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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 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英明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王歆昀 

實施年級 七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一、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 小時 1 學分）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設計教育課程（6-18 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國民中學 7 小時 

班級數/人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00名學生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風景色彩分割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 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無涉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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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     年級 
技術高中     年級 
綜合高中     年級 
■國民中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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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剛從小六進入國中，具備三原色及色彩基本屬性認識後，期待透過色彩構面，進

行生活環境觀察，練習色彩明度、彩度色調調色及配色探索學習、簡單的著色技巧，進而
從味覺、環境、喜好、對比概念增強學生對於色彩的認識與了解。 
 

一、課程活動簡介： 

    從生活中發現美感及經驗色彩，了解環境與色彩之間關係。抽象畫家康丁斯基所

言「每個色彩都有聲音，欣賞者只要用心觀看，色彩必會透過你的視覺傳達至你的心

靈，告訴你「它」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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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第一堂從學生觀察周遭手邊小物色採屬性，並能利用色票找出該小物的代表

色並描繪於學習單，喚醒學生對於色彩之感受與敏銳度。再來從觀看學校周遭公園及

市場，找出不同氛圍的色彩代表。進而從台灣風景、街景、高雄城市等，利用色票來

找出代表色，增加色彩的感覺與敏銳程度。第二至三堂是從鞋子的色彩，找出自己可

能喜歡的顏色，並加入心情冰棒，將顏色與味覺結合，增加學生對色彩的感知，進而

觀察自己的代表色彩與心情的關係。 

   第四堂由學生分析教師準備的或自己選的風景照片，教師另介紹 adobe capture

等 APP 或線上程式來獲得各式圖像之色票，理解圖的主要顏色提取方式，並從學生提

供的照片中了解什麼是好的構圖方式，用立可帶或膠帶盡量以直線方式區分出畫面的

顏色區塊。第五至六堂將紙膠帶貼在水彩紙上後依照區塊上色調配練習並平塗於圖格

內。第七堂課從各組討論發表作品中，讓學生對於風景色調有感，以後面對風景圖時

能用色塊方式分析再創作出自己的風景。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觀察生活中各式物品對色彩的運用的方式及代表色。 

2. 觀察不同環境場域的色彩變化及代表色。 

3. 透過相同風景圖案的表現，發現代表色系。 

 美感技術 

1. 分析生活中各式物品的色彩，並找出色票與之對應。 

2. 學習如何運用顏料調出色票之顏色，並能調出不同明度、彩度之色塊。 

3. 學習風景構圖的美感選擇、配置合宜的畫面構成並利用代表色上色。 

 美感概念 

1. 透過觀察生活中各式物品色彩，了解不同明度、彩度的微妙差異。 

2. 透過觀察讓學生體認類似色的配置給人的視覺印象與感受。 

3. 透過風景畫面分析了解畫面美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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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週 

單元目標 生活小物色彩 

操作簡述 

1. 觀察鉛筆盒等生活小物色彩，利用色票找出代表

色系。 

2. 在學習單描繪選擇的物品，觀察色票後也選出自

己的代表色，找出相對應的物品或地點，並寫下

原因。〈完成後各組拍照〉 

3. 分享學生生活小物的品項與色彩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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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看校園及鄰近的市場顏色,不同氣溫及季節產

生的色彩分氛圍差異。至學學網站了解代表色群

之使用，進而讓學生更了解代表色系擴張至 3 至

五種的方式。 

5. 欣賞台灣的色彩、都市色彩、齊柏林的美麗台

灣，詮釋台灣風景樣貌照片，利用色票來找出該

圖片代表色彩，也藉機培養學生對台灣在地景色

的認識。 

6. 請學生找喜歡的風景並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下下週與同學分享。 

2 第八週 

單元目標 色彩聯想 

操作簡述 

1. 從球鞋各式色彩引發同學注意，生活中大多的穿

著品味為何?鞋子的選擇色彩為何?跟自己喜歡的

色彩相類似嗎?或是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2. 代表色介紹:Pantone 上集介紹:出可口可樂的紅

色、星巴克的綠色色號，以及年度代表色(象徵

當年全球的態度及精神)覺得今年的 pantone 代

表色是什麼?想想自己的代表色又是什麼呢?了解

色彩與心情的使用。 

3. 觀察色彩之味覺聯想，並請同學回答這些不同色

系的顏色可能是什麼口味的冰棒呢?色彩與環

境、時間、心情、物件等等都有相互關係。 

4. 介紹台藝大學生作品- 100%純污水製冰所:利用

全台 100 個不同地區汙水製成，引發學生對於

冰品口味與環境設計的連結與想像。 

5. 使用色票貼出對比口味冰棒學習單。 

3 第九週 

單元目標                色彩與味覺 

操作簡述 

1. 繼續讓學生製作對比口味冰棒學習單，對比可以

是味道之對比，名稱之對比，型態之對比，顏色

之對比等，增加學生對形狀、顏色、味道之探討

與連結。 

2. 限定最多 5 種色彩來呈現。完成後能欣賞其他同

學之創作，猜測是什麼口味的冰棒來了解創作者

意圖及觀者的想像差異。 

4 第十週 單元目標 風景分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XWaf2Da9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3fZkDJbh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2W4ZHefwM
https://www.facebook.com/PollutedWaterPopsicles/?__cft__%5b0%5d=AZWc3jFcMsG0mAwHjgvibkV9O_GUp3SETHSnv4TDfhYQkGNj6WQyGHU8--jU_Iim7eakF4KJ4uQmNN3KHESRaL5aHw4g6uk1mxTkCoZFbSWE50ZKgxcwnXU9UVkSI8vis0hTkt9a2rUfg_u6ipedAp-nW1lAdsdm12q4XTWtqX2GwLaiR_a9NxqK5KqRRRoavkXWbI38CX1TNSJFjGZ02T8K&__tn__=kK-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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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介紹相近色-莫內的稻草堆、盧奧教堂，讓
學生了解藝術家於不同時間在色彩上不同的
使用。並請同學找出他們的代表色。 

2. 教師課堂前先前準備不同圖案的風景。將每
張風景圖以一頁放置相同的兩張圖，以便學
生實驗切割圖片時能上下對照或是用不同方
式切割。 

3. 將學生帶來的風景圖運用 adobe capture 及
pictaculous 圖片上傳後分析畫面色彩，了
解代表色系 3~5 種為何。 

4. 以九宮格學習風景畫面構成及比例 
 
 
 
 

 
 
・將最重要的主體配置於其中一個交點上。 
・在橫線及直線上配置要素。 
・利用分割出的行列製造空間及對比的邊界。 
介紹九宮格方式，比較帶來的風景圖案是否有符
合九宮格的構成方式，或是重新框出要符合的畫
面。 

5. 學習單圖案利用立可帶或膠帶，將不同色系觀察
黏貼，分割出畫面不同區塊。 

6. 小組構圖分享。 

5 第十一週 

單元目標 風景分割填色 1 

操作簡述 

1. 學生練習用粗的紙膠帶先切出圖片的分割線，再

用細的紙膠帶將圖案以直線、橫線、斜線方式做
畫面切割並複製到圖畫紙上，並注意畫面比例。 

2. 分割好的畫面搭配風景圖案原有的色彩，選定格

子內的色彩後學習調色，填入格子內。 

6 第十二週 

第十週 風景分割填色 2 

操作簡述 

1. 延續上週課程，進度較快的學生可選 1~2 格加
上不同原先塗色方式，產生不同質感，例如使用
抹布或海綿製造質感、或是使用漸層方式描繪大
範圍區域。 

2. 觀察與分享單純使用色彩與增加質感的差異。 

7 第十三週 

單元目標 分享風景分割創作 

操作簡述 

1. 修飾確認邊緣，並確認紙已經完全乾燥。 
2. 緩慢移除紙膠帶，將相同風景圖案互享比對，分

享創作的差異。 
3. 討論風景圖地點與自己作品表現，以及遇到的困

難。 

https://www.pictacul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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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期成果： 

    在色彩理論知識的基礎下，從生活周遭小物發現代表色系，進而從不同場域了解代表

色系群，再從常見的冰棒包裝設計引發學生對味覺和色彩的聯想，增進對於生活中的色相、

色調有意識與敏覺度，啟發覺察生活中色彩關聯性，進而開始思考色彩、理解色彩並應用

色彩,擴展生活中的美感體驗。也觀察到什麼是美感的構圖比例，進而對於風景圖的構成從

色彩方面來了解及認識。 

二、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向藝術家一樣活用色彩/作者:貝蒂.愛德華  譯者:駱香潔/出版社:木馬文化/出版日:2022/3 

三、 教學資源： 

線上資源:美感網站、插畫的構圖、歷史的顏色、台灣美景縮時、Scheme Color 精選顏色搭

配、微笑台灣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部分學生有智能不足及自閉等情形，構成能力較佳的僅部分學生，因此上學期先備

元以了解色彩 12 色相環為主，為基礎能力打底，課程部份增加心情冰棒來豐富學生對

色彩與味覺之間的聯想，增加色彩的感覺認知。另外色彩塊狀風景增加顏色的質感營造，

將拆分後的畫面嘗試用不同工具增加畫面質感，營造色彩豐富性。 

二、 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尋找生活小物色彩 

A.課堂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觀察鉛筆盒等生活小物色彩，利用色票找出代表色系，同學之間彼此分

享學生生活小物的品項與色彩對應。 

C課程關鍵思考:色彩無所不在，有沒有自己經常選用的色系? 

http://www.aade.org.tw/
https://medibangpaint.com/zh_TW/use/2021/07/thinkaboutcomposition/
https://colorleap.app/ho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ujS1cp0-s4
https://www.schemecolor.com/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1631


7 

課堂 2-色彩聯想 

 

課堂 3-色彩與味覺 

 

A.課堂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觀察色彩之味覺聯想，並請同學回答這些不同色系的顏色可能是什麼口味

的冰棒呢?  

C課程關鍵思考:色彩與先前課程提到的環境、時間、以及味覺等都有相互關係。 

A.課堂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製作對比口味冰棒學習單，完成後能欣賞其他同學之創作，並猜測對比口

味的冰棒味道。 

C課程關鍵思考:味覺與色彩的關係在於聯想到什麼樣的食物或故事記憶，進而推測創作者的

喜好，對顏色有所感知。 



8 

課堂 4-風景分割 

 

課堂 5-風景分割填色 1 

A.課堂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將學習單利用立可帶或膠帶，將不同色系觀察黏貼，分割出不同區塊。 

C課程關鍵思考:觀察與分析風景圖的構成，學生傾向選擇容易分辨色彩或繪製的風景圖，

也因為風景相對單純比較好表現。 

A.課堂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將學習單圖案同比例轉移至水彩紙上，以紙膠帶貼出相同結構再填色。 

C課程關鍵思考:在色彩風景部份，學生對於使用膠帶當作工具感到新奇並能馬上進入狀

況，但黏貼部份不細心，得放大畫面仔細講解操作方式，避免空間不連續或是中斷，並讓

畫面形成封閉空間以便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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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風景分割填色 2 

課堂 7-分享風景分割創作 

 

A.課堂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仔細觀察畫面色彩，嘗試將畫面分出更細的不同區塊。 

C課程關鍵思考:大多學生都能進入狀況，除了有一位學生掌握能力較弱，甚至呈現鏡像黏

貼，無法將學習單畫面分割後，等比例轉移到水彩紙上。 

A.課堂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小心撕除紙膠帶，並且不可以在畫面未乾時使用，容易導致畫面破損。最後展

示在黑板上讓大家觀察與提問。 

C課程關鍵思考:觀察畫面結構是否有符合九宮格的畫面構成，符合的創作是否比較好看。 



10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國一剛從小六生上來，理解程度較低，甚至有些人小學沒上過美術課，不曉得

對稱、漸變、對比等詞彙的意義，得拆開細分各個教學步驟進行，拆分後執行成果也

較為良好。另外冰棒剪貼呈現限制於固定形狀，需改成剪下來另外貼到展示板上呈現，

亦能對外型有所變化，另思考是否將心情冰棒的課程抽出變成另一個計畫來發展，較

為一貫且連續，只是色彩面向的影響非常廣闊，想要讓學生更有感覺而將味覺色彩納

入此課，以後如果在設計還是要有一致的特性較好。 

    另針對畫面分析結構後再進行方面，風景圖的創作可增加更細的膠帶（3~5mm），

並在教學前示範及提醒同學相關注意事項，觀察到所有細節並提醒。移除紙膠帶需等

水彩完全乾再慢慢撕除，未乾狀態容易將上色部分撕起，學生對於不同創作方式感到

有趣且全數都能完成，對於從未接觸過水彩的學生而言看到成果能增強信心，減低對

媒材的抗拒。95%的學生都能完成並有成就感，學生討論時因所擁有詞彙太少，未來

可融入觀察-分析-解釋-評價等方式引導，或是引進遊戲的方式納入角色，並讓學生討

論後以小組報告進行，讓全班都能觀摩及了解到同學的創作。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