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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李倩雯 

實施年級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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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小時 

班級數 3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08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我的情緒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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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級中學   2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美術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高一曾引導建築美感相關的內容，以質感、構成為主的空間與光影的課程。嘗試從2d 平面

開始帶入透視的畫法與拍攝手法讓畫面看起來具有透視感，在課程中也引導學生從生活周

遭各種材質的探索與發現，並試著思考與光如何產生出不同的光之質感。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一年級已體驗比例與質感的創作型態、人與空間的關係、也運用設計思考去探索使用著經驗

的過程，將想法產品具體化。本學期將重心放至「編排與構成」的關係，以低科技的概念出

發，讓學生不被設備或學習軟體的情境困擾，運用隨手可得的紙板製作立體模型與攝影去創

作出會說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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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將文字方塊躍升為影像，秉持著以實驗遊戲的心情將字母造型做拆解和重組，體驗自由與

限制之間的張力。我們可以使用手機拍攝再放大到整個頁面，再拍局部再放大，這個時候我

們的視覺就會看到字母的「造型」了。透過一年級曾經在校園尋找攝影主題的洗禮，運用自

己的照片與字母造型結合，產生新的視覺連結，給予有趣的故事內容。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培養學生對周遭環境影像傳達的觀察力。 

2. 了解影像、文字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 

 

 美感技術 

1. 熟悉字母造型以及字母並置的空間。 

2. 培養出對於字母空間、字體設計，以及其他排版的美感直覺。 

3. 學習使用圓規、圈尺等工具繪製具有黃金比例特質的圖案設計。 

 

 美感概念 

1. 了解設計原則的比例、平衡與留白空間的應用。 

2. 認識字母的特色與造型及其傳達與應用。 

3. 培養學生在觀看影像時需跳開其表面意義，重新觀察質感或其他的造型特質。 

 

 其他美感目標 

    學生透過練習以不同角度觀看影像，其設計元素還包含了字體和攝影影像，學習製作出翻

開頁面時連續流暢的節奏影像和字體，未來在製作學習歷程時創意無限。 

 

三、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2/25 

單元目標 到底怎麼取名字？ 

操作簡述 
在準備帶領孩子進入視覺傳達之前，與學生討論學

校四周圍的植物，問「有人知道學校周遭中的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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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樹嗎？」聊季節對四周的影響，聊葉子、樹木的

色彩變化。花五分鐘請同學畫下對槭樹的印象，並

傳閱至其他同學，讓別人判斷畫得像的請畫

「O」，畫不像的請畫「X」。讓同學透過暖身互動

明白當我們想要使用視覺傳達去交待訊息時，與它

相關的知識固然重要，但還需要仔細研究它才能達

到真正的共鳴。接著以生活周遭最常見的招牌

LOGO開始介紹它們的故事、介紹視覺傳達的 CSI

企業識別系統等。課程結束後帶領孩子玩小遊戲，

「你能畫出記憶中經典的 LOGO嗎？」計時 1分

鐘，妥善使用手機的繪圖工具或是社群軟體 IG可繪

製，繪製完畢後請上傳到雲端給大家觀看。 

2 3/4  

單元目標 字由字在 

操作簡述 

介紹漢字歷史、英文字母等特色。並讓學生在生活

環境中使用現成物去拼出中文字。中文字的主題需

緊連著個人特質的名詞或形容詞有關。 

3  3/18 

單元目標 為什麼你的就是比較好看？ 

操作簡述 

透過生活中的例子說明設計的七大原則：強調、平

衡、對比、重複、比例、動態和留白空間。理解美

不只是主觀的意識流，而是會有個依據可以讓我們

去發現和探索它的有趣。 

4  3/25 

單元目標 虛擬貼字 

操作簡述 

將符合黃金比例的草稿繪製好後，使用黑色奇異筆

或是黑色原子筆塗好塗滿，設定圖案 LOGO 只能是

黑色或白色色塊。接下來請學生下載免費的

「INKHUNTER」app簡單操作，可將設計的圖案透

過 app虛擬實境出現在想要的物體上，拍照存檔。 

5 4/1  單元目標 字體洗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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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認識文字的力量，大小尺寸與字體都會帶來不從的

情緒、感受與聲音。當透過設計原則的安排之下，

每個文字甚至是單一字母都會幫助編排上呈現不同

的視覺語氣。 

6  4/8 

單元目標 「HELLO!!~」 

操作簡述 

本文字課程將打開學生感官，帶著學生讓視覺和聽

覺結合。請學生自製字卡，根據自己收集來的字

體，根據字體的大小與視覺風格，編排在字卡上的

位置等，透過這些可變因素，試著讀出文字本身帶

出來的情緒，中英文各 4種錄音錄影。 

7  4/15 

單元目標 字體感官計畫 

操作簡述 

文字課程再回到視覺，但文字不只是文字，也可以

是圖案、圖像。運用各種英文不同字體的風格，運

用字母視覺特徵所展現出不同的輪廓形象，試著拼

出帶有情緒的自畫像。 

8 4/29  

單元目標 我的學生證 

操作簡述 

讓學生感受編排設計中，圖與背景之間的關係。準

備好不同顏色的色紙，色紙本身正反面不同顏色的

更好使用。讓學生在短時間內體驗三個小活動，第

一個活動先讓學生自由剪裁擺出自由的圖形。第二

個活動讓學生使用第一個活動剩下的色紙擺出比原

本更小的面積，不限圖形。第三個活動讓學生擺出

平常吃的便當編排。最後的重頭戲，運用剛剛遊戲

的主旨，再讓學生試著去改變自己的學生證，可以

如何運用色塊和背景空間，去做出最適合的閱讀畫

面。 

9  5/6 

單元目標 並置小宇宙 

操作簡述 
先讓學生準備好自己的攝影照片，試著練習幾組前

幾堂課喜歡的字母造型與不同影像並置，創造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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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續性。可以在微軟簡報或是 Google slide 的電

子檔製作，尋找攝影影像可以銜接字母造型的構圖

方式。影像可隨興放大縮小，甚至是旋轉、跨頁，

除了造型輪廓之外，也可以提醒學生注意觀察不同

質感與視角的表現，讓閱讀視覺的節奏開始產生非

尋常的變化。 

10  5/13 

單元目標 造型的連續 

操作簡述 

一種視覺連結的練習，類似梅式圈效應，讓學生察

覺照片中字體和影像的互動，從這個元素到另外一

個元素的流暢性，可選擇跨長頁設計，讓視角可上

可下。 

 

11 5/16  

單元目標 說故事的扇形摺頁 

操作簡述 

揭露攝影的造型，而非做成一本攝影書。也記得讓

學生反思此活動的視覺連結與外面一般書籍設計的

差別？什麼時候適合使用這樣的構圖？反思我們是

不是常常在整理資料時，直接留一個框框或表格將

篩選過的照片老實的放進去，沒有去思考圖片影像

與周遭留白和字體之間的視覺關係。 

12 5/27  

單元目標 我的情緒小書線上展 

操作簡述 
運用 miro平台介面的特色，作為家齊藝廊展覽或是

放置在個人 IG等線上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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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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設定讓學生可以使用字體的一些輪廓造型來進行模型的創作，後因考量學生對

於字體還處在陌生、不熟悉的階段，因此將課程調整以著重在五感中聽覺與視覺的結

合，讓學生對於每一種風格的字體都能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對字體的挑選開始有份

自己的執著時，對於未來高三或是目前學習歷程、專題等成果發表時，都比較能夠用

合適的字體去傳達正確的訊息以及展現自己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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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到底怎麼取名字？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先請學生回想生活周遭的樹木，回想自己是否有觀察過生活的環境，並請學生快速的

畫下來。以組為單位，輪流傳閱每組同學畫出來的圖象，如果你認為某人正確的勾勒出槭

樹葉子的給予 o，如果不像的話請給 x。 最後下課前，請同學靜下心，花個15分鐘左右寫

下約100字的自我介紹。 

藉由印象中的那片葉子引導學生去思考視覺傳達，當我們想要透過平面設計去傳達物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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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自己時，你必須要去研究它、了解它，與它相關的知識和訊息是無可取代的。也為之

後的三折頁、自我介紹的學習履歷等鋪下自我探索的路。 

C 課程關鍵思考： 

 

        引導學生是否觀察到學校四周圍的樹木種類？回想在印象中學校後方的槭樹長什麼樣

子？針對葉子的形狀、外型、輪廓、葉脈和枝條畫出心目中的那個樣子。思考如何在短短

的時間內，完整又讓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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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字由字在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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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介紹字體運用在生活環境的創意，無論時尚布料展示、字體藝術雕塑甚至小到一般招

牌、廣告文宣等，各種有趣的創意字體充斥在我們生活當中。接著將漢字的經歷如何發展

介紹給學生認知之後，簡單呈現「什麼樣的字體搭配什麼樣的感覺」，讓生活經驗與字體

連結再緊實些。課後便給予學生小活動：「字由字在」。請學生觀察身邊各種材質的物

品，思考自己想創造的中文詞語是什麼，提醒學生這個中文詞語必須要能夠與自己的個人

特質緊扣著，以自己的個性來說，認為自己的個性是屬於「積極樂觀型的」，則去找任何

與這個相關的名詞或形容詞的中文字為主題。接著運用與這個主題本身意思可以連結的材

料、質感等去拼出這個中文詞語出來。拼完之後，請拍成照片上傳到 miro平台，將創造的

詞和使用的媒材、設計概念寫出來分享給大家觀看。 

 

C 課程關鍵思考： 

 

        提出日本觀光雜誌曾有一年將臺南國華街的街景作為宣傳封面，提問：「在網路上這

張照片正反評論很多，你呢？身為正港的臺南人，你的想法是什麼呢？」 

「臺灣味的書法是什麼？」 

「臺灣有專門的招牌字體？」 

「如果你是原始人還沒有文字的時代，你要如何正確的傳達一句話？」 

「最早的文字？」 

「如何用最快最經濟的方法，讓喜事變成喪事？」 

「如何增加恐怖感？」 

「請思考適合傳達與表現自己的形容詞或名詞是什麼？」 

「請試著找看看，什麼媒材最適合呈現你個人特質的文字？」 

 

 

 



13 

課堂3 虛擬貼字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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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引導學生養成觀察字體的習慣，可曾簡單幾個小問題開始，配合接下來教師給予生活

中常常看到的幾個圖片照片例子說起，理解字距與行距也有可能會影響閱讀訊息的正確

性。 

        在準備開始設計中文文字之前，讓學生能夠體會「計白當黑」的空間美學，理解黑與

白的空間分配再加上想像力可以帶來極大的創造力。文字整體輪廓、形狀也是其中影響整

個視覺風格很大的一個因素，搭配形狀，筆畫也會因此收到影響，是否加粗或修瘦都會影

響文字整體空間的均衡配置。接著介紹每個字體當中最細微的變化，比如以黑體來說，就

有蒙納黑體、信黑體、冬青黑體、游黑體和小塚黑體等，每個起筆、轉折和收尾等，其力

道、形狀皆為不同。再來針對文字本身自己的字面框，當設定部首的面積大於其他筆畫面

積，它所帶來的風格就會比較偏於現代等，讓學生可以在觀察這些字體討論發表自己發現

的感覺。最後請學生找這個字的重心，會希望文字的重心設定高一點還是低一點，位置不

同，視覺畫面也會很不一樣。 

       最後請學生開始設計時，可以給予學生簡單明確的步驟，如先設定字的形狀、注意字

的中心在哪裡、打格子畫骨架後就可以把輪廓描繪出來。在每次設計出來的草稿都不要擦

拭，請學生拍照留下來，方便做 before& after 的差異比較。 

        設計圖完成之後，請學生將設計圖重新繪製在描圖紙上，用黑筆或奇異筆將黑色色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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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滿塗黑。使用手機 app ‘ink-hunter’專門模擬圖案刺青的應用程式，將自己的圖案虛擬

在生活環境當中。請同學在這須注意不可以虛擬在牆壁上，這樣的視覺效果會和在白紙上

的感覺是一樣的，失去這個 app的用意。請學生盡量能找到空間深度的角落、構圖畫面才

會比較有趣。 

 

C 課程關鍵思考： 

 

「最近一次發現很美、令自己驚艷的字體是什麼時候呢？」 

「最近一次發現很討厭、很驚嚇的字體又是什麼時候呢？」 

「最近一次感到訊息跟字體不搭的錯愕又是什麼時候呢？」 

「你覺得什麼是空白恐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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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字體洗腦篇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一個心理測驗是關於不同字體的包裝，讓學生憑直覺挑出一個自己對眼的字體，一

起來觀看這個字體的由來和心理測驗的結果，帶入「挑選字體是否與生活習慣息息相關」

的主題。先前網路曾流傳的「日本排版之歌」更是能夠把我們生活習慣的方式表現出來，

即便是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皆可以感受其排版和字體對我們的影響。從字體的變化可以幫

助我們在生活當中省下很多時間、幫我們做選擇、幫助我們正確找到方向等，讓學生能充

分感受到我們的各種習慣都與字體息息相關。 

        接著讓學生試著用說的、聽的方式來表現字體的風格。因字體本身就是語言看起來的

模樣，除了暗示某些訊息之外，也同時擁有說故事的能力 ，情緒千變萬化，有時是陰柔

的、有時是鏗鏘有力的，請學生透過直覺去辨認字體的風格，進而重新表達這個字體的特

色。教師使用幾個例子讓學生唸唸看，起初學生對於戲劇化的表現較於羞澀，因此預先錄

製自己的小小孩看到文字念出當下的句子，小小孩單純的表現剛好擊破青澀高中生的氣

氛，學生受到鼓舞就能夠展現內心戲劇的那一面。 

        「視覺狀聲詞遊戲」給予學生幾張字卡，請學生直覺用自己的情緒念出錄製，再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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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What do you want」讓學生自行找合適表達的字體，自行編排字體的大小、行

距與字距等，只要能合乎表達所預設的情境即可。再請學生將這句英文翻譯成本土語言或

是中文皆可，讓學生試著用自己獨特的表演細胞展現在錄製聲音的影片當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字體，真的有差嗎？」 

「別相信字體？為什麼？」 

「嚴肅的報紙與八卦滿天飛的雜誌，分別都會用什麼樣的字體當作他們的標題呢？」 

 



18 

課堂5 字體感官計畫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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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請學生設計字畫像，並試著用不同情緒的單字去拆解每個字母，此時字母不再是字

母，請學生用形狀、圖案的方式去看待即將使用的媒材。學生可以使用

photopea/photoshop, ppt, canva 等任何可以自由調整字母的 open source。以本課

程，教師以 photopea 軟體為主，因此軟體的使用與 photoshop 的大部分介面和功能都

非常雷同，只要有網路的地方即可製作。請學生將字母當作圖案去排列，字母不可以變

形，只可以放大縮小、旋轉、鏡射、翻轉等技巧，也可以使用數字或標點符號協助製作。

學生除了要抓到自己的臉部特徵之外，也可以學習掌握每個字體和字母的特色。若可以，

也可以設計一款吉祥物是能夠代表自己的動物。 

 

C 課程關鍵思考： 

 

「字畫像的重點會希望表現自己的特質，請記得字母只是單純的圖案，就像拼圖的其中一

片去拼湊。但也可以觀察每個字母的輪廓，使用這些輪廓創造出獨特的字畫像。」 

「你會希望用什麼情緒或是什麼名詞、形容詞的單字創作呢？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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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家齊學生證＋並置小宇宙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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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疫情在家上課的因素，所有的課程皆移動到 miro講解說明。先讓學生體驗什麼是編

排？運用色紙的小遊戲，讓學生體驗編排最初的原則就是比例，以生活中菜盤、便當等，

並提出一個小活動，讓學生試著改版家齊高中的學生證，如果要改版，該如何展現才是最

實用的？根據自己的使用經驗與同學共同討論看看。 

       下一個活動則是使用安妮報紙的其中一份與情緒相關的內容和心理測驗，將這些情緒

圖案卡分別複製在 miro的平台上，讓學生憑直覺選出3張情緒小卡，並在介面上分別留下3

個各別代表的情緒語詞，請學生將中英文都寫下來，並告知為什麼？ 

        接著，請學生根據自己設定的情緒主題，在家中拍攝相關的構圖照片放置平台上並寫

下自己的概念。以上皆是攝影的前導練習，讓學生能夠針對自己設定的主題去做創作。 

        下一個階段即是情緒小書的編排練習，先帶領大家印刷的初淺概念，讓學生理解印前

置程所需要注意的事項，同時帶學生使用 A3的紙張摺出16頁的小書，講解書的設計。給予

學生實際操作的練習，未來這個小書需要親自印製並摺好展示。情緒小書最重要的則是練

習「閱讀的節奏」，讓學生細心觀察自己拍攝的每張照片，觀察構圖、觀察比例等，讓學

生做視覺連結的練習。提醒學生不可以網路抓圖，需全部自己拍攝。主要讓學生發揮想像

力，注意空白的空間編排、並靈活運用空間延伸出不同的視覺畫面或構圖，透過觀察，讓

視覺延續下去，到整本書翻完。因此學生可以先不管真實小書的某幾頁編排一定要上下顛

倒的擺放，請先單純的在 miro平面上，用簡單的功能，比如：手繪、打字將字母直接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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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沒有做任何特效等，先做出簡單的草稿，草稿完成之後再到 photopea去做最後的

正式編排。此時，就要提醒學生16頁小書的編排，為了翻頁正確，有幾頁的圖片擺放必須

要注意是否要上下顛倒。 

 

C 課程關鍵思考： 

 

「什麼是比例？」 

「如果可以將我們團膳的便當餐盤重新設計，你會怎麼做？」 

「主題是3種情緒，你挑選的照片當中是否還緊扣著主題？」 

「照片自己本身是不是會說話？能不能蘊釀出氣氛？」 

「色彩在這邊的因素影響是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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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學期設定學生在製作情緒小書時，預定可以設定一個小遊戲與商品攝影有關，期

待學生可以帶著自己設計的紙本小書前來教室，一起討論如何將紙本小書拍的很有情境。

因此準備一些攝影小物和攝影紙，但因為疫情的延滯，這部分的活動暫停。但請學生繳交

的 miro介面上都先放好攝影的欄位，因此有些認真的孩子就已經先自主體驗，在家完成

拍照上傳，可惜沒有多的時間可以面對面的討論，否這部分的表現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未

來會將商品攝影這部分好好的規劃在學生作品收尾的部分，期盼能有更多的時間一起討

論、一起成長。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24 

 

 



25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