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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蔡明潔 

實施年級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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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時 

班級數 5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45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土壤風景畫  

課程類別： 

創意課程/設計教育課程一學期6-18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國民中學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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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學生已學習美感課程色彩、比例 
* 先備能力：學生具備水彩、剪刀、美工刀、紙材運用的基本能力 

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課程設計以「色彩」構面為教學核心主軸，讓學生採集、觀察、分析自然素材，透過顏

料的製作，覺查環境中的美感元素。 

八年級的學生在前一學期有上過美感課程的「色彩」「比例」，本學期希望延伸學習活動

帶領學生認識自然的美感，透過認識原料的源頭，體驗顏料的製作過程，最後以自製的顏料

進行原產地的寫生，既是一個觀察活動，也是一個藝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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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校園裡與校園周邊土壤的色彩與質感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能應用畫筆調和水彩並表現出所要呈現的風景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認識色彩的各種分類、了解色彩調和的美感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環境教育：了解環境與人類發展的的關聯，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二、 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11/14-18 

單元目標 認識色彩的原料 

操作簡述 
1. 介紹採集的工具與方式。 
2. 以觀察與採集的方式認識色彩。 
3. 分組進行土壤採集活動。 

2 11/21-25 
單元目標 色彩原料的樣本比較 

操作簡述 1. 分析校園與社區的色系。 
2. 小組分別發表採集土壤的心得。 

3 11/28-12/2 
單元目標 精煉色彩原料(一) 

操作簡述 1. 小組合作將土壤與雜質分離。 
2. 運用篩網和研缽等工具進行研製。 

4 12/5-9 
單元目標 精煉色彩原料(二) 
操作簡述 運用牛膽汁與阿拉伯膠進行顏料調製。 

5 12/12-16 
單元目標 製作土壤色票 
操作簡述 小組以自己製作的顏料繪製色票 

6 12/19-23 
單元目標 自製顏料來寫生 

操作簡述 1. 在校園裡進行 16K水彩寫生。 
2. 將採集顏料材料的位置環境描繪下來。 

三、 預期成果： 

1. 從日常生活的觀察中去蒐集、分析、整理色彩在環境中扮演的角色。 

2. 運用自己能取得的材料進行色彩規劃，從中學習顏色的調色技巧。 

3. 透過討論激盪出色彩表現的可能性。 

4. 從色彩運用的潛移默化間提升生活品質與美感素養。 

四、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五、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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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一) 本年度上學期課程因職務調動影響授課班級調整，學生對於材料的熟悉度不

夠，製作技法尚待加強，因此在顏料製作的課程中，藉助校內其他老師對於

自然材料的專長協助指導學生將採集材料製作成顏料，第三、四節課程採用

協同教學方式，讓學生在兩位老師共同指導下更精準達成課程目標，以豐富

課程學習體驗。 

(二) 原本設計水晶膠製作轉珠的課程，因授課時數調整美術教室必須與其他老師

共用，每週上課僅一節45分鐘，水晶膠製作勉強完成，但待風乾成形則需要

一天以上時間，教室無法提置放未完成作品，因此難以執行，故修改課程從

創作媒材的運用轉換成認識媒材的來源，讓學生認識並了解製作的過程。 

二、6-18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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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厚紙卡裁切、修邊到練習用色票配色與實際調色，學生在實際操作上可以明顯看出對於

工具的熟練度與使用方法均未符合應有的能力，需要不停地提醒也很需要個別指導，經過

長時間反覆的操作，逐漸能有獨立執行的基礎功力。 

C 課程關鍵思考： 

１. 創作媒材的差異，呈現出來的結果也有可能和設計規劃的不同。 

２. 思考色彩元素，也要觀察環境的各方面要素。 

３. 材料與色彩的關係。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學生對於媒材的概念侷限於「購買即可使用」，因此在進行踏查採集階段，讓學生有機會
能夠體驗原料到顏料的過程，能更深入認識並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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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壤採集讓學生對生活中容易忽略的細微事物，增加觀察與思考的機會。 

(三) 原本設計水晶膠製作轉珠的課程需要有專科教室製作以及存放，之前有執行過類似的課
程是在社團時間連續兩節，當初規劃時覺得學生應該有興趣這樣的教學活動，但是實際

執行上則會受到上課時數限制，甚至因為共用教室，連下課十分鐘也很難利用，若想要

落實課程，還是需要有個人使用的教學空間，能妥善置放學生未完成的作品、教師事後

教學用品的整理、存放才能比較好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