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至 112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種子教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苗栗縣興華高中 

執行教師： 賴玉萍 教師 

輔導單位： 中區 基地大學輔導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可貼原有計畫書內容即可，如有修改請紅字另註）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二、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精選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  高二高三   ￭ 連堂 

實施班級數：  8                           學生數： 240 

一年級授課教師：_         授課班級：□普通班_____班     體育班_______班  

二年級授課教師：_賴玉萍   授課班級：￭普通班__6_班       體育班_______班 

三年級授課教師：_賴玉萍   授課班級：￭普通班___4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一、精選課程示例編號：色彩 3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色彩  比例 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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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色彩調和與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精選課程示例編號：○○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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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精選課程示例編號：○○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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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精選課程示例編號：○○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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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本 

一、課程概述： 

從台灣城市生活環境影像試行初步色彩觀察，與日本的城市色彩稍作印象色的感 

受比較與整理。於校園周遭的環境進行走讀參訪，觀察紀錄環境色彩的美與醜，拍照蒐集環

境色彩後，以 APP 進行數位式色彩擷取分析。 

透過都市酵母融入性色彩的實例介紹，理解色彩有其融入城市的用途設計，介紹中性色 

（灰、咖啡色－城市、鄉村常見色）對色彩的冷暖對比影響，選擇其一加入蒐集的色塊分析 

後，透過色彩比例轉環調整主色系、強調色，找出冷暖對比或一致性關係，使環境色彩得以 

改造並更具協調性。 

利用灰紙操作剪一刀設計，並透過重組產生基本形內部的負空間。應用美的形式原理於 

色彩配置上，選擇調整過的色彩紙張剪裁基本形，並黏貼色塊於學習單上，再回到初始的採 

集場景，進行設計前後的色彩對照。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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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色彩觀察：從日本、泰國的城市色彩試行初步色彩觀察，與台灣城市生活環境影像對照 

後，稍作城市印象色的感受比較與整理。而後於校園周遭的舊城區（台中火車站、文創園 

區）進行走讀參訪，觀察建築、節慶布置、展覽告示、植栽等環境色彩。 

2. 色彩描述：將觀察紀錄環境的色彩特點，透過學習單進行感受的描述與聯想。 

3. 色彩對照：將調整後的色彩配置，回到初始的採集場景，進行設計前後的色彩對照，感受 

色彩經由調整過後產生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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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色彩分析：以手機 APP 拍照進行數位式色彩擷取，選擇具有當地景觀特色的色環後，發 

布色彩關係的分析、配色的感覺，並上傳臉書分享。 

2. 色彩比例：透過色彩比例轉環的操作（轉環有 1：2：3：5 等大小比例變化，可疊合）， 

理解色彩於不同比例時形成的視覺差異。 

3. 色彩應用：利用灰紙操作剪一刀設計，並透過重組產生單位形內部的負空間。應用美的形 

式原理於色彩配置上，選擇調整過的色彩紙張剪裁基本形，並黏貼色塊於學習單上。亦可 

應用色彩配置於筆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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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融入性色彩：與都市酵母「融入性色彩」低調的美感對照後，理解色彩有融入城市的用途 

差異，及城市營造出的色彩印象。 

2. 色彩調和：透過中性色（灰、咖啡）與冷暖對比、一致性的色彩比較，初步調整色彩比 

例，找出適合環境特點的主要色調及搭配色系，整理出符合調和美感的色彩 

3. 單位形：是在相同或相似的形象組合中，最基本的單位元素。單位形可以單獨重複排列， 

或組成「單位形組合」，再以「單位形組合」為基礎，作有規律的反覆排列。 

 其 

 其他美感目標（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可依需要列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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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 

單元目標 城市印象 

操作簡述 
觀察日本、民居、風景，並與台灣的進行比較
後，分析國外與台灣的色彩差異或接近處，以色
塊紀錄於學習單上。 

2 10/25 

單元目標 色彩觀察紀錄 

操作簡述 

帶學生，進行環境色彩觀察、紀錄。學生分組使用

色票或相機記錄校園中色彩使用最美和最醜的角落

（相同的色調和衝突的色調）各一張，進行色彩分

析與組員討論畫面中的色彩配置和配色比例，是否

和諧？美嗎？為何美？如果不美，提出如何與空間

達成和諧感。   

3 11/1 

單元目標 色彩要素 

操作簡述 

講解色彩的層次、彩度與空間、色彩關係，引導學

生操作手機APP 選擇色彩，說明使用的色彩關係、

配色的感覺，並上傳臉書分享。 

 

4 11/8 

單元目標 色彩調和 

操作簡述 

以都市酵母改造變電箱說明「融入性色彩」，帶入

城市常見的中性色進行冷暖對比的比較，及主色系

與強調色之間的比例，學生依據採集的色彩進行調

整、運用色盤比對比例，並紀錄於學習單上。 



5 11/15 

單元目標 基本設計 

操作簡述 

利用灰紙操作剪一刀設計，並透過重組剪裁基本單

位形，貼製於學習單上後，選擇比對調和後的色紙
張，作為下一階段色彩配置的準備。 

6 11/22 

單元目標 色彩配置 

操作簡述 

解說色彩配置的設計方式，畫方格線、剪基本形，
而後黏貼色塊於學習單上，再回到初始場景，進行
調整後的色彩對照。 
 

四、預期成果： 

 1. 能發現並表達環境的色彩問題。 

2. 能調整與環境和諧的色彩關係。 

3. 能應用調和色及剪一刀單位形設計進行色彩配置。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莉雅翠絲．艾斯曼、齊斯．雷科、PANTONE 公司，莊靖譯 （2011）。《PANTONE 色彩

聖經》。漫遊者文化。 

2.約瑟夫‧亞伯斯，劉怡伶譯（2015）。《色彩互動學》。臺北市：積木。 

3.卡西亞‧聖‧克萊兒，蔡宜容譯（2017）。《色彩的履歷書》。臺北市：本事。 

4. Kouhei Sugie, Kumiko Tanaka, Hiroshi Hara, Akiko Hayashi,Junya Yamada（2014）。 

《設計就該這麼好玩！配色 1000 圖解書》。臺北市：悅知文化。 

5.瑪莉安．弗萊伯格, 瑞秋．湯瑪斯，畢馨云譯（2018）。《數學好有事》。臺北市：麥田。 

6.紅糖美學（2019）。《配色設計學》。臺北市：邦聯文化。 

7. 蘇珊．戴玲潔，陳系貞譯（2006）。《當圓形遇上三角形》。臺北市：究竟。 
 



六、教學資源： 

美感電子書、電腦、相機、手機、都市酵母變電箱實例、台中市西區建築群、自製色彩比例

轉環、壓克力、廣告顏料、筆袋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請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即可） 

二、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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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世界各大城市及台灣為例，說明色彩的差異，用比較法探討台灣街道環境中「美」與

「不美」的地方。 

2.變電箱改造計畫案例分析，在感受都市酵母「融入性色彩」低調的美感後，發表對變電箱改

造的民眾參與度之看法、色票的用途、台灣城市給人的色彩印象後，填寫於學習單上。 

3. .討論並回答講義提問：包括、學習色彩工具、找出色彩調和組合之中，色彩之間的關係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1.台灣城市給人的色彩印象是什麼？ 

2.能對生活中的色彩進行觀察與討論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帶學生，進行環境色彩觀察、紀錄。學生分組使用色票或手機記錄校園中色彩使用最美和

最醜的角落（相同的色調和衝突的色調）各一張，進行色彩分析與組員討論畫面中的色彩

配置和配色比例，是否和諧？美嗎？為何美？如果不美，提出如何與空間達成和諧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能對生活中的色彩進行觀察與討論  

2.藉由校園探索與觀察，發現環境中出現的色彩，引發孩子對生活環境有感。 

3.能利用色票找出環境中的色彩並對色彩進行分析與討論，找出具有美感的色彩配置， 

  體認色彩調和的重要性，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講解色彩的層次、彩度與空間、色彩關係，引導學生操作手機APP 選擇色彩，說明使用的

色彩關係、配色的感覺，並上傳臉書社團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透過提問讓學生比較彩度高低形成的前後空間感、對比色與類似色的用途差異、降低彩 

度後的協調感，進行色彩關係的分析後，應用上述概念於手機 APP 選色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都市酵母改造變電箱說明「融入性色彩」、提問色票的作用，帶入城市常見的中性色

（灰、咖啡色）進行冷暖對比的視覺差異，及主色系與強調色之間對比的比例應用，學生

依據採集的色彩進行調整，以 3 種類似色+對比色+中性色等 5 種調和色塊紀錄於學習單

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以都市酵母為例，省思：「為何需要民眾參與？色票的作用？大安區給人什麼樣的色彩 

印象？為何有這些色彩印象的差異？」藉此刺激學生思考城市改造與自身的關係，及色彩

帶來的視覺影響。  

2. 觀察中性色與冷暖對比色並置時，主題色與背景色調產生的感受，找出主色系與強調色 

的共同關係色，藉此思考因色彩比例而產生對比色與強調色的份量差異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利用灰紙操作剪一刀設計，並透過重組剪裁基本單位形，貼製於學習單上後，選擇比對調

和後的色彩紙張（五色），作為下一階段色彩配置的準備。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採用灰紙是為了暫時排除色彩的干擾，讓觀察焦點集中於單位形與負空間的變化組合， 

以凸顯灰紙的造形與白色底紙之間的隱形負空間。 

 2. 只將方形剪一刀進行設計，可讓造型簡單化、抽象化，避免將色彩與寫實造形產生連 

結，有利於組合後的單位形與美的形式原理產生新的組構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解說色彩配置的設計方式，將上一節選好的色彩紙張畫 2.5cm 方形格

線、剪基本形，而後黏貼色塊於學習單上，再回到初始場景，進行調整後的色彩對照。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於上傳色彩對照於臉書社團時，需反思下列提問： 

 1.色彩調和做了中性色的修改，以何種概念調整？（冷暖對比？一致性？） 

 2.學到哪些色彩應用方式？覺得如何？ 3.這些配色可以應用到哪裡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刀剪：需特別叮嚀學生，剪掉的色塊面積不宜過大，以不超過總面積的三

分之一為限，如果剪掉太多會影響日後色彩驗證的比對。 

 

 

 

 

 

 

 

   課程聚焦在如何與環境達成和諧的色彩，課堂上用 ppt 透過「招牌」探討

台北與東京、歐美的城市景觀差異 

再透過變電箱改造計畫案例分析，在感受都市酵母「融入性色彩」低調的

美感後，發表對變電箱改造的民眾參與度之看法、色票的用途、台灣城市給人

的色彩印象後，學生非常有感，學生皆認為變電箱的改造過程令人印象深刻，

甚至在街上只要有經過變電箱，就會開始觀察和思考如何配色，才能讓它融入

環境。同時也感受到原來使用環境色可以讓我們的街道看起來更和諧和更有整

體感。對之前總認為台灣街道為何不美的原因，終於得到解答。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