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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育淳 
實施年級 八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111-1 ■ 國民中學_  14__堂課（一堂 45 分鐘） 
111-2 ■ 國民中學_  8__堂課（一堂 45 分鐘）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60 名學生 

二、111-2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漫遊介壽--走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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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國民中學  8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色彩與構成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 學生了解美的原理原則，並練習點、線、面的基本構成元素。 
2. 學生具備色相、明度、彩度、色系、色調，以及色彩計畫中比例運用的概念。 
3. 學生具備構成的概念，能根據主從關係安排圖文設計。 
一、 課程活動簡介： 

   對於學生而言，校園與國中三年的生活密不可分。無論是校園的植物、設施、教室、社

團、活動，有形還是無形，都可能是他們生命中重要的過客。本課程期望透過「走讀校園」

的地圖設計，帶領學生探索學校環境，深入認識其中的人、事、物、景，提昇學生對環境敏

感度，培養與學校的情感連結，發展關心環境的態度，並能透過雙語呈現給他人。 

    學生透過小組討論分享，找出校園中的特色景點，選擇一個主題，透過視覺美感要素製

作校園走讀地圖，呈現不同的主題景點特色。其中包含路徑、說明文字、地圖圖像、背景圖

案、地圖吉祥物、指北針、地圖標題，以及校園廊道命名，培養對學校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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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各式地圖設計、校園走查。 
 美感技術 

    手繪插畫、地圖版面設計、攝影。 
 美感概念 

   1. 構成概念：攝影構圖法與運鏡。 

   2. 能簡化複雜圖像成插畫、化繁複地形成簡潔路徑與圖像，呈現明確主題。  

   3. 運用比例與構成的概念，完成主題地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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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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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單元目標 討論校園特色，歸納小組表現的主題 

操作簡述 

1. 請每一位學生寫下五種正向的學校特色，例如：最
喜歡的校園景點、覺得校園最美的地方、包含有形或
是無形的學校亮點。例如：建物、生態、重要活動、
校本課程、地標、教師族群(辦公室)等主題。留下三
個小組共識並向全班分享。 
2. 請學生思考如果想要從校園中挑選一個主題做深
度的介紹，會想要介紹什麼樣的人事景物。 
3. 請小組根據前方所討論出的校園特色歸納小組的
探究主題。 

2 5/15 

單元目標 實地探究踏查蒐集資料，並繪製地圖草稿。 

操作簡述 

1. 各組報告特色景點的地區，並手繪簡單的校園地
圖，以及勘查的路線。 
2. 小組根據所決定的主題，每人帶一台 ipad到校園
進行拍攝，教師需規定回教室的確切時間(拍攝時間
約 10 分鐘)，並請全組團隊行動，組長負責管理秩
序，注意不可喧嘩影響他人，教師則根據學生提供的
地點需巡視校園，觀察學生的狀況。 
3. 回教室後確認學生所拍攝的照片，至少須具備五
個以上的地點，再次將地點明確標示於所繪製的地圖
草圖上。 

3 5/22 單元目標 
各組根據所拍攝的照片，使用色彩 app 找出校園代

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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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每位學生上傳所拍攝的校園照片，並用雙語寫下
對於照片的描述 
2. 教師講解學學色彩的使用步驟。 
3. 學生以學學色彩 app 找出校園代表色，並上傳到
padlet。 

4 5/29 

單元目標 認識地圖的功能及了解繪製地圖的各種技法。 

操作簡述 

1. 認識地圖的功能，了解地圖要能指引方向，找到目
標的正確位置。 
2. 地圖是極佳的說故事平台，可以圖像符號進行圖
文溝通，將美感與地理概念有效結合。可呈現景觀設
色與人文事蹟。 
3. 地圖的基本構成元素包含：路徑、說明文字、地圖
圖像、背景圖案、地圖吉祥物、指北針、地圖標題。
可因地圖實際需求有所刪減。 
4. 地圖空間表現手法包含：平面圖、俯視圖、鳥瞰圖、
重疊法。 
5. 小組討論決定地圖表現方式。 

5 
6 
7 

6/5 
6/12 
6/19 

單元目標 繪製個人校園景點。 

操作簡述 

1. 小組分別進行景點、人物、標題、指北針的分工繪
製，提醒學生要注意整體的風格與配色的統一。 
2. 教師說明該如何簡化景點。 
3. 學生簡化所觀察的地點，進行繪製。 
4. 教師根據各組狀況，進行差異化教學的指導。 

8 6/26 

單元目標 小組進行主題地圖設計 

操作簡述 

1. 地圖的構圖設計，把所有的地圖元素安排在適當
的位置。 
2. 小組分工設計地圖吉祥物、說明文字(雙語)、地圖
風格等元素。 
3. 教師給各組 canva 簡報連結，請各組開始嘗試使
用 canva 共編製作小組地圖。 
4. 完成景點繪製的組員可以將圖像去背後，上傳至
canva，進行地圖拼貼。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透過探究與實作，找出校園的特色，培養對學校的認同感。 

2. 學生能簡化複雜圖像成插畫、化繁複地形成簡潔路徑與圖像明確呈現主題。  

3. 學生能運用比例與構成的概念以及文字的說明，呈現校園地圖傳達校園特色。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我的地圖書。原文作者： Sara Fanelli。譯者：趙映雪。出版社：上誼文化公司。2004/07/30。 

2. 逛街。作者：陳志賢。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3/12/15。 

3. 臺灣地圖。作者：陳又凌。繪者：陳又凌。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日期：2017/01/26。

4. 12 個插畫家的台灣風情地圖。作者：吳宜庭等 13 人。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日期：201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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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資源： 

職人所．創客基地-插畫地圖的創作與視覺構成(文化地圖的繪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cDgFQkULk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一) 111上學期調整情形 

1. 由於雙語教學的融入，為提供學生充分的學習鷹架，因此課程進度受到影響。 
2. 因應疫情，不方便在教室擺放食物跟飲食，因此移除原計畫最後餐食的部分。原規劃
的時間則用於緩衝雙語教學所影響的時間。 
3. 因為希望學生能具有個人作品，充分練習技法表現，因此增加了每位學生須完成該組
所選擇的家鄉菜繪製，所以時間不敷使用，延宕至下學期完成上學期的計畫。 

(一) 111下學期調整情形 

1. 由於上學期美感計畫為了維持學生作品品質，並促進學習的成效，因此實施的時間偏
長，這學期的時間安排稍嫌不足。 
2. 為了讓學生可以找到運用於校園地圖的色彩，增加了使用學學色彩軟體尋找校園代表
色的內容，也影響後續的教學時數。 
3. 為了讓學生也可有更好的學習表現，放慢進度並重視個別化的差異，花了較多的時間
指導學生完成個人的地圖景點，因此最後完整地圖的呈現尚未能充分呈現。如有機會於
下一個學年度繼續進行，再繪製各組學生更加完整的地圖作品。 

二、6-18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一) 111上學期：家鄉的滋味 

課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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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詢問學生What's your favorite food？請學生分享自己喜歡的食物，如：My 
favorite food is dumplings. 
2. 小組兩兩透過句型分享個人最喜歡的食物。各組組長詢問後整理，教師抽籤由組員分享
小組的結果。 
3. 教師播放如何用英文介紹台灣文化：粽子 （端午節影片）- How to introduce Taiwanese 
culture in English: Zongzi。說明雙語教學的目的是能有多一點機會練習英文，才更與外國
人分享台灣文化。Each person takes four post-it notes. Find the tastes can represent 
Taiwan, Taipei and the community. 
4. 小組討論出能代表台灣、臺北、社區的味道，並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小組討論與訪談找出能代表臺灣、臺北、社區與家的味道。 
1. 學生能陳述代表臺灣、臺北、社區，以及自己家的代表食物。 
2. 學生能小組討論以 5W1H 設計訪談題目。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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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小組共創，以 5W1H 草擬關於訪談家長家鄉味道的題目。 
2. 提醒每位學生在這個禮拜內需訪談至少一位家人，找出家族懷念的味道。 
3. 教師以視覺資訊圖表引導學生討論看到什麼，並歸納視覺圖像的視覺符號工具與內容。 
4. 引導學生利用簡單的基本型組合表現不同的圖案。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以生活中的可見的案例引導學生了解圖像思考的意涵。 
2. 請學生在學習單上畫出不同的造型，每個形狀需有三個圖案。提醒學生注意線條流暢，
造型清楚可辨識。 
3. 認識視覺工具箱，包含標題、對話框、圖標、箭頭符號。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以一張視覺資訊圖表引導學生討論其特色。 
2. 學生觀看影片 7 Common Types of Infographics，以小組加分的方式，引導學生說出不
同類型圖表的特色。 
3. 學生觀看影片What Makes an Effective Infographic?小組討論分享並記錄重點。提供
ipad與影片連結，提供討論參考。 
4. 小組討論分享、個人完成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以生活中的資訊圖表與影片歸納資訊圖表的設計要點。 
課堂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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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請學生根據自己所訪問的重點，挑選內容進行資訊圖表設計。可另外搜尋相關訊息豐富
圖表內容。 
2. 完成個人學習單草稿繪製並繳交。 
3. 將學習單的草稿繪製於 16 開的素描紙上，並使用色鉛筆或彩繪筆的著色，完成作品後
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學生能應用不同類型的資訊圖表，設計個人家鄉菜的資訊圖表，並著色完成。 
2. 學生能分享自己所運用的資訊圖表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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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享個人的視覺圖像紀錄。 

2. 小組討論決定小組要呈現的家鄉菜主題。 

3. 分析所需的材料與步驟，以及畫面如何呈現，討論文字與圖像的搭配。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透過分享了解個人的喜好，並凝聚共識，準備下一階段的小組資訊圖表海報創作。 

2. 小組探究與整理所選擇的家鄉味主題。 

 

 

 

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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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複習不同類型的資訊圖表。 
2. 各小組抽一張資訊圖表，每組討論不同的圖表。提醒學生分析畫面效果時，可從色彩、
美的原則，以及文字設計等面向討論整體的視覺設計。 
3. 小組進行討論活動，討論時間約 15 分鐘。各小組將資訊圖表的類型，以及所呈現的視
覺效果記錄於軟白板與學習單上。 
4. 各組使用 Office Lens拍照，並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5. 小組上台報告，其他組選擇符合的資訊圖表類型放置桌前，並進行筆記。透過小組加分
的方式，活絡班級氣氛。 
6. 完成個人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學生能透過小組討論分析不同類型的資訊圖表並進行分享。 
2. 透過鑑賞與分析複習資訊圖表的特色，並加強美的原理原則的使用，豐富接下來小組視
覺圖表海報設計的知識。 

課堂 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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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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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小組討論出主要設計稿，以及圖像呈現的方式。透過教師所介紹的幾種不同的表現方
式，以及上網搜尋資料的結果，決定繪圖的方式。 
2. 各組可自由的選擇老師所準備的白色素描紙、黃色素描紙，或是水彩紙，然後進行主菜
的繪製，由各組的藝術家(Artist)主導並帶領同組的學生完成個人作品。 
3. 每位學生都要完成構圖與上色，作為個人的學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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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此部分在增進學生個人的繪圖技巧，並由各組當中繪畫能力較佳的學生領導，教師則須
根據各組選材的不同，進行差異化教學。 
2. 此課堂進行前有顧慮到學生繪圖能力的差異，因此以異質性的方式分組，確保每組皆有
繪圖能力較佳的學生。 

課堂 12、13、1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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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小組分享個人家鄉菜創作後，拍照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接著開始討論該如何設計
自己組別的家鄉菜海報。 
2. 各組選擇使用的媒材與工具，根據之前所討論的草稿進行調整，並請組長進行小組工作
的分工。 
3. 可使用之前個人家鄉菜的作品或是根據畫面重新繪製，加上文字設計與構成安排，完成
小組家鄉菜海報設計。 
4. 作品完成後請每位組員寫下對小組的貢獻度(1~5 分。分數越高貢獻越多)，並寫下最感
謝的組員。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各組應用各式技法進行小組家鄉菜海報設計。 
2. 使用多元媒材製作版面。 
3. 教師須關注每一組的進度與分工的狀況，讓每位學生都有參與小組創作。 
4. 學生能學習互相協調，並利用所學習之藝術知能，設計出具主題概念的視覺傳達設計。 

(二) 111下學期：漫遊介壽--走讀地圖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請學生寫下最喜歡的校園景點，並討論校園特色。 
2. 歸納出五個校園地圖的主題，並抽籤決定各組的地圖分配。 
C 課程關鍵思考： 
以學生每天生活的校園為主題，讓學生重新觀察並找出校園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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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至校園拍攝各組的特色景點，並上傳至 padlet。 
2. 利用教師提供的校園地圖標示所拍攝的景點，嘗試用雙語寫下地理位置。並分析其色彩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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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讓學生拍攝校園景點，引導學生用心觀察校園，並找出校園中關於各組主題的特色。 
2. 教師需簡單複習攝影的技巧，並提醒學生用不同的視角進行拍攝。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使用學學色彩軟體，找出所拍照片的主要色彩，小組分享後，各組討論出三個顏色校園代
表色上傳。 
2. 教師以簡報說明色彩計畫在設計中的重要性，並提醒學生之後進行地圖繪製的時候，需考
慮校園代表色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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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數位學習融入課堂，並提醒學生色彩計畫的重要性。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以問答的方式，讓學生討論出地圖的各項特色。 
2. 各組選擇一張作品討論，並將重點紀錄於白板後跟同學分享。例如：色彩
搭配，平面圖、俯視圖、鳥瞰圖等不同的構圖方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認識地圖的功能與特色，並了解地圖設計中圖層安排與主色系搭配的重要性。 

課堂 5、6、7 

A 課程實施照片： 

 



18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根據各組討論的媒材，進行個人景點的繪製。 
2. 簡化景點後進行構圖，並上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練習簡化並著色，並討論小組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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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使用 Canva進行校園地圖繪製。從元素中找出合適的符號、路徑、指南針等等。 
2. 各小組根據已完成的校園景點，將之上傳至 Canva嘗試用數位的方式，做地圖的初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因為時間不足的關係，先以 Canva作為地圖拼貼的工具，作為初步呈現的結果，作為未來
有機會改進的歷程記錄。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由於此次的計畫以雙語教學的方式進行，在建立班級默契與課室用語，還有充分鷹架學 
生學習的過程中，發現進度比用中文上課時花費更多時間，且備課更需費力，因此影響
了整體的進度。 

（二）在完成個人的家鄉菜繪製之後，達到非常好的學習成效，但為了讓每位學生都練習到藝 
術課中的繪圖媒材，並強調個人的學習效果，因此增加的個人家鄉菜繪製，卻也多花了
許多時間，但看到學生滿滿的成就感，發現調整是正確的選擇。最後的家鄉菜海報設計，
學生的表現也相當優異。 

（三）由於上學期的進度過於緩慢，影響到下學期的課程，尤其是在個人校園景點的繪製上， 
這個部分學生花了很多的時間構圖與上色。上學期的家鄉菜是全組畫同一個主菜，因此
可以互相觀摩，組員間也比較容易彼此協助。但此次的校園地圖因為每位學生畫的是不
同的場景，因此在簡化的過程遭遇到比較多的困難。但礙於學期即將結束，因此沒有時
間好好讓他們多加練習。 

（四）使用 Canva共編製作地圖是因應時間不足的調整，也是配合數位學習的推動。但由於 
學生第一次使用，加上期末較為匆促，所以效果不盡理想，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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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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