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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精選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7/8年級 每週堂數：■單堂     □連堂  

實施班級數：5                   學生數：110  

一年級授課教師:陳家璋         授課班級：□普通班3___班     ■ 美術班2班 

外聘教師：葉亭君  授課班級：■ 普通班___3_班     □美術班_1_班 

 

精選課程示例編號：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色彩 質感■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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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記憶中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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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國小及七年級時，已上過美的原理原則，知道秩序、反覆、對稱等概念，也具備基本

的色彩概念。 

 

一、 課程概述： 

色彩對比、剪紙的陰陽、虛實對比、變化出豐富的圖像之表現。符號運用複製對稱的概念、四方

連續、整體之佈局「以另一觀點」重新面對對稱反轉，符號，圖像⋯⋯等構成分配。拆解與重組的創

意發想，文字塊面比例以運用，引導學生將造形置入，思考由組合出變形，反覆，旋轉，分割的塊面，

所產生合宜的比例與和諧的構成關係。 



二、 課程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色彩意象  

學生將會： 

配色 

1. 覺察生活周遭的色彩與辨識色彩風格。 

2. 能描述色彩意象與建立色彩的屬性分類。 

3. 懂得運用色彩意象與三要素來配色。 

主要問題 

1. 相同的色調。 

2. 衝突的色調 。 

3. 相同的色調如何搭配才美。  

4. 衝突的色調如何控制比例看來才舒服。 

5. 如何運用色彩的符號性與代表性。 

學生將知道/知識 

1. 色彩的搭配與調和。 

2. 色彩的符號性與代表性。 

3. 合宜的的色彩處理。 

4. 懂得不混用屬性衝突的色彩。 

5. 色彩明度與配色舒適度的關聯性。 

 

對生活中的敏感，便會開始開啟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整合的歷程；換言之，「美感教

育」是一種素養教育，也是一種自信心的養成。所以我想要帶著學生藉由活動開啟體驗，累積感官

經驗，探索生活中的色彩關係，用概念重新觀看造形與觀看他人，尋找合宜適宜的色彩關係。漸漸

能關切和發掘生活周遭中自然物之美。對其形、色、質的觸動若能與人心念和意象聯結，轉化為創

作材料，欣賞色彩、運用色彩讓生活中更具有美感。 

發現組合規劃校活動對空間的改善與改變的可能。從窗花為發想，結合喜慶和美的色彩創意構想。 

三、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課程內容 

1 3/15 
單元目標 能了解「剪心語」學習主題發展圖樣。 

操作簡述 運用剪紙的陰陽、虛實對比，發想變化出豐富的圖像之表現。 

2 3/22 單元目標 
能了解格式塔原理提升學生的視覺再認知，能理解圖地反轉、造形，

趣味的特性。 



操作簡述 

運用圖地反轉，變形，四方連續，發想挑戰學生的視覺認知色彩對比

及符號運用組合，各式獨立零星的蒐集，加以組合，從而學習與創造

像結構的趣味與發現。 

3 3/29 

單元目標 能利用卡典西得再製進行導入「剪心語」主題，呈現出美感。 

操作簡述 接續上周運用卡典西得 再持續加以製作 

4 4/12 

單元目標 分組造形特優者，再利用卡典西得剪心語再製作沿伸 

操作簡述 
分組將完成後的作品印刷排版組合，並分組討論同學們的作品設計，

是否有達成秩序與整齊的美感，挑戰學生的視覺認知。 

5.6 
4/19 

4/26 

單元目標 
能分享對彼此的意見與看法，及發現組合規劃校活動對空間的改善與

改變的可能 

操作簡述 

將設計作品，用卡典西得排版組合放大或縮小，貼在玻璃窗上，或學

校公共空間，落地門窗可以穿透之處，請學生介紹自己的創作理念與

特色，發現組合規劃校活動對空間的改善與改變的可能。 

四、預期成果： 

     色彩對比，虛實對比、變化出豐富的圖像之表現、符號用複製對稱的概念、整體之佈局「以

另一造形」重新對稱反轉，符號，圖像，旋轉，分割……等構成分配，發現另一秩序與整齊的美感

及塊面的排列組合的秩序美感畫面的分割及組合。 

五、參考書籍： 

福田繁艾薛爾 

蔣載榮（2002）。觀‧念‧攝影─影像的視覺心理剖析，台北，雪嶺。 

康特爾‧考夫卡（2000）。格式塔心理學原理。（黎煒譯）。台北：昭明。 

陸雅青（2005）。藝術治療：繪畫詮釋-從美術延入孩子的心靈世界（第三版）台北市：心理。 

高秀蓮美術觀念教材教法2006 

六、教學資源： 

葉素玲，台大心理系教授網站 http//ceiba3.cc.ntu.edu.tw/course/26d20b/suilng_personal/ 

Richard Gregory 教授網站 

http：//www.richardgregory.org/index.htm 

國立台灣大學非同步課程教學網站（無日期）。知覺藝廊。 

余秀蘭  夢的 N 次方 屏東場 2018.03.04 

www.biosmonthly.com/contactd.php?id=2501 

 

  



   二、6 小時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剪心語」學習主題發展圖樣，能了解格式塔原理提升學生的視覺再認知，能理解圖地反轉、

造形，趣味的特性 

B 學生操作流程： 

 

 

C 課程關鍵思考： 

運用剪紙的陰陽、虛實對比，發想變化出豐富的圖像之表現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了解格式塔原理提升學生的視覺再認知，能理解圖地反轉、造形，趣味的特性 

 

B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圖地反轉，變形，四方連續，發想挑戰學生的視覺認知色彩對比及符號運用組合，各式

獨立零星的蒐集，加以組合，從而學習與創造像結構的趣味與發現發想挑戰學生的視覺認知

色彩對比及符號運用組合。  

C 課 程 關 鍵 思 考： 

提升學生的視覺再認知，能理解圖地反轉、造形，趣味的展現。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利用卡典西得再製進行導入「剪心語」主題，呈現出美感。 

 

B 學生操作流程： 

接續上周運用卡典西得 再持續加以製作 

分組將完成後的作品組合，並分組討論同學們的作品設計，是否有達成秩序與整齊的美感，挑

戰學生的視覺認知。 

  

C 課程關鍵思考： 

 

各式獨立零星的蒐集，加以組合草圖構思，

從而學習與創造像結構的趣味與發現。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討論分享對彼此的意見與看法，及發現組合規劃校活動對空間的改善與改變的可能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操作流程： 

分組造形特優者，再利用卡典西得剪心語再製作沿伸 

C 課程關鍵思考： 

將完成後的作品組合，並分組討論同學們的作品設計，是否有達成秩序與整齊的美感 

 



課堂 5 

 

設計作品，用卡典西得排版組合放大或縮小，貼在玻璃窗上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班級教室窗戶，二人一片窗戶。 

2.學生倆倆分組共用1張學習單與布尺，合作丈量教室玻璃尺寸，紀錄於學習單上。 

3.將卡典西得貼於  

4.把上一個練習的作品放大剪貼，過程中可依現狀調整比例。 

5.最後將剪紙作品黏貼於班級窗戶上 

 

 

C 課 程 關 鍵 思 考： 

將設計作品，用卡典西得排版組合放大或縮小，貼在玻璃窗上，或學校公共空間，落地門窗

可以穿透之處，請學生介紹自己的創作理念與特色，發現組合規劃校活動對空間的改善與改

變的可能。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討論同學們的作品設計，是否有達成秩序與整齊的美感，挑戰學生的視覺認知。 

     

B 學生操作流程：  

發現組合規劃校活動對空間的改善與改變的可能，分組佈置。 

C 課 程 關 鍵 思 考： 

  

藉由藝術教學中欣

賞、創作、情感內化

的歷程，促使學生更

深刻創造的意義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一開始設計圖形時，有些圖形太複雜，有些太單調，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讓其了解均衡的畫面

為何；未來教學時可以讓同學多欣賞一些圖樣。  

2.操作剪紙時，需要將線條變粗，那一塊要留下？是留線條？還是留塊面？都是要事先做好記號，

不然割完後，圖案也全掉光了。襯在設計圖下的色紙，需要厚一點的紙，和銳利的美工刀，不然

很容易失敗。 

3.在黏貼的過程當中可以用一種學生建議的痘痘貼這種黏貼可以貼錯了可以撕起再施起來重貼。 

4.將卡片西德貼在玻璃上 的時候 使用洗潔精先噴在玻璃上，這樣作品還可移動。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精選課程在國中視覺藝術教學發展歷程的實施結果與檢討 

（一）教學發展歷程以探索與表現為原則，激發好奇心及觀察心，主動探索和發現問題，並

積極運用所學的知能於生活中。 

以實踐與應用為原則期待學生能將在創作與審美中所獲得的經驗，應用、表現於實際生活裏，

內化爲個人的情感並培養對藝術興趣與能力藝術應有的態度。 

（二）以審美與理解為原則，生活面相關的體會，並要學生能描述出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

的見解。 

提升審美鑑賞能力，需要在視覺藝術教學提供學生豐富多元的課前引導，作品完成描述個人

感受，是為了讓學生體驗自己及感受別人的創意。 

精選課程運用國中教學自我檢討與反思 

在探討精選課程形實施教學後，根據教學實施的歷程提出的檢討反思如下： 

精選課程運用於美術班的教學模式，運用圖地反轉比例和春的設計主題形成教學主題，提供

學習與創作空間，學習成果的欣賞發表，採用多元的學習評量方式，增進學生學習的動機。 

1. 運用圖地反轉比例和春的設計主題形成教學主題，  



2.提供具自主性的學習與創作空間，在教學活動中，教師提供學習的鷹架，給予問題解決的

途徑或思考方向，讓學生有自主的學習空間，以建構新造形連結。 

3.學習成果的欣賞發表 

學生學習成果（作品）的發表與欣賞的活動提升學習的成就與再學習的動力，更能激發學生

鑑賞的情意素養，學習活動結束、適度的讓學生透過作品的發表進行討論及欣賞的學習活動，

有助於教學目標的達成並符合教育的目的，學生在欣賞作品與發表心得的歷程也能增進鑑賞

與批判的能力。 

4.採用多元的學習評量方式 

應用多元評量以提供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的反省改進之依據。課程多元化、生活化，因此教

學視覺藝術課程教學激發學生的創造力與思考能力，配合教學主題與教學目標，自行發展有

趣有效的視覺藝術教學活動。 

結語 

感謝美感的教學資源庫，提供教師能有助於學生創造力發展的圖庫，教學檔案，提供教

師網路資源的下載運用，對教師引導教學活動，給予實質助力。 

兼具理性與感性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是經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容易有效協同各領

域學科與激發創意，使教學活動活潑生動化而達成學習的目標，藉由藝術教學中欣賞、創作、

情感內化的歷程，促使學生更深刻創造的意義，藝術與人文教育的課程最終目標在於培養理

性與感性交融的健全人格，所以，藝術教育引導學生思考創新的意義，所以有永遠發掘不完

的議題來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