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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各學期教學計畫概述 

一、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精選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二﹑三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實施班級數：    5                                  學生數： 122 

一年級授課教師：蔡佩玲      授課班級：■普通班__2_ 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二年級授課教師：蔡佩玲      授課班級：■普通班_ 2_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三年級授課教師：蔡佩玲      授課班級：■普通班__3_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一、精選課程示例編號：○○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 色彩 質感 ■比例■構成 構造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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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構成 捕光捉影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視覺藝術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於七年級時學習色彩﹑質感單元進行美感探索，觀察﹑配色等色彩等基本概念，透

過生活商品色彩配色分析了解配色原理。但大部份的學生對於構成與比例的概念缺乏。想藉

由學生感興趣的生活攝影角度切入構成的概念，使「構成」的美感能力更融入學生的生活運

用之中。 

一、課程概述： 

    學生經常使用手機攝影，隨時隨地都可拍照。但相對的，對於照片中的構圖就不太講究。

大半學生的生活照多以人物表情動作為 主，甚少考慮照片中的構圖美感。如果學生能深入了

解構成的概念，則可大大提升他們對生活環境空間的構成觀察，並能運用到生活攝影中。 

本課程主要分成兩個階段：建立概念及生活運用。第一階段為建立「構成」基本概念。活動方

法主要以圓點貼紙進行構成練習，初步探索造形構成與情感表達之間的關係。接著以校園前庭

景觀為攝影對象，透過攝影構圖實驗，體會攝影中的構成如何影響影像美感。第二階段為構成

在攝影中的運用。本階段將聚焦於校園情境攝影。藉用電影電視畫面中的主體、陪體與環境的

互動構成分析，將經典構圖技巧轉化運用到生活攝影中，透過「單人/多人情境攝影」的拍照練

習，讓學生養成「按下快門前先觀察人與物的位置關係」的美感判讀習慣，最後使用所學方法 

將品照片裝框掛牆上，將「構成」在生活中上充分運用。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電影/電視畫面的構成觀察 

2. 生活攝影中的構成觀察 

 美感技術 

1. 學習手機或平板照相的基本技巧 

2. 學習攝影景框中的構成經營 

 美感概念 

1. 基本構成的美感概念 

2. 人物攝影中主體、陪體與環境的構成概念 

3. 結合校慶園遊會紀錄活動攝影 

三、教學進度表（依參採課程示例，調整授課進度）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課程內容 

1 9/11 
單元目標 認識構成的基本概念，並探索構成與主題、情感、意涵的表達關係。 

操作簡述 以圓點貼紙進行構成練習。 

2 9/18 
單元目標 認識攝影構圖的基本概念及運用。 

操作簡述 以校園前庭景觀為主題，介紹攝影構圖中大遠景、遠景、中景﹑近景 

3 9/19 
單元目標 透過校園景點攝影，認識景框的畫面構成。 

操作簡述 指定校園景點，讓學生利用手機或平板以不同取景角度探索。 

4 9/25 

單元目標 
認識攝影構成中主體、陪體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學習攝影中主體、陪體與環境的構成佈局。 

操作簡述 

選擇要比較分析前一週學生攝影作品中的構成表現。 

向電影/電視廣告畫面構成借鏡，了解攝影師如何透過畫面構成表達主

題情感。 

5 10/2 

單元目標 創作富有構成美感與主題情境的攝影作品。 

操作簡述 
依情境設計需求，安排 1~3 位學生模特兒入鏡。設定主體、陪體與環

境的互動，學生嘗試從不同角度進行攝影。 

6 10/11 

單元目標 攝影作品於牆面的構成美感 

操作簡述 
學生分小組，將第一節點的練習拿來討論，哪些適合牆面構圖。 

考慮掛的方式與環境的互動，達到構成的練習，於黑板分組發表。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透過攝影練習探索攝影中的構成關係，學習構成概念與美感表現方法。 

2. 學生能把構成美感概念運用於生活，並能常常啟動美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事物。 

 

五、參考書籍： 

1. 1. 葛雷格．艾伯特(Greg Albert) (2019)。構圖的祕密：一招萬用！輕鬆掌握色彩、形狀、

平衡、明暗對比、視線引導，從此再也沒有「好像哪裡不對勁」的作品，繪畫、攝影、設計

都適用。陳琇玲譯。大牌出版。 

2. 2.朴東澈 (2012) 。差 1%就不同：圖解攝影構圖力。高佳妍譯。PCuSER 電腦人文化 

六、教學資源： 

1.美感電子書—構成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constitution/  

2.看電影學攝影—構圖篇(上)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3556853/  

3.拉片實驗室：學習看電影(7)電影構圖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1008014/?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4 

4. 御茶園 x 金城武 2019 全新廣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IwBo0_VAA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原課程第一節是構成的基本概念，我將之移到最後一節課來陳述，並將點的練

習之後，直接讓學生將點轉換成照片來做一個牆面的佈置練習，這樣他們比較可以

理解構成點的概念，其實是可以應用在實際生活上圖片的佈置，你加深他們的印

象；第四節課運用電影的廣告畫面，進一步說明畫面要表達的意涵，讓學生去思考

畫面要如何透過畫面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才能與觀眾進行溝通。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constitution/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355685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1008014/?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IwBo0_VAA


 

二、6 小時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理解攝影構圖的類別 

2. 在老師的引導下觀看圖片想想屬於哪種視角由此建立視角的概念 

3. 認識構圖中大遠景、遠景、中景﹑近景 

C 課程關鍵思考： 

1.攝影構圖的基本概念是什麼? 視角如何判斷 

2 想想如何運用。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複習上一節課的課程重點 

2. 以小組行動到校園拍攝,並練習如何取景 

3. 需拍攝各種角度的照片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校園景點攝影，認識景框的畫面構成。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析前一週同學攝影作品中的構成表現。 

2. 觀察主體與環境的關係 

3. 向電影/電視廣告畫面構成借鏡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思考攝影構成中主體、陪體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2 學習攝影中主體、陪體與環境的構成佈局是否會決定主題。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設定主體 

2. 陪體與環境的互動，學生嘗試從不同角度進行攝影 

3. 同主題可有故事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創作富有構成美感與主題情境的攝影作品該如何呈現。 

 

  



 

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圓點貼紙進行構成練習。 

2. 學生分小組，將點的練習拿來討論，哪些適合牆面構圖。 

3. 讓學生將作品在黑板上排列 

C 課程關鍵思考： 

攝影作品於牆面的構成美感是否與呈現方式相關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由於現在的學生非常的喜歡拍照，所以課程裡讓學生使用手機來，對他們來說可

以引起動機，缺點就是需要時時注意，以免他們玩過頭時忘了老師所交代的重點，所

以盡可能在拍照的時候一組最好只有一個人帶手機大家輪流拍，以免大家各拍各的。

並且在之後有延伸課程讓他們拍攝影片，反而引起他們更大的興趣只是在編劇的時候

對他們來說比較有困難之後最好給予參考的劇本，可能比較有方向。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