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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執行教師： 王曼如 教師 

輔導單位： 北區 基地大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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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王曼如 

實施年級 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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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生活中的構成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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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原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余秀蘭老師的教案「相片牆」有構成功中，教導學生如何讓物件 

依其功能放置在適合的位置，同時展現舒適合宜的視覺美感，除了物件本身的大小、材質

與色彩等因素外，「構成」(排列的方式)是重要的關鍵。希望學生學習構成的概念，使生活

中的擺設，不論是實用或裝飾，都能夠有合宜合度的美感表現。將構成概念靈活運用於日

常生活中，故保留相片牆的施作，並加入小組共編環節，使資訊融入課程，萬一遇到停課

也可以在家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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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 

學生將會： 

1. 觸發美感知能：學生能了解構成中的秩序美感。 

2. 累積美感知能：學生能透過美感學習工具的操作累積對構成美感的知能。 

3. 建構美感問題解決力：學生能把構成概念運用於居家生活佈置。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1. 了解構成如何影響美感呈現。  

2. 掌握構成技巧的秩序與合度。  

3. 落實構成美感於生活情境。 

學生將知道藉由元件的排列組合可達到 多樣構成效果產生形式美感。 

學生將能夠把構成概念運用於生活居家「相 片牆」的佈置及其延伸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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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 

4/2 

單元目標 認識構成： 

操作簡述 
藉由圓點貼紙做出畫面的構成，進而認識美的原理原

則。 

2 

4/5 

︱ 

4/9 

單元目標 討論作品裡的構成 

操作簡述 
根據具象的日本藝術家大村雪乃及抽象的蒙德安里作

品進行討論。 

3 

4/12 

︱ 

4/16 

單元目標 具體形容與視覺呈現 

操作簡述 
利用蒙德里安作品特色，進行小組共編 PPT，以及方

塊及色塊配色仿作具小組特色的類 QR Code 圖案。 

4 

4/19 

︱ 

4/23 

單元目標 文具的分類收納 

操作簡述 
拆解、分類、重組，將幾何的構成 

觀念運用於有機的生活用具中 

5 

4/26 

︱ 

4/30 

單元目標 黑色貼紙構成練習 

操作簡述 
貼紙剪成不同大小的矩形。每張矩形黑色貼紙都要成 

是「相片框」，並以此創作「相片牆」的模擬。 

6 
5/3 

︱ 

單元目標 相片牆佈置體驗 PK 

操作簡述 老師購買兩組 15 件組白色相框組，相框後方貼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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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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學校的時間很長，尤其在各班教室的時間，儼然成為學生另一個家，原教案是將居家

環境布置的構成當作是學習目標，何不改為教室環境布置的構成當作是學習目標。 

1. 觸發美感知能：學生能了解構成中的秩序美感。 

2. 累積美感知能：學生能透過美感學習工具的操作累積對構成美感的知能。 

3. 建構美感問題解決力：學生能把構成概念運用於居家生活佈置。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林崇宏(2017)。設計基礎原理：立體造形與構成。台北市：全華圖書。 
2. 林崇宏(2016)。設計基礎原理：平面造形與構成。台北市：全華圖書。 

六、教學資源：  

1. 電腦、投影機、相關圖檔教具。 

2. 共編 PPT 

3. 美感電子書 : 構成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constitution/ 

4. 原點貼紙、西卡紙、收納盒、相框等。 

5. 灰熊好物 https://goo.gl/YnB6bY  

6. 相片牆可以這樣弄！連相片尺寸都告訴你啦~https://kknews.cc/home/b54gmj.html  

7. 這些照片牆的點子還不賴，快學起來！一邊生活一邊回憶美好，這樣佈置房間就像

參展一 樣 https://www.popdaily.com.tw/article/3743  

8. 設計照片牆很困難？一點也不，你只需要知道這些原則。https://goo.gl/7mBZNz 

 

 

 

 

 

 

5/7 力磁鐵。相框內裝黑白圖片以減少色彩干擾，在教室 

黑板上進行「相片牆」布置體驗 PK 賽。兩組出場，抽 

籤決定題目，題目有：「水平」、「對角線」、「矩形」、 

「樓梯」及「波浪」5 個主題。小組學生限時 5 分鐘內 

完成。完成後，老師引導學生針對小組作品進行講評， 

老師做最後的統整。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constitution/
https://www.popdaily.com.tw/article/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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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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小組共編環節，使資訊融入課程，萬一遇到停課也可以在家中完成。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P4g4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認識美的原理原則認識構成 
2. 藉由圓點貼紙做出畫面的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從生活連結舉出美的原理原則實例 
2. 圓一定只能只是圓嗎？ 
3. 點線面可以怎麼變化？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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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ppt 介紹與賞析大村乃雪、蒙德里安的作品。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看欣賞大村乃雪、蒙德里安的作品。 

2. 討論作品裡的構成〪 

3. 藉由作品的認識與欣賞，瞭解構成的意義及重要。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構成的方式是否會影響欣賞？ 

2. 那些方式可以笧生構成？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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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利用蒙德里安作品特色，進行小組共編 PPT，以及方塊及色塊配色仿作具小組特色

的類 QR Code 圖案。 
2. 具體形容與視覺呈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1. QR Code 圖案分布的特色？  

2. 色彩聯想的感受是…？ 

3. 如何透過螢幕小組共同展現互動又獨立色塊的分布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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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文具的分類收納 

2. 嘗試解構和結構文具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拆解、分類、重組，將幾何的構成 

2. 觀念運用於有機的生活用具中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貼紙剪成不同大小的矩形。 
2. 每張矩形黑色貼紙都要想成是「相片框」，並以此創作「相片牆」的模擬。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提供不同尺寸的矩形，學生自製貼紙，藉由矩形排列組合，探索矩形構成美感。 

2. 藉由做中學，體驗怎樣比較好的美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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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購買白色相框組，相框後方貼上萬能環保黏土。相框內裝黑 白圖片以減少色

彩干擾，在教室黑板上進行「相片牆」佈置體驗 PK 賽。 

2. 抽籤決 定題目，題目有：「水平」、「對角線」、「矩形」、「樓梯」及「波浪」5 個主

題。小組 學生限時在 5 分鐘內完成。完成後，老師引導學生針對小組作品進行講

評，老師做最後統整。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關於活動設計：經過前導的構成練習，學生對相片牆構成已經建立深刻的概念，此

階段 是真實應用的時刻。  

2. 關於學生操作引導：根據題目使用相框進行相片牆實作體驗。雖然名為 PK，實則

透過兩 組實作，提供學生比較與探討不同構成表現的美感差異。本階段學習除了

相片牆實作， 更著重於學生對作品進行分析與講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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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雖然疫情打亂了上課的方式和腳步，但改變並非壞事，線上上課也可以有趣，

讓小組凝聚向心力，這次美感課程以「構成」為主軸，學習美感歷年分享教

案中的方式，採用了「相框」為美感學習工具，讓相框成為實作道具也是學

習成果真的很棒。我把相框背後四個角落貼上萬能環保黏土，學生可以在背

板上反覆嘗試，移動到最佳的構成位置。「可反覆調整」是美感學習工具的

特色之一，真的能讓學生在操作的過程中體會「如何更美（好）」的概念。 

「美感教育」是培育美感素養的實踐作為；美感素養乃透過生 活美學的省

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 建構與分享的態度、

能力。希望學生能體悟到 PK 是為了讓大家思考，且破除只是盲目的支持自

家作品的思考慣性，能從客觀的角度去評鑑差異。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可以找自己喜歡主題的照片 

2. 因為可以競爭又可以玩，學生反應多覺得課程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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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使用情形 

一、110 學年度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