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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實驗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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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請填寫完整校名)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65號	

課程執行類別 
美感創意課程一學期6-18小時 
R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預期進班年級 十一年級 班級數 
學生數 五班，150人	

教師姓名 林思彣 

教師資格 

R  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科	
R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R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	
□ 其他：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版畫藝術碩士 

教學年資 二年 

1.美感課程經驗 

□ 曾申請105至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 

□ 曾申請109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 

□ 未申請上開美感課程計畫，但曾申請其他美感課程計畫，如： 
 
R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2.相關社群經驗 

□ 輔 導 團，您的身份為：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R  校內教師社群：藝能科、108課綱共備社群	
□ 校外教師社群，如：                   	

二、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高級中學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十一年級 

班級數：5班            學生數：150	

班級類型：R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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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課程設計說明： 

□ 本人過去沒有施作的課程設計。 
R  本人了解其他教師沒有相同課程設計。	

課程名稱：我就是我—石膏繃帶面具自畫像 

課程類別： 

美感創意課程一學期6-18小時 
R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1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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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定 R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R單堂	 教學對象 R高中 二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無 
* 先備能力：高中階段已經擁有基本繪製造形的能力，能運用水彩、色鉛筆等媒材繪圖。 

一、 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我們努力調整自己去滿足別人的期待，以至於我們會假定生活分配給我們的角色，或

者，如榮格心理學者所說，我們被賦予的人格面具。——宮布利希。 

任教這幾年，認識了許多面對現實(課業壓力)與理想(兒時夢想)矛盾的學生，往往在抉

擇科系時，選擇符合社會和家人的期待，在讀完大學後又選擇了與系所無關的工作，希望

透過藝術課程讓學生學習認識自我，提供多元的思考未來方式，能減少上述事件的發生。 

「面具」通常在保護、偽裝或是娛樂表演時使用，學生可以透過一個物件遮蔽臉部去

思考、探索外在與內在自我的關係，由於面具翻模於學生個人的臉部，學習者在製作面具

時，同時觀察自己臉部的造型，結合多元的視覺符號進行創作。 

課程操作方式第一步，學生學習觀察並討論「色彩與自身的關係」、「如何使面具結構

更加穩固」、「運用基本設計的內涵豐富面具的設計」；次之，運用結構的概念製作面具主

體、運用色彩與基本設計的概念彩繪面具；接著，讓學生將成品戴上拍攝，分享其創作理

念；最後，將成品展覽於校園，讓更多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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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目標 

n 美感觀察： 

1. 觀察熟悉的生活空間，自己的用色習慣與帶給人的感受。 

2. 觀察、練習運用色彩傳遞情感訊息。 

3. 觀察基本設計中點線面的構成帶給人的情緒狀態（例如：斜線相較於平行線給人不

安定的感受）。 

4. 觀察藝術家（卡蘿、林布蘭、梵谷、畢卡索…）肖像中的符號所傳遞的訊息，在此

引導一個藝術形象即使沒有客觀的寫實性，仍然可以令人信服。	

5. 觀察生活中立體物件的結構(例如：課桌椅、編織物件、建築物、植物)。 

n 美感技術： 

宮布利希《面具與面容》一文中提到藝術家畢卡索在探究「生命」與「影像」之間的

一個等式，與傳統的肖像畫家一樣，他透過揣摩「形狀」與「表情」之間的交互作用

捕捉那個等式。 

引導學生從上述的美感觀察，進一步透過色彩學、基本設計、立體造型的結構去尋找

能夠表達自我的一種精確等價物。	

n 美感概念： 

認識所使用的視覺符號、色彩都可以是與他人溝通的媒介。善用多元形式傳達思想與

情感。在此也讓學生理解，對於一個人神韻或特徵性的面孔，我們不可能有完全相同

的體驗，而是根據我們各自的審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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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單元目標 我的房間—色彩觀察 

操作簡述 
1. 觀察自己的房間，選取主要色彩繪成色票。 

2. 分組(同色系一組)討論色彩帶給人的感覺。 

2 10/15 

單元目標 我口中的我，他人眼中的我—性格三原色 

操作簡述 

1. 色彩學：色料、色光三原色 。	

2. 自我介紹，聽者給予個人特質回饋。 

3. 繪製自我性格三原色。 

3 10/22 單元目標 我的九宮格—圖案與造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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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基本設計：點線面構成、媒材製作技法、圖案

與造型設計預想。	

2. 引導學生欣賞藝術家（卡蘿、林布蘭、梵谷、

畢卡索…）肖像作品。 

3. 引導宮布利希《藝術、知覺與現實》一書中提

到畢卡索創作的概念——「關於在『生命』被

轉變為『影像』的過程中會發生什麼？答案是

以補償性的移動來進行平衡。」。	

4 10/29 

單元目標 我就是我(一)—面具自畫像草圖繪製 

操作簡述 

1. 石膏繃帶面具製作事前準備（裁剪石膏繃帶至

適當大小）。 

2. 引導學生康丁斯基《藝術與藝術家論》中論

「形式是內涵的表達。」、「形式是否個人的、

國家的、有風格的，是否與其他形式相關或者

孤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形式的產生，

是否基於內在的需要」的概念，接著運用色彩

學、基本設計的美感技術繪製草圖。	

5 11/12 

單元目標 我就是我(二)—石膏繃帶面具製作	

操作簡述 

1. 結構：如何使石膏繃帶面具更加穩定。	

2. 觀察生活中物件的結構(例如：課桌椅、編織物

件、建築物、植物) 

3. 運用觀察到的結構製作面具。 

6 11/19 

單元目標 我就是我(三)—面具結構補強及調整造型	

操作簡述 
1. 運用結構概念搭配報紙、白膠使結構更穩固。	

2. 按照設計圖的造型雕塑面具。 

7 11/26 

單元目標 我就是我(四)—面具彩繪、造型設計	

操作簡述 

1. 運用色彩學概念彩繪面具。	

2. 運用結構概念設計面具造型。	

(報紙、鐵絲、黏土、竹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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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4 
單元目標 我原來是我	

操作簡述 同儕自評分享	

三、 預期成果： 

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 

2. 能運用立體媒材的技法創作，展現創新性。	

3. 能打破過去對藝術創作成品形象必須要客觀性寫實的概念，理解即使不符上述，仍可

以讓觀者信服。 

4. 生活中我們可能已經被所謂的「面具」所綁架，以至於想單純感知到「面容」是很困

難的。期望能在課程中透過多元觀察的方式認識自我，發現並展現個人特質，從中獲

得自信與成就感，進一步探索、規劃未來。 

四、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l 技術高級中學 基本設計 I，莫嘉賓、翁肇偉、孫聖和，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初版4刷 

l 觀看的方式，約翰・柏格著，吳莉君譯，麥田，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2018.08二版 

l 藝術、知覺與現實，宮布利希、霍赫伯格、布萊克著，錢麗娟譯，木馬文化出版：遠

足文化發行，2021.03初版 

l 藝術與藝術家論，康丁斯基著，吳瑪悧譯，藝術家，1995.06	

五、 教學資源： 

自製簡報、教學影片、學生的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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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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訂計劃實施學校為台北市⽴南港⾼級中學，然因教師更改任職學校，所以本計畫在

台北市⽴第⼀⼥⼦⾼級中學實施，因學校排課的差異，由原本的連堂改為單堂課程。 

本學年的課程受到新冠疫情引響，許多班級被隔離，導致進度無法如期。⾯具實作後

只完成同學報告、欣賞作品，未能執⾏校園公共藝術。 

⼆、6⼩時實驗課程執⾏紀錄（請填寫表格 x6，可參考美感練習誌第⼀冊12~17⾴）	

（ㄧ）第⼀學期 

課堂1.2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從⽣活中拍攝喜歡的空間。 

2. 以軟體從照⽚中找到喜歡的⾊彩。 

3. 以⾊料三原⾊和⿊⽩調出⾊卡。 

4. 分組討論對於同⾊相的⾊彩感受。 



10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對於⽣活中⾊彩的敏感程度。 

2. 是否能⽤顏料條出⾊彩。 

3. ⾊彩帶給⼈的感受。	

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欣賞藝術家的作品 

2. 分組討論藝術家可能想傳達的訊息，或是觀者從畫⾯中接收到的訊息 

3. 教師介紹藝術家 

C 課程關鍵思考： 

l 如何運⽤視覺圖像中的符號來傳遞訊息？ 

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以曼陀羅思考法出發，發想⾯具的關鍵字。 

2. 聚斂思考並繪製⾯具製作的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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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紀錄所繪製的草圖需要的材料。 

C 課程關鍵思考： 

l ⾃畫像為主題的⾯具製作。 

課堂5.6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裁剪⽯膏繃帶。 

2. 將⽯膏繃帶沾⽔粘貼⾄臉部。 

3. 待乾燥後拆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透過⽯膏繃帶的堆疊，使⾯具的結構穩定？ 

2. 使⽤何種材料可以補強⾯具的結構？	

 

 



12	

課堂7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運⽤⾊彩和結構的概念製作⾯具。 

2. 於校園拍攝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l 平⾯的設計圖如何轉變為⽴體的成品。 

課堂8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同儕互評。 

2. 個⼈報告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欣賞作品？ 

2. 如何分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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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美感課程的收穫： 

1. 學⽣積極參與課程：在介紹理論的課程之前，先讓學習者透過觀察、討論和分享，讓

學⽣從被動的⾓⾊轉為課堂的主要執⾏者，提升其學習動機。。 

2. 學⽣視覺表現能⼒的提升：學⽣學習藝術家如何運⽤符號創作，進⼀步觀察⽣活中的

符號，學習者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的能力有顯著的提升。	

3. 收穫成功的經驗：在創作課程結束後，提供一個學生發表的舞台、經營空間的氛圍，

使學生能獲得教師以外的回饋，獲得成就感，降低對於創作的不自信感。	

（⼆）未來可以修正的內容： 

平⾯轉為⽴體的鷹架搭建：由於學⽣過去的創作經驗多為平⾯的媒材，在此次創作⾯

具的課程中，有許多學⽣在將草圖轉換為⽴體媒材時遇到貧頸。未來若要在執⾏此課

程時，會再增加⽴體媒材的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