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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王姿翔 

實施年級 801 

課程執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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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__小時 

班級數 1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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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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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 先備能力：學生於國小及七年級時，已上過美的原理原則，知道秩序、反覆、對稱等概念，
也具備基本的色彩概念。對於美術有基本認識，但對於生活環境較也較為無感，能觀察生活中
雜亂失序的環境狀態。也因為無感加上缺乏比例與構成的觀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課堂筆記、繪
圖作 品、感謝卡片、生涯手冊封面創作…等，經常出現文字堆積、視覺動線規畫不良；造成
難以閱讀，甚至會讓人扭曲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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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活動簡介： 

    比例是影響美感效果的相對關係，而比例感「是對尺寸的大小有審美的情緒」，構成

則是聯結各式要素的整體展現。當空間中不止有一個以上的物件時，就得考慮到構成；當

物件的比例改變時，往往構成關係也隨之改變。本課程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進行觀察後，

透過簡單的比例工具進行操作；理解格線的分割邏輯；體驗平面設計中的比例關係與版面

構成，建立起學生對於平面構成中字體大小、 空間留白、圖文配置等「比例＋構成」的

美感觀念，並意識到版面編排在美感與訊息傳達上的重要性。課程最後，讓學生觀察自己

的日常生活，以分組討論的方式，試圖找出自己生活中可以改進比例的環境或器物，並鼓

勵學生將所學觀念實際運用，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一座城市，一條街道，一個轉角，一個地區建構出屬於一座城市的面容，進而成為前

往蒞臨人們腦海裡對這座城市的記憶。色彩可以是一種語言，用純粹的形式傳達這片土地

上的點滴，色彩也可以賦予一座城市個性，使城市綻放出不同的光芒。 

    希望藉由門牌設計與社區特殊色彩的學習，透過藝術與生活日常連結，進一步塑立社

區認同與社區識別，旨在用色彩串起社區居民對城市的共鳴，能為這短暫消逝的美麗，留

下永恆的記憶，也讓學生重新體會城市的美感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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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學生能從校園及生活中的平面物品，觀察比例、構成與美感的關係。  

2. 學生能從校園周圍的街道招牌中，觀察文字的比例、構成所產生的排版與美感間 

的關係。 

 美感技術 

1. 學生能觀察生活中物件的比例及構成，能夠具體指出影響美感效果和聯結各式要素 

整體展現的相對關係。  

2. 學生能夠操作比例學習工具，建立自己的比例感及構成關係資料庫，並與小組分

享。  

3. 學生能了解合宜的比例關係，並在小組討論後實際運用日常生活中。 

 美感概念 

1. 學生能理解物件比例、構成與美的形式原理之間的關係。  

2. 學生能理解不同比例與構成關係在平面設計上造成的變化。  

3. 學生能理解生活中許多的物件與生活產品都涉及到比例與構成的概念，並嘗試操 

作運用。 

 其他美感目標 

1.結合學校校本課程彈性課程美感教育課實施。 

2.具美感的格線分割構成。  

3. 門牌上的主要及次要訊息。  

4. 抽象訊息的主從關係。  

        5. 合宜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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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2 

單元目標 門牌意義與用途 

操作簡述 

A. 簡稱門牌號，是政府或組織為了便於管理建築

物，而給予建築物的編號，用以代表建築物和作

為地址的最精確部份，在正常情況下、不會有兩

個完全相同的門牌號碼。 

B. 請學生收集國內外的各式門牌，並加以歸納整理

出共通性。 

2 9/9 
單元目標 新北、馬祖及屏東門牌比較 

操作簡述 A. 先與學生討論國內外門牌的差異性與優缺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9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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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民國88年中央開放各縣市可以自形設計及換發門

牌後，經由影片及案例進行：新北市、馬祖及屏

東的特色門牌討論與比較優缺點。 

3 9/16 

單元目標 構成操作 

操作簡述 

A. 「比例、構成」與美感關係（跨數學領域）認識

自然物的比例構成。 

B. 介紹公因數、公倍數、等差數列、等比數列與黃

金比例。透過提問讓同學發現這些與我們日常 生

活中的關聯。 

C. 上網搜尋具美感的門牌設計，列印或存檔，下堂

課將圖片帶至課堂中使用。 

4 9/23 

單元目標 比例操作 

操作簡述 

分組討論。(學習單)  

A. 參考現有的新式門牌，討論門牌上應出現的基本

必備訊息有哪些?  

B. 門牌上可加入的附加訊息或元素有哪些?(例如:縣

市的象徵符號或特有圖像)  

C. 拍攝生活中以格線分割具美感的陳列法並適用於

門牌比例實驗上。 

5 9/30 

單元目標 比例操作 

操作簡述 

A. 將上週回家作業找到的門牌上的抽象訊息簡化，

類比轉換為幾何圖形。  

B. 利用色紙切割出轉換後的訊息幾何圖形。色紙顏

色限制為黑、灰、白，依訊息輕重選用。 黑色為

重要且必須放的訊息部份，依此類推。 

C. 讓學生嘗試各種組合排列並討論最適宜的比例。 

D. 利用切割後的色紙再現該門牌的尺寸比例。 

6 10/7 

單元目標 門牌構成完成 

操作簡述 

決定門牌上的主要及次要訊息有哪些，並利用色紙

(黑白灰)切割出類比轉化後的幾何圖形。 

A. 將切割好的色紙進行大小、比例、位置等排列組

合，練習呈現主從關係與焦點，並從中找出自 己

最滿意且最具美感的組合。 

B. 黏貼完成的作品於個人作品卡紙上，並標註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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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的訊息內容。 

C. 與現有門牌進行比較與討論，修正成最適宜的門

牌構成。 

四、預期成果：  

希望學生能藉由課程中的學習，主動發覺生活中的美感事物、對自己對他人進而對他人發掘更

多美好的事物，不斷的練習發現，提升自己的美感素養，改善社會從自己出發。學生能持續理

解畫面中的主從關係與畫面平衡的重要，並學習到圖案編排的應用，以發展出具個人及家鄉特

色的方形版面美感提案：澎南區特色門牌設計。 

五、參考書籍： 

1. Flair。《版面設計學》。聯經，2010。  

2. 佐藤直樹, ASYL。《基本的基本》。麥浩斯，2014。  

3. 櫻井和枝等。《設計就該這麼好玩！版型 1000 圖解書》。悅知文化，2014。 

4. 金柏麗・伊蘭姆。《文字排印設計系統》。臉譜，2018。 

5. 貝絲．唐德羅。《平面設計這樣做就對了》。遠流，2013。  

6. 生田信一。《好設計，第一次就上手》。原點，2011。 

7.美感版式設計：文字與圖的對話。作者： eye4u 視覺設計工作室。博碩出版社。 2010。  

8. 藤本健太郎(2019)。廖紫伶譯。字形散步走在台灣：路上的文字觀察。臉譜。  

9. 美好關係(2019)。設計的美好關係：60 座書席設計解剖書。風和文創。  

10. 小山雅明 (2014)。李友君譯。全能招牌改造王：瞬間拉升集客力，讓路人通通變客 

人！。時報出版。  

11. 小林章(2015)。葉忠宜譯。街道文字：在世界的街角，發現文字的秘密。臉譜。 

12. 查爾斯‧蒙哥馬利(2016)。鄭煥昇譯。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找回以「人」為本的 大街

小巷，創造人與人的互動連結(Happy City: Transforming Our Lives Through Urban 

Design)。時報出版。 

13. 漂亮家居編輯部(2017)。圖解吃喝小店攤設計：從街邊店到移動攤車，品牌定位、 設

計、製作一本全解。麥浩斯。 

14. 黛比．米曼(2009)。林育如譯。像設計大師一樣思考。商周出版。 

15. 鄭開翔(2019)。街屋台灣：100 間街屋，100 種看見台灣的方式！。遠流。 

六、教學資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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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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9/2 

單元目標 門牌意義與用途 

操作簡述 

A. 簡稱門牌號，是政府或組織為了便於管理建築

物，而給予建築物的編號，用以代表建築物和作

為地址的最精確部份，在正常情況下、不會有兩

個完全相同的門牌號碼。 

B. 請學生收集國內外的各式門牌，並加以歸納整理

出共通性。 

2 9/9 

單元目標 新北、馬祖及屏東門牌比較 

操作簡述 

A. 先與學生討論國內外門牌的差異性與優缺點。 

B. 民國88年中央開放各縣市可以自形設計及換發門

牌後，經由影片及案例進行：新北市、馬祖及屏

東的特色門牌討論與比較優缺點。 

3 9/16 

單元目標 構成操作 

操作簡述 

A. 「比例、構成」與美感關係（跨數學領域）認識

自然物的比例構成。 

B. 介紹公因數、公倍數、等差數列、等比數列與黃

金比例。透過提問讓同學發現這些與我們日常 生

活中的關聯。 

C. 上網搜尋具美感的門牌設計，列印或存檔，下堂

課將圖片帶至課堂中使用。 

4 9/23 

單元目標 比例操作 

操作簡述 

分組討論。(學習單)  

A. 參考現有的新式門牌，討論門牌上應出現的基本

必備訊息有哪些?  

B. 門牌上可加入的附加訊息或元素有哪些?(例如:縣

市的象徵符號或特有圖像)  

C. 拍攝生活中以格線分割具美感的陳列法並適用於

門牌比例實驗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9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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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30 

單元目標 比例操作 

操作簡述 

A. 將上週回家作業找到的門牌上的抽象訊息簡化，

類比轉換為幾何圖形。  

B. 利用色紙切割出轉換後的訊息幾何圖形。色紙顏

色限制為黑、灰、白，依訊息輕重選用。 黑色為

重要且必須放的訊息部份，依此類推。 

C. 讓學生嘗試各種組合排列並討論最適宜的比例。 

D. 利用切割後的色紙再現該門牌的尺寸比例。 

6 10/7 

單元目標 門牌構成完成 

操作簡述 

決定門牌上的主要及次要訊息有哪些，並利用色紙

(黑白灰)切割出類比轉化後的幾何圖形。 

A. 將切割好的色紙進行大小、比例、位置等排列組

合，練習呈現主從關係與焦點，並從中找出自 己

最滿意且最具美感的組合。 

B. 黏貼完成的作品於個人作品卡紙上，並標註幾何

圖形的訊息內容。 

C. 與現有門牌進行比較與討論，修正成最適宜的門

牌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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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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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了解門牌意義與用途，並請學生收集國內外的各式門牌，並加以歸納整理出共通性。 

2. 民國88年中央開放各縣市可以自形設計及換發門牌後，經由影片及案例進行：新北

市、馬祖及屏東的特色門牌討論與比較優缺點。 

3. 「比例、構成」與美感關係（跨數學領域）認識自然物的比例構成。 

4. 拍攝生活中以格線分割具美感的陳列法並適用於門牌比例實驗上。 

5. 利用色紙切割出轉換後的訊息幾何圖形。 

6. 將切割好的色紙進行大小、比例、位置等排列組合，練習呈現主從關係與焦點，並從

中找出自己最滿意且最具美感的組合。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具美感的格線分割構成。  

2. 門牌上的主要及次要訊息。  

3. 抽象訊息的主從關係。  

4. 合宜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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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學生對門牌的認知不足，不了解號碼、文字與圖案之間的關聯性。 

2. 門牌上的主要及次要訊息與抽象訊息的主從關係，無法用黑灰白色準確表達出訊

息。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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