的形狀，塑造

出獨一無二的立體小怪獸，尋找出周遭環境色，賦予小怪獸合適地且能融入環境的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複雜圖形轉幾何圖案 

平面設計圖轉立體作品 

尋找融入環境的環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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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調整小生物細節，整理質感變化後，回到當時設定的實景，將校園小生物融入環境中拍照

上傳，學生必須在指定地點尋找能和校園小生物相互搭配的環境景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尋找融入環境的環境色彩 

雕塑與環境的相互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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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對於捉迷藏、找東西感到很有興趣，對於街道家具就感到十分陌生，

而街道家具是現在生活中常見且會使用到的實用型雕塑，它的色彩和樣貌呈現

與擺放地點，對於都市風貌有著明顯的影響。因此想透過較為有趣的方式，帶

著學生去勘查生活的環境，確實感受與了解何謂環境色，也實際操作捏塑校園

小生物的雕塑作品放置於校園中，輔以街道家具的概念，希望學生能對於生活

環境更有感！ 

在學生設計草圖時，會遇到的問題是草圖畫得很好，但卻不知道如何轉換成立

體。設計了小生物的巫師帽，做出來卻是扁扁的一片多力多滋形狀，在這一方

面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引導與課程架構上的調整，也讓我在課程上有更多的省

思，教師應該要對自己的課程做一盤點，我思索著是否有較多的課程是在平面

的繪圖上，而在立體呈現上則較為貧乏，因此學生會在這一方面的能力較為薄

弱！ 

另外部分班級因為遇到線上課的轉換，導致課程上銜接的困難，因此日後若在

執行課程時，應盡量早點執行或是思考轉換線上課的替代方案，以免如同這次

部分班級要等回學校上實體課時才能拍照將照片上傳，老師也一直擔心他們的

作品會因為線上課不見或是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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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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