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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芊妤 

實施年級 高二 

課程執行類別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6-18 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6_小時 

□ 國民中學___小時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石』來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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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學  2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授課學生為 111 學年度高二學生，教學對象於高中階段第一次接觸美術課程，設定為學

生未修習過美感教育相關課程。於課程開始之前將先調查同學於國中時期修習美感教育課

程之經驗。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具備基礎造型能力 

一、 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藉由發散的構成練習，進而學習具美感的組合造型，並完成專屬於自己的石膏

芳香掛飾。讓學生藉由課程中的討論與分享過程歸納出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在資料搜集

的過程中發現生活中可見的視覺文化所符合的構成美感關鍵要素；分析業界的珠寶設計作

品，理解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在商業設計上的運用。透過主題式的創作引導，強化學生對

於美感構面中的構成運用之經驗，完成一件以構成方面訓練為主的掛飾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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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能對生活中的視覺構成進行討論 

2.能說出不同構成給人的各種感受 

 美感技術 

1.運用『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設計一件石膏芳香掛飾創作 

2.認識『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代美感、主從關係凸顯 

焦點、組合決定構成樣貌 

 美感概念 

1. 從課程練習中發現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內涵 

2. 能分析業界珠寶設計中所運用的構成美感要素 

3. 利用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創作一件類珠寶設計石膏芳香掛飾作品 

 其他美感目標 

1.配合部定必修美術課第一單元美的原理原則認知理解進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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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單元目標 構成講解與練習 

操作簡述 

教師透過東西方古典紋章式的裝飾符號，也可看到
本土民俗編織、寺廟泥塑、原住民文化工藝，講解
美的原理原則並分析構成原理，學生分組利用圖案

紙模板模擬構成組合練習。 

2 9/20 

單元目標 從珠寶設計中探究構成範例 

操作簡述 
透過金工蠟雕現成作品，講解美感構成比例關係，

建立美感資料庫。 

3 9/27 

單元目標 生活佈置點子王 

操作簡述 
居家生活擺拍的教學說明，請學生選擇居家擺拍位
置角度，則可以就生活場景的搭配來思考掛飾如何

計。 

4 10/4 

單元目標 芳香掛飾的雕塑構成分析 

操作簡述 
從「泥塑」開始進入「雕刻」觀念建立，講解石膏

翻模步驟及注意事項。 

5 10/11 

單元目標 芳香掛飾創作 

操作簡述 
使用習得構成原理進行造形排列組合，進行芳香掛

飾創作。 

6 10/18 

單元目標 分享芳香掛飾創作 

操作簡述 
將掛飾創作進行居家生活擺拍，並上台與同學分享

創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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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希望學生經歷過本次的美感課程，能夠知道關於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並且可以從生活中的

各種視覺元素發現構成的美感，從歸納分析設計實例中所運用的構成美感要素，進而將此運

用在生活中。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3D 珠寶設計：現代設計師一定要會的 RhinoGold 飾品創作與 3D 繪製列印/蔡韋德/ 

PCuSER 電腦人文化/2017 

2. 天然香氛生活全書：手工皂 x 蠟燭 x 擴香石 x 乾燥花 x 衣物香氛 x 入浴劑，一次學會 46

款超實用質感好物，享受自己調製的迷人香氣/李洲濚/ PCuSER 電腦人文化/2020 

3. 花藝設計基礎理論學（修訂版）學習花的構成技巧‧色彩調和‧構圖配置/唐靜羿/噴泉文化館

/2022 

六、教學資源： 

以教師及學校資源本身之經驗，術雜誌、書籍等各類相關中外文書籍收集或可邀請專家專題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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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第三堂課的生活佈置點子王課程因學生在藝術生活課程中已有基礎概念，在石膏

翻模的部分尚需較充足的時間製作，故將第四堂課的雕塑介紹往前挪移，以利後續較

充裕的時間進行美感造型排列組合課程。 

  



4 

二、6-1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透過東西方古典紋章式的裝飾符號，也可看到本土民俗編織、寺廟泥塑、原住民文化

工藝，講解美的原理原則並分析構成原理，學生分組利用圖案紙模板模擬構成組合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認識東方紋飾的關鍵要素之內涵  

2. 觀察各式造形的美感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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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透過現成作品，講解美感構成比例關係，建立美感資料庫。學生透過範例分析說出造型

美感特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作品分析美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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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泥塑」開始進入「雕刻」觀念建立，講解石膏翻模步驟及注意事項。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學生能透過轉化雕、刻過程感知造形。 

2. 學生能透過生活造形的採集，能了解造形豐富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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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使用習得構成原理進行造形排列組合，進行芳香掛飾草圖排列創作並寫下所使用的美感原

則。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透過構成原理進行得宜的排列，並能明確指出所使用的美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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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會石膏翻模的原理、步驟及注意事項，調製石膏並調和所需的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正確調製石膏，並搭配適合的色彩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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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所灌好的石膏模依據第三堂課的草圖進行排列組合，並調整到適切的組合方

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灌好的石膏和草圖有些許落差的時候，學生必須想辦法即時調整畫面需求，這

樣的訓練能幫助美感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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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除了每週一堂的美術課之外，大部分的時間仍難以跟升學主義脫鉤，如何利用有限的課

堂時間，讓學生瞭解、體驗美感構面，並讓美術與生活產生連結，是本次的課程計畫第一個要挑

戰的。對高中的學生來說，進行石膏翻模的創作實屬不易，在翻模技術上，學生以往沒有接觸過，

所以教師的示範和說明相當重要。另外，石膏的清潔也要相當留心，整理而言，美感的訓練上是

沒有問題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技術上的解決，還有環境的清潔與維護。很感謝能夠申請到教

育部的美感計畫，能夠將這樣的資源帶入學校，學生也懂得珍惜每週僅有一堂的美術課，從他們

的每一次的創作練習眼神發光的樣子，以及創作的成果，就覺得辛苦都值得了。學生的創意成果

總是令人驚艷，對於下回要再進行這樣的課程來說，也給予教師很多的啟發，可以說是最佳的教

學相長案例。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