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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潔婷 

實施年級 高三 

課程執行類別 
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小時1學分）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2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8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基本設計-博物學與美感比例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每週
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高中   三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無 

 

* 先備能力：  

須對校園環境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本次課程實施對象為高三學生，至少已在永仁校園生活兩年以上，對校園環境相當熟識。高
二美感課程即為踏查校園色彩，每個學生對自己踏查過的角落均相當熟悉，有助本次的博物
學觀察。 

對服飾穿搭有興趣，並在生活中有些許的觀察經驗。本屆學生高二時，實施過樹枝筆單元，
對比例、質感已有初步認識，對進入此單元會有相當程度地幫助。 

一、課程概述： 

 加深加廣課程本校採兩節連堂方式實施，前半學期為基本設計共18節課，後半學期為

新媒體藝術也共18節課。本次課程除第一節基本設計概述外，選用兩大主題-博物學

與穿搭比例，均與學生生活強烈相關。 

 博物學著重在「觀察」，選用合宜的方式進行有意識地觀察與採集，藉由解剖與圖鑑

繪製，幫助自己更深入理解觀察對象的表與裡。利用雷達圖幫助去除盲點與偏好，讓

圖鑑可看性與可信度更完整。再利用分類命名使圖鑑有體系的再現，抓出脈絡。 

 穿搭比例則是引導學生發現比例的美感，透過測量生活物件與自己的身形，發現存在

比例關係。藉由尋找與測量美醜穿搭圖片，試著找出優劣比例，再經過自行操作身形

紙卡的比例分割試驗，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服飾穿搭比例，並探討自己喜愛的原因、比

例與美感的關連性為何。最後透過比例改造實作與個人穿搭秀才驗證本課程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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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由永仁高中校園環境擇定一個待觀察與解決的對象物。 

觀察明星、流行服飾、生活周遭出現的穿搭設計。 

回顧自己過去的穿搭方式。 

 美感技術 

博物學觀察方法。 

水性色鉛筆繪製技法。 

操作比例小工具的感受觀察方法。 

 美感概念 

博物學觀察方法。 

人體尺度模矩。 

黃金比例。 

 其他美感目標 

配合學校教學成果展。 

配合博物學成果發表。 

配合台南課程博覽會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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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堂)  

單元目標 設計的範疇 

操作簡述 認識設計的各項領域、相關應用與未來出路 

2 (2堂)  

單元目標 博物學概述 

操作簡述 如何「觀察」？分辨事實與觀點 

3 (2堂)  

單元目標 博物學-校園觀察與紀錄 

操作簡述 實地觀察、質感採集、訪談紀錄 

4 (2堂)  

單元目標 博物學-校園圖鑑繪製 

操作簡述 雷達圖分析，圖鑑解剖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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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堂)  

單元目標 博物學-校園圖鑑：分類與命名 

操作簡述 分類與命名使圖鑑有體系地再現，成果發表 

6 (2堂)  

單元目標 美感比例-生活與觀察 

操作簡述 理解生活中的比例與模矩，訓練比例之眼 

7 (2堂)  

單元目標 美感比例-合身、腰線、皮帶 

操作簡述 操作比例小工具，案例檢視，衣物實作 

8 (2堂)  

單元目標 美感比例-裙、褲、鞋襪、袖子、配件 

操作簡述 操作比例小工具，案例檢視，衣物實作 

9 (2堂)  

單元目標 美感比例-實戰 

操作簡述 
案例分析、改變比例調整風格實作 

個人穿搭秀與互評 

四、預期成果： 

 藉由博物學觀察能發現校園中的問題，並能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建立學生博物學式的觀察能力，能分辨事實與觀點，觀察事實後繪製圖鑑，歸納

演繹將對象物進行分類與命名，並從中找出脈絡，並期待提升認識後可以發現問

題，建立自己的觀點，最終能形成初步的學問。  

 透過測量生活物件與自己的身材，理解比例的概念與美感，學會用比例的眼光觀

看生活中的視覺對象，發現比例能形塑物體的個性，影響觀者感受。 

 透過分析美醜服飾穿搭圖片，找出其比例關係，利用的比例分割來提升美感，用

合宜服裝搭配的分割來優化自己的身材比例，呈現出自己想表達的個性感覺。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路上觀察學，赤瀨川原平, 藤森照信, 南伸坊，行人，2014 

 考現學，今和次郎，行人，2018 

 衣櫥醫生，帶你走入對的人生，賴庭荷，究竟，2019 

蔡冥瑜(2016) ，《這樣穿變型男》，台北:城邦，2016.11 

 伊莎貝拉‧托瑪(著)，謝孟渝(譯)，《法式優雅的時尚穿搭：任何身材都能穿出有

型，看到「更好的自己」!》，台北：晨星 ,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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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資源： 

美感入門。教育部委託「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生活美感電子書發展計畫」。2016。  

www.aesthetics.moe.edu.tw 

pinterest 網站 www.pinterest.com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藝術領域加深加廣-【基本設計】線上

課程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mmkvuvSgQkU1Gr88i7Aqg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http://www.pinterest.com/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mmkvuvSgQkU1Gr88i7A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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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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按照原定計畫實施，博物學方面主要觀察對象為校園欄杆。 

 

二、18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第一周：課堂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設計的範疇：認識設計的各項領域、相關應用與未來出路 

觀看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基本設計18堂影片片段，初步了解設計領域的輪廓與樣貌。 

藉由[賣西瓜]一例，討論設計能在其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需要哪些基本設計的知能。 

C 課程關鍵思考： 

基本設計大致有哪些相關領域？ 

設計界的產出作品大致的樣貌？ 

未來你想接觸那些設計領域呢？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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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課堂3、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博物學概述：如何「觀察」？分辨事實與觀點 

藉由路上觀察照片與手機線損壞部位，小組去討論觀察的重要性，觀察可以發現問

題，進而去想解決之道。 

藉由畫螃蟹活動，小組互相觀摩討論何謂事實？何謂觀點？落差多大？ 

小組討論：老師發下新聞事件文章，小組共同閱讀與查詢在文句中，哪些部份是事

實，哪些部份是觀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討論觀察的重要性，在生活中如何觀察周遭事物？ 

何謂事實？何謂觀點？ 

體察自己在生活中的觀看角度多半是事實還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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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博物學-校園觀察與紀錄：實地觀察、質感採集、訪談紀錄 

學生踏查校園中的欄杆或扶手等，拍照記錄表面視覺紋路，也可用複寫紙拓印表面的質

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由使用者角度出發，思考欄杆為何要這樣設計？ 

藉由觀察欄杆被使用的痕跡，思考使用者的習慣與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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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課堂6、第四周：課堂7,8、第五周：課堂9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博物學-校園圖鑑繪製、雷達圖分析，圖鑑解剖與繪製 

學生依據自己拍攝的照片，繪製校園欄杆圖鑑，過程中可以重複往返現場實地觀察，確認

細節後，再回來繪製。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藉由繪製圖鑑，讓觀察更深入。 

藉由觀察欄杆被使用的痕跡，思考使用者的習慣與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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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課堂10 與後續展覽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博物學-校園圖鑑：分類與命名，使圖鑑有體系地再現，成果發表 

將校園欄杆圖鑑做簡單的分類與命名，學生後來粗分為兩大類：經常使用受損類與遠觀裝

飾類。 

經常使用受損類：有許多人為的使用與破壞痕跡，可從使用習慣與行進路線加以檢討設計

上的缺失。 

遠觀裝飾類：較少人為使用，所以受損多半來自風吹日晒雨淋與自身材質的影響，可從材

料與結構本身進行檢討。 

學生作品於台南課程博覽會展出。 

C 課程關鍵思考： 

  將圖鑑做了分類與命名後，可以發現何種脈絡或相互的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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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課堂11、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美感比例-生活與觀察：理解生活中的比例與模矩，訓練比例之眼 

藉由 PPT 的圖片進行小組討論：生活中的比例何在？比例美感是否固定不變？ 

訓練比例之眼：挑選喜愛的明星照片，依照服飾的比例進行黑白灰的觀察與繪製。 

C 課程關鍵思考： 

理解比例的美感並非標準值，而是隨文化、時代、流行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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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八周：課堂13-1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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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美感比例-合身、腰線、皮帶 

 操作比例小工具，案例檢視，衣物實作 

 美感比例-裙、褲、鞋襪、袖子、配件 

依序操作比例小人小工具，來測試穿搭各部位的黑白灰比例合宜度，記錄下自己最喜

歡或認為最合宜的比例。 

藉由對各部位的身材尺寸的丈量，了解自己身材的優缺點。 

透過各部位的案例分析，了解穿搭的美感與如何調整的方法。 

紙上實作：透過調整比例的可能性來改變風格。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調整比例小人工具時，感受比例即時的改變所產生的美感變化。 

  透過實際丈量自己的身材，思考之前是否有對自己認知是否有偏差，如何截長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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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周：課堂17、1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美感比例-實戰：案例分析、改變比例調整風格實作。 

讓學生帶衣物來學校，實際在身上拉動與調整比例，拍照對比。 

能以課堂學過的比例調整方法，分析自己的穿搭照。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實際調整身上的衣物，印證課堂所學比例調整方法。 

   能從比例出發，思考分析自己的穿搭在比例上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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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對於事實與觀點的分辨，大部分的學生都可以藉由繪圖(插畫與寫實)理解粗淺的原則，但

進入生活脈絡或新聞事件的討論時，就會開始出現混淆與模糊的地方，需要放慢節奏，

給學生多點思考空間。 

圖鑑的繪製其實四小時還是不夠的，但實際上的上課時間橫跨三周，所以半數以上的學

生過程中都帶回家繼續努力完成，也不失為解決時間不夠的方法之一。 

學生反應最後一節課的實際穿搭測試讓他們最有感，有思考未來應該可以在每個小章節

(穿搭部位)，都增加實作，也讓課程更接近實際生活經驗。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60304吳芷嫻 

在服飾比例這個單元，我學到... 

我知道如何利用衣服比例來達到是我想要的身材比例，可以讓我看起來更高、瘦。未來衣服

如果買到不合身的又不能換，就可以利用比例的調整來搭配，利用穿搭改變自身的缺點，並

突顯優點，也可以讓人看起來不邋遢。 

這堂課我印象最深的部分:讓我們帶衣服來學校換，因為我們這組帶的衣服實在很多、特

別，而且身材好穿各種衣服都白搭。還有看影片，看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女生和男生的眼光也

差太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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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董芸靜 

在服飾比例這個單元，我學到... 

在這個比例單元中我更認識了各種大眾衣服的穿法，根據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流行，還有學會

如何穿可以讓自己更好看，尋找自己喜愛和適合的風格來選擇衣服 ; 在未來可以用在不同場

合選擇怎麼搭配比較適合，又或者是幫別人搭衣服的情況上，還有在路上看到別人的穿搭也

可以思考自己適不適合。 

 

60211江僡靜 完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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