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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授課教師 許懷之 

實施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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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小時 

班級數 4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02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顯擺─銷售會/成果展的桌上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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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少部分學生曾於國中時期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 經由國中階段的美感課程，對於「質感」及「色彩」、「構成」已有先備知識。 

 ■ 家政科、畜保科等一年級班級，工具經驗較弱，但對環境關懷及生活美感敏銳度較高。

機械、農機、電機等科別為三年級學生，職科專業能力強，多數已有職場工作經驗。 

一、 課程活動簡介（300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高職校園中常有佈置攤位的機會。在特定期間，各科師生會將餅乾、農產品等實

習課程成品或各科特色陳列於中廊，多數目的為教學成果展示與推廣，另外也有銷售

的企圖─有的攤位看起來像流動攤販般凌亂，有的攤位卻能像市集般引人駐足，必然是

美感介入的機會來了。 

程初始從在地的「鐵花村」及「微光集」的攤位，引導學生分析攤販與市集的差

異性，覺察色彩與質感對於主視覺構成的重要影響。實務演練分為「物件擺設構成練

習」、「物件陳列構成練習」及「銷售會的桌面風景」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中，各組嘗

試抽取不同的「風格」與「物件」嘗試五種畫面構成；第二階段中納入「對象」與

「目的」，從消費者心理學的角度引導學生體會「陳列不只是擺放，而是透過有目的的

展示設計，刺激或促進某些行為/思考」。 



 

歷經前兩階段「風格分析→相應的色彩與質感→蒐集物件→陳設練習」，進行「分

析、擺、拍、分享、回饋與修正」的學習歷程，在第三階段中擬定展示計畫書並於實

際應用於銷售會或成果展，從過程中覺察陳設訊息(主角、配角)、陳設載體(空間、光

線)與陳設需求(觀眾、目的)的關聯性。 

課程的最後階段，引導學生覺察展示設計於生活中的應用實例─部分學生已有工作

經驗，展示設計的練習對於零售業的櫃台陳列或餐飲業的擺盤更添美感加乘，另外也

為下學期「從桌上風景到好物市集」的展架設計及展場佈置主題課程預留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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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攤販和市集為例，引導學生發現色彩、質感的構成對於展示設計的影響。 

--展示與陳設在生活中的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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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件擺設構成練習─考量風格與物件的桌面/框式構成練習。 

--物件陳列構成練習─考量使用者與展示目的的構成練習。 

--銷售會/成果展的桌面風景─以相同產品/定價/實習成果，進行相異的展示佈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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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學生思考陳設訊息(主角、配角)、陳設載體(空間、光線)與陳設需求(觀眾、目

的)的關聯性。 

--構成、色彩與質感對於展示設計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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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校內各職科實習成品銷售會、成果展等，進行陳列與展示的實際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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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 

單元目標 是攤販還是市集？色彩、質感的構成很有關係 

操作描述 

風景區旁常見販賣手工藝品或冰淇淋的攤販，他們和台東在地「鐵

花村」、「微光集」的攤位有哪些差異？色彩與質感的構成真的很有

關係。一樣都是攤車，如何能吸睛，是美感構成沒錯！ 

2 11/07 

單元目標 物件擺設構成練習 

操作描述 
小組抽取「風格卡」及「物件卡」，進行「風格分析→相應的色彩

與質感→蒐集物件→陳設練習」，從「分析、擺、拍、分享、回饋



 

與修正」的歷程中練習「三角構成」、「對稱構成」、「均衡構成」、

「重複構成」及「自由創作」等五種靜物場景構成練習。 

3 11/14 

單元目標 小組分享與回饋 

操作描述 

小組以「構思→組織→風格→記憶→呈現」進行分享，其他同學也

必須於每個畫面作品中提出自己的想法。除了各組本身的練習之

外，課堂筆記及回饋更加重要─從他人的擺設構成中累積展示與美

感經驗。 

教師引導進行有意義的回饋，以描述、分析、解釋、判斷四個步驟

讓孩子打開美感視角。 

4 11/21 

單元目標 物件陳列構成練習 

操作描述 

納入「對象」與「目的」，從消費者心理學引導學生思考使用者/觀

賞者的角度。以銷售會/展示會的物件為題(家政科為餅乾銷售，其

他科別可能是實習成品展示)，進行「目的/使用者分析→風格界定

→相應的色彩與質感→蒐集物件→陳設練習」，從「分析、擺、

拍、分享、回饋與修正」的過程中，嘗試物件陳列構成練習。 

5 12/12 

單元目標 使用者回饋與修正 

操作描述 

小組以「構思→組織→風格→記憶→呈現」進行分享，其他同學也

必須於每個畫面作品中提出自己的想法。除了各組本身的練習之

外，課堂筆記及回饋更加重要─從他人的擺設構成中累積展示與美

感經驗。 

6 12/19 

單元目標 銷售會/成果展的桌面風景─行動企劃及展示佈置 

操作描述 

累積他人/師長的回饋，擬定行動企畫，並於企劃書中明確分析視

覺畫面的美感構成─非後設的陳述，而是在展示布置之前已有完整/

具體的畫面架構。 

展示現場準備小卡，供觀者提供展示設計回饋。 

7 12/26 

單元目標 展示佈置經驗分享與使用者回饋 

操作描述 

小組成員分享系列課程的學習歷程，並於其中意識美感經驗的累

積。表達個人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關鍵的是聆聽他人的建議並

能對自我產生擾動，進而精進或落實對於桌面風景構成的美感能

力。 

8 01/02 

單元目標 桌面風景的生活應用 

操作描述 

引導學生覺察展示設計於生活中的應用實例─部分學生已有工作經

驗，展示設計的練習對於零售業的櫃台陳列或餐飲業的擺盤更添美

感加乘。面對未來職場，也有機會從事視覺營銷、商店陳列/櫥窗

設計或策展設計等工作。對應於居家空間調整與擺設佈置，也能更

有創意與美感。 



 

部分三年級的學生即將面臨成果展或技職博覽會，在考量觀者及目

的的展示設計美感練習之中，也能提升展覽品質，讓專業成品更具

說服力。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高職階段的學生，多數已有工作經驗。展示與佈置的練習可以讓從事零售業或餐飲業

的學生有所應用，無論是商品陳列、收銀櫃台的規劃、特價商品的位置等等，都是從

消費者心理學出發的展示規劃，期待學生在課程中體會「陳列不只是擺放，而是透過

有目的的展示設計，刺激或促進某些行為/思考」。歷經展示設計的學習過程，未來也

有機會從事視覺營銷、商店陳列/櫥窗設計或策展設計等工作。 

另外，高職學生常有群科博覽會或專題實作發表機會，在陳列與擺設的系列課程中，

除了加入美感素養提升整體畫面的「構成」之外，也考量觀眾/使用者的預期心理，讓

畫面不只有構成美感，更能依適目的達到期望的效果。 

為了銜接112-2的主題課程，特意以展示與陳列作為第一學期的學習重點。另將於第二

學期規劃「從桌上風景到好物市集」的主題課程，讓學生以攤位空間布置為目的，思

考展架與物件間的關係，進而考慮到觀者動線/視線的引導，在3M*3M 的小帳棚中，

嘗試設計展架，並策劃一場好物市集的空間佈置。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圖解設計故事學：好設計，觸發愉悅、渴望、驚喜和信任感！用講故事的技術，把設計

思考作成一部好劇本/艾琳．路佩登/商周出版/2021 

▓風格師給你居家空間布置85法則：6大經典風格＋8大明星級軟件，教你選對物，找出規

劃關鍵，搭出對味的家/王雅文/原點/2021 

▓體驗設計：打造觸動情感﹑深植價值的沉浸式空間之旅/艾瑞克・巴爾/馬可孛羅/2022 

▓陳設美好的生活：觀察生活細節、練習擺放日常/林書言/三采/2022 

▓擺放的方式：安排物件的修辭/李歐納‧科仁/行人文化實驗室/2014 

六、教學資源： 

自編教材、學習單、物件卡及情境卡、相關擺設物件。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艾琳．路佩登/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busines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艾瑞克・巴爾（+Erik+Bär）、史坦・博斯威爾（Stan+Boshouwers）/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arcopolo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將第二周及第三周課程調換，進行「案例分析→分享與回饋→基礎構成→分享與回饋→擺拍

計畫與實作→分享與回饋」的演練。 

2.捨棄「風格卡」及「物件卡」，改以學生帶來的物件完成基礎擺設練習。 

3.將擺拍練習流程「風格分析→相應的色彩與質感→蒐集物件→陳設練習」移至後段課程，讓

學生有充分的練習後，才進行有意識的擺拍計畫。 

二、6-18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是攤販還是市集？色彩、質感的構成很有關係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參考網路上的市集照片，選出最喜歡的五張，仔細分析其中的元素後，彙整成一張簡單的

圖說。 

C 課程關鍵思考： 

風景區旁常見販賣手工藝品或冰淇淋的攤販，他們和台東在地「鐵花村」、「微光集」的攤

位有哪些差異？色彩與質感的構成真的很有關係。一樣都是攤車，如何能吸睛，是美感構

成沒錯！ 

 

 

 

 

課堂2—小組分享與回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他人的分享中，可以獲得不同的視野：提醒自己，市集還有哪些重要美感元素。 

C 課程關鍵思考： 

小組以「構思→組織→風格→記憶→呈現」進行分享，其他同學也必須於每個畫面作

品中提出自己的想法。除了各組本身的練習之外，課堂筆記及回饋更加重要─從他人的

擺設構成中累積展示與美感經驗。教師引導進行有意義的回饋，以描述、分析、解

釋、判斷四個步驟讓孩子打開美感視角。 

 

課堂3--物件擺設構成練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分析、擺、拍、分享、回饋與修正」的歷程中練習「三角構成」、「對稱構成」、

「均衡構成」、「重複構成」及「自由創作」等五種靜物場景構成練習。完成練習後，

小組同學相互討論可行的擺設方式，針對物件陳列進行初步的擺設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美的原則出發，並以秩序為主，利用擺拍的過程讓學生嘗試不同的視覺構成。 

 

 

 



 

課堂4--物件陳列構成練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有了上周的初步擺設經驗，在本周提出完整的擺拍計畫，包含主題及命名、展示主體、

附加物件、風格陳述、美感構成說明等部分，藉此整備所需的各項物件。 

C 課程關鍵思考： 

進行「目的/使用者分析→風格界定→相應的色彩與質感→蒐集物件→陳設練習」，從

「分析、擺、拍、分享、回饋與修正」的過程中，嘗試物件陳列構成練習，並從預先計

畫的風格中，嘗試「相應的色彩與質感→蒐集物件→陳設練習」。 

 

課堂5--使用者回饋與修正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小組以「構思→組織→風格→記憶→呈現」進行分享，其他同學也必須於每個畫面作品

中提出自己的想法，藉由分享與回饋，小組可以將擺拍計畫修正得更加完備。 

C 課程關鍵思考： 

除了各組本身的練習之外，課堂筆記及回饋更加重要─從他人的擺設構成中累積展示與

美感經驗。 

 

 

 



 

課堂6--桌面風景─行動企劃及展示佈置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累積他人/師長的回饋，擬定行動企畫，並於企劃書中明確分析視覺畫面的美感構成─

非後設的陳述，而是在展示布置之前已有完整/具體的畫面架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主體的色彩與質感、燈光、背景到取景角度，都會影響視覺的美感構成。 

 

課堂7--展示佈置經驗分享與使用者回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享擺拍計畫並展示拍攝成果，分享時著重於「關於意圖：做了那些調整+為了呈

現哪種效果」。同學也同時書寫回饋單，作為美感經驗累積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小組成員分享系列課程的學習歷程，並於其中意識美感經驗的累積。表達個人想法是非

常重要的，但更關鍵的是聆聽他人的建議並能對自我產生擾動，進而精進或落實對於桌

面風景構成的美感能力。 

 

 

 



 

課堂8--桌面風景的生活應用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回顧系列課程重點及照片，加深學生對於主題課程的串聯。 

C 課程關鍵思考： 

引導學生覺察展示設計於生活中的應用實例─部分學生已有工作經驗，展示設計的練習

對於零售業的櫃台陳列或餐飲業的擺盤更添美感加乘。面對未來職場，也有機會從事

視覺營銷、商店陳列/櫥窗設計或策展設計等工作。對應於居家空間調整與擺設佈置，

也能更有創意與美感。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學期的實施對象，大多為高職一年級的學生。進行第一節課時，雖然以鄰近的鐵花村及微

光集做為引導案例，但仍有多數同學未曾逛過較有美感氛圍的市集，對於攤位及攤車的印象還停

留在夜市或是園遊會等嘈雜的環境。對於風格界定，也僅能指涉「文青風」一種。學生年紀尚

輕，生活中累積的美感經驗不足，故於擺設練習時，捨棄了「風格卡」及「物件卡」的抽籤，讓

學生自行攜帶在他們生活中有意義或有感的物品，更容易引起擺設的興趣。 

提擬計畫時的構想不夠細膩，後來改以「案例分析→分享與回饋→基礎構成→分享與回饋→

擺拍計畫與實作→分享與回饋」，學生在每一次的分享與回饋中，除了描述自身對於擺設與佈置

的美感想法外，也藉由同儕的實作案例獲得更多美感能量。本校美術教室過於狹小，再加上學生

帶來的物件大小差異很大：有籃球、球鞋、電競周邊設備等大型物件，也有化妝品、項鍊、戒指

等小型物件。為了順利進行視覺美感的佈置練習，也捨棄以固定尺寸桌面的限制，改以手機拍攝

物件即可。 



 

很可惜的是，這學期的任教班級皆未有實習產品銷售會或升學博覽會的機會，未能將顯擺的

美感課程應用於實務上，但經由學生的心得分享中，也能看到歷程中累積的美感進程：有的同學

注意到筆、尺等文具過於平面，想辦法利用展架增加立體感；畫面的色彩比重不協調，就調整物

件位置讓畫面更加平衡。部分學生也注意到燈光及背景的差異，甚至調整濾鏡以呈現更完美的視

覺美感。在學生的擺拍意圖中，讓學生提出「為了呈現何種效果+所以做了哪些調整」，都能很

清楚的呈現學生們有意識地在不斷調整的過程中思考的美感細節。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