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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辦理學校 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蘇珮文 

教師主授科目 
 美術 

班級數 7班 

學生總數 133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拼」出多種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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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一 年級 

一、 課程活動簡介： 

課程構想源自於安妮新聞中的一張畫面，標題為「前進的多種可能」。這幅俯視地圖

引發了我對校園空間的思考，並希望將其轉變成一個不再壓抑和封閉的場域。 

 

卓蘭高中的山林環繞、多樣的樹種和自然生態，成為了這個特殊課程的理想場所。我

們將以校園地圖為核心，探討如何營造景物在空間中的位置關係。同時，我們將引用北宋

郭熙的《早春圖》中的山石構圖，與學生們討論山水畫中常見的空間構圖形式，並分析其

特色和所傳達的感受。學生們將運用所學，將各自取景的畫面構築成拼圖，並在水墨技法

課程中完成一幅校園水墨工筆拼圖。 

 

最後，我們將結合新媒體科技，將水墨拼圖作品與AR擴增實境相結合，開啟校園中的

多種可能性。透過這個創新的結合，學生們將能夠以嶄新的方式體驗和欣賞他們的創作。 

 

這個課程將帶領學生們運用美學原理和藝術技法，發現校園中的美，並將之轉化為創作

的能力。透過探索不同的視角和創新的結合，我們相信學生們將獲得豐富的創意和美學體

驗，並將校園空間重新詮釋為一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場所。 

二、課程目標 

1.學生能藉由過去所學之美的形式原理，發現校園中美的寶藏 

2.學生能分析移動視點與焦點透視的差異 

3.學生能理解郭熙三遠法與三視角的關聯。 

4.學生能分析空間構圖與感受上的連結。 

5.學生能辨認生紙與熟紙之間的不同 

6.學生能運用不同工筆線描在拼圖創作中。 

7.學生能藉由水墨所學創作校園的不同面貌。 

8.學生能總結史前到南宋間，各時期中國美術史的發展特色 

9.學生能創造Ar擴增實境影片與平面拼圖工筆畫結合 

10.學生能將此單元的學習內容，製成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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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第一週: 「前進的多種可能—安妮新聞雜誌」 

 

第五週: 學生將三種視角的校園攝影照片，進行移動視點的空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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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學生將三種視角的校園攝影照片描繪於拼圖中。 

 

第七週:工筆白描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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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水墨與新媒體科技藝術結合，以EyeJack創造Ar擴增實境 

第七週:工筆白描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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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校園尋寶 

第八週: 拼圖創作(經營位置、骨法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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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週: 「前進的多種可能—安妮新聞雜誌」x 校園尋寶 

第二週: 探討空間於畫面中的不同可能性，分析焦點透視與移動視點之差異 

第三週: 說明郭熙三遠法與三視角的關聯 x 校園攝影 

第四週: 分析水墨山水常出現之空間構圖(S型、巨碑式、一河兩岸...)與感受上的連結。 

第五週: 學生將三種視角的校園攝影照片，進行移動視點的空間安排，描繪於拼圖中。 

第六週: 藉由實驗討論生紙與熟紙差異，並分析工筆白描(釘頭鼠尾、春蠶吐絲描)的特色。 

第七週: 分析工筆白描(蘭葉描、、鐵線描)的特色表現與生活運用 x 白描練習 

第八~十二週: 拼圖創作(經營位置、骨法用筆、明暗灰階、隨類賦彩) 

第十三週: 概述中國美術史(史前到南宋)各時期的發展特色 

第十四週: 水墨與新媒體科技藝術結合，以EyeJack創造Ar擴增實境 

第十五週: 說明歷程簡報的製作大綱與簡報設計的技巧。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 

       1.中國美術史部分學生說:講太快。為了讓他們專心聽課，我使用表單小考的方式進行，可 

         Open自己的筆記測驗。考試重點也運用簡報中的紅字呈現。對策:速度放慢，講完一時期  

         可做提問引導學生回顧，再接續下一時期的發展。 

       2.工筆染出墨色層次，對於非美術班學生來說沒有概念較為困難。對策: 之後若再進行此單 

         元時，要確認學生們皆有素描中光影 亮灰黑之概念。 

       3.攝影作業繳交校園照片與影片，若請同學回家完成，約百分之八十的人未能做到。對策:  

         利用上課時間讓同學們完成，並指定繳交至Google Classroom作業區才可下課。 

4. 在請同學們列印自己拍攝之校園照片時，規定說明地不夠精確。對策: 規定說明後抽問 

  同學附誦一次或問同學懂不懂老師說的意思，請他用自己的話將老師的規定表達出來。 

5. 這次校園三視角照片與最後AR需要的影片沒有一起完成，造成花草樹木已非過往之景， 

  學生們也需再花一節課攝影短片，因當初無思考最後結合新媒體科技之緣故。對策: 下次 

  若再實行時可做調整。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幼一甲學生 郭O芯: 這次的拼圖還融合了AR的技術,把科技和美術作品融合,只要下載程式後

再掃描拼圖,就可以看到事先拍攝到縮時攝影,雖然過程有點累也很有挑戰性,不過在完成後

真的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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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一乙 溫O淇 

 

幼一乙 葉O慧 

幼一甲 林O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