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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授課教師 徐銘謙 

教師主授科目 城市美學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3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城市散策—物導向的城市觀察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3 期，第 2 頁 文章標題 

與「最強世界」相遇： 

以城市空間觀察作為起點 

課程融入 

議題 

□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   □ 多元文化教育  
□ 閱讀素養教育   □ 人權教育   □ 環境教育   □ 海洋教育   □ 科技教育  
□ 能源教育   □ 家庭教育   □ 品德教育   □ 生命教育   □ 法治教育 
□ 資訊教育   □ 安全教育   □ 防災教育   □ 戶外教育   □ 國際教育 
□ 無特定議題   □v 其他___________城市教育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如：國文） 美術 施作總節數 20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v 高級中學   1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以城市美學的主題式課程，從「構成」的美感構面中，引導學生學習排版與視覺傳達的設計能

力，最終產出「城市散策」網站，以網頁設計進行城市空間的踏查與設計思考。透過課程活動引

導學生做中學，從日常生活、平面設計與空間中的城市規劃等三個向度，探索認識、並應用構成的美

感思維，培養學生對城市美學的敏感度與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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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目標（條列式） 

 發現生活中的構成美感，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認識構成美感，並運用於排版設計當中 

 學習物導向的設計思維，並運用於城市空間中的構成踏查 

 運用視覺傳達能力，以網頁設計進行城市空間的設計思考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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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透過課程活動引導學生做中學，從➊生活中的構成（探索）、➋平面中的構成（排

版）、➌空間中的構成（城市踏查）三個向度，探索、認識、並應用構成的美感思維，最終

培養學生對城市美學的敏感度與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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➊ 生活中的構成  

A 小編開箱文 

以生活中文具店的社群排版為引起動機，請大家化身成為社群小編，行銷自己鉛筆盒

內文具們，拍攝開箱文。也透過活動反思在排列過程中，發現排列時的構成美感，發現對

齊、群組關係、留白等設計師的專家思維。活動目標：能讓觀眾在滑過版面的瞬間，可以

一目瞭然、快速吸收訊息。 

    
▲學生平面構成觀察，與開箱文實做練習 

B 空間中的構成練習 

在開箱文中，發現了排版中好的構成會有的條件：對齊、群組、留白。接著將構成的

練習由平面轉為生活中空間的觀察。請學生們成為室內設計師，為教室、學校空間進行構

成的觀察，將雜亂的地方以構成的專家思維重新設計。活動目標：以構成思維進行空間的

規劃，讓環境變得更聚焦、錦然有序。 

    

    
▲學生的空間構成觀察與改造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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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➋ 排版  ＃安妮新聞融入課程｜排版觀察 

A 排版觀察家 

第二單元課程開始用運構成的專家思維，進行平面設計中排版的觀察與實做。透過做

中學，先發放安妮新聞讓學生觀察，以構成的專家思維來分析看看安妮新聞的排版。請學

生找尋一個好的排版會擁有哪些元素？與注意哪些構成關係？ 

    
▲安妮新聞觀察&學生實作練習與觀察 

B 學習歷程檔案排版健檢術 

透過排版觀察家的活動，學生在小組討論後，總結出不同在排版時要注意的面向，統

整後成為一個排版的健檢單。接著以學生自己過去設計過的學習歷程檔案為改造素材，讓

學生以使用者經驗的角度，彼此交換閱讀，反思教授們在10秒內會從學習歷程檔案上看到

甚麼？筆者想要表達出的特質有什麼？並在小活動後，配合排版健檢單，反思自己在學習

歷程檔案上還有哪些可以再改進的地方，進行修正與重新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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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重新排版成果 

  

➌ 網頁設計  ＃安妮新聞融入課程｜城市議題探索 

A 城市散步學 

第三單元課程開始，進入到城市空間中構成物件的觀察。希望以城市散步學的方法為

引導，用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構成城市的不同物件。先帶領學生們閱讀安妮新聞中的『與

「最強世界」相遇：以城市空間觀察作為起點』，透過文章開啟對於城市探索的想像，再

繼續延伸到文章中提及的城市散步學方法，思考要如何使用構成的眼光與視角來觀看城市

空間。引導學生反思這些物件如何構成我們的城市面貌與文化，並運用城市規劃的設計思維來重

新評估和想像城市空間的可能性。 

此外也透過小組活動，請大家圈出在新聞中提及的不同城市物件，讓大家架構出一個

城市空間裡擁有的物件網絡圖，並且觀察在新聞中是如何撰寫描寫、呈現出不同物件的面

貌。最後聚焦出自己想要踏查的城市物件與觀察方法。 

   
▲安妮新聞文章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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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物導向的城市踏查 

每位同學最終選定自己的觀察物件主題和觀察方法。最終進入芳和校園附近的嘉興公

園周圍，以刺蝟派的散步學方法進行城市空間的踏查，透過攝影的方式先捕捉在城市空間

中自己選定的觀察物件，並且記錄下採集的地點與質性描述。 

     
▲城市空間踏查照片 

C 城市散策網頁設計 

最終將結合這學期學習到的排版構成能力，在觀察完城市空間中的物件構成後，帶領

學生思考如何以「網頁」一目暸然的圖文形式，將訊息準確傳達給受眾。使用視覺傳達和

網頁設計技能來整合、呈現他們所收集到的信息，最終產出「城市散策」的城市觀察網

站。連結城市規劃、產品設計和視覺傳達的設計能力，透過實踐過程成為城市空間倡議的

行動者。 

 

▲網站連結與成果呈現 https://abcc123.my.canva.site/city 

https://abcc123.my.canva.sit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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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製作的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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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開始在帶出去校外踏查時，發現學生比較容易走馬看花，或是引導問題比較容易快速

回答完成。但在後面的課程中，帶入速寫的概念於物件觀察時，發現相比文字紀錄與拍

攝，學生更可以從繪畫的過程中，積極地觀察與細緻體驗物件的狀態。如果在下次進行

同樣的課程時，會更早將速寫的概念加入觀察練習，並更深入地連結產品設計與物件速

寫觀察的關係，讓學生更能自發性地打開觀察的眼睛。 

 原本對於成果的網頁製作比較偏向設計與應用美術，但後面發現有些學生選擇的主題不

全然偏向完全實用性的設計導向，而是比較偏向當代藝術概念的創作，像是有的學生選

擇的觀察物件主題是：城市中具有封閉功能的線條、城市中的時間感等等。但我自己也

覺得是個很有趣的視角，所以有把主題的範圍擴大，除了對於物件的觀察與城市設計的

關係，也可以從物件背後的抽象概念出發，以藝術創作作為一種對於城市設計提問的方

法，將設計的領域更擴大到概念性的思考。 

 原訂的課程架構順序為：➊生活中的構成（體驗）> ➋平面中的構成（排版）> ➌空

間中的構成（城市踏查）。但後面才發現期末學生的課業壓力比較大，建議可以將順序

改為➊生活中的構成（體驗）> ➌空間中的構成（城市踏查）> ➋平面中的構成（排

版），讓主要活動「空間中的構成（城市踏查）」可以在期中末期完成，最後再進入到

「平面中的構成（排版）」，順便用所學的排版技能，直接進行該課程的學習歷程檔案

製作，這樣期末可以比較偏向總結性的統整，學生的期末壓力也比較不會那麼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