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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各學期教學計畫概述 

春節是農曆一年中第一個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來臨家家戶戶寫春聯、貼春聯是
千年流傳下來象徵吉祥、表達⼈們嚮往美好⽣活的⺠族⾵俗；如今却⼰式微。春節前學校的
川堂，逐日張貼布置一系列的各類春聯；讓親師⽣提早享受年節的氣氛。 

意春聯與紅包設計的課程；將從版面編排切入,讓學⽣了解排版中的字型⾵格、字級大小、字

距與行距、留白與邊界等、圖文大小等比例關係在版面美感上的重要性。所謂的版面在春聯

中即是指春聯的種類。因此；學習工具的海報版型設計體驗活動，探索比例概念，最後導入

對春聯的各類書寫，,試著用比例的眼光檢視春聯圖文版面之視覺美感呈現。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課程內容 

(可複製課程示例) 

1/2 
10/11 
10/17 

單元目標 認識⽣活中的圖文排版與比例關係 

操作簡述 

讓學生認識空間比例與生活美感的關係,再從教室生活空間、大自然中

的黃金比例,進而了解文字線條的構成比例中線與空間等比例關係如何

影響字的構成、視覺舒適度及整體美感表現。 

3 10/24 

單元目標 

 

比例大作戰 
Ps:因 11 月的校慶有園遊會,因而增加了手繪 pop 的課程(約 3 堂課) 

操作簡述 

 

探索字體比例，4~5 人一組，各組發表，觀察比例的影響，哪個最具有

美感。引導他們思考生活中有哪些比例問題。 

4 11/8 

單元目標 透過春聯條符的書寫練習,體驗字級關係與空間比例 I 

操作簡述 

春聯條符的書寫的內容有四個字句為主標題，右上角有年號、左下角

有書寫者的名字；這都代表不同的字級。透過春條的書寫,體驗字級大

小及空間比例如何影響版面美感。學生第一次毛筆寫字，寫出來的線

條與字體差異度太大，所以改為簽字筆或仿毛筆來書寫。 

5 12/13 單元目標 透過春聯斗方的書寫練習,體驗字級關係與空間比例 II 



 

操作簡述 

春聯斗方的書寫的內容較為多元。以單字為主，兩個字也可以，右上

角有年號、左下角有書寫者的名字；這都代表不同的字級。透過斗方

的書寫,體驗字級大小及空間比例如何影響版面美感。 

6 
12/20
12/27 

單元目標 
整合運用圖文比例關係,繪製圖文排版設計圖 I 
透過毛筆(黑色簽字筆)完成上週繪製的紅包設計圖 II 

操作簡述 

給自己一個特別的紅包： 

1.生肖紅包袋的設計－以明年生肖年為主題，以圖為主、文字為輔；反

之亦可。依紅包袋的大小設計出大小比例適宜的圖文。 

2. 新的一年，請寫下新的希望，裝進紅包袋裡，並妥善保管好，在年

終時 打開紅包，檢視希望是否成真。  

貳、課程執行內容 

⼀、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請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即可） 

1. 第一堂課:修正為-讓學生先認識運用點、線、面，掌握比例，構成具美感的平面習作. 

2. 因課程進度關係,作品完成後接著放寒假,此單元修正為學生把自己的春聯貼在家中,跟家人一起分享年節

的氣氛；拍照上傳。 

 

空間與比例的關係：春聯該怎麼貼呢？ 

學生完作的創意春聯，互相觀摩作品，除文字的比例外，也在課堂中仔細觀察圖文所占的面積

比，(因課程結束時己到期末)完作的作品鼓勵學生把自己的春聯貼在家中,跟家人一起分享年節

的氣氛。 

斗方春聯怎麼貼？ 

條符春貼怎麼貼？ 

 

二、6 小時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1     2   

3   4  5  

6  7  8  

   

B 學生操作流程： 

1.圖 1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自然界中的植物大多符合黃金比例。例如，普通樹葉的寬與長之比，人

體的頭身比例等等都是符合黄金比例的。可以说，黄金比例廣泛的存在於大自然當中。 

2.引導學生觀察教室空間與美術教室空間的物體與空間線條有何不同? 



 

3.圖 2 引導學生使用色紙、美術紙掌握色塊比例大小的美感,構成平面習作 

4.圖 3、4、5 完成的平面色塊,在依照色塊大小的面積來完作不同比例的練習 

I 選擇老師印好的各種不同比例的文字貼在適合的色塊上 

II 接著引導學生「字」的美感構成跟空間與線條比例的關係(圖 6、7、8)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文字的大小由線條的粗細和所存在的空間決定，是局部與整體之間的比例，而不同的比例

會給人不 同的感受。  
2. 物件排列的間隔位置不同，也會有感受上的差異，這也是一種比例關係，若文字排列的位

置比例不適當，甚至會造成誤解。 
3. 學生第一次寫麥克筆寫字，寫出來的線條與字體差異度太大，所以課前先帶著學生做麥克

筆字體練習。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察上一堂課完成的線條字，學生分享。  
2. 各組將寫好的文字排列在一起，比較看看它們的差別。 
3. 觀看美感電子書關於比例的影片，思考生活中有哪些物件需要有比例的規劃。  



 

4. 觀看簡報中各種關於 pop 文字大小、粗細及排列的狀況。 

5. 試著使用麥克筆寫出大小不同粗細的線條,並 思考文字群(2~3 種)字體大 小的比例安

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1.在不同大小的畫面空間中，安排等量等粗的線條，讓學生感受整體與局部之間的比例變化。 
2.學生在麥克筆字練習中，習慣寫相似尺寸的文字，若遇上大尺寸的文字，也經常是同一支 
筆、同一種筆畫粗細，不太會留心於筆畫線條粗、細對文字造成的影響，透過這個活動的引

導，讓學生發現這細節上的差異能有明顯的感受變化。 

課堂 4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看簡報中春聯的形式有那些? 

2. 教師介紹書畫小常識-春聯的形制;斗方與條符的不同…以及春聯怎麼貼? 
3. 學生第一次毛筆寫字，寫出來的線條與字體差異度太大，所以改為簽字筆或仿毛筆來書

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春聯斗方的書寫的內容較為多元。以單字為主的字和多個字在線條與空間上的比例會有

書寫上的調整，右上角有年號、左下角有書寫者的名字；這都代表不同的字級。透過斗

方的書寫,體驗字級大小及空間比例如何影響版面美感。 

2. .讓學生思考春聯的書寫有圖與文字時，文字的訊息與圖在兩者間是以圖為主還是以文為

主,重要性排序，及該如何呈現。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展示上一堂課的春聯條符的書寫，互相觀摩作品，除文字的比 例外，也仔細觀察本文、

落款與書著所占的面積比，試著分析作品中哪些地方具有美感。 

2. 將春聯紙裁切成適合的大小，再請學生依空間與文字合宜的比例用铅筆輕輕寫上看比例

上是否合宜，提醒他們留意年號及書寫者的名字大小與主題的比例配置，完成春斗方的

春聯書寫。 

C 課程關鍵思考： 

斗方與條符在空間尺寸上有極大的不同，如何安排等量等粗的線條，讓學生感受整體與

局部之間的比例變化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賞創意紅包的設計影片& 2023 新年祝賀詞可以說哪些？  

2. 生肖紅包也要與時倶進 

3.生肖紅包袋的設計-跟前兩堂的春聯條符類似。不同於前者的是以明年生肖年為主題，以圖

為主、文字為輔；依紅包袋的大小設計出大小比例合宜的圖文。 

4.新的一年，請寫下新的希望，裝進紅包袋裡，並妥善保管好，在年終時 打開紅包，檢視希

望是否成真。 

C 課程關鍵思考： 

1.借著觀摩他人作品的機會，發現文字處理時比例的適切性。  
2. 文字在其中又占有很大的比例，讓學生思考圖文版面的配置比例的重要性。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多數學生對於麥克筆與毛筆的使用都是初體驗，兩者在線條的表現上完全不同，更為明

顯的是學生都以為線條似乎就只是一種線條，缺乏有意識地處理線條的粗細，透過這個課



 

程，讓它們在書寫文字時，嘗試使用不同的書寫工具來完成空間中的文字元素，體驗到合

誼的比例。 
2.學生對於傳統書畫中的落款形式與內容的知識較為薄弱,空間比例上的字距也安排的不恰

當,需要經過反覆對話引導，才能了解並完成作品。 
3.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可選各年級代表 2-3 名) 

         

  



 

貳、 各學期教學計畫概述 

一、課程概述： 
秀峰有著靠山（大尖山）的地理環境，對於美感教育的地理環璄與都市型學校不同，有著

先天豐富的⽣態環境適合此一單元的教學。初期先探索校園的植物；以植物葉拓暖身起步來對
校園植物圖像有基本的了解後；透過植物的色彩觀察、分析配置的美感歷程，共同拼湊一個秀
峰校園植物的索引地圖，最後完成的植物拓染布親自動手縫製完成獨一無二的文創商品,體驗環
境保護的永續利用。 

以此一單元為暖身起步；未來能開發出設計中階探課程；並能以科學繪圖的相關美感課程
對校園植物做更深入的跨域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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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植物的構造與功能,辨認不同的葉脈、葉緣、葉形、葉序,認識因應環境而演化的特

殊葉構造,運用葉形與色彩構成製合宜的作品。  

2. 提升⽣活中美的事物的觀察力。 

3. 理解顏色的細節變化和組合對色彩表情之重要 

4. 觀察事物而能進行思考如何產⽣美  

5. 融入秀峰校園藝術季的課程；敲染的作品能搭配端午節氣完成獨一無二的香包製作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課程內容 

(可複製課程示例) 

1/2 
4/18 
4/25 

單元目標 說說植物中的色彩/校園植物採集－秀峰校園植物網 

操作簡述 

1.畫出記憶中讓自己難忘的植物顏色，生活中有那些跟自己喜歡顏色的

應用⋯⋯由發散思考至歸納出色彩和生活的關聯性。  

2.帶學生至校園尋找不同葉形的植物。 

3.觀察植物的色彩並拍照紀錄，尋找秀峰校園植物色彩譜系。 

4.繪製秀峰校園植色譜 



 

3／4 5/2 
5/9 

單元目標 花葉敲拓染 DIY I 、 II 

操作簡述 

1. 尋找校園中不同植物的材料＆植物中所含色素 

2. 引導學生在創作過程中去發現，不同植物的葉形透過有序排列組合

所呈現的視覺美感 

3. 以敲染拓的方式將植物本身的色素完成印染作品 

 

5／6 5/16 
5/23 

單元目標 秀峰校園植物色彩印記 

操作簡述 

1. 引導學⽣運用不同的物件，讓作品更襯托美感 
2. DIY 設計手作實用文創商品−束⼝袋 香包 ‘植感’小方巾 校園植物

地圖手帕 禮物布的包裝⋯⋯ 
3. 完成作品並分享自⼰設計及手作文創的經驗() 

貳、課程執行內容 

⼀、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請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即可） 

1. 課程二 新增 新詩創作-春天藏在哪兒? 透過春天的季節,讓孩子去找校園

中屬於春天的植物 例如:春天藏在大葉欖仁樹裡… 

2. 課程五/六 小單元-完成作品並分享自⼰設計及手作文創的經驗;因時間關係未完成 

二、6 小時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習任務引導→請學生說出自己最喜歡花的顏色，試著回想校園中植物最常見的顏色有

哪些?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2. 認識自然美感：秩序、對稱、韻律、漸變、比例 3. 

3. 觀察描述(五感) ： 觀察葉形、顏色、 形狀、 葉脈走向、 聞味道、 摸質感  

4. 植物辨識 APP---iNaturalist 4.各組以校園植物地圖分區認領植物到校園中去找尋所要敲打

的植物 



 

C 課程關鍵思考： 

1.仔細觀察是美感的第一步，從觀察身邊一片習以為常的葉子破解一般人對葉子顏色的印象

2.透過任務引導，能提升學生參與動機，孩子藉由實作的歷程，漸漸帶出本次課程的學習重

點：發現生活中的色彩與構成→認識色彩與構成的美感→在生活中實踐構成之美 

課堂 2 課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分享自己創作的新詩-春天藏在哪兒? 

春天藏在大葉欖仁樹裡 

悲傷藏在我的日常裡 

快樂藏在慢時光的回憶裡 

你藏在我心裡 

我藏在時光的河流裡 

2.教師引導學生,可把校園中屬於春天開的花套用上去…接著觀照自己…抒發自己的日常描

述 



 

3.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詩的感官體驗 

2.校園植物如何被多重感官細膩的關讀輚化為⼀⾸新詩 

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賞析教師-仙野作的葉拓染創作,引領學生用雙手及雙眼好好觀察、觸摸葉片。 
2.認識各種葉子在拓染上的變化 。 

3. 賞析以植物圖案設計的布料作品 分析其構圖方式:二方連續、水平挪移、大小錯置、亂中

有序的秩序感 

4.撿拾校園植物後回教室進行植物敲打 。假設自己是布料設計師，練習平面構成練習/對稱、

秩序、漸變、律動 



 

C 課程關鍵思考： 

1.選擇葉子圖案排列時須注意方向、大小、位置，經由討論去思考平面構成 
2.由實作去體驗植物敲拓，在排列葉子時須注意大小錯落、視覺動態，想像布面構成的效果。 

3.葉形大小顏色層次呈現在布面上產生自然意象的美感，植物敲拓的構成之美如大自然不可

全然預測，有機的型態在適當的構圖後被留下來。 

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觀看香包製作影片;教師引導學生,透過前一堂課程完成平面構成的布,經過適當的裁切,可縫

製成何種造形的香包 

2.請每位同學針對自己所完作的布料,設計手作文創商品 
3.應用家政課所教的平針縫製香包、杯墊、手帕… 

4.應用教師刻好的橡皮圖章 – 芒種；讓學生再次應用美感元素「構成」與「比例」所完成

的合宜文創商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孩子從這節課中，可以做第二次畫面的構成與編排，能再度去思考美感中秩序和構成構面的

概念，將美感元素活用在文創商品中，讓學生瞭解美感元素在生活中可 以實際運用到。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用校園植物的葉片做媒介，去完成文創商品的設計，因想讓學生聚焦在排列上，所以去除

掉色彩這個變因，將構成的概念搭配秩序讓學生用敲打的方式，忠實呈現葉片的大小與形

狀。 學生對於能將美感元素實際運用在生活事物上，存有高度的興趣與行動力，學生觀

察校園自然植物，仔細端看植物才會發現葉子沒有一片葉子是長的一樣的，觀察只是第一

步，透過敲拓的過程中，仔細觀察葉子的型態；有了與葉子相遇的契機後，自然界中所呈

現的對稱、秩序、均衡讓孩子感受到葉形美感構成練習，藉由觀察、採集、排列、敲拓後

的實作，運用美感構成，撿拾桂花、玉蘭花、楓香、大花咸豐草等植物排列組合， 經敲

打，將葉形留在布上，開布的霎那 都會聽到孩子驚喜連連的讚嘆聲，沒有想過可以用敲

打方式留駐自然的美好。  

  本次課程所製作的端午香包的材料取得容易，作法也很簡單，只要將艾葉、藿香與佩蘭 3 

  種藥材混和壓碎後裝入棉布袋中，除了應景外，也能辟邪驅蟲、寧心安神。香包的製作課 

  程也讓許多未上美感課的同學不斷詢問明年端午我們也會上嗎？明年想為國九準備會考的  

  學生延續此單元:校園植物採集-敲拓染為自己動手做一個會考祈福考運亨通的粽子香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