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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昱蓁 

實施年級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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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_小時

班級數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12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斑馬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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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國民中學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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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七年級課程期間從校園環境學習自然中的色彩與質感探究：親身踏查校園周遭，使用自

身所處環境的土壤製作屬於家鄉的大地顏料；除了製作大地顏料，也帶領學生撿拾植物葉

片、花、根莖等，透過收集到的自然材料製成紙漿，完成屬於自己的質感相框。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八年級學生在七年級視覺藝術課中學習到美的形式原理及色彩學，對於造型及色彩有基本

的認識；能夠使用如水彩、色鉛筆、蠟筆等美術材料進行繪畫表現，對接觸新媒材擁有好

奇心且勇於嘗試。



一、 課程活動簡介（300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條紋是歷久不衰的經典符號，總是有意無意地出現在生活中，它如此與我們息息相關的

相處著，卻鮮少有人去討論。因此希望透過此課程，探索與發覺藏在條紋中的比例秘密，引

發學生開始在乎比例美感，並將其多元應用於生活。課程設計方面，先從觀察、比較不同比

例寬度的條紋衣開始引導，將條紋運用紙娃娃換裝的方法利用攝影錯視技巧，在身上比對不

同的設計款式，嘗試找出適合自己的條紋搭配；接著進階探討條紋的密度、色彩對呈現效果

的影響，最後將其觀察與探索的成果加以實踐，結合原住民族的織布文化，選擇在地景觀色

彩，設計一搭配合宜的條紋織帶，利用自製簡易織布機織出成品，組裝金屬扣環後，完成一

件文創商品：織帶吊飾。最後將編織作品與心得小卡展示分享，和同學一同感受比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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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市面上不同款式衣物的條紋搭配：上衣與下著。上衣款式有長版 T恤、短版 T恤、無

袖上衣、長袖上衣等，下著款式則有短褲、七分褲、長褲、短裙、長裙等。其他款式如連

身褲、連身洋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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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傳統木製桌上型梭織機，利用生活中易於準備的各項文具(板夾、原子筆、直尺、梳子)

組裝，學生將學習如何以經緯線交織毛線形成織片的梭織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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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學生分析參考物中的色彩，將其轉換為等量的色塊；透過不同顏色的條紋色彩分配，對

織帶的整體長度及條紋各色所占面積，產生比例美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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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學校內文化族群分布(阿美族、太魯閣族等)，本課程融入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認識原住

民族的織布文化，透過課程中學習簡易的梭織技術，讓學生開發梭織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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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9/15 單元目標 

條紋百搭控 

嘗試設計條紋衣物，於不同身材的同學身上比對，觀

察與討論比例應用的合宜性。 

操作描述 
(1)展示日常中的條紋設計，感受條紋比例之美。

(2)色鉛筆繪製條紋設計學習單。



四、預期成果： 

1. 欣賞日常服裝、足球衣設計，學生能感受生活周遭的條紋比例之美。

2. 繪製 T-shirt設計學習單並拍照比對，學生能發現生活中比例的問題。

3. 透過條紋樣式的歸類，學生能對比例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並以多種方法嘗試實驗。

4. 親自設計織帶並利用梭織方法製作出吊飾飾品，學生能將實驗結果應用於增進生活美感。

5. 書寫或繪製心得小卡，學生能對作品進行說明與省思。

(3)剪下學習單的衣物設計，運用錯位攝影拍照記錄並

觀察條紋於不同身材的合宜性。

2 

9/18~ 

9/23 單元目標 

條紋光譜 

討論條紋設計原則的多樣性，同學間的美感價值觀互

相交流與溝通討論。 

操作描述 

(1)認識光譜概念。

(2)於光譜兩端定義相對概念的形容詞。

(3)進行條紋光譜排列與紀錄。

3 

9/25~ 
9/28 

單元目標 
自我好感紋 

設計出的搭配合宜的條紋形式織帶。 

操作描述 
(1)條紋設計與生活連結，訂定主題：家鄉色彩。

(2)準備梭織工作板材料。

4 

10/2~ 

10/6 
單元目標 

紋上縱橫間： 

運用簡易梭織工具織出條紋織帶。 

操作描述 
(1)準備梭織工作板材料並組裝。

(2)學習簡化版梭織技巧。

5 

10/11~ 
10/13 

單元目標 
紋上縱橫間 

運用簡易梭織工具織出條紋織帶。 

操作描述 (1)以多色的毛線，依設計圖織出條紋織帶。

6 

10/11~ 

10/13 單元目標 

紋上縱橫間 

結束編織，梳理織帶開頭與結尾毛線，利用工具安裝

金屬扣環，全班分享欣賞完成的織帶吊飾。 

操作描述 
(1)為作品加工轉變成文創小物。

(2)完成美感課程心得小卡。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電子書：《美感行動誌－課堂上的美感設計實踐》比例 

穿梭經緯的靈魂符碼：太魯閣族五大圖織技法工具書，方鈞瑋、陳怡方，國立台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2019 

不褪的光澤：臺灣原住民服飾圖錄，屈慧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14 

六、教學資源： 

教師自製教學簡報、學習單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線上梭織實作課】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5yvvLaKx84yqH-

NMCMEbHTBOo6M_ZaLp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配合學校活動進行上課週次變動，依調整後的教學進度表進行課程。 

二、6-1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條紋百搭控 

A 課程實施照片： 

左四圖說明： 

簡報圖示條紋的

變化有方向、寬

度、顏色、形狀

四大規則，設計

中只要稍有調整

其中一項比例即

能成為不同的款

式。 

上圖說明：從左至右為第一堂課程之學生操作流程，學生以教師自製學習單進行手繪條

紋設計，最後利用攝影技巧-錯位，讓設計成果有更有趣、直觀的呈現。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向學生展示教師準備的具有條紋設計之服飾及生活中常見的物件，使學生認識

條紋的設計變化有方向、寬度、顏色、形狀等，能感受生活中條紋比例之美。 

2. 發下條紋設計學習單，請學生將空白的 6 件 T 恤使用色鉛筆繪製條紋，提醒學生

針對條紋的四大規則 

(1)方向

(2)寬度

(3)顏色

(4)形狀

只要在設計中稍有調整其中一項比例即能成為不同的款式。 

3. 使用剪刀將 6 件繪製好的 T 恤沿邊剪下。每組推派不同身材之組員作為模特兒，

將剪下的小 T 恤以紙娃娃換裝的概念利用錯位攝影拍照記錄，從組員們設計的

20~30 件條紋衣中，找尋出最適合組員身材比例的搭配。 

C 課程關鍵思考： 

條紋是生活中常見的紋樣裝飾，相較於服飾中印上局部印花圖案，無論是上衣或是

下著條紋更常是分布於整件衣物，條紋的極簡線條造型以及隨著此條紋衣物穿在身

上所占面積，容易影響視覺上整體觀感，運用適當地搭配可造成視錯覺，有修飾身

材的效果；課堂中請大家實作繪製各種樣式的條紋，從同學身上分析身型與條紋比

例，從中找出最適合的穿衣視覺效果。 



課堂 2--條紋光譜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認識光譜概念：光譜指光波長、頻率大小順次排列形成的圖案，其分布具帶狀、連續

性排列；當今社會將其模糊又連續如色彩多樣又有漸層彩虹的特性運用於非科學概念例如

性別光譜。 

2. 於光譜兩端定義相對概念的形容詞：於桌面上已畫好的雙箭頭來定義光譜兩端：舉出

兩個相對的詞語。舉例：可針對第一堂課提到的條紋的四大規則來定義形容詞。 

(1)方向

圖片說明：組員間糾結、討

論、達成共識，小組中互相討

論與溝通，除了是為了完成課

堂任務，同時也是在進行每個

人的美感價值觀交流。 

垂直 水平 



(2)寬度

(3)顏色

(4)形狀

3. 在定義下，小組成員互相討論如何分類並排列條紋光譜，將各組的討論結果紀錄後，

再嘗試其他定義進行新一輪的排列。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程裡帶入光譜的概念，所有事物在自定義下進行帶狀的分類，小組活動的過程中會不斷

地發生與組員的對話，「究竟要將這放在哪裡？」位置，更多是在中間遊走、難以分辨

的，經過糾結、討論、達成共識，在小組中同學間的討論與溝通，除了是為了完成課堂任

務，同時也是在進行每個人的美感價值觀交流，根據第二堂課的觀察後分類歸納，對條紋

的方向、寬度、顏色、形狀有更深層的思考。 

寬 窄 

雙色 多色 

規矩 不規矩 

明度高 明度低 彩度高 彩度低 



課堂 3--自我好感紋 

A 課程實施照片： 

上圖說明：搭配學生的課堂作業-家鄉景觀攝影，使用色鉛筆繪製織帶設計圖，其條

紋分布的發想來源是將照片橫向分析出其中包含的色彩後，再按面積比例呈現。 

上圖說明：學生繪製完成設計圖後，自行準備原子筆作為梭織中的引緯器(梭子)，在

筆桿上綑綁毛線來領取之後編織所需材料。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條紋設計：將設計與生活連結，訂定主題為家鄉色彩，搭配學生的課堂作業-家鄉景

觀攝影，使用色鉛筆繪製織帶設計圖，其條紋分布的發想來源是將照片橫向分析出其

中包含的色彩後，再按面積比例呈現。 

2.每人準備兩支原子筆，依據設計圖中色彩，將教師準備的多色毛線纏繞於筆桿當

作引緯器(梭子)。 

C 課程關鍵思考： 

條紋的設計是一堂創作色彩意象課程。課堂規定條紋中的色彩必須對在地景觀

照片進行色彩截取，使用截取到顏色作為配色，不過分析後發現：照片中的色

彩其實很多，所有顏色都要納入設計嗎？老師引導學生減法設計：從各色調的

所佔比例，必須思考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只要留下最具代表性的

幾種色彩，即可創造出此景觀的意象，學習簡化是設計中不可或缺的概念。 



課堂 4--紋上縱橫間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準備梭織工作板，材料有：草稿圖、塑膠板夾、直尺、梳子、剪刀、一支筆及綑

上毛線的原子筆。 

(1)綁經線：將草稿圖夾於板夾上，綁緊固定六條可繞過板夾長邊的毛線作為經線。

(2)直尺與毛線方向垂直地穿過板夾和毛線之間，使直尺站立讓板夾和毛線間架出空

間，較方便之後梭子引線。 

(3)投梭：配合草稿紙預先寫上的刻度，以筆桿較細的筆挑起雙數號經線，把梭子(纏

上圖說明：老師面向全班先使用實物投影機特寫轉播梭織現場操作，再分組個別指

導、排解問題，透過多次示範講解讓每位學生能順利進行。 



繞毛線的原子筆)穿過經線形成第一列緯線；再挑起單數號經線後投梭形成第二列緯

線，之後反覆進行以上步驟。 

(4)打緯：每次投梭後，使用具扁平齒梳的梳子往編織開頭處向下收攏緯線，幫助上

層緯線與下層緯線緊密靠齊。 

2. 交代編織進度，規定課堂作業於下次上課檢查。

C 課程關鍵思考： 

將大而重的梭織器具，轉換成使用生活中極易取得的文具來組裝，是希望傳統

的梭織技藝可以在現代生活中能有更方便的接觸與嘗試方法，使這項傳統中的

文化記憶能在國中生的日常裡展現。 



課堂 5--紋上縱橫間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接續上週學會的梭織方法，告知編織技術的評量標準：於編織過程中需留意初學

者常犯之錯誤是織帶不等寬，此現象來自左右來回游走的緯線會因為過於用力拉

扯，導致織帶逐漸收緊而愈來愈窄；最佳的編織狀

態是每次緯線以同樣的鬆緊度左右來回，使織帶從

頭到尾呈現等寬。 

2. 換線：如遇條紋色彩轉變，例如右圖所示梭線藍

上圖說明：教師在各小組桌再次示範編織訣竅並教學換線方法。 



換為梭線黃，為了避免線段脫落，接續之毛線需從上段緯線的中間連接，兩段毛線

重疊小段後繼續編織。 

3. 交代編織進度，規定課堂作業於下次上課檢查。

C 課程關鍵思考： 

以多色的毛線，依設計圖織出條紋織帶，編織過程中感受精巧的編織技術，體

會經線與緯線的交織，從中沉澱心靈。 



課堂 6--紋上縱橫間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編織完成的織帶從板夾側邊拆下，使用布剪刀剪去頭尾兩端多餘的經線。

(注意頭尾皆需留下約 1 公分未編上緯線的經線線段) 

2. 保麗膠固定經緯線：織帶中間段有經緯毛線緊密交

織不會脫落；不過織帶兩端只有經線，此處最易鬆開，

必須在末端使用保麗龍膠將經緯線黏貼固定。 

3. 織帶對折，將頭尾兩端以鉗子夾緊夾式金屬扣環，完成織帶吊飾。

上圖說明：夾式金屬扣環。 



4. 書寫或繪製美感課程心得小卡，最後搭配織帶完成品，全班互相欣賞、交流。

C 課程關鍵思考： 

工藝作品該如何轉換為文創商品呢？可以從實用性方面思考。考慮這件作品如

何運用於大家的生活中？可以發想全新的使用方式，也可以從作品的造型著

手，與目前已有的物品比對，是否有類似的造型能做材質的代換。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條紋設計有多種變化因素：寬窄、方向、顏色等，將條紋衣飾穿於身上需考慮穿者身

材，影響美感的因素眾多，學生易陷入選擇兩難，從活動中再次感受到：美感，不單只是追

求的是否適宜、美觀，美感沒有最佳解，課堂中進行的活動，不會僅是為了找出答案，更是

希望透過美感課程，引發美感的交流與探索。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