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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 

111-1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精選課程 

種子學校教學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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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概

教

實施年級：三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實施班級數：    6                                  學生數： 122 

一年級授課教師：__蔡佩玲_______      授課班級：■普通班__3 _ 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二年級授課教師：___蔡佩玲______      授課班級：■普通班_ 3_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三年級授課教師：__蔡佩玲_______      授課班級：■普通班__3__班     □美術班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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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男美女養成說明書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視覺藝術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於七年級時學習色彩、質感單元進行美感探索，觀察、配色等色彩等基本概念，結合學

生的生活經驗，形成各式累積的經驗；八年級曾學習海報、字體構成構面；大部份的學生對

於比例的概念缺乏。三年級想藉由學生感興趣的穿搭主題，了解到身形比例的美感。 

一、課程概述： 

學校每週有一天便服日，學生常穿著不適宜的服裝，於是本學期以比例概念的原則，讓學生學

習生活上的穿搭表現。引導學生理解空間與環境比例基本概念來發現比例的原則與美感，經由

測量生活物件到自己的身形，加入色彩比例，並探討自己喜愛的原因、比例與美感的關連性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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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比例的概念與美感，利用的比例分割來提升美感，用合宜服裝搭配的分割來優化自己的

身材比例。 

2. 學會用比例的眼光觀看生活中的視覺對象。 

3. 融入性別議題，探討男女平等關係 

三、教學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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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課程內容 

1 9/5 

單元目標 一、認識比例  二、比例與身型 

操作簡述 
探討比例與身型的關係。讓學生瞭解比例不僅是數學概念，也同時是應

用在生活中各種層面，影響美感的隱形因子。 

2 9/12 

單元目標 一、發現自己的身型 

操作簡述 
透過布尺與記錄單來讓學生徹底理解自己身型的特質，透過數據與比

例瞭解自己 

3 9/19 

單元目標 一、破除迷思 二、型男美女怎麼搭？ 

操作簡述 
破除一些外在對於帥哥美女的迷思，建立自我價質感後，接著透過範例

圖示和討論理解合宜的比例對於身形的影響。 

4 9/26 

單元目標 我的穿搭術一：腰線與整體比例的調整 

操作簡述 
透過學習單與模特兒同學的範例，了解衣服穿搭的合宜比例 

 

5 10/3 

單元目標 我的穿搭術二：細節比例的搭配 

操作簡述 
進階部分更加入簡單的色彩搭配概念，練習色彩比例對身形的影響。 

 

6 10/11 

單元目標 型男美女成發會 

操作簡述 
最後讓學生實際穿上自己覺得最適合的穿搭衣物，換上並拍攝照片。 

 

四、預期成果： 

1.透過測量生活物件與自己的身材，理解比例的概念與美感，讓學生學會用比例的眼光

觀看生活中的視覺對象，發現比例能形塑物體的個性，影響觀者感受是很符合生活需

求。 

2. 透過分析美醜服飾穿搭圖片，找出其比例關係，利用比例的分割來提升美感，用合

宜服裝搭配的分割來優化自己的身材比例，瞭解自身外在價值並不在外界標準的審美感

當中，能夠以正向自信的眼欣賞自己的身型比例並作出最適合的搭配。 

五、參考書籍： 

1. 1.伊莎貝拉‧托瑪(著)，謝孟渝(譯)，《法式優雅的時尚穿搭:任何身材都能穿出有型，看到「更

好的自己」!》，台北:晨星 ， 2017.10 

2. 2.吳光庭(2015)。「美感入門」電子書 

3. 3.漢寶德(2010)。如何培養美感。台北:聯經 

4. 4.蔡冥瑜(2016) ，《這樣穿變型男》，台北:城邦，2016.11 

5. 5.二神功子(2018) ，蘇暐婷(譯)。骨架分析Ｘ基因色彩，台北：時報出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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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資源： 

1. Apple TV 數位多媒體機、數件衣著、配件 

2. 吳光庭。「美感入門」電子書 

3. Pinterest。https://www.pinterest.com/ 

Instagram 

http://www.pinter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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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先給學生基礎的比例概念，強化比例在生活上的重要性原與運用，再

導入服裝穿搭的課題。為了專注在身型的比例上，將原計畫比例相關的

其他概念簡化，直接進入人體比例，丈量身材尺度，不提及與人體無關

的例子。第三節課破除一些外在對於帥哥美女的迷思，建立自我價質感

後，接著思考自身優勢，透過描繪提升自我肯定。再回到範例圖示和討

論理解合宜的比例對於身形的影響。最後一個單元將課程除了分析自己

的穿搭特色並須選出班上最佳穿衣達人(需考慮比例與色彩的運用)，探

究並欣賞他們的呈現，對人的視覺感受如何？



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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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老師簡報說明比例概念，理解何謂比例？在不同時代對身體比例的美感差異與比

例的概念，生活中的運用，探測自己的身材，在哪個時代可稱為美女？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動漫人物誇張的變形比例造成什麼視覺效果？影響明星變高帥與變矮胖的因素為何？發現

黃金比例雖然美，但並非絕對的標準，會隨時代或流行改變。 

2 了解自身比例尺度關係，發現比例能改變人的觀感與修飾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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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使用捲尺，兩兩一組，發揮互助合作精神，進行身體的丈量，了解自我身體各部

位的比例並加以記錄。延續上一堂課，以身高體重利用 BMI 公式算出自己的 BMI 值，將自

己的身材數值與參考值對照，了解自己是否過重或過輕，以判斷自己的身材比例是否需要

調整。 

 討論影響穿搭美感的變因有哪些？哪些可以改變？哪些無法改變？對於不能改變的可以怎

麼做？如何改變視覺身高？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認識身材與健康關係，過瘦或過胖皆不健康。 

2 了解自己的身體使度後，進一步思考如何利用比例，適當穿搭改變視覺身高。 

3 試著想想明星的穿搭比例是否有改變視覺身高？使用了那些技巧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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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請學生思考自己最欣賞的部位，仔細描繪同時並寫下想對牠說的話，必須是正向的、感

謝的。 

2. 透過老師簡報說明改變身體比例的幾個方法後，實際利用人型調整比例來進行幾個小挑

戰；從上衣、褲子(裙子)長度，腰線、袖長不同的比例感受、再紀錄於學習單、比較不同長

度的差異性，並思考自己的穿搭。 

3. 從明星照片中發現改變方式，並找出自己的偶像照片，用灰階來呈現她的穿衣比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利用人型調整比例的長度，感受長短的差異所造成的視覺感，再紀錄的過程中，再次提醒

與思考比利的重要性。 

2 思考同一件衣服在不同人身上穿為何效果不同，該如何調整比例才能增強美的身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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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老師用簡報講解除了比例，加上色彩因素後，會有什麼變化？皮膚的色彩適合那些衣服

的色彩，選取相關文章讓學生自行閱讀，劃出重點，並依據此重點，填寫學習單，畫出適

合自己的比例與色彩服裝。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思考顏色本身的膨脹收縮效果，胖子適合顏色？瘦子應該運用那些那些顏色才顯瘦？及

搭配在上身或下身的差異性？ 

2 分析自己的膚色？想想以自己平日常穿的衣服色彩適合自己膚色與身型嗎？真正適合的是

什麼顏色的穿搭。 

3 試著畫出適合自己的比例與色彩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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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前一堂課提醒讓學生帶自己的衣服到教室，以組為單位進行服裝或配件交換的穿搭練習，

請由學習過的方法中運用在自己的穿搭上。 

2.播放品牌服裝秀讓學生參考上台展示的走秀，每組預備五分鐘後依序上台 

3.學生穿好後，搭配音樂走到台前定格，實施拍照活動。比較害羞的同學或忘記帶的回家補

拍再傳給老師。學生依據自己的穿搭、寫下並說明穿搭原因。符合哪些比例原則？並選出

自己心中的穿衣達人。 

C 課程關鍵思考： 

運用上課所學，實際穿搭，調整身體比例與色彩，達到修飾身材效果。也能將此經驗學習

遷移到平日穿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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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美感的養成首先要透過視覺來培養觀察的敏銳度，所以在教學中提供大量圖片來帶領學生觀

察、體驗、再實作。但多數學生比較沒有觀察周遭人事物的習慣與生活經驗，如何引起學生學習

動機很重要，在學生學習、互動過程中，逐步認識自己、了解自己、接納自己、能愛自己並同理

他人，包含外在與內在，進一步發現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可以打破既定性別界線做自己

的主人、不需要符合社會的標準或框架，建立自身的價值觀，增強自信心。 

     從學生喜愛的明星開始，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在便服日時，透過服裝有機會展示自我的風

格。只要學習穿搭合宜，不需要名牌衣飾，也能進入服裝搭配的美感世界。學生對分析自己的偶

像穿著也很有感，課程每星期只有一堂，很容易忘記之前所學，最後穿搭時，若老師沒特別提

醒，很容易流於習慣性穿衣模式、忽略比例問題，沒考慮色彩配置，變成負面教材！日後也許可

尋找電腦軟體或相關的 APP 直接操作會更方便。 

     期待這些體驗課程，開啟學生對日常多一些美的察覺及對自我價值與文化的認同。習得服裝

與人之間如何更融洽、更自由，突破自我框架，藉此開展自我，勇敢且自信的呈現自己，成為真

正的型男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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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可選各年級代表 2-3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