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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蕭心玫 

實施年級 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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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小時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47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最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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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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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備能力： 

1. 能繪製簡單線條。 

2. 能感受生活中的圖像、線條、造型等能力。 



 

一、 課程活動簡介： 

    本實驗課程以「線條」為主題，請學生發現生活周遭的臺灣文化，舉凡各式窗花樣式、

原住民文化的圖騰…等，透過此引導學生觀察、分析臺灣文化的美感，探索其中秩序構成，

並帶入美的形式原則：單純、對比、對稱、均衡、反覆、統一、漸層、韻律、比例、秩序，

使學生觀察生活周遭環境後，利用線條構成圖樣。 

    每一個圖樣設計都可以有自己的故事，設計的靈感可能來自於創作者與生活經驗、興趣

喜好、歷史文化、自然環境等議題連結。為吸引國中生創作興趣，媒材將以 Henna 印度彩繪

作引起動機進行實驗，瞭解 Henna 印度彩繪的由來後，期望學生透過探索與嘗試，應用秩序

構成，設計線條圖樣，傳達個人價值觀、興趣、喜好或個人成長故事及關注的議題，創作屬

於自己的 Henna 祝福，並分享傳遞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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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觀察生活環境中的線條構成，瞭解與藝術的關係。 

2. 合宜的構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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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運用線條進行美感構成圖樣。 

2. 能運用 Henna 繪製自己的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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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的形式原則： 

           單純、對比、對稱、均衡、反覆、統一、漸層、韻律、比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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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單元目標 美感觀察 

操作描述 

請學生觀察窗花樣式、觀察原住民圖騰，發現線條構

成秩序，再觀察學校環境，生活周遭景物，是否能夠

發現隱形的線條。 

2 9/21 

單元目標 美的形式原理 1 

操作描述 

教師介紹美的形式原則： 

單純、對比、對稱、均衡、反覆、 

統一、漸層、韻律、比例、秩序。 

並逐一舉例生活環境存在著美的形式原理。 

例如：教室整齊的課桌椅是秩序之美、 

從正面觀看學校的建築物是對稱之美… 



 

3 9/28 

單元目標 美的形式原理 2 

操作描述 

教師介紹美的形式原則： 

單純、對比、對稱、均衡、反覆、 

統一、漸層、韻律、比例、秩序。 

並逐一舉例生活環境存在著美的形式原理。 

例如：教室整齊的課桌椅是秩序之美、 

從正面觀看學校的建築物是對稱之美… 

4 10/5 

單元目標 印度 Henna 彩繪 v.s. 原住民圖騰 

操作描述 

教師介紹使用媒材為印度 Henna 彩繪，介紹其原

由，並列舉兩項臺灣原住民圖騰意義(ex:布農族的板

曆和太魯閣族的貓頭鷹之眼)後，請學生畫下自身背

景文化的圖騰，並寫下其涵義。 

5 10/19 
單元目標 運用美的形式原理 

操作描述 練習合宜的線條圖形構成。 

6 10/26 

單元目標 抓住美的線條構成 1 

操作描述 

教師把事先準備好的校園環境照投影出來， 

請學生透過觀察與討論，把生活中隱形的線條構成畫

出來，並分析其美的形式原理。 

7 11/2 

單元目標 抓住美的線條構成 2 

操作描述 

教師把事先準備好的校園環境照投影出來， 

請學生透過觀察與討論，把生活中隱形的線條構成畫

出來，並分析其美的形式原理。 

8 11/9 

單元目標 美感製造 1 

操作描述 

在比較兩者之間的文化意義與祝福後，請學生蒐集生

活周遭的人事物圖片後(拍照)，試著抓出其線條構

成，並運用習得的美的形式原理去作線條調整。 

9 11/16 

單元目標 美感製造 2 

操作描述 

在比較兩者之間的文化意義與祝福後，請學生蒐集生

活周遭的人事物圖片後(拍照)，試著抓出其線條構

成，並運用習得的美的形式原理去作線條調整。 

10 11/23 

單元目標 最美的祝福 1 

操作描述 

請學生透過 Henna 彩繪自製的祝福圖樣， 

體現多元文化的融合。 

*教師會預先發通知單告知家長並徵詢同意， 

另外嚴禁蠶豆症患者使用。 



 

四、預期成果：  

1. 能感受生活中各種秩序之美，並善用美的形式原理排列構成。 

2. 透過欣賞、觀察、實作，感受秩序構成的重要性、環境之間的連結性。 

3. 創作設計屬於自己的線條圖樣，學習欣賞美，看見生活美。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11 學年度 翰林版 國民中學 視覺藝術 教師手冊 第一冊 一年級上學期 

 Henna 手繪 https://www.snatch-store.com/pages/blog-hennatattoo 

六、教學資源： 

自製 Powerpoint、自製學習單 

 

11 11/30 

單元目標 最美的祝福 2 

操作描述 

請學生透過 Henna 彩繪自製的祝福圖樣， 

體現多元文化的融合。 

*教師會預先發通知單告知家長並徵詢同意， 

另外嚴禁蠶豆症患者使用。 

12 12/7 

單元目標 最美的祝福 3 

操作描述 

請學生透過 Henna 彩繪自製的祝福圖樣， 

體現多元文化的融合。 

*教師會預先發通知單告知家長並徵詢同意， 

另外嚴禁蠶豆症患者使用。 

https://www.snatch-store.com/pages/blog-hennatattoo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比預估課程多出一倍的時間，例如美的形式原理認知層面基礎若要詳述，教學進度便要放慢，

並運用多模態方式(圖片)增強學生記憶與理解。 

2. 學生對於從生活中抓出點線面的理解程度，比預估時間還要久。 

3. 原預計要讓學生的 Henna 成品與發想靈感之校園風景合照，但因媒材時效性、學校活動辦

理、班級進度狀況…等多種因素，而無法順利實施。 

二、6-18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請學生觀察窗花樣式、觀察原住民圖騰，發現線條構成秩序(點線面)，再觀察學校環境， 

生活周遭景物，是否能夠發現隱形的線條。 

C 課程關鍵思考： 

美感觀察、點線面、美的形式原理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練習合宜的線條圖形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點線面的構成、美的形式原理運用 



 

課堂 6-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觀察與討論校園環境照，把生活中隱形的線條構成畫出來，並運用美的形式原理， 

延伸成新圖案。 

C 課程關鍵思考： 

美感觀察、點線面的構成、美的形式原理運用、生活景物的轉化 

 



 

課堂 8-9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開始蒐集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圖片後(拍照)，試著抓出其線條構成，並運用美的形式原理

去作線條構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美感採集、點線面的構成、美的形式原理運用、校園風景的轉化 



 

課堂 10-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透過 Henna 彩繪自製的祝福圖樣，體現多元文化的融合。 

C 課程關鍵思考： 

點線面的構成、美的形式原理運用、校園風景的轉化、Henna 手繪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比預估課程多出一倍的時間，例如美的形式原理認知層面基礎若要詳述，教學進度便要放慢，

並運用多模態方式(圖片)增強學生記憶與理解。 

2. 學生對於從生活中抓出點線面的理解程度，比預估時間還要久  

→ 是否要從更簡易的圖案去做淺層理解，再深入生活環境。 

3. Henna 是學生第一次碰的創作媒材，穩定度因人而異，從圖畫紙上的草稿轉變到皮膚上繪製提

高了一些難度，若成品效果不好，部分學生會成就感低落。 

→ 可以先讓學生拿原子筆在手上打草稿，降低失敗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