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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鄭雅文 

實施年級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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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 10 小時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4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ABC 教你認識構成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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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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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生為七年級新生，不確定國小階段是否有該經驗。 

* 先備能力： 

1. 有 26 個英文字母的認知概念 

2. 能使用手機拍照並使用 APP 的操作經驗。 

3. 具備基礎色鉛筆上色能力。 

一、 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是針對七年級新生對環境觀察能力的提升，配合英、數兩領域的學習階段~

對英文字母的學習加強以及數學領域的基礎幾何理解，並藉由主題的設定使其能聚焦觀

察方向進行符合條件下的造型分析操作。課程操作第一階段配合數學幾何認識，將所有

形狀引導學生歸納為三角形或圓形及點線面的構成概念以聚斂生活造型，之後再以【▲

■●學習單】引導發想生活中相仿的基本造型。其次，將英文字母以▲■●的圖形概念

化繪製，延續並提升上一階段的造型複雜度創意發想相似的造型，從造型上重新理解字

母而非原有的文字認知基礎以翻轉觀察視角使多元化。最後，藉由在校園拍照將字母造

型的理解應用到環境中的自然及人工構造物，並以 Photogrid 將照片拼湊成完整作品。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能分析歸納環境中物件的基礎造型特色。 

2. 能從造型的角度重新認知英文字母。 

3. 能觀察建築結構中那些相仿英文字母的造型與機能有關聯。 

 美感技術 

1. 能利用不同拍攝視角發掘出同一物件的多元造型。 

2. 能利用 Photogrid 將照片拼湊成新作品。 

3. 能使用色鉛筆的上色技巧~漸層及調和色彩。 

 美感概念 

1. 以主題性方式聚焦觀察方向使造型對觀察者產生意義連結以建立個人詮釋方式。 

2. 拍照時主題與背景應具備相當的對比如色彩、明暗或疏密等，才能凸顯主題性。 

3. 將字母以造型方式重新認識以建立不同視角觀看物件能發覺多元的審美樂趣。 

 其他美感目標 

1. 配合英文字母的基礎理解認識並強化認知學習。 

2. 以多元方式增強數學領域基礎幾何的認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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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 

單元目標 結合數學領域認識幾何的特性及基礎造型分析歸納 

操作描述 

從數學課本中學習對稱、直線、曲線等幾何特性。 

引導學生探討並分析▲■●造型特色。 

引導學生觀察並尋找具備▲■●造型之環境物件。 

2 10/16~20 

單元目標 能以▲■●造型為基礎觀察並繪製物件。 

操作描述 
以【▲■●學習單】中三種共 18 個基礎圖形發想，

並首先引導學生以生活中最常見的●造型做開端。 

3 10/23~27 

單元目標 能以▲■●造型為基礎觀察並繪製物件。 

操作描述 
延續上一節課以【▲■●學習單】圖形發想，並引導

學生分析▲■的造型特色並聯想圖形。 

4 10/30~11/3 
單元目標 能以造型角度重新認識英文字母 

操作描述 將英文重新以▲■●造型歸類及練習解構 

5 11/6~10 

單元目標 能以構成方式進行英文字母的造型創意聯想圖樣繪製 

操作描述 
以印製有字母的學習單引導學生創作，並強調可以不

同視角重新解構字母形狀，從常見的 C 及 O 為開端 

6 11/13~17 
單元目標 能以構成方式進行英文字母的造型創意聯想圖樣繪製 

操作描述 本階段以垂直水平的矩形構成為方向引導繪製 



 

四、預期成果：  

1. 透過聚焦主題性的觀察方式有效促進新生對校園環境內涵之熟悉。 

2. 學習以具意義化圖像認知方式重新觀察環境，透過重新詮釋能產生移情審美效益。 

3. 結合數學課本能讓學生從圖像學習的角度重新看待幾何而非是生硬的數學認知途徑。 

4. 透過兩階段的英文字母造型聯想觀察尋找能有效對英文學習遲緩學生產生增強作用。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新形象出版公司編輯部(譯) (1995)。Judith Wilde Richard Wilde(著)。視覺設計：啟發創

意的平面設計 Visual literacy :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graphic problem solving。臺

北市：新形象。 

六、教學資源： 

平板或手機 / Photogrid 軟體   

 

 

7 11/20~24 

單元目標 能以構成方式進行英文字母的造型創意聯想圖樣繪製 

操作描述 
引導有直線曲線複合構成或是較不容易辨識出造型特

色的字母圖像聯想 

8 11/27~12/1 
單元目標 能以英文字母造型為聚焦以察覺環境物件的造型特色 

操作描述 先以手機拍下建築結構中常見的矩形結構為觀察起點 

9 12/4~8 
單元目標 能以英文字母造型為聚焦以察覺環境物件的造型特色 

操作描述 引導學生發覺局部的建築構件如桁架或網狀結構造型 

10 12/11~15 
單元目標 能操作 Photogrid 將相片拼湊出新作品並上台分享 

操作描述 Photogrid 的操作練習及作品解說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實際操作時需配合學校行事調整課程內容，因此將原計畫節數縮減為 10 節，

去除以木構件探討造型幾何的引導學習及拓印紋理的部分，其餘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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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數學課本中學習對稱、直線、曲線等幾何特性，並練習繪製對稱圖形。 

2. 引導學生探討並分析▲■●造型特色及相對應存在的物理環境，如■可拆成兩個▲且多

半出現在人工環境中，●則常出現於滾動動態情境中，如水邊或輪胎等。 

3. 觀看影片以察覺生物造型機能與求生需求之關聯，如穿山甲捲成圓球狀以利於移動，並

發掘自然界中有機體多為曲線弧度，相對於人工環境眾多的絕對水平垂直線，並探討尖銳

造型與圓滑對視覺的感受。 

4. 從教室中引導學生觀察並尋找具備▲■●造型之環境物件。 

C 課程關鍵思考： 

自然界中造型與機能有緊密的關聯，同時也是環境經驗的長期動態結果；而人工環境中多

的水平垂直結構則是利於施工以及符合人類最基本的使用需求。 

 



 

課堂 2~3 

A 課程實施照片： 

【▲■●學習單】及範例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學習單】中三種共 18 個基礎圖形發想，以觀察人體、文具、教室或校園內易見

物件為主，並首先引導學生以生活中最常見的●造型做開端，建議學生先以教室內可見物件為

繪製觀察對象，如黑板、擴音器、風扇或人體結構等等。 

2. ■的部分可請學生觀察窗戶或建築結構以及使用的文具等，▲的聯想圖形學生會常局限於房

屋等既定認知圖像，可引導學生利用四方二方連續等不同拼法或箭頭的引導特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階段重點在於利用身邊環境最常見物件為觀察及繪製對象，強化生活環境察覺力，創意發想

暫不列入主要學習重點。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基本造型與英文字母形狀的關聯 

B 學生操作流程： 

1.延續以【▲■●學習單】的觀察基礎，將英文字母重新以▲■●造型歸類及練習解構， 

分成如下之▲造型、■造型、●造型及複合型等四種構成。 

▲造型︰A,K,M,W,Y 

■造型︰E,F,H,I,L 

●造型︰B,C,D,O,Q,S 

複合型︰G,J,N, P,R,Z 

2. 引導學生解構方式，如將 N 或 Z 拆解成 2 條直線及一條斜線的構成，或 R 可將其視為圓形下

面接連著兩條直線構造物等等，以利學生下一階段進行複合型字母的圖像聯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以圖像翻轉對英文字母的認知，並進一步對字母產生造型的審美趣味性，強調以多元的角度看待

同一物件會產生相異的視覺經驗。  

 



 

課堂 5~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英文字母學習單進行創意圖形發想，以觀察人體、文具、教室或校園內 2. 作業先從

學生最熟悉的●造型︰B,C,D,O,Q,S 開始，並強調可轉換不同方向視角，如 C 可以是弦月從

側面看也可以是杯子的形狀，引導時可加入立體派創作概念。 

2. 其次，則引導學生■造型、▲造型的聯想繪製，■造型多以工人物件著手，▲造型則是

會出現在局部構件或紋理中，如牙齒、衣領、耳朵、蛇的花紋等或是具指向性的圖像。 

3. 複合型的作業則是依循上一階段提示的解構拆解概念進行繪製。 

C 課程關鍵思考： 

以主題性限制強化學生思考生活經驗中的相關連結以產生較多的創意發想，生活經驗豐富

度之個別差異會顯著影響操作過程，因此教師須對特別學生採取較多的經驗聯想引導。 

 

  



 

課堂 8~9 

A 課程實施照片： 

 從管線中發現 J 的造型 

  

不同尺度與視角觀看的 S 型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以手機拍下建築結構中常見的矩形結構為觀察起點，如局部構件的磁磚、窗戶等，以

及圓形的結構物，如水孔等。 

２. 其次可將尺度拉大到建築本體，以較大視角察覺整體產生不同造型。 

３. 接下來可引導其他附屬的建築構件如桁架或網狀結構造型或是電動拉門等，以拓展學生

的觀察範疇。 

C 課程關鍵思考： 

局部或整體會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學生常會拘限於小構件的觀察，教師可適當引導以大

尺度觀看環境。 



 

課堂 10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Photogrid 的操作練習如放大縮小及裁減，須將照片修整到主題性最明顯為止。 

2. 上台進行作品解說並分享尋找時的經驗。 

C 課程關鍵思考： 

利用 Photogrid 將照片再製成一件完整視覺作品，理解個別材料構成完整作品的過程。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七年級的數學探討幾何很適合搭配視覺美感的環境察覺課程，能建立跨領域的學習成效同時減

低因數學學科壓力產生的學習挫折。 

2. 原預期第二階段作業創意發想成效佳的同學應該在第三階段校園拍照也能有同樣表現，但實際

操作後卻發現並沒有正相關反而還有負相關的情形產生，部分擅長於美術繪圖的學生過於靜態學

習在環境中尋找積極度較低，相對在繪製過程有障礙的學生卻擅長於尋找隱藏在環境中的造型，這

也代表學習觀察以及生活經驗聯想的創意發想有可能是不同學習基礎，動靜態的個人學習模式差

異是主要的變因，因此也讓本人在之後的教學過程中會更並重二者的差異學習。 

3. 國中階段仍有部分學生較遲緩的學生對於英文字母尚無法完全熟稔，但現實環境中如車牌或身

分證字號都與英文字母有關，但是在外拍過程中學生為了尋找應對的造型會再次對造型結構產生

認知或是拆解形狀使強化記憶，因此也許之後可以使用該方式嘗試與資源班或特教班結合進行字

母的認知學習。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以 A 為例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