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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林毓庭 

教師主授科目 空間設計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39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小套房設計 

施作課堂 空間設計 施作總節數 6 教學對象 ☑職業學校    跨群跨科 2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利用安妮新聞之文章內容、色彩，引導二年級「跨群跨科」選修「空間設計」課程

之 39 名學生(商管群、外語群、設計群、體育班)，作「小套房業主設定與空間風格」發想，使

學生能藉以此發想，延伸製作出一個小空間模型作品。 
       利用學習單的引導，使學生能從安妮新聞中，挑選自己感興趣的文章，並且對文章內容中描

述的主要人物之生活背景進行想像，進而替此假想人物做年齡、職業、興趣、喜好、生活習慣

等虛擬設定；其次，引導學生觀察安妮新聞中的色彩，挑選適合該人物的形象色彩，使用水性

色鉛進行調色與配色的練習，並製作空間色彩色票。 
       應用空間色彩色票，進行室內設計材質的挑選，並將材質圖片彩色列印，用以製作一個小空

間的模型立體作品。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藉由安妮新聞上的圖文激發學生的創作想像，並思考空間設計創作主題。 
2. 使學生能了解業主設定與空間風格的關聯性。 
3. 讓學生熟悉空間配色與挑選空間材質的方法。 
4. 使學生能依據業主需求與空間風格製作小空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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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1.教師發下學習單，解說業主設定與空間風格發想的方法。 

 
 
2.同學們挑選安妮新聞藉以尋找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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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學挑選適當之文章之後，虛擬一個假想業主，並且將業主資訊填寫至學習單上。 

 
 
 
 
 



4 

 
4.教師示範如何從安妮新聞中擷取配色，並且利用水性色鉛調合理想色彩， 
    以製作空間計畫之色票。 
 

 
 
5. 同學練習配色及調色，以設計出適當之空間色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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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據自己製作的色票，上網搜尋相關色系的室內材料。 
 

 
 
7.學習單與完成品的關聯性-時尚部落客的小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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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1. 教師說明課程安排，安妮新聞介紹。 
2. 閱讀安妮新聞內容，配合學習單剪貼與書寫進行設計發想。 

3. 學習配色、色彩調製與空間色彩計畫。  
4. 學習家具計畫 : 了解不同特性的業主需要不同的空間設備與空間風格 
5. 認識空間設計材質，並從網路型錄上擷取與計畫中相近色系的材料。 
6. 模型製作 : 尋找相近色系材質拼組在模型當中。 
7. 將成品拍照繳交至 google classroom 平台，與同學相互觀摩。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1.教學觀察 
        
       本課程教學對象為跨群跨科二年級學生，共包含了四群(商管群、外語群、設計

群、體育班)七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應用外語

科、廣告設計科、體育班)，共計 39 人選修。 
       透過導讀第 15 期「夢想公寓」...等內容，發現學生們不僅可藉由插畫與文字發

揮想像力，虛擬小套房業主的生活背景與情境，替小套房業主做空間規劃、色彩配

置及家具設計，更可讓學生對自我天賦、未來職業做更深度的思考。 
       經由這次課程，課後共有 3 位學生主動詢問安妮新聞的索取與訂閱方式，並表

示很享受這種無拘無束的創作發想過程。 
 
 2.課程反思與調整對策 
        本次課程並未請學生製作一份具有邏輯性的企畫書或說明看板，僅展出模型成

果。明年度若再次執行此教案，會加入設計說明看板的製作，讓期末展覽及學生觀

摩交流時，能更清楚理解他人的創作想法，以做更深度的設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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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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