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補助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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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報告書 

 

 

 

 

 

 

 

 

 

 

 

 

 

 

 

 

 

 

 

 

申請學校：屏東縣鹽埔國民中學 

計畫聯絡人：林素梅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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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二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 7、8 年級 每週堂數：■單堂   連堂 

實施班級數： 8                          學生數： 220 

一年級授課教師：  林素梅        授課班級：■普通班___4__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二年級授課教師：  林素梅        授課班級：■普通班___4__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三年級授課教師：  林素梅        授課班級：■普通班__1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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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的小宇宙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七年級美感原理原則，紋理與質感。 
 

* 先備能力： 
上學期紙材的基本立體構成能力。 
 

一、課程概述： 

紙構與植構超時尚─ 紙材立體與異材質構成設計 

這學期以認識構成美的形式，藉由日常生活中，產生自發欣賞、識讀，讓學生能學習遷移構成美到

他們的生活中。和利用美感工具書 KIT 的構成練習單元，這些單元練習可以讓學生用簡單的線條，

來從校園的植物為靈感汲取美感元素；進而從生活中「自然觀察」開始，取材於葉的造型練習排列

構成之美，以秩序為構成基礎，達成均衡和主從和格線的組合方法。 

一、 課程目標 

1.了解構成的基本形式 

2. 認識自然美的形式和人工差異 

3.差異材質的美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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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目標 校園植物構成遊蹤趣 

操作簡述 
從大自然和人工構成的美，了解構成美的形式；對構成美的構面美感有清

楚的認識。 

2  
單元目標 美感遊戲尋寶對對碰 

操作簡述 KIT 美感工具書應用，和美感遊戲尋寶，配校園環境，從植物中尋找配對 

https://www.aade.org.tw/example/%e8%b3%aa%e6%84%9f%e7%9a%84%e5%b0%8f%e5%ae%87%e5%ae%99/


3  

單元目標 大自然構成簡化提煉 

操作簡述 
校園觀察一花與葉的速寫或拍照，將記錄下來的植物描繪外型，做成簡化

元素，透過共創討論，察覺美感構成形式和多樣性，認識各樣的材質之美 

4  

單元目標 構成的解構與重構 

操作簡述 
應用上學期的服裝設計延伸，將校園植物的構成元素融入服裝，配合人題

工學比例，拆解，重構服裝新造型。 

5  
單元目標 構成異材質變奏曲，不同材質的融合之美 

操作簡述 加入自然或環保回收材質，設計，重新創造出新的時尚風格 

6  

單元目標 展現大舞台的自信 

操作簡述 
小組成果發表，穿著紙造型結合異材質的服裝，校園森林中走秀，學習介

紹自己的設計理念 

四、預期成果： 

1. 了解構成的基本形式 

2. 校園植物觀察與紀錄並認識自然美的形式和人工差異 

3. 在 KIT 的練習單元中，察覺美感構成形式和多樣性，認識各樣的材質之美 

4. 應用上學期的服裝設計延伸，將校園植物的構成元素融入，加入自然或環保回收材質，設計並

重新創造出新的時尚風格 

五、參考書籍： 

美感工具書 KIT 

六、教學資源： 

教育部建置的美感電子書網站教學 

公視：啊!設計!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時間來到下學期，依照上學期學生的作品觀察，學生的自然圖案的元素轉化應用太生硬直 白，

服裝的造型也無符合人體工學的身體機能設計感，從設計到應用之間，學生失落了一個環節，

需要重新設計學習鷹架。因此我必須修改設計架構，調整 3 個補充課程內容： 

1. 從自然元素設計到工業製造的皆川明服飾展。 

2. 王淨加老師的自然移印染與藍染。 

3. 50 年阿嬤的洋裁型版與立體剪裁。 

  



A 課程實施照片： 
 

 

▲給學生介紹皆川明展：從平面圖案到一件衣服的設計展，汲取教學靈感，思考自然元素

如何成為立體的服裝，並傳達設計者的生命故事。 
 

 

 



 

 

 

▲王淨加老師的自然染坊課，校園採集植物，欣賞植物造型與排列之美，讓學生接觸布料

的柔軟，移印植物的造型，顏色，和摺染後的有機造型之美。 

 

  
 

  

 



  

▲經兩次課程，學生終於能畫出較有想法，並能實際裁製成服裝的設計圖。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校園植物構成遊蹤趣，欣賞皆川明的服裝設計，探討從大自然和人工構成的美，了解構

成美的形式；對構成美的構面美感有清楚的認識。 

2. 美感遊戲尋寶對對碰，自然染坊課，校園採集植物，和美感遊戲尋寶，配校園環境，從

植物中尋找配對。 

3. 以植物元素的服裝設計圖。大自然構成簡化提煉，校園觀察一花與葉的速寫或拍照，將記錄 

下來的植物描繪外型，做成簡化元素，透過共創討論，察覺美感構成形式和多樣性，認識各樣的材質

之美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欣賞皆川明的設計，認識自然圖樣必須經由幾何數學簡化的汲取，排列設計必須有美感

原理原則的鑑賞判斷力。 

2. 自然染坊，對稱的設計之美和自然紋理的觀察，從實踐中自然讓學生增強印象。 



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用 50 年阿嬤的洋裁型版為靈感，幫助學生建立與立體剪裁概念，創造出更符合人體工

學的舒適服裝。 
 

 
 

 

▲塑膠袋，香蕉葉，手染布，加入自然或環保回收材質，設計，重新創造出新的時尚風格。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構成的解構與重構，應用上學期的服裝設計延伸，將校園植物的構成元素融入服裝，應

用阿嬤的洋裁型版為基底，配合人體工學比例，拆解，重構服裝新造型。 

2. 構成異材質變奏曲，不同材質的融合之美，加入自然或環保回收材質，設計，重新創造出

新的時尚風格。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應用阿嬤 50 年前的洋裁型版為基底，搭建符合人體工學的造型設計鷹架，有此基礎， 

其他的構成元素就能順利應用了。 

2. 塑膠袋，香蕉葉，手染布，加入自然或環保回收材質，除了創意，還要融合協調，表達在地

的文化內涵，重新創造出新的時尚風格。 

 

  



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服裝版型的學習遷移成功應用，披肩，帽子，鞋子的設計應用，全套的服裝就完整了。 

  

▲為了即將進行與知本國中的(跨校美感教育交流成果發表)，邀請專業劇團導演歐陽慧瑛老

師，入班指導肢體表演開發，及舞台走秀。 

   

▲學生著裝，在戶外走廊進行舞台走秀練習，歐陽老師依據服裝特色，調整美姿美儀。 



  

 

▲服裝秀戶外彩排 703 班(四季花獵手主題) 

 

▲服裝秀戶外彩排 701 班(森林王國主題) 



 

 

  

▲同一班級，上下學期設計課呈現的品質差異 702 班(花園城堡主題) 

 

▲▼成果發表秀，與台東知本國中進行藝術教育交流成果展。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服裝版型的學習遷移成功應用，披肩，帽子，鞋子的設計應用，全套的服裝就完整了。 

2. 展現自信，邀請專業劇團導演歐陽慧瑛老師，入班指導肢體表演開發，及舞台走秀。 

3. 小組成果發表，穿著紙造型結合異材質的服裝，練習校園森林中走秀，學習介紹自己的設計

理念，最終與台東知本國中聯合交流成果秀。 

C 課程關鍵思考： 

1. 50 年阿嬤的服裝型版，幫助學習遷移成功應用，學生自主延伸出其他設計。 

2. 舞台的秀，不同於一般活動，專業表演者介入，從肢體訓練，到儀態表情都展現自信。 

3. 透過與其他學校的交流，學生展現自信，同時也學習到其他原住民族的文化服飾設計。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因此時間來到下學期，我必須修改設計架構，調整 3 個補充課程內容： 

1. 寒假時我參觀了皆川明服飾展，展出從自然元素設計到工業製造的轉變歷程，我想這可

以給學生關於設計的元素提煉設計啟發，幫助學生思考從圖形到圖案到符號的簡化，和象

徵語言的表述能力，業讓學生從的實際時尚服飾例子中，看見設計到製作生產到與用者的

歷程，美產生價值意義。 

2. 關於服裝的造型也無符合人體工學的身體機能設計感，我找到我媽媽 50 年前阿嬤的洋

裁型版與立體剪裁，和老人家談到，以前裁縫師傅如何教裁縫徒弟，打版製作的概念，而現

代教育，也應該以此作為學生的鷹架，下學期我直接在課堂上拆解了一件舊衣，徐找到衣服

的型版零件，以此作為服裝設計基礎，接下來學生終於明白甚麼叫做符合人體工學與身體

機能的穿著。 

3. 舞台的秀，不同於一般活動，專業表演者介入，從肢體訓練，到儀態表情都展現自 

信。成果發表透過與其他學校的交流，學生展現自信，同時也學習到其他原住民族的文化

服飾設計。 

我自己原本就是設計專業背景教師，所以自認從設計之初到作後的成果會有極大的落 差，原本

以為是能完全理解的，但是這次的設計課，原本以為依照精選課程系統設定教 學，應該容易，

但從學生作殯進行學習診斷，發現不是學生作品表現形式的問題我必須回朔學生更根本的學習

歷程，和青少年思考模式修正，從 50 年前阿嬤的洋裁型版，和皆川明的服裝展找的學生創作

思考的鷹架，終於能讓學生解(美感原素)與(生活的設計)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