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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榮暐 

實施年級 八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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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0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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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線出我的祝福 

課程類別： 

美感創意課程一學期 6-18 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國民中學 7 小時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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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 二 年級  
高中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1. 美的形式原則 

2. 色彩學 

* 先備能力：  

1. 對秩序的美感和構成有初步的概念，但實際操作的經驗不足。 

2. 曾學習過色相環、色彩三屬性、顏色彼此的性質關係。 

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國中生在七年級時多半曾學習美的形式原則，但是教科書僅用一個單元便草草帶過，學

生印象不深。因此本課程特別將「反覆」、「韻律」、「對稱」三項原則、以及構成構面中的

「主從關係概念」挑選出來，配合美感教育電子書的內容，加入色彩元素，然後運用剪紙、

圖案拼貼、色卡排列等操作練習，加深學習成效。最後將上述四項美感概念融合，製作呈現

色彩與構成之美的祈福吊飾，並且體驗集體創作（主構成）與個人創作（微構成）之間的對

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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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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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植物與建築物外觀造型的對稱原理。 

2. 織品紋路中造型、顏色的秩序與構成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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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構式集體創作。 

2. 繪製織品紋路設計圖。 

3. 纏繞編織上帝之眼祈福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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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原理：反覆、韻律。 

2. 構成構面：對稱、主從關係。 

（組構式集體創作作品中「主構成」與「微構成」之關係） 

3. 色彩構面：顏色彼此的性質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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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 

2. 跨域：綜合活動領域 

3. 實踐公共藝術的理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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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單元目標 加深對稱原理的認識與體驗 

操作簡述 

認識剪紙藝術，並以剪紙複習對稱原理，讓學生體

會對稱之美。 

 

2  

單元目標 明白對稱構成是最符合古典美學的配置方式 

操作簡述 

1. 觀看具有對稱之美的經典案例，欣賞其所具有的

穩定感、傳遞莊重、大器的訊息。 

2. 以斗南或雲林為主題，師生一起畫心智圖進行創

意發想，然後挑選適當的項目設計大型對稱圖案 

3  

單元目標 製作具有對稱構成美感的作品 

操作簡述 

將對稱圖案分割，讓學生用彩色幾何造型貼紙分組

製作分配到的局部圖案，最後拼貼到綜合大樓新建

好的電梯門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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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元目標 學習色彩的構成－反覆之美、韻律之美 

操作簡述 

1. 教師複習反覆、韻律的原理，欣賞這兩者所呈現

的美感。 

2. 帶入色彩元素，讓學生分組操作色卡排列，進行

色彩的反覆構成、韻律構成練習，嘗試不同的組

合方式所呈現的視覺效果。 

5  

單元目標 
運用對稱、反覆、韻律三項原則進行組構式集體創

作。 

操作簡述 

1. 教師運用案例圖片介紹組構式集體創作方式。 

2. 分組練習：先讓各組同學有數量一致的菱形小色

卡（限制幾種特定色彩），請學生進行構成的小練

習，以拼圖遊戲形式排列組合成一個幾何形態。 

3. 之後每位學生帶著一張個各自不同顏色的便利

貼，進行色彩分類後，班級一起進行集體構成的

拼貼操作。 

4. 將全班完成的大型幾何形體拍照記錄，作為最後

一節課集體創作作品（主構成）的外形參考。 

6  

單元目標 融合對稱、反覆、韻律、主從關係明確的色彩構成 

操作簡述 

1. 介紹紗線编織墨西哥「上帝之眼」祈福物的文化

意涵，分析其造型、顏色的秩序與構成，以及色

彩三屬性。 

2. 教師講解主從關係明確的構成。 

3. 每位學生繪製自己的上帝之眼祈福吊飾設計圖：

以各自顏色的便利貼為主色調，運用之前所學的

對稱、反覆、韻律、主從關係原則，在菱形空白

線稿設計圖中上色。 

4. 教師交待家庭作業∶蒐集長短粗細適當的長木棍 

7  

單元目標 讓手工藝品呈現色彩與構成之美 

操作簡述 

1. 教師教授運用線材在棍棒上纏繞出上帝之眼祈福

吊飾的方法。 

2. 以色票方式陳列棉繩。 

3. 學生依照設計圖製作個人的祈福吊飾。（微構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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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單元目標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 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操作簡述 

1. 在棍棒末端加裝流蘇、毛球、吊繩，完成作品。 

2. 將全班作品集結，參照第五節課照片紀錄的大型

幾何形體排列，組裝合成一大面簾子，體驗集體

創作（主構成）與個人創作（微構成）之間的對

話關係。在校園中適當位置懸掛展示，成為具有

美化環境功能的公共藝術。 

三、 預期成果： 

1. 懂得探索生活環境中自然物與人造物的構成方式。 

2. 能明白構成之美自對稱開始。 

3. 能明白重複的單一元素呈現的整齊、秩序之美。 

4. 能明白在整齊劃一之中變化某些元素所產生的韻律之美。 

5. 能明白主從關係明確的構成能凸顯焦點。 

6. 能察覺集體創作與個人創作之間的對話關係。 

7. 能綜合運用對稱、反覆、韻律、主從關係明確的構成方式，製作具有色彩與構成之美的

手工藝品。 

8. 養成對構成的敏感度，提升美感素養。 

9.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 

 

四、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すぎやまとも著，莊琇雲譯（2015）。《手套．帽子．襪子：23 款冬日小物的編織圖案＆配

色遊戲》，台北：雅書堂。 

網站：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lessons/ 美感教育電子書 

https://www.xuehua.us/a/5eb5420186ec4d63e6913189?lang=zh-tw 這個湖南妹子對墨西哥的「上

帝之眼」着了迷，用彩色紗線纏出熱愛與祝福 | 夸克青年 

 

五、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影片、投影機、銀幕、音響、電腦、印表機、學習單、色紙、鉛筆、剪刀、彩色

幾何造型貼紙、塑膠片、彩色色卡、天然棉繩、棍棒、流蘇、掛勾。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3%81%99%E3%81%8E%E3%82%84%E3%81%BE%E3%81%A8%E3%82%82/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8E%8A%E7%90%87%E9%9B%B2/adv_author/1/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lessons/
https://www.xuehua.us/a/5eb5420186ec4d63e6913189?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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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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計畫製作上帝之眼祈福吊飾的材料是用「毛巾紗」，但筆者實地

拜訪虎尾毛巾工廠，與業者討論後發現並不適合，因此改用天然成分的彩

色棉繩。其他課程內容大致照原計畫進行，沒有變動。 

 

 

二、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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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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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認識剪紙藝術與操作步驟。 

2. 進行剪紙練習，複習對稱原理，體會對稱之美。 

C 課程關鍵思考： 

剪紙是一門充分利用對稱展開原理的藝術，因此操作剪紙的對摺與展開能有效讓學

生體驗對稱圖案的形成，感受對稱的構成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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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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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看具有對稱之美的經典案例照片影片，欣賞其所具有的穩定感、傳遞莊重、大器

的訊息。 

2. 以斗南或雲林為主題，師生一起畫心智圖進行對稱的創意發想，然後挑選適當的項

目設計一個大型對稱圖案。 

C 課程關鍵思考： 

自然物與人造物中具有對稱形式的東西不勝枚舉；如果透過群體創意發想出與學生居

住環境或文化相關的，讓作品和學生的生活產生連結，會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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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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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上一節課設計好的對稱圖案分區塊，讓學生用彩色幾何造型貼紙分組製作分配到的

局部圖案。 

2. 各小組完成的局部圖案拼貼合體成一個完整的大圖。 

3. 利用課餘時間將大型對稱圖案張貼到綜合大樓新建好的電梯門扇上，美化校園環境。 

C 課程關鍵思考： 

大型對稱圖案選材與設計原則：有在地性、裝飾性強、造型幾何化、不複雜。 

最後筆者協助學生產出的圖案為： 

1. 日本狐面－斗南地區傳統產業為木雕，曾經是製造銷售日本木器用品（包括面具）的

重鎮。 

2. 鹿頭－斗南起源傳說是他里霧族人因為逐鹿而發現的蒼茫草原。 

3. 鳳凰葉－鳳凰木是校內中庭的主樹，其葉序是對生的羽狀複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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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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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複習反覆、韻律兩項美的形式原理，欣賞這兩者所呈現的美感。 

2. 加入色彩元素，學生分組操作色卡排列，進行色彩的反覆構成、韻律構成練習，嘗試

不同的組合方式所呈現的視覺效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色卡排列遊戲題目宜由淺入深，先進行二色反覆、再進行三色反覆、三色韻律、四

色韻律……，讓學生熟悉規律性排列方式。題目呈現方式可以對照音樂節奏，一個音階

代表一種顏色，例如：Do-Re-Do-Re、Do-Re-Re -Do-Re-Re、Do-Re-Me-Do-Re-Me、 

Do-Re-Me-Re- 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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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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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單元

（教具）

大集合

（教具）

小單元

（作品）

大集合

（作品）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欣賞案例圖片，認識組構式集體創作方式。 

2. 分組練習：先讓各組同學有數量一致的菱形小色塊（限制幾種特定色彩），請學生進

行構成的小練習，以拼圖遊戲形式排列組合成一個幾何形態。 

3. 鑑賞每一組排的幾何形態，從中選出最好看的。 

4. 對選出來的幾何形態進行色彩分析與圖案轉譯：以正方形便利貼紙代表菱形小色塊

（一個菱形小色塊用一張顏色相同的便利貼紙代替），每位學生選一張便利貼紙，依

照這個幾何形態樣貌全班一起進行集體構成的拼貼操作。 

5. 將全班完成的大型幾何形態拍照記錄，作為最後一節課集體創作作品（主構成）的外

形參考。 

C 課程關鍵思考： 

  組構式集體創作方式： 

 

 

  

微構成 主構成 

參照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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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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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認識紗線编織墨西哥「上帝之眼」祈福物的文化意涵，分析其造型、顏色的秩序與構

成，以及色彩三屬性。 

2. 學習主從關係明確的構成，了解主色調和陪襯色調。 

3. 每位學生繪製自己的上帝之眼祈福吊飾設計圖學習單：取回上一節課大型幾何形態中

的便利貼，以此張便利貼的顏色為主色調，運用之前所學的對稱、反覆、韻律、主從

關係原則，在學習單上中菱形空白格線上色。 

4. 家庭作業：蒐集長短粗細適當的長木棍。 

C 課程關鍵思考： 

繪製上帝之眼祈福吊飾設計圖學習單時，學生容易受限於學習單上菱形空白格線的規

劃單調填色（Do-Re-Do-Re）；教師宜提示第四節所學到的反覆構成、韻律構成變化方

式，也可以 Do-Re-Re -Do-Re-Re、Do-Re-Me-Do-Re-Me、Do-Re-Me-Re-Do ……，產生更豐

富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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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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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習運用線材在棍棒上纏繞出上帝之眼祈福吊飾的方法。 

2. 每人挑選兩隻長短粗細一致的木棍，稍作表面處理。如果蒐集的木棍不夠，便用竹筷

子或吸管代替。 

3. 將兩隻棍棒綁成十字架造型。 

4. 參照自己的上帝之眼祈福吊飾設計圖挑選棉繩顏色。 

5. 依設計圖案在棍棒上纏繞彩色棉繩，製作個人的祈福吊飾。（微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彩色棉繩要纏繞幾圈？纏繞越少圈該色彩的幅度越窄；纏繞越多圈該色彩的幅度越

寬。部分同學對面積比例比較沒概念，或是繞線多圈後會失去耐心，這時教師可幫忙同學

計算圈數、檢視同學的祈福吊飾上各種色彩幅度比例是否恰當，並鼓勵完成繞線應有的圈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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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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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在棍棒末端加裝流蘇、毛球、吊繩，完成作品。 

2. 將全班作品集結，參照第五節課照片紀錄的大型幾何形體排列，組裝合成一大面簾

子，體驗集體創作（主構成）與個人創作（微構成）之間的對話關係。 

3. 利用課餘時間在校園中適當位置懸掛展示，成為具有美化環境功能的公共藝術。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組構式集體創作中，集體創作（主構成）與個人創作（微構成）之間是有連動關係

的；按照這些微構成的特色加以分類，或找出這些微構成的秩序，加以利用，可以排列出

不同樣貌的主構成。透過集體創作的參與，讓學生覺察自己的個人創作（微構成）會影響

到最後全班的作品（主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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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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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貼於電梯門口的大型對稱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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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線曼達拉配色設計圖

與微構成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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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構式集體創作(主構成)完成品陳列於公共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