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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怡妏 

實施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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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66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異模藝樣─我們的色彩交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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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無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在實施美感課程前，會帶領學生理解美的形式與點線面的構成，讓課程能銜接以利學生在

美感課程中已有先備知識。 

 

一、 課程活動簡介： 

        課程「異模藝樣-我們的色彩交換日記」共分成四個單元，分別是「初識」、「交際」、

「日記」與「交換日記」。在「初識」單元是從顏色與異國文化的印象出發，了解顏色、文

字與語言的關係，比較文字轉換顏色與顏色轉換成文字的變化；在「交際」單元讓學生認識

不同的東南亞文化為主題，畫下對於他人文化的印象與色彩，文化印象分成人文與自然面向

去進行思考，學生透過查資料了解對方文化，再透過當地人介紹自身的文化與色彩，讓文化

彼此交流；在「日記」部分以單人創作為主，先閱讀安妮新聞理解不同文化的節日，並以月

曆為主題，安排學生不同的月份思考圖像與顏色的搭配，製作專屬的色貼紙，創作出具特色

的文化月曆；最後的「交換日記」部分是共同創作，將相同月份或合適配色倆倆拼在一起，

完成異國文化月曆，互相交流作品與文化特色，找到彼此的相同點與相異點。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 

                1. 觀察文化中的自然與人文色彩的意象。 

■ 美感技術 

1. 找到並調出能代表文化的色彩。 

2. 利用 Art Palette 分析色票。 

3. 剪貼與畫出具點線面美感的圖案。 

■ 美感概念 

1. 點線面與美的形式的構圖。 

2. 理解不同文化色彩與意象。 

■ 其他美感目標 

1. 議題-多元文化教育：認識文化豐富與多樣性。 

                2. 跨域-國文：(1)認識能代表色彩的文字 (2)色彩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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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目標 初識：顏色的認識-色彩聯想 

操作描述 

 學生透過紅、橙、黃、綠、藍、紫、黑和白八種顏色去聯

想，並將聯想物利用色筆畫在貼紙上，再整理每位學生的貼

紙，分別貼在標註不同顏色的大張紙上，師生一同討論色

彩。 

 學生利用中文與英文的搭配，了解文字與圖的關聯。  

2 
10/9 

單元目標 初識：顏色的認識-顏色與文字 

操作描述 

 給予學生代表顏色的中文字，例如：赤、茜、皂、黛等，讓

學生去想想分別是甚麼顏色?(文字顏色)  

 教師講解顏色的命名以動物、植物、礦物、人造物等幾種分

類去命名。 

 學生分組，教師給予每組 3 張色卡思考此色卡能想到甚麼?並

試著將色卡進行命名。(顏色文字) 

3 
10/16 

單元目標 交際：心中對方的家鄉顏色 

操作描述 

 教師給予任務，讓學生去思考對於東南亞國家的印象，印象

分別以「人文」與「自然」兩個面向出發，「人文」部分包含

服裝、建築、飲食、民俗技藝等；「自然」部分則包含動物、

植物、景色等，並將其印象畫出來。 

10/23 單元目標 交際：認識對方的家鄉顏色 



 

4 操作描述 

 透過上週的課程，讓學生對於異國的文化有初步印象，在這

週課程安排學生透過手機去收集對方文化，一樣以「人文」

與「自然」兩個面向為題，並透過 Art Palette 去分析其色

票，找出代表其文化的 5 種顏色。 

5 
10/30 

單元目標 交際：介紹自己家鄉的顏色 

操作描述 

 外師分享自己國家的色彩，以「人文」與「自然」去分類說

明，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特色。 

 連續三週的課程，分別代表文化中：印象的、資料的與真實

的。 

6 
11/6 

單元目標 日記：月曆構思-月份與圖像 

操作描述 

 給予安妮新聞讓學生閱讀，讓學生知道相同的日子在不同國

家卻有不同習俗文化，每一天都可以代表某個紀念日。 

 每位學生安排一個月份，思考其月份的印象(節日、慶典、習

俗等) ，並以空白月曆單讓學生填寫與繪製。 

7 11/13 

單元目標 日記：月曆構思-認識月份與色彩 

操作描述 

 根據上週所整理的月曆內容，進而去思考五種色彩能與之呼

應，例如：一月能聯想到新年，新年能想到紅包、春聯，進

而想到紅色，然而不同文化對於新年會有不同的意象，也會

有不同的色彩表現。 

 利用壓克力顏料在 10*10 公分的透明卡典西德上調出上週所

規劃的月份代表顏色，製作貼紙。 

8 11/20 

單元目標 日記：月曆製作-比較色彩的和諧與衝突 

操作描述 
 繼續上週的課程，完成五張代表色的貼紙。 

 學生為這五個顏色命名，並比較色與色之間的關係(和諧?衝

突?)。 

9 11/27 

單元目標 日記：月曆製作-點線面與色彩比例之間的搭配 

操作描述 

 給予每位學生直徑 20 公分的半圓形的卡紙作為底，讓學生將

心智圖月份的意象整理，教師引導學生在構圖上以點線面搭

配美的形式的方向去進行草稿。 

 教師說明色彩分主色、輔色與強調色的比例關係，學生需思

考如何安排五種代表色的比例與位置，形成具美感的構圖。 

10 12/4 

單元目標 日記：月曆製作-造型轉化 

操作描述  以剪貼五張自製卡點西德貼紙的方式，將手繪的草稿轉化成

拼貼，表現在半圓形的卡紙上，製作月份的形象畫。 



 

11 12/11 

單元目標 日記：月曆製作-畫面構成 

操作描述 
 繼續上週作業，完成拼貼，並可以利用油性筆在上面描繪，

除了增添畫面趣味性，也讓構圖具有線條的美感，最後完成

集結點線面與色彩搭配的文化月曆。 

12 12/18 

單元目標 交換日記：異國文化月曆共創與交換 

操作描述 

 每位學生都會完成半個圓形造型的文化月曆，這半圓形是拼

圖。 

 

       自己 1 月      他人 1 月          1 月月曆 

 

自己 1 月+他人的 2 月          色彩合宜的圓 

 在拼圖過程中，可以思考選擇的另一半圓與自己的搭配是否

得宜?因為都是半圓形可以有多種的搭配，可進行和諧與衝突

關係的思考。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思考自身文化的特質，找出其代表色彩。 

2. 學生能發現異國文化的特質，找出其代表色彩。 

3. 學生能了解文化中的色彩、文字和語言的關係。 

4. 學生能設計具文化色彩與構成美感的月曆作品。 

5. 學生能彼此交流與分享不同文化的特質與美感。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台灣顏色。黃仁達。聯經出版公司。2014/07/01。 

2. 中國顏色。黃仁達。聯經出版公司。2014/06。 

3. 日本色彩物語：反映自然四季、歲時景色與時代風情的大和絕美傳統色 160 選。 長

澤陽子。麥浩斯。2017/08/12。 

六、教學資源： 

      《安妮新聞》冬季特刊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4%BB%81%E9%81%94/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linking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linking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95%B7%E6%BE%A4%E9%99%BD%E5%AD%90/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95%B7%E6%BE%A4%E9%99%BD%E5%AD%90/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yhouse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課程計畫原訂實施於高雄市中山工商，因教師於 112 學年度開始任教於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新舊兩校更動，除了學制上不同外，在執行內容上也有明顯的調整，以下三點說明：  

 

1. 教學對象從高職生改為高中生 

        從原本的職業學校到現在的普通高中，課程在內容上增添了更多文字的表達外，更加入了雙

語部分，增強學生的英文能力。 

 

2. 從與僑生共創更改為與外師協同 

         原本課程規劃以中山工商的僑生與本地生相互交換文化經驗並共同創作作品，但新學校三民

高中並沒有僑生班，故無法實施，然而三民高中有外師的資源，因此更動教學內容，邀請外師進

班分享國家文化與地域色彩。 

 

3. 兼行政職務而教學班級數減少 

         因本人擔任行政職務，原本教學班級數安排的四個班級更動成二班。 

  



 

二、6-1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顏色聯想 顏色聯想中英文對照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六人一組從紅、橙、黃、綠、藍、紫、黑和白八種顏色中選三種顏色，拿取該色的

紙張，並拿取透明的卡點西德及油性筆。 

2、 將此色能聯想到的事物畫在卡點西德上，並剪下貼上。 

3、 用中文搭配英文的方式去標記物件名稱。 

4、 將各組的色紙分色並合併，全班一同討論顏色的聯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色彩的聯想是具體?是抽象? 

        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試著將對於顏色的想法描繪出來，圖像的表現可以是具體的人

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轉化，透過小組分工討論後，整理出色彩圖像庫，並試著分享彼此

的觀點。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中文字與色彩的關係 分類字卡與討論 

  
色卡命名 學生上台解說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給予每位學生不同的中文字卡，讓學生思考此文字所代表顏色，並利用色鉛筆塗滿

文字。 

2、 將全班的字卡以顏色分類，教師解說不同文字的顏色與由來。 

3、 教師解說顏色的五種命名方式，並搭配英文說明色彩的名稱。 

4、 教師給予每組 3 張色卡，學生可以從剛剛所學的命名方式試著將色卡進行命名。 

5、 將各小組的色卡色票展示在白板上，學生上台解說色彩命名方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文字的顏色的關係 

        顏色可以引起不同的情緒和感受，而文字通過語言傳達資訊和意義，然而兩者密不可

分，甚至互相代表彼此，學生從課程中去思考並找到合適的顏色能代表文字外，也試著反

向操作，給不同的顏色命名。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心智圖資料收集 心智圖繪製 

 

 

完成心智圖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安排四個不同的東南亞國家(泰國、印尼、越南與菲律賓)作為主題，學生以心智圖

的方式去整理其文化印象。 

2、 心智圖需要包含「人文」與「自然」兩個面向，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設計的重點，

例如:項目的層次、色彩的分類、圖文的關係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多層面的文化表現 

        在整理不同文化的過程中，會發現文化並非是單一層面、單一色彩，反之是豐富且多

彩的，可以藉由心智圖整理出脈絡化的組織圖外，更重要是增加了自我的觀點，而製作的

過程中也會思考如何收集?如何分類?如何組織?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Art Palette 分析色票 閱讀色票中的文物內容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繼續上週的課程，完成心智圖。 

2、 找一張能代表所指派的東南亞國家文化圖片，利用 Art Palette 分析其異國色彩，

找出 5 種代表色。 

3、 觀察這 5 種顏色在其他國家藝術文化中的表現方式與文物，並能透過點選，了解這

些文物的內容。 

 

C 課程關鍵思考： 

相同顏色的異國表現 

        學生透過蒐集、分析與比較，找出相同的色票在不同的藝術文化中有不同的意象與效

果外，更進一步去認識不同文化內容與特色，找出相同點與相異點。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外籍教師分享其國家色彩意象 四季色彩討論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邀請本校的外師(菲律賓籍)進班分享她的國家色彩意象，色彩分成人文與自然部分

外，也說明其文化歷史與特色。 

2、 教師說明色彩除了文化的差異性外，也有不同的視覺感受，例如：冷暖、輕重等。 

3、 給予每組一盒色紙與代表四季的字卡，讓學生從色紙中選 3 張能代表四季的色紙。 

4、 過程中需要討論色彩的視覺感受與聯想，從中找到合適的顏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點不同，色彩解讀也不同 

        不同的角度所認定的文化不同，色彩的解讀也會不同，同樣的顏色對不同國家的人有

不同的感受，以印象的、資料的與真實的角度切入，從一開始未知對方文化的「以為」到

查詢資料後的「認識」，最後由當事人解說後的「理解」，顏色的解讀都不斷在改變。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閱讀安妮新聞 月份整理與規劃 

  

月曆圖與文的設計 月曆圖與文的設計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閱讀安妮新聞冬季特刊，去認識不同國家的節日與文化。 

2、 每位學生以自己的出生月份作為主題，上網查資料，整理其月份的節日、慶典、習

俗等。 

3、 學生規劃自己專屬月曆的過程中，透過顏色、文字與圖片，規劃出具特色的月曆內

容。 

 

C 課程關鍵思考： 

國際化與在地化 

        在規劃月曆時，會因為觀點的不同有不同的整理方向，有的人會以國際節日為主題，

例：11/19 世界廁所日；有人以在地性的日子為主題，例：5/5 日本兒童節；也有人用特

殊性的數字意涵做為主題，例：3/14 圓周率日。 

        綜上所述，每個人的觀察點不同，而有不同的思索脈絡，但如何去整理出有條例的脈

絡是個很好的思考問題，國際化的廣度與在地化的特色是不同的表現，也各有優點，思考

方向沒有對錯，只有適不適合。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利用壓克力顏料調色 調出專屬的月份代表色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說明色彩搭配的重點： 

(1) 色彩比例(主色相、輔色相、強調色) 

(2) 色彩的對比 

(3) 色彩的和諧 

2. 教師講解調色的重點後，開始思考代表月份的五種顏色，利用壓克力顏料在 15*15 公

分的透明卡典西德，調出代表月份五色顏色中的主色調。 

 

C 課程關鍵思考： 

色票選擇以合宜為準則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月份作為主題，並且思考五種代表月份的顏色，這五色除了要有月

份的感受外，彼此之間也得兼具協調性，因此，以其中的一個顏色為主色相，也以此色去

延伸，找到適合的其他四色。 

 

 

  



 

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月份色票製作 月份色票製作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呈上週課程，完成剩下四張 10*10 公分卡典西德的色票。 

2. 學生比較五種顏色的關係(冷暖色、色彩明暗、和諧與衝突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色彩顏料的比例 

        在調製的過程中需要思考如何運用五色(紅、黃、藍、黑與白)調出自己想要的顏色，就

算是同樣的顏色也要思考彩度與明度的變化而增加或減少顏料的比例。 

 

色彩之間的關係 

        完成五種顏色的色紙後，思考五種顏色彼此之間是否和諧?彼此關係又是? 

(1) 冷色與暖色? 

(2) 高明度與低明度? 

(3) 高彩度與低彩度? 

(4) 對比色與相似色? 

        若有不合諧的色彩該如何去調整? 

(1) 色相的變換? 

(2) 明度的調整? 

(3) 彩度的調整? 

 

 

  



 

 

課堂 9 

A 課程實施照片： 

  
畫面構成設計 裁剪畫面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利用直徑 20 公分的半圓形作為底圖，結合自己的月份的意象進行草稿繪製，在造

型上需要構思圖與圖之間的比例，並結合之前所學的美的形式與點線面，設計出具美

感的構圖。 

2. 在草圖上標記顏色位置，並切記顏色分主色、輔色與強調色的比例關係。 

3. 在卡紙上利用尺規規劃出直徑 20 公分的半圓形，剪下做為作品的底部。 

 

C 課程關鍵思考： 

圖形的轉換 

        在設計圖形時，除了美觀外，也要考量到適合剪貼的圖形，也因此漸層或陰影的效果

需要轉變，要將作品色塊化甚至簡化，保留圖形的特徵外，色塊與線條的配置也相當重

要，會影響整體的視覺效果。 

 

 

  



 

課堂 10 

A 課程實施照片： 

  

轉化圖形 剪裁自製卡點西德貼紙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利用課堂 7、8 所製的卡典西德的貼紙，將手繪的草稿轉化成適合裁剪的圖形。 

2. 將所剪的圖形按照畫面的前後順序，分層貼在半圓畫面上。 

3. 圖形裁剪過程中，需要注意圖像的圖層問題，並可以利用負空間讓作品產生更多的趣

味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圖形前後位置關係 

        在黏貼的過程中，要考量到圖與圖之間的位置關係，哪一個是前?哪一個是後?圖層概

念如果清楚的話在製作上會事半功倍，反之，花時間且效果不比前者佳。 

 

 



 

    課堂 11 

A 課程實施照片： 

  

利用油性筆描繪細節 增加畫面點線面的美感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繼續上週作業，完成月曆拼貼。 

2. 利用油性筆在上面描繪，除了增添畫面趣味性，也讓構圖具有線條的美感，最後完成

集結點線面與色彩搭配的文化月曆。 

C 課程關鍵思考： 

滿與空的概念 

        在設計畫面與裁剪貼紙的過程中，需要思考畫面的整體性，適時地增加物件有畫龍點

睛的效果，反之，適時地停下的留白或減少不必要的物件會有乾淨俐落的感受。 

 

 

  



 

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小組討論畫面的連結與底色關係 底色深淺的比較 

  

全班一同討論作品彼此間的色彩關係 作品按月份分析色彩與構成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彼此尋找適合的另一半，找到適合的另一半拼成一個完整的圓，開始觀察對方與自己

作品的相同點與相異點，色彩關係是類似色?對比色?還是其他的搭配? 

2. 與另一半拼成圓後，找一張能襯托的底色，這個底色可以是： 

(1) 共同色：同時出現的顏色。 

(2) 對比色：以深色襯托淺色，反之，淺色襯托深色。 

(3) 中性色：黑、白、灰。 

3. 選色的過程中可以嘗試不同的排列組合，例如：同色系的不同深淺比較、不同半圓的

組合、對比色與相似色的變化等。 

4. 再次尋找另一半，這次以相同月份為夥伴，比較相同月份不同色彩與構圖，拼出一個

完整的圓，也找出合適的底色來襯托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2 半圓+1/2 半圓的視覺效果 

        在找尋另一半時，可以透過圖形的色彩、構成的共通點、主題的相似性等作為出發

點，並以以下兩個題目作為主題： 

(1)相同月份不同的表現         (2)不同月份的合宜搭配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學生的思考方向直接 

        學生思考顏色時，多數會以常見的人事物等具體可觀察物件開始，在描繪月份的構圖時，也

以具體圖案為主，很少人會將圖像抽象化，可見學生的思考是很直接的，然而經過教師引導後，

學生會開始注意到圖形的特色，進而變化、取捨和簡化，讓作品不再是圖案的再現而是創作具點

線面美感的構成。 

 

2. 學生選擇上具個人喜好 

        學生在選擇適合月份的顏色時，多數人容易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而非思考適合的顏色，也

因此顏色與月份的聯想並非是貼合的，甚至會有一邊調色一邊想下一個顏色，到最後發現有不適

合的顏色出現，故在過程中教師需要一直引導學生月份與顏色之間的搭配，會一直丟問題問學生

這個月份給你的感覺是?如何用的顏色去表現這個感覺? 

 

    3. 顏色調配的課程能更清楚 

在學生調色前教師有先說明色彩調配的基本概念，然而在實際操作上學生常常會不知顏料的

比例，亦或者想要微調顏色，例：已經用紅加白調出粉紅色，但不知該加入甚麼顏色才能調出想

要的乾燥玫瑰色。 

根據這次的教學經驗，往後教師在調色教學前，除了色相的變化外，會加入更多彩度與明度

變化的示範或實作課程，讓學生能清楚知道顏色變化。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中文字的顏色 

 

 

 

 月曆拼圖(以月份為題) 

 

 

 月曆拼圖(以畫面為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