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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526015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二城路6號 

實施年級 高二 

課程執行類別 

一、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 小時 1 學分）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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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民中學  小時 

班級數 1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5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資訊圖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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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學生曾經學過「美的形式原理」、「色彩學」、「攝影」、「繪畫」等美術基礎課程。 



 

一、 課程活動簡介： 

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若期望自己的創意不要被資訊的洪流所淹沒，就必須學習設計

能以圖表傳達訊息的資料，因為人類是視覺化的動物，經過系統化、視覺化、美化的資訊，

大都能改善訊息溝通的成效與感受。 

「資訊圖表」是「資訊」與「圖像」的巧妙結合，能將不易理解的理論、數據、流程變

得一目瞭然，兼具「說故事」和「視覺化」兩種動人的方式，把讓人抗拒的文字變得直覺、

美觀、易懂。 

偶爾看到學生上台報告時，照本宣科地唸誦簡報中大量未消化過的文字，本課程冀望帶

領學生從瞭解資訊圖表的基本概念，到認識眾多視覺設計師的資訊圖表作品，進而結合自身

經驗，分析、整合、運用資訊與圖像，製作成具有美感的「履歷資訊圖表」，最後透過多元

的成果展示與發表，訓練學生的美感與表達能力。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 

         圖書、報章雜誌、海報、簡報、網頁、……等的資訊圖表(包含圓餅圖、折線圖、長條

圖、數值一覽表、……等)。 

◼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 

     1. 美術設計工具：設計思考、心智圖、曼陀羅思考法、美的形式原理、Google簡報、

Canva、Sketchbook。 

     2. 美術設計技法：文字編輯、色彩搭配、資訊圖表繪製、美編排版、簡報設計、印刷品

設計。 

◼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 

文字、色彩、資訊圖表、版面之美感構成美學。 

◼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 

1. 延伸校訂課程「二林譜」，請學生回顧踏查家鄉所接觸的種種人事物，尋找感興趣的

資料進行圖表繪製，並用設計手法轉化成具有美感的簡報、印刷品等資料。 

2. 鼓勵學生嘗試將各學科課程重點彙整成資訊圖表筆記，強化學習效能。 

3. 結合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新媒體藝術」，轉化影像、影音，進行AR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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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1 

單元目標 「資訊圖像化」遊戲體驗篇 

操作描述 

透過「你畫你猜」這款猜謎遊戲(玩法：一位同學給提示語，讓

一組同學畫圖並猜謎，猜對者加分)，讓學生體驗並思考「資

訊」、「圖像」與「有效傳達訊息」之關聯。 

2 09/08 

單元目標 「設計思考」理論講解篇 

操作描述 

1. 「設計思考」是一種創新解決問題的思考方法，從人的需求

出發，為各種議題尋求創新的解決方案，並創造更多的可能

性。 

2. 設計思考流程介紹：同理、定義、發想、實作、測試。 

3. 心智圖、曼陀羅思考法介紹。 

3 09/15 

單元目標 「菜單設計」排版探索篇 

操作描述 

1. 教師提供菜單圖片、文字，讓學生運用有限之圖文資源，製

作一頁具有美感之菜單。 

2. 觀摩全班作品，票選前3名，探索圖文美編排版之重點。 

4 09/22 

單元目標 「美感構成美學-文字」觀察講解篇 

操作描述 

教師透過日常生活、新聞、書本之實例，講解「文字編輯」之

美感構成美學： 

1. 文字的可讀性、易辨性、可視性。 

2. 字體的選擇：襯線字體、非襯線字體。 

5 10/06 

單元目標 「美感構成美學-色彩」觀察講解篇 

操作描述 

教師透過日常生活、新聞、書本之實例，講解「色彩搭配」之

美感構成美學： 

1. 色彩的明視度與閱讀性。 

2. 配色：類似色、對比色。 

3. 協調的色相比例：60%主色相+30%輔助色相+10%強調色

相(配色黃金比例60：30：10)。 

6 10/13 

單元目標 「美感構成美學-資訊圖表」觀察講解篇 

操作描述 

教師透過日常生活、新聞、書本之實例，講解「資訊圖表」之

美感構成美學： 

1. 介紹常見資訊圖表的「功能」與「目的」： 

(1)圓餅圖：用於傳達「占全體的比例」。 

(2)百分比長條圖：用於傳達「比例的不同」。 

(3)折線圖：用於傳達「時間軸的趨勢」。 

(4)長條圖：用於傳達「數據差異」。 



 

(5)數值一覽表：用於傳達「具體數據」。 

2. 讓學生翻閱並觀察教師事先準備好的參考書籍，用標籤紙標

示感興趣、值得分享的資訊圖表，並進行重點摘要筆記。 

7 10/20 

單元目標 「美感構成美學-資訊圖表」範例分享篇 

操作描述 
學生輪流上台分享感興趣的資訊圖表範例，最後共同探索並彙

整好的資訊圖表所具備的共通點。 

8 10/27 

單元目標 「美感構成美學-版面」觀察講解篇 

操作描述 

教師透過日常生活、新聞、書本之實例，講解「版面」之美感

構成美學： 

1. 視覺引導：從瀏覽資訊的順序習慣引導讀者視線。 

2. 打造視覺層級：對齊、對比。 

9 11/03 

單元目標 「履歷資訊圖表」範例介紹 

操作描述 
教師介紹「履歷資訊圖表」範例，讓學生瞭解履歷視覺化所呈

現的效果，集體觀察並分析好的履歷資訊圖表須具備的要素。 

10 11/10 

單元目標 「履歷資訊圖表」構思與設計 

操作描述 

引導學生運用心智圖、曼陀羅思考法、美的形式原理進行「履

歷資訊圖表」構思與設計，建議可結合自己有興趣的大學科系

或職業、自身特質、專長、社團、多元學習表現、……等。 

11 11/24 
單元目標 「履歷資訊圖表」繪製1 

操作描述 教導學生運用Sketchbook繪製「履歷資訊圖表」人物部分。 

12 12/01 

單元目標 「履歷資訊圖表」繪製2 

操作描述 
教導學生運用Sketchbook繪製「履歷資訊圖表」資訊圖表部

分。 

13 12/08 

單元目標 「履歷資訊圖表」繪製3 

操作描述 
教導學生運用Sketchbook繪製「履歷資訊圖表」資訊圖表部

分。 

14 12/15 

單元目標 「履歷資訊圖表」繪製4 

操作描述 
教導學生運用Sketchbook繪製「履歷資訊圖表」背景部分，

並完成整體版面配置。 

15 12/22 

單元目標 「履歷資訊圖表」簡報製作 

操作描述 
引導學生運用Canva或Google簡報，依照上台報告之流程，完

成「履歷資訊圖表」簡報。 

16 12/29 
單元目標 「AR」講解篇 

操作描述 教師講解並示範如何將圖文、影像、簡報製作成AR 

17 01/05 單元目標 
「AR」實作篇 

「履歷資訊圖表」繪製5 



 

操作描述 

學生將履歷資訊圖表、簡報製作成AR 

學生運用Sketchbook繪製「履歷資訊圖表」，進行整體版面

美化。 

18 01/12 
單元目標 成果展示、發表與反思回饋 

操作描述 「履歷資訊圖表」成果展示、簡報發表、心得分享與反思記錄 

四、預期成果： 

1. 開啟五感，學習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並與所學產生連結。 

2. 瞭解基本設計的原理，培養審美感知能力與美感思維能力。 

3. 善用文字、色彩、圖表，編排簡報或印刷品，進行訊息視覺化與美化，達到友善溝通。 

4. 藉由成果展示與觀摩，涵養學生的美感。 

5. 透過發表，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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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Lowe, Chris North（2016）。丈量宇宙：INFOGRAPHIC！一眼秒懂全宇宙！100幅視覺資訊圖表，穿
梭140億年星際太空。漫遊者文化。 

Laura Rowe（2016）。看得見的滋味：INFOGRAPHIC！世界最受歡迎美食的故事、數據與視覺資訊圖表──
老饕必懂的食材與美食歷史、文化、食譜、料理技巧、最新潮流。漫遊者文化。 

Takehiro KIRIYAMA（2018）。Information Design一看就懂的高效圖解溝通術：企劃、簡報、資訊傳達、視
覺設計，各種職場都通用的效率翻倍圖解技巧。積木文化。 

Ben Gibson, Patrick Mulligan（2017）。看圖學酒：125張圖表看懂世界酒飲的製造科學、品飲技巧與關鍵知
識。積木文化。 

六、教學資源：善用學校資源及教師本身之經驗，或邀請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這學期進行「AR講解」課程時，發現原本欲使用的app改為付費版，因此將「AR實作」的

課程調整為「履歷資訊圖表繪製」，提供更多課堂時間讓學生完成美化資訊圖表繪製的任

務。 

二、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1. 「資訊圖像化」遊戲 

 

  

2. 「設計思考」練習 

 



 

   

3. 「菜單設計」排版練習 

 

   

   



 

   

   

   

4. 分組觀察探討「美感構成美學-文字、色彩、資訊圖表、版面」之重點 

 

   

5. 「履歷資訊圖表」繪製 

 



 

   

   



 

   

   

6. 學生「履歷資訊圖表」作品 

 



 

  

7. 成果展示、發表與反思回饋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你畫你猜」猜謎遊戲，讓學生體驗並思考「資訊」、「圖像」與「有效傳達訊息」

之關聯。 

2. 學生使用心智圖、曼陀羅思考法探索自我。 

3. 學生進行「菜單設計」排版練習。 

4. 以小組為單位，共同觀察、探索並討論「美感構成美學-文字、色彩、資訊圖表、版面」

等要素。 

5. 學生繪製「履歷資訊圖表」。 

6. 期末進行「履歷資訊圖表」成果展示、發表、心得分享與反思記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大腦對於圖像的解讀比文字迅速，善用視覺化設計，將資訊、數據、或概念以圖像、圖表、

或其他視覺元素呈現，可以幫助人們更快速、更有效地理解和傳達資訊，也可以增加設計的

美感和吸引力。。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原本欲使用製作AR的app由免費改為付費版，「AR實作」課程只能停擺，未來可能需要多學幾套

不同的app，遇到狀況時，得以立即進行轉換。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這門課學到很多關於設計的東西。 



 

2. 學習很多畫畫的app，和很多設計技巧。 

3. 學到了很多之前生活上用不到的東西，學會了怎麼排版，讓版面變的更好看、有質感。 

4. 很謝謝老師能開這一門課，也許對以後升學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5. 可以盡量投入這門課，對未來設計很有幫助。 

6. 這堂課學習到了很多設計相關的知識與技巧，非常開心能選擇到這門課。 

7. 上了這門課，我學到了很多，將來我想把我所學的投入到這社會中，讓這世界有更多的美感。 

8. 這門課讓我學到了許多的技能，也學到了很多的排版技巧，讓我的簡報可以做得更好。 

9. 一開始我以為是一直學一些專業知識，但是這門課多注重於動手實作，在動手做的過程中，自

己領悟到怎樣比較好看、怎樣看比較順眼，還有講座可以給我們很專業的知識，跟一些業界的

事，可能都是平常接觸不到的。 

10. 我學得很開心，比我預想的還要多，例如對比色和字體的關係，讓我學到許多讓簡報設計可以

變得更好，真的收穫滿滿，能夠用觸控筆在平板畫畫是我沒有想到的，我畫的很開心，後面還

被科技的進步所驚嘆到，真的學的開心，很高興能選到這門課！ 

11. 一開始想說這門課感覺很普通，只是做做作品，後面發現很有趣，使用平板畫圖，一開始用

Sketchbook畫，覺得很難用，後面漸漸上手，後面的課程也介紹AI軟體，那些軟體也很有趣，

操作也不會很困難，到後面發現這堂課很有趣，能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想畫的或是想做的。 

12. 我透過新媒體藝術對科技和社會有不同的看法。繪圖和製作簡報成為我思考、創作和與觀眾互

動的媒介，讓我更深刻地認識到藝術是一種跨越傳統界限的力量，能夠啟發人們對世界的不同

看法。 

13. 了解很多東西，第一次那麼認真學習排版之類的東西。 

14. 我覺得這門課程很有趣，可以學到一些關於設計的知識，也讓知道有AR和AI這些東西，也讓

我了解到原來電腦繪圖有多麼的方便。 

15. 從一剛開始的緊張不適感，覺得這門課程一定很難，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沒有藝術細胞跟美感的

人，會被虐得很慘，以為至少需要一些基礎才能進來，但後來發現是自己想多了，不用那麼擔

心，其實藝術細胞跟美感是可以慢慢練習以及學習的，而且老師也是從很基礎中的基礎慢慢教

的。 

16. 這門課程中我最有印象的是使用Sketchbook繪製資訊履歷圖表，其實在繪製過程中，由於我

不知道自己的興趣為何，不知道自己的特質為何，甚至是不知道該如何去使用這個軟體，但是

經過幾次的練習跟課程，慢慢地去熟悉這個軟體，也慢慢喜歡它，而在整個履歷圖表完成的時



 

候，會有一種非常大的成就感，畢竟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投入心力去完成。 

17. 一開始感覺有點累，因為我不會做九宮格之類的東西，但是到了後期，我反而還挺精神的，因

為可以把自己所學的東西在自己的作品上盡情發揮。 

18. 上了很多主題，覺得自己受益良多。雖然有些作業要花一點時間，但做出來的成品很有成就感！

我很喜歡這堂課！ 

19. 我覺得在這一門課我學到了做資料簡報等，字體跟背景會影響到視覺觀感，主題跟內文字型也

會去影響到我們觀看者的感受，我也在這一門課學到了字型、顏色、電繪。 

20. 想當初就只是不想修自然類的課程才來的，但實際上課後，才發現到原來這門課這麼有趣，不

僅會有講師來演講，還會教導你一些製作簡報可以運用得到的技巧，老師還會帶著你去體驗一

些AI軟體，如果我沒修這門課的話，我跟本不會發現AI軟體是這麼的有趣又好玩。還好當初誤

打誤撞的上了這門課，要不然我根本不會體驗到這麼多事物。高中必選的課程之一，我是這麼

認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