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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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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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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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上學期博物學方面主要觀察對象為校園欄杆，這學期不再重複，添購了望遠鏡與手

機轉接架等設備，讓學生可以透過望遠鏡做生態紀錄，故本學期博物學圖鑑目標改為觀

察鳥類與校園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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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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博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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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路上觀察公園草地光禿的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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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活動，小組互相觀摩討論何謂事實？何謂觀點？落差多大？ 

學生挑選自己的鉛筆袋中最感興趣的文具，進行觀察與解頗，並做雷達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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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體察自己在生活中的觀看角度多半是事實還是觀點？ 

觀察與解剖文具讓你產生哪些新的發現？你如何發現這些發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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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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遠鏡操作與拍攝 

學生練習使用望遠鏡，並能連結手機進行拍攝，踏查校園中的鳥類或蜜蜂、松鼠等生物，

拍照捕捉其生態，並記錄下拍到的時間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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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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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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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博物學-校園圖鑑繪製、圖鑑解剖與繪製 

學生依據自己拍攝的生物照片，繪製校園生物圖鑑，過程中可以參考更精細的網路圖片或

百科全書資料作為輔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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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圖鑑歷程檔案製作，成果發表 

讓學生將博物學內容整理製成歷程檔案，先完成的同學上台發表兩分鐘短講。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觀察可以發現觀察物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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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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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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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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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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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學期對於事實與觀點的分辨，耗時太久，本學期拿掉新聞事件的分辨，將省下的

時間用在鉛筆盒生態的觀察與文具解剖上，並提前說明雷達圖的功能。 

有上學期的經驗，知道圖鑑的繪製其實四小時是不夠的，所以一開始就說可以讓學生帶

回家繪製，所以半數以上的學生過程中都帶回家努力完成，不少學生還提前畫完。 

學生都對使用望遠鏡觀察非常感興趣，還有學生將望遠鏡借回教室後，持續地觀察窗外

而拍到麻雀振翅的瞬間，以學校簡陋的設備來說，能記錄到起飛的剎那實屬不易！觀察

之用心也讓後續的圖鑑繪製更加精緻與細膩，學生在一張張自己紀錄的照片之間瀏覽，

對描繪也放入了更深層的情感，透過博物學，學生對校園生態不再事不關己，而是充滿

關心與愛，我感受到一份對環境保育的初心。 

下學期的學生同樣反應最後一節課的實際穿搭測試讓他們最有感，本來因為下學期時間

太短要刪除實作，幸好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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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601沈咨佑 學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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