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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江沛航 

實施年級 高一、高二 

課程執行類別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設計教育課程（6-18 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12 小時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63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再現地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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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年級 

█職業學校  一、三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學生經過國中藝術領域課程後，多數具備基礎的手繪、勞作與審美感知能力， 但

因為本校位於城市邊陲，藝術資本較為不足，多數學生除了對於各個美感構面尚無認識，也

鮮少觀察自身遭週環境，遑論思考周遭環境中的合宜美感。故嘗試盡可能於一學期課程中整

合色彩、質感、比例、構成四大構面，連結社區環境觀察與改造，從他國文化回望自身，思

考適合在地的美感語彙，嘗試針對社區中荒廢幾十年的老舊市場進行整體改造提案。 

1、 課程活動簡介： 

「怎樣的美感呈現能展現地方特色」？ 

整個社會環境美學風格的養成需要時間的積累並慢慢凝聚共識，臺灣本身又具多元雜揉

的性格，過往曾遇到學生提出直接將老舊建築拆除重建為當代建築的提議，或是想要營造日

治復古懷舊感就挪用石燈籠加上鳥居造景等，令人擔心除了視覺美感的培養，也應該強調地

方文化「真實存有」與「體驗」的內涵，故嘗試在美感課程中討論「合宜的地方味」。一開

始先以最簡化的擺設模擬，帶領學生從色彩、比例、質感、構成中認識不同文化的美感呈現

甚至是美學思考；再擴大至對周遭環境的關照發想，以「興濱計畫」和「林園安樂樓」為

例，引導學生實際考量校園周遭社區的景觀，針對廢棄三十多年的老舊市場進行整體重造提

案，除了希望喚起學生對周遭環境的關懷，也希望引導學生思考「規劃再利用」而非「剷平

重構」，以及「符應在地需求」而非「外來文化植入」的概念。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 

1. 培養觀察生活週遭環境並分辨不同色彩、質感之能力。 

2. 透過庭園設計案例，養成觀察合宜比例、構成之能力。 

3. 建立觀察空間尺度關係之能力。 

■ 美感技術 

1. 建立運用色彩、質感、比例構成環境景觀的能力。 

2. 能「有意識地」運用色彩、質感，考量比例，運用 APP 構成具意義的畫面。 

3. 能考量地方特性，掌握「合宜的」色彩、質感、比例、構成等美感要素規劃老舊市場整

體重造提案。 

■ 美感概念 

1. 介紹中國古典美學的「氣韻、風體、骨肉、自然、道、理」與日本「物哀、幽玄、侘

寂」的美學定義，引導學生從視覺特色進一步思考「真實存有」的議題。 

2. 引導學生初步認識建築空間尺度與景觀學的概念。 

■ 其他美感目標 

1. 透過「任務提問」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 融入「SDGs 永續城鄉」議題，針對地方需求規劃環境改造提案，思考如何促使城市與人

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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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5 

單元目標 
透過任務提問，培養觀察、辨識不同自然物的色彩與質

感之能力。 

操作描述 

1. 教師說明本次任務內容： 

 以校園內的自然物（砂、石、土、植物、水……）為

對象，收集至少五種不同的自然材質。 

 以校園內的自然物為主題抽籤，針對抽中的主題收

集至少十種色彩。 

2. 走訪校園，強調以視覺、觸覺甚至是嗅覺，體驗不

同材質給人的感覺。 

3. 提醒學生可以撿拾自然物實體或是運用拍照的方式

收集材質與色彩。 

2 9/18-22 單元目標 
討論自然材質的質感特性，透過色票比對進行色彩辨

識。 

操作描述 1. 分組檢視收集而來的材質，進行材質歸納，說明不



 

同材質給人的感覺，並分析人們在生活環境中如何

應用這些材質。 

2. 分組以色票比對收集而來的色彩，按不同色相、彩

度漸層排列，嘗試說出該種顏色給人的感覺並命名

之。 

3. 提醒學生妥善收存收集撿拾的自然物備用。 

3 9/25-29 

單元目標 

1. 認識點、線、面與構成關係與基本的構成概念。 
2. 觀察日式庭園設計，分析其色彩、質感、比例與點

線面構成元素，以及對應之「人與環境」的互動。 

操作描述 

1. 介紹「點與點的群集」、「線與線構成」與「面」之
間的相互關係。 

 

2. 請學生思考日常生活所見有哪些與點、線、面構成相

關的運用，舉例說明之。 

 
3. 介紹「枯山水」庭園設計與建築尺度的關係，引導學

生觀察主體建築與庭園景觀的對話互動。 

4. 引導學生分組選定一處日式庭園，分析其色彩、比

例、質感與點線面構成特色，並嘗試就環境間自然物

與人造物的對話關係，以及人於不同時刻在其中「體

驗」的討論。 

4 10/2-6 

單元目標 

1. 觀察並了解不同材質的質感特性及作用。 
2. 選擇合宜的材質與植被設計「瓶中風景——生態

瓶」 

操作描述 

1. 邀請園藝科講師入班，介紹適合栽種的植物、合宜的
植被與鋪面等材質特性。 

2. 學生按疏水層、土壤層等需求倒入玻璃瓶中組成生態
瓶。 

3. 引導學生注意點、線、面構成，選用石、木頭、苔蘚
等進行生態瓶設計。 

5 10/9-13 
單元目標 

能掌握色彩、比例、質感、構成等美感要素，規劃設計
尺度合宜的桌上庭園擺設模擬。 

操作描述 
1. 就學生先前課程所討論分析的日式庭園內容，帶出

「物哀、幽玄、侘寂」的美學定義與中國古典美學的



 

「氣韻、風體、骨肉、自然、道、理」等概念，引導
學生思考人在其中與環境的交互關係。 

2. 請學生分組取出先前所搜集的自然物材料，引導學生

接續前一節課設計生態瓶的經驗，思考以「書桌」為
園區範圍，選擇適合的色彩、材質以及點線面構成，
以「桌上的風景」為題規劃設計尺度合宜的「庭院景
觀」擺設模擬。 

3. 學生可就分組作品討論是否另行收集其他素材或將部
份材質轉化呈現。 

6 10/16-20 

單元目標 
能從視域的美感概念，進一步認識回應關照「真實存
有」美學概念。 

操作描述 

1. 分組發表並相互觀摩前一階段成果。 
2. 教師給予回應並從「真實存有」的角度切入，介紹古

希臘美學「經驗本我」與東方古典美學「回應共感」

的特性。 
3. 引導學生思考並討論人們在生活中如何與環境互動，

如何「經驗」一個地方，又如何運用色彩、比例、材
質、構成等美感構面特質強化特色。 

7 10/23-27 

單元目標 
能實際踏查學校周遭廢棄市場，觀察週遭場域，「感
受」生活中的美感落差與衝突。 

操作描述 

1. 帶領學生走入校園周遭社區，觀察校園周遭街道場景
中的各種色彩、比例、質感與構成。 

2. 以「在市場……」為題，請學生以市場內的三樣事物
為主體，各拍攝至少十張不同的照片，例：廢棄市場
內的各種椅子。（下為市場現況照片） 

 

8 
10/30-

11/3 

單元目標 

1. 能運用數位載具將影像編排、裁剪，進行有意義的
構成。 

2. 融入 SDGs 永續城鄉的概念，從促使城市與人類居
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的角度切入，討論
環境再造計畫的可能性。 

操作描述 

1. 請學生運用 photo grid 呈現系列主題照片，邀請畫
面構成具趣味性、視角具獨特性的學生分享其美感觀
點與意圖。 

2. 介紹「興濱計畫」與林園「安樂樓」，以現階段哈瑪
星整體場域再造規劃對照安樂樓尚隱身於市場雜物
中，引導學生思考歷史建築保存與整體街區之間的關
係。 



 

（興濱計畫網站） 

9 11/6-10 

單元目標 

能整合色彩、比例、質感、構成等美感構面，考量地方
需求與人在空間中的經驗，討論老舊廢棄市場適合保留
的特質以及應重新打造的項目。 

操作描述 

1. 揭示系列課程最終任務「再現地方味」與提案範
例，引導學生分組就前次踏查成果，討論廢棄市場
的背景沿革、區位與特色，針對廢棄市場、環繞之
建築與周邊區域進行整體再造提案。 

2. 提示學生除了市場內部，須考量市場中心公共區域
與環繞市場民宅之間的過渡性區域，以及和市場週

邊街區之間的關係。 
3. 提示學生整合先前學習過的色彩、比例、質感、構

成，以及「人在空間中的經驗」進行討論與發想。 

（現況照片） 

10 11/13-17 

單元目標 

能整合色彩、比例、質感、構成等美感構面，考量地方

需求與人在空間中的經驗，針對老舊廢棄市場、環繞建
築與周邊區域進行整體再造提案。 

操作描述 

1. 接續前次課程，引導學生設定改造主題與項目內
容，按主題討論適合運用的色彩與材質。 

2. 列出改造標的，討論總結各項標的改造提案。 

3. 重新檢視改造提案是否能與地方需求、人群經驗連
結並作修正。 

11 11/20-24 

單元目標 
能考量提案特色，掌握色彩、材質、比例、構成等構
面，設計並製作「再線地方味」提案板與簡報。 

操作描述 

1. 按照所欲打造重現的「地方味」設計並製作「再現
地方味」提案板。 

2. 提醒學生須注意提案板視覺呈現的整體性，包括色
彩、材質、比例、構成。 

 



 

（網路搜尋示意圖） 

12 

11/27-

12/1 

單元目標 

透過整合性的景觀再造提案增進學生的美感素養與公民

涵養，也透過實際的行動作為使學生確實感受到「自己
也能為環境景觀盡一份心力」。 

操作描述 

1. 分組以提案板和簡報發表「打造地方味」提案成
果。 

2. 請全班學生共同討論提案內容並給予該組成員回
饋。 

3. 最後，請全班共同票選出最適宜的提案，鼓勵學生
透過市長信箱將提案交予高雄市政府，參與社會事
務。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透過走訪活動蒐集不同的色彩與質感，觀察並分析其特性。 

2. 學生能連結美感構面與「人的經驗」，規劃設計庭園景觀擺設模擬。 

3. 學生能掌握不同色彩、質感、比例、構成，視地方需求、人群經驗，將廢棄市場重新規劃

「打造地方味」。 

4. 整合 SDGs 永續城鄉的概念，讓學生透過實際走訪觀察不曾注意的周遭社區一角，喚起

對環境以及對弱勢族群的關懷。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宋灝，〈跨文化美學視域下的中國古代畫論〉，《揭諦》，14 期，2008 年 2 月，南華

大學出版。 

 大西克禮，《物哀：櫻花落下後》，2018 年，不二家出版。 

 大西克禮，《幽玄：薄明之森》，2018 年，不二家出版。 

 大西克禮，《侘寂：素朴日常》，2019 年，不二家出版。 

六、教學資源： 

 師資——景觀植被講師 

 設備——電腦、傳輸線、電視或單槍投影設備等 

 材料——色票；沙、碎石、植物、培養土、植被介質、玻璃瓶、水泥、卡紙、底盤、木

板與木條、黏著用具、裁切用具；水彩顏料、水彩筆、麥克筆；美術紙、厚卡紙。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辦理園藝科講師內聘講座之課程因講師建議同事讓學生先進行簡單的操作，故於「桌上的方

景」單元前，以「瓶中的風景」引導學生從生態瓶的微型景觀設計著手，同時學習不同的材質與

植被特性，透過實際操作體驗選取合宜材質與質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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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收集自然物：在老師的引導下，分組前往校園內收集不同的自然

物，包括砂、石、土、植物、水等。 

 主題抽籤與收集色彩：以收集到的自然物為主題進行抽籤，然後根據主

題收集至少十種不同的色彩。 

 走訪校園：在校園內進行走訪，強調使用視覺、觸覺甚至嗅覺，體驗不

同材質給人的感覺。這擴展對材質特性的認識。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任務提問，學生培養觀察、辨識不同自然物的色彩與質感之能力。通過實

地走訪校園，學生全面感知不同材質的特性，並著手收集相應的自然物材料。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材質歸納與分組討論：分組檢視和歸納收集的材質，討論不同材質給人

的感覺，並分析在生活環境中的應用。 

 色票比對：使用色票比對收集的色彩，按不同色相、彩度漸層排列，嘗

試說出該種顏色給人的感覺並命名之，擴展了我們對色彩的理解。 

 材質收存：妥善收存本節課收集的自然物備用，可作為未來設計活動中

的素材。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分組檢視收集的材質，進行材質歸納，同時以色票比對收集的色彩。這一

週的活動強調了對材質和色彩的深入理解，為後續的設計活動打下基礎。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構成概念介紹：從生活中的案例分析點、線、面之間的相互關係，了解

基本的構成概念。 

 日式庭園觀察：以手機搜尋日式枯山水庭園，分析其色彩、質感、比

例、點線面構成元素。 

 思考枯山水庭園中人、建築與環境的互動。 

 分組選定庭園進行分析：分組選定一處日式庭園，分析其特色，討論其

中的構成元素和人在其中的經驗。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學習基本的構成概念，並觀察日式庭園設計，分析其構成元素和與環境的

互動。這周的重點在於引導學生思考點、線、面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這些元

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得以運用。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園藝科講師介紹：園藝科講師介紹適合栽種的植物和適宜的植被，了解

如何選擇合宜的材質。 

 生態瓶設計：選擇合宜的介質，將不同的材質和植物依序放入玻璃瓶

中，設計生態瓶。 

 點、線、面構成：在設計中，注意點、線、面的構成，選用石、木頭、

苔蘚等進行生態瓶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觀察並了解不同材質的質感特性，並進行生態瓶的設計。這一周的課程

中，學生接觸到更多的自然物，同時學習將這些材質應用點、線、面的構成概

念，以符應自然材質特色的方式呈現於生態瓶設計中。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美感要素的整合：從日式庭園的美學定義開始，理解「物哀、幽玄、侘

寂」等概念，並思考如何將這些概念運用在設計中。 

 模擬桌上庭園：設計桌上庭園，思考色彩、材質、點線面構成，模擬出

設計尺度合宜的「庭院景觀」擺設。 

 介紹水苔球製作方式，根據分組設計，選用適合的棉線、麻線等自然材

質纏繞成型，營造庭園中的「綠樹景觀」。 

C 課程關鍵思考： 

這一周的課程涉及美感要素的整合，學生思考日式庭園的美學定義，並運用先

前學到的知識，繪製「桌上的風景」草圖，考量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設

計規劃庭園景觀。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最後修整：運用工具於沙上畫出如水的紋理，並進行最後的修整。 

 分組發表前一階段成果：進行分組發表，相互觀摩前一階段的成果，分

享各自的收集和設計經驗。 

 教師回饋與美學概念介紹：老師給予回饋，並介紹「真實存有」美學概

念，引導思考古希臘美學「經驗本我」和東方古典美學「回應共感」的

特性。 

 學生討論與思考：進行小組討論，思考人們在生活中如何與環境互動，

以及如何運用美感構面特質強化特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應透過分組發表前階段成果，從他人的觀點中汲取啟發，並在教師的回饋

中深化對美感概念的理解。了解古希臘美學和東方古典美學，並思考如何將這

些概念應用到真實環境中。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踏查廢棄市場：在老師的帶領下進行實地踏查，觀察周遭場域，感受生

活中的美感落差與衝突。 

 拍攝市場內的事物：以「在市場……」為題，各自拍攝市場內的三樣事

物，每樣至少拍攝十張照片，例如廢棄市場內的各種椅子。 

C 課程關鍵思考： 

引導學生踏入校園周遭社區，觀察並拍攝廢棄市場的各種元素。強調生活中的

美感落差與衝突，促使學生深入思考這些景象如何影響人的感知。 

 

  



 

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使用 photo grid 呈現照片：運用 photo grid 呈現系列主題照片，分享

具趣味性和獨特視角的成果，進行同儕交流。 

 興濱計畫介紹：老師介紹「興濱計畫」和林園「安樂樓」，將哈瑪星整

體場域再造規劃對照安樂樓，引導思考歷史建築保存與整體街區的關

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需運用數位載具呈現主題照片，同時融入 SDGs 永續城鄉的概念。透過

「興濱計畫」和「安樂樓」的區域發展介紹與廢棄對比，啟發學生思考環境再

造計畫的可能性，試著思考如何讓城市宜居，並達到永續。 

 

  



 

課堂 9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提示最終任務：老師揭示最終任務「再現地方味」，就前次探查成果，

討論廢棄市場的背景、區位與特色，進行整體再造提案。 

 考量空間需求：討論市場內部、市場中心公共區域、市場週邊街區之間

的過渡性區域，以及和市場周邊民宅的關係。 

 整合美感構面：整合先前學習的色彩、比例、質感、構成，以及「人在

空間中的經驗」進行討論與發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介紹基本的景觀設計觀念，引導學生考慮廢棄市場的背景、區位、特色，

整體再造提案需要綜合色彩、比例、質感、構成等美感構面，同時考慮周邊環

境的關聯性。 

 

  



 

課堂 10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設定改造主題：接續前次課程，設定改造主題與項目內容，按主題討論

適合運用的色彩與材質。 

 列出改造標的：列出改造標的，討論各項標的的改造提案。 

 修正改造提案：重新檢視改造提案，確保能與地方需求、人群經驗連結

並進行修正。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需要透過設定改造主題與項目內容，討論並列出各項標的改造提案。重點

在於重新檢視提案是否符合地方需求、人群經驗，進行必要的修正。 

 

  



 

課堂 1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改進提案：根據老師和同學的回饋，進行提案的改進，確保提案更符合

地方需求和美感構面的整合。 

 確定最終提案：討論並確定最終的整體再造提案，包括市場內外的構想

和設計。 

 準備最終呈現：開始準備最終呈現的素材，包括設計圖、說明文等，以

展示我們的整體再造構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引導學生根據打造的「地方味」設計提案板，強調整體性的視覺呈現，包括色

彩、材質、比例、構成等構面。 

 

  



 

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最終提案呈現：修整後進行最終提案的呈現，展示整體再造構想，包括

設計理念、圖面和說明。 

 收集回饋：同儕互評，各組接受老師和同學的回饋，以便後續的改進和

深化，透過市長信箱將本次提案進行投稿，嘗試參與社會議題。 

 反思與總結：進行反思，討論整體再造的過程中學到的經驗和教訓，並

總結這個課程的學習成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以分組發表「打造地方味」提案成果，並進行全班討論和評選。強調透過

實際投書參與社會行動，讓學生能真實感受到自己在環境景觀改善中的參與，

提升公民涵養。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部分班級課程受校慶、段考、國慶連假影響，不得已僅能壓縮美學概念介紹與最終市場改

造提案的分組操作時間，但仍算是能夠完成提案。 

2. 未來的教學規劃 

因為時間有限，希望能帶給學生的概念非常多，若又遇到節慶連假或學校活動影響，難免

會有囫圇吞棗的遺憾，若課程時間允許，或可拉長課程時間，更深入討論不同構面，或是將本

學期課程切成二個部分，分成上、下學期實施，或可加強成效。 

        另一遇到的問題是在社區景觀規劃的活動中，除了不同美感構面與美學概念的運用，學生

本身的技能也影響到最終的成果呈現，若學生的繪圖技巧較佳，甚至具備一定程度的設計概

念，才有機會呈現較佳的成果。未來除了一邊提醒學生要注意構成的運用，若能穿插一節平面

設計或排版的課程，或許能收到更好的成效。 



 

3. 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系列課程中，無論是生態瓶、水苔球或是枯山水庭院景觀模擬都是容易操作，且能夠讓學

生從實作中學習、從成果中獲得成就感的選項，而且操作起來都不難，未來或可發展成微課程

並強調不同實作所練習的美感構面。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學生學習心得 

 

 

  



 

2. 學生學習成果 

 「瓶中風景——生態瓶」設計製作 

   

 

 水苔球纏繞與製作 

 

 

 「桌上的風景」庭院擺設模擬 

 



 

 社區改造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