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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學計畫概述 

一、第一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1+2 年級 每週堂數：單堂 

實施班級數：6 個班                        學生數：144 

由於學校每年級只有 3 個班級，故第一學期實施於 1、2 年級，第二學期實施於 3 年級。 

一年級授課教師：許甄云      授課班級：普通班 3 班 

二年級授課教師：許甄云      授課班級：普通班 3 班 

三年級授課教師：許甄云      授課班級：普通班 3 班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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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排排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有故事的料理（構成） 

* 先備能力： 素描、水彩 

一、課程概述： 

  這單元名稱為「當你看到這顏色時，你會想起誰？」 色彩是視覺的第一印象，睜開眼睛就看

到滿滿的色彩。而這個單元以色彩的辨識度為主軸，先從生活周遭常見的品牌 logo 著手，看

看學生能否正確的說出這些 logo 的顏色；接著再與學生討論這些用色背後的小故事及緣由，

提升他們對這些 logo 色彩辨識度的記憶點。然後就換學生自己來動手了，以自己喜歡的卡通

或動漫人物為例，找出這些人物的主要代表顏色（2~5 個），以精準的色塊大小、無細節的、

由上而下的色塊配置呈現這位卡通或動漫人物外表，讓其他人來猜猜看你在畫誰？藉由此來讓

同學練習找出對象物色彩辨識度的能力。 



 

二、課程目標（若有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可列舉） 

1.認識並了解品牌 logo 的用色緣由，及色彩意義對品牌的影響。 

2.訓練學生對日常生活周遭事務的觀察力。 

3.能對一物件外表進行色彩的分析→簡化成色塊→再排列呈現。 

三、教學進度表（依參採課程示例，調整授課進度）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課程內容 

1 9 月 

單元目標 色彩記憶大考驗 

操作簡述 

蒐集學生常見的品牌 logo 圖示（約 30 個），以黑白方式印刷，考考學

生是否還記得 logo 原本的顏色是？ 考驗學生的日常色彩記憶，也考

驗品牌色彩的辨識度是否深植人心。 

2-3 9 月 

單元目標 原來色彩是有故事的 

操作簡述 

前堂課所舉例的 logo 中，挑出數個說明討論品牌色的故事（可口可樂、

星巴克、麥當勞、facebook、7-11、google、麥當勞、家樂福、apple、

ikea、中華郵政），以問答方式進行，並討論其中的色彩心理學、冷暖

色與品牌性質之間的連結等。且合宜的配色在這裡不一定重要，因為在

周遭環境中為了傳達商業或是重要訊息，常會將使用衝突的色彩來搭

配以吸引大家目光。 

4~6 10 月 

單元目標 色彩辨識度大挑戰~我的色塊人物 

操作簡述 

介紹樂高所出的上圖廣告以簡單三色

讓觀眾辨識是哪位卡通人物，讓學生也

來練習此項挑戰，找出一位大家耳熟能

詳的卡通或動漫人物，找出人物的主要

色彩（2~5 個）及由上而下的配置順序，

在畫布上以色塊平塗方式，以最佳色塊的比例及大小呈現這位卡通或

動漫人物 

7 11 月 

單元目標 猜猜我是誰 

操作簡述 
最終將作品全部呈現於黑板上，讓大家猜猜看是哪些角色，考驗同學對

時下流行卡通或動漫人物的色彩觀察記憶力。 

四、預期成果： 

1.對於生活中的色彩更有感，對理所當然的事物能以更多好奇心去了解為何是如此。 

2.能對生活中的眾多色彩進行分析、歸納、找出重點代表色。 

3.色彩辨識和感知能力的提升。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無 

二、6 小時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給學生一張印著黑白 logo 的學習單，請同學憑著對這些 logo 的印象把他們的真實顏色

寫下來。 

2. 學生們也可以彼此討論，考驗著大家平常對生活周遭事物的觀察力 

3. 最後揭曉答案。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盡量找旗津當地有的品牌 logo，或學生關注的一些社群媒體 logo。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講解上一節課所出現的每個 logo 的設計理念及配色的理由原因，會發現有些原因

竟然是意想不到的理由： 1.原來聖誕老公公衣服的顏色居然和可口可樂有關；

facebook 是藍色居然是因為創辦人患有色盲的關係；賈伯斯愛吃蘋果，所以才會取名

apple。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盡量避免全部都老師來說，可以提問學生你知道為什麼這品牌要用這顏色嗎？有些學生

也是知道原因的。 

2. 多提問學生問題，才能了解學生的觀點。 

 

  



 

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找一個自己喜歡的卡通或動漫角色，先把它真實的模樣描繪下來，接下來依照他全

身所出現的主要顏色及各顏色的面積比例，然後轉換到一 20 公分的長條上以色塊的方

式表現出這角色。 

2. 此階段 20 公分長條畫在學習單上算是打草稿，畫完後師生討論每一個顏色的比例是否

適當？ 頭太小嗎？ 腳太長嗎？ 或是請學生把自己的 20 公分長條拿給其他同學看，看

是否能猜出畫的是哪一位角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帶學生找出每個顏色的大小比例怎麼算，用尺量？ 

2. 卡通人物常常都是頭大身體小，所以臉的占比通常都很大。 

3. 遊戲或漫畫人物，則常是 7-9 頭身，下半身很長以凸顯角色很高的感覺。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依據學習單上的長條比例為依據，再轉畫到 20 公分長的水彩紙以水彩顏料來呈現。 

2. 草稿階段可能受限於色鉛筆顏色的關係，有些特殊色調不太出來，因此以水彩來呈現

時，因為可以調色，所以畫出來的顏色可能會更貼近角色本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水彩的調色有賴於學生本身的色感能力，有些較特殊的顏色實在不好調出來，可能需要

教師從旁指導，例如龍貓身上的顏色、佩佩珠的粉紅色等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畫完水彩後，將全班水彩色條全部貼在板子上，讓大家來猜猜你能認出幾位卡通人

物；我會將第一個完成的班級作品全貼在板子上呈現給其他班級猜，他們邊猜的同時也能

指出其他人的作品問題，例如學生會說這個藍色太深了，這粉紅色不像⋯⋯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比起教師直接跟學生說你的問題在哪裡，互相觀摩其他人的作品讓同學來指出他的問題在哪

裡效果似乎更好。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１． 上到一半時發現很多學生都畫相同的角色（佩佩豬、蠟筆小新、小丸

子⋯⋯），可能是找簡單的畫，或是懶得想，看同學畫甚麼他就畫什

麼，所以下次執行這個單元時，會規定全班畫的角色不能重複，增加

全班作品的豐富度，也鼓勵學生挑戰一下自己，有時候角色看起來複

雜不一定比較難畫，像這一次就發現佩佩豬筆畫簡單，但大家畫出來

的結果卻不盡相同，一個比一個還失真。 

２． 同學們在畫學習單上把角色轉換為２０公分色塊長條時，原本有些每

個顏色的比例畫的還不錯，但畫到水彩紙上時，有些色塊大小比例卻

沒按照學習單的，而是自己隨便畫，反而失去先畫草稿的意義了，下

次會多提醒學生注意這點。 

３． 有些顏色不好調出來，鼓勵學生多試試看，有時老師可能要稍微示範

幫忙一下，免得學生覺得太難而隨便調色。給學生一點小幫忙增加他

們的自信心，有助於他的下一個嘗試。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