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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宜蘭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郭煌仁 

實施年級 七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6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國民中學 

班級數 6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5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存在與虛無-平面上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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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國一新進學生從未接觸美感與設計相關課程，但構成相關知識在國小應有概略的介紹。 

2.學生能藉由小組討論的活動，彼此分享對美感的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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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活動主題為美感「構成」構面之設計，透過以發現為主的初階課程中，建立學生

對美感構成的認識，提升學生對於美感之感受，且從生活中找尋題材，如公司企業行

號、校徽 LOGO 及名片、人孔蓋設計、筆記本設計等構成要素分析，再藉由草圖設計、

使用 Inkscape 軟體，將圖片與文字等元素做適切配置，設計具美感的名片設計及鑰匙

圈、筆記本等，經由雷射雕刻機輸出等，讓學生在發現、觀察與實作中累積美感經驗。 

 

     課程內容共分為六堂課， 讓學生透過觀察、發現及欣賞，理解「構成」的意義

後，從生活中發現「構成」之存在，藉由美感電子書等「構成」作品範例之欣賞，培養

「個人的美感判斷」能力，讓學生透過「構成」的觀察分析與練習，養成與提升美感教

育核心素養。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一)教師請學生觀察與蒐集，以日常生活中的廣告 DM、書籍封面、電影海報、音樂專輯封面

等為例，說明美感構成中的定義、版面元素間適切合宜的排列組合，對於視覺傳達表現

的重要性。並分析、理解美感電子書「構成的無所不在」－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

代美感、主從關係凸顯焦點、格線的分割邏輯、組合決定構成樣貌等。 

 

 (二)請學生蒐集並觀察分析學校校徽、商業公司行號 logo、名片、筆記本設計等，具有哪些

元素?以及元素間的組合、搭配是否達到最完美、平衡狀態?若在美感電子書中是可歸類

書中何種構成?(是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代美感或主從關係凸顯焦點等)。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一)學生將蒐集學校校徽、各家公司 logo、名片等，能使用鉛筆描繪、膠帶轉印或用剪刀裁剪

等，將其平面上的元素找出適切的拆解方法，以及透由繪製或黏貼等技法安排處理，將

元素重新組合排列，以期達到具秩序及平衡的美感。 

 

 (二)學生能分析、設計及繪圖，具構成美感組合要素的個人名片與筆記本、座右銘鑰匙圈，並

能運用自由軟體 Inkscape 描圖與繪製，透由 Rdworks 軟體、雷射雕刻機印出。(鑰匙圈設

定元素有:長寬尺寸約6公分、鑰匙孔4mm、圖片及文字(座右銘))。 

 美感概念 

(一)了解造型的四個要素:點、線、面、體。透由糖果餅乾來設計造型與構圖，從動手做體會

對稱構成是最容易設計的。並從日常生活中印刷品、校徽、公司行號的 logo 及名片等設

計，其平面設計中的元素大小、比例、排列方式等，與美感電子書-構成一章所言，是否

具有相互輝映的構成關鍵概念?並能善用此構成的關鍵概念。 

 

 (二)能利用美感的秩序、比例等構面及美的形式原理，如對稱、韻律與調和等運用在創作作

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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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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 

11/12 

單元目標 發現生活中的構成 

操作簡述 

教師以生活中的廣告 DM、書籍封面、電影海報、音

樂專輯封面等為例，說明美感構成中的定義、版面元

素間適切合宜的排列組合，對於視覺傳達表現的重要

性。並觀察並分析、理解美感電子書「構成的無所不

在」－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代美感、主從關係

凸顯焦點、格線的分割邏輯、組合決定構成樣貌等。

並實際動手練習，使用糖果餅乾來練習造型、構成。 

2 

11/15 

I 

11/19 

單元目標 構成設計的存在與虛無 

操作簡述 

請學生蒐集並觀察分析以平面構成為學習對象:學校校

徽、商業公司行號 logo、名片設計等，具有哪些元

素?以及元素間的組合、搭配是否達到最完美、平衡

狀態? 請學生試著感受「美」與「不美」的平面構成

有何差異性?對生活會有什麼樣的影響?若在美感電子

書中是可歸類書中何種構成?(是對稱的古典美學、平

衡的現代美感或主從關係凸顯焦點等)。  

3 

11/22 

I 

11/26 

單元目標 解析圖文密碼－組合之美 

操作簡述 

請學生於課堂前蒐集5張名片，讓學生選擇一張「覺

得不美」的名片，試著思考「不美」的名片構成，該

如何修正或重組，使其成為一個具有「美感」的構

成。再請同學使用鉛筆描繪、膠帶轉印或用剪刀裁剪

等技巧，將其平面上的圖文元素找出，並適切的拆

解，以及透由繪製或黏貼等技法安排處理，將元素重

新組合排列，以期達到具秩序及平衡的美感平面的作

品，並分析改造前、後的差異比較。 

4 

11/29 

I 

12/3 

單元目標 我的名片、筆記本、座右銘鑰匙圈及人孔蓋構成設計 

操作簡述 

依美感電子書－構成章節的關鍵概念及上次美感課程

所教授內涵，設計具美感的個人名片、座右銘鑰匙圈

及人孔蓋，將該作品圖片及文字等元素，做適切美的

排列組合，並手繪設計圖，以利下次上課使用。 

5 12/6 單元目標 我的名片、筆記本、座右銘鑰匙圈及人孔蓋構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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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2/10 

操作簡述 

將上次課程所設計具有創意及美感的個人名片、筆記

本與座右銘鑰匙圈設計稿，使用 inkscape 軟體設計

描圖與製作，再藉由雷射雕刻機輸出。請同學觀摩其

他人品，並與同學、教師分析討論後，將該作品調整

與修正，使其具構成美感的視覺傳達呈現。 

6 

12/13 

I 

12/17 

 

單元目標 構成作品討論及分享 

操作簡述 

同學分組交互評分，並討論在這次美感學習的經驗歷

程及所獲得知識內涵等，未來是可以運用在生活的那

些部分並派員發表。教師總結這次學習經驗，課程結

束後於圖書館統一展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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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活美感素養為目標出發，透過生活中的廣告 DM、書籍封面、電影海報、音樂專輯

封面企業 LOGO、名片等為例，以及與美感電子書－構成，等作品範例欣賞，讓學生發現與

覺察美感「構成」的重要性，並能理解平面構成的元素、分類與組合、構成要訣、構成方式

等知識內容。且讓學生透過親自分析作品與運用資訊設備等，設計出具美感的名片、座右銘

鑰匙圈與人孔蓋等創作練習，再藉由創作作品與同學與教師討論等學習歷程，修正其作品以

符合美感「構成」中的內涵與提升其美感素養。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美感電子書，教育部， 2016 年。 

2.版面設計學-平面設計的美感養成：以實際範例拆解設計手法、解說設計理論，扭轉失敗設 

  計!，邦聯文化，2017 年。 

3.日常設計 I：設計的哲學 : 關於生活設計的 50 個提問，精誠資訊， 2015 年。 

4.日常設計 III：設計的演繹－培養設計力的 50 種遊戲，悅知文化， 2015 年。 

5.學好設計一定要會的: 平面設計 KnowHow，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六、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學習單、電腦、美術紙、鉛筆、木板、google classroom、相機、雷射雕刻

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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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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關係，調整上課日期時間。 

2.為讓學生突破視覺藝術的刻板印象，表達造型或構圖不一定是需要素描

基礎或鉛筆畫出，反之是可以使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物品，運用造型要

素(點、線、面、體)來構圖拼貼。故增加使用糖果餅乾等，來讓學生嘗

試造型設計與構成練習。 

3.同學在構成練習中可選擇製作鑰匙圈設計、筆記本封面設計與人孔蓋設

計，並讓學生在觀摩、分析這些好的構成設計作品後，嘗試設計自己較

有興趣的練習與產出。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發現生活中的構成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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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以生活中的廣告 DM、書籍封面、電影海報、禮盒封面、校園環境等為例，說明美感

構成中的定義、版面元素間適切合宜的排列組合，對於視覺傳達表現的重要性。並觀察並

分析、理解美感電子書「構成的無所不在」－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代美感、主從關

係凸顯焦點、格線的分割邏輯、組合決定構成樣貌等。並實際動手練習，使用糖果餅乾來

練習造型、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分類歸納平面構成視覺傳達是由那些元素組合?如文字、圖形與照片等。平面構成的美感應

可找出秩序性的法則，如透過對稱設計達到均衡美感。 

 

課堂2: 構成設計的存在與虛無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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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請學生蒐集並觀察分析以平面構成為學習對象:學校校徽、商業公司行號 logo、名片設計

等，具有哪些元素?以及元素間的組合、搭配是否達到最完美、平衡狀態? 請學生試著感受

「美」與「不美」的平面構成有何差異性?對生活會有什麼樣的影響?若在美感電子書中是

可歸類書中何種構成?(是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代美感或主從關係凸顯焦點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名片設計的視覺傳達元素中，如文字規劃並非越大越好，且字體有其屬性，字距、行距的

大小，構成設計者均需考量其中。 

課堂3: 解析圖文密碼－組合之美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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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請學生於課堂前蒐集5張名片，讓學生選擇一張「覺得不美」的名片，試著思考「不美」的

名片構成，該如何修正或重組，使其成為一個具有「美感」的構成。再請同學使用鉛筆描

繪、膠帶轉印或用剪刀裁剪等技巧，將其平面上的圖文元素找出，並適切的拆解，以及透

由繪製或黏貼等技法安排處理，將元素重新組合排列，以期達到具秩序及平衡的美感平面

的作品，並分析改造前、後的差異比較。 

C 課程關鍵思考： 

建議學生採用完形心理學的群化原則，讓學生在名片版面設計上不至於太零散，並可注意

留白的使用是為主從關係凸顯焦點(姓名等)。 

 

課堂4:座右銘鑰匙圈、人孔蓋構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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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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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依美感電子書－構成章節的關鍵概念及上次美感課程所教授內涵，設計具美感的個人名

片、座右銘鑰匙圈或人孔蓋，將該作品圖片及文字等元素，做適切美的排列組合，並手繪

設計圖，以利下次上課使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引起學生設計鑰匙圈的動機，就是讓學生多觀摩文創商品，或是在文具店販售的鑰匙圈樣

式，讓學生想要設計試試看。鑰匙圈尺寸設定為55mm，鑰匙孔4mm。版面不大，若要加

入文字、圖片等傳達元素，須謹慎安排彼此元素間相互輝映，而非互搶版面、相互干擾。 



15 

課堂5: 座右銘鑰匙圈構成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上次課程所設計具有創意及美感的個人名片與座右銘鑰匙圈設計稿，使用 inkscape 軟體

設計描圖與製作，再藉由雷射雕刻機輸出。請學生觀摩其他同學作品，並與同學、教師分

析討論後，將該作品調整與修正，使其具構成美感的視覺傳達。 

C 課程關鍵思考： 

使用 inkscape 自由軟體來描圖與製作向量檔，以方便藉由雷射雕刻機輸出時加快效能，但

inkscape 自由軟體每個學生熟練程度不一，教師為達到鑰匙圈版面設計多變化(如文字繞著

曲線)等，其教授 inkscape 自由軟體需增加學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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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構成作品討論及分享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同學分組交互評分並派員發表。教師總結這次學習經驗，並思考討論在這次美感學習的經

驗歷程及所獲得知識內涵等，未來是可以運用在生活的那些部分。 

C 課程關鍵思考： 

對於整個任務練習後的反思與回饋，並展示作品及分享設計過程需考量部分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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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透由學生做、用、發想等在設計構成課程理念，讓學生思考構成美感要

素在個人名片、筆記本封面、座右銘鑰匙圈與人孔蓋等設計上如何運用?其

本課程須要畫草圖、使用 inkscape 電腦繪圖等均無法在一、二節課內完

成，因每位學生對於設計及使用電腦繪圖精熟程度不一，故安排授課節數

需多方考量，或讓各班學生擇一二個較感興趣的來練習。 

 

2.在使用糖果餅乾等食品來做造型與構成練習時，教師準備的糖果餅乾，

其本身需具有點、線、面、體等要素，好讓學生來使用與表現。如糖果、

巧克力或翠果子等是具有點的要素，而巧克力棒則是有線的要素。若要造

型、構圖有封閉性或質感，則夾心酥等面的要素則不可或缺。如考慮餅乾

食品的色彩則更有利於學生的造型構成與創作。從中了解若要每個活動能

完美成功，教師課前須用心準備所需的元素材料，學生方能在學習過程順

利達成與成品完成精緻度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