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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張銘修 

實施年級 七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6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國民中學 

班級數 7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96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我的校園色彩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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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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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國一新進學生從未接觸過美感與設計相關課程，色彩相關知識在國小都有概略的認識，學

區國小普遍教過色彩三原色與調色練習基本練習，對於環境色彩的敏感度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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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概述： 

課程場域調整為學校周圍社區店家企業色及本校校園中景物，校園色彩意象成果將提出來，

讓未來在規劃校園中的事物時，可以依據校園色彩感覺進行配色。 

二、課程目標： 

1. 透過校園色彩採集，形成以環境為思考脈絡的美感意識。 

2. 透過生活美感探索，學習尊重他人意見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三、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課程內容 

 

1 9/13 
單元目標 發現生活色彩～集色大挑戰 

操作簡述  排列於盒子中改成白色四開西卡紙。 

2 9/20 

單元目標 色彩的奧秘～試色練習 

操作簡述 
 以美感電子書的生活案例，講解色彩基本知識。 

 運用環境色彩圖片，以 CMY 色料(廣告顏料)調出類似色。 

3 9/27 

單元目標 色彩的感覺～色感思考 

操作簡述 

 色票改用 199a 色票，顏色比較多。 

 運用色票找出上星期所調出來的顏色，除了色彩辨認練習，著

重引導學生思考與詮釋色彩的感覺。 

4 10/04 

單元目標 色彩的心理意象～企業形象色彩 

操作簡述 
此堂課從企業物件的觀察中，各組思考學校那些物件必須要有統一的

形象色彩。 

5 10/18 

單元目標 玉山校園色彩調查 

操作簡述 
此單元採集時考慮到校園區域性的差異(建築、林木、人造物件)，在

分組時明訂各組學生的採集類型。 

6 10/25 

單元目標 玉山校園色彩提案 

操作簡述 
形象配色提案不以衣服為限，各組以第四堂課所提的物件，進行校園

色彩提案。 

四、預期成果： 

將學生的分組提案進行類彙整，全校票選校園企業色彩，票選結果未來可以運用於校園硬體

更新或各種物品購買時的色彩參考。 

五、參考書籍： 

1. 色彩計畫，鄭國裕、林磐聳，藝風堂出版社，1987。 

2. 百年色辭典，Katie Greenwood，漫遊者文化，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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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資源： 

1.    改用 199a 色票 

2.    廣告顏料 

數位學習計畫：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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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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堂課本來規畫以美感電子書的生活案例，講解色彩基本知識，整個單元微調成以色

彩的感覺為主軸，捨棄廣泛的色彩知識，未免國一新生學習概念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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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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投影片介紹生理四原色，並帶入色彩感覺以及色相、明度、彩度概念。 

2. 拿出上星期交代每個人從生活中搜羅的四種色彩(紅黃藍綠)相關物件素材，分配到同

一色彩的同學移動座位坐同一桌。 

3. 各組發下四開白紙，紙張上 X 軸為色相，Y 軸為明度，讓學生討論與調整色彩階調。 

4. 各組完成後，教師提問：色彩分類中你覺得最難的一件事是什麼？  

從中指出一件物品為什麼會用這個顏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生活中物品的色彩感覺以及使用色彩的背後原因。 

2. 從生活中去觀察生活物件的色彩。 

3. 運用分組排列與討論，了解色彩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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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發下學習單，從上禮拜排列的色彩階調中，挑選一樣喜歡的物件，貼在學習單上。 

2. 自己揣測並寫下，為什麼這個物件會用這個顏色。 

3. 運用廣告顏料嘗試調出跟這個物件一樣的色彩，平塗於學習單的方塊中。 

4. 收拾桌面，將色彩學習單收回，詢問學生調色的困難之處與色彩感覺，統整這堂課的

學習概念。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了解自己的色彩偏好以及色彩感覺。 

2. 思考生活中的物件使用色彩背後的原因與理由。 

3. 調色中嘗試運用上一堂課提到的十字軸線中明度、色相的思考方式調色。 

 

 



9 

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介紹城市色彩意象簡報，從旅美視覺藝術家江孟芝設計的台灣車廂色彩意象，到企業

色的應用中，色彩的感覺與企業的意義。 

2. 各組發下上星期的學習單以及色票(199a 色票)，請學生運用色票找出上星期所平塗的

顏色，並將色票編號寫下來。 

3. 請學生寫下學習單中，平塗色彩的心理感覺。 

4. 教師提問：到目前為止，在這個單元中你學到了什麼？說一下你的學習感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城市中，色彩運用的協調性與企業運用色彩的形象感之異同。 

2. 學會運用色票等工具進行精確色彩的溝通。 

3. 個人因為顏色與物品的搭配，感受到其色彩的細微感覺之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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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分配兩人一組，發下學習單，再次提醒色票使用的方法與技巧。 

2. 講述學習單第五題校園形象色彩，讓學生進到校園去觀察校園有哪些色彩，有哪些現

有色彩適合運用在校園中的其它地方。 

3. 運用色票把去找出物品顏色，揣測並寫下校園中的此物件為何會用這個顏色。 

4. 並寫下在哪裡拍攝到此物件，此物件的顏色可運用到哪些地方。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以實地觀察後，思考生活中的物品用色原因。 

2. 學會用色票去觀察色彩與溝通。 

3. 能夠以現有環境中的色彩，思考此色彩的延伸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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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進行色彩觀察簡報教學，簡報中將觀察顏色可循三類型去區分，物品心理感覺配色、

文化因素配色、建材原色配色。 

2. 考慮有學生沒手機，兩兩一組帶著手機，進到校園拍攝色彩照片。 

3. 下課前五分鐘進到教室，挑選一張最恰當或歡的照片上傳到班級 facebook。 

4. 在照片留言上班級座號姓名；拍攝物品；此色彩帶給你的心裡感覺；此色彩能運用於

校內何種物品，四項重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訓練學生對於物品的主色調擷取。 

2. 以色彩心理感覺進行環境色的運用。 

3. 思考環境中的色彩運用合理性。 

 

 



12 

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打開上星期學生傳到班級 facebook 的照片。 

2. 請學生依序起立講述自己觀察的色彩，以及運用於校園的哪裡，以及原因。 

3. 教師依每人拍攝的照片與說法，進行主色調擷取的調整，以及補充學生的官邸與環境

色彩運用的方法與目的。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所有學生的色彩觀點辯證與修正。 

2. 環境色的使用與其意義性。 

3. 培養學生能夠表達與觀念分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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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此次課程提供藝術家思考色彩的文化因素，以及企業色的整體規劃，但是在環境色的

應用比較沒有過多案例，讓學生自行先去尋找與思考。但課程操作時發現概念模糊的

學生偏多，未來可思考先行在提供多一點的案例，或者經由筆者的教案，已經知道學

生會有模糊概念，在進行討論時，加入正確與多元的環境色使用恰當的案例，以進行

課程統整與澄清概念。 

2. 此教案為修正與調整北區美感教師孫菊君老師的教案，修正為比較不以理倫導入課

程，而已操作、探索後再討論，對於一般班級學生具有較高的興趣，若能夠將課程擴

充，再加入社區、城市走讀進行色彩觀察，會讓學生對於所學的知識與感受，在真實

生活環境中可以驗證與學習遷移。 

3. 美感教育的單一構面探索課程，具有深度的學習，雖然色彩學的內容非常龐雜，但是

不建議一次就要將大多知識性的概念教完，未來還有許多藝術單元，可運用螺旋式的

課程設計，逐步提醒教過的概念與融入未教的概念，讓學生不致於消化不良，這也是

第一堂課以平面的明度與色相為主，進行生活物件的排列，未來在單一構面教學要精

準的確立要教的概念，不要多而雜。但是，要在加深加廣實，可在納入其它概念或其

他構面進行下一個教學階段的思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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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一)課堂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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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山校園色彩調查數位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