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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芊妤 

申請類別 ■  設計教育課程（至少 6 小時）□ 基本設計（18 小時）   

課程執行類別 □ 國民中學   ■普通型高中   □ 技術型高中   □ 綜合型高中 

授課年級 □ 國一   □ 國二   □ 國三   □ 高一   ■  高二   □ 高三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 美術班  

課程類型 □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 其他：＿＿＿＿＿＿＿＿ 

班級數 1 班 學生數 4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Everyone is unique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 A2.  A17.  B5.  B17 

課程主題 

其他選填項目 

【A】教育部 108 課綱之 19 項重大議題 

A1.性別平等、A2.人權、A3.環境、A4.海洋、A5.品德、A6.生命、A7.安全、A8.家庭

教育、A9.生涯規劃、A10.資訊、A11.科技、A12.法治、A13.國際教育、A14.閱讀素

養、A15.防災、A16.能源、A17.多元文化、A18.戶外教育、A19.原住民族教育。 

【B】SDGs 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B1.終結貧窮、B2.消除飢餓、B3.健康與福祉、B4.優質教育、B5.性別平權、B6.淨水及

衛生、B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B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B9.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

設、B10.減少不平等、B11.永續城鄉、B12.責任消費及生產、B13.氣候行動、B14.保

育海洋生態、B15.保育陸域生態、B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B17.多元夥伴關係。 

全新課程說明 

□ 本人過去沒有施作的課程設計。 

■ 本人了解其他教師沒有相同課程設計。 

■ 參考先前課程，並加入重大議題 (■ 本人__110 _課程)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 探索屬於自身的膚色色彩，過程中鑑賞、認識與了解自身與世界各地

膚色的差異。 

2. 能透過科學分析色彩，描繪與表現自我畫像。 

3.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進而實踐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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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綱核心素養 （請勾選符合項目） 

A.自主行動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二、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300 字左右） 

* 先修科目：學生無修習美感教育課程相關經驗 

* 先備能力：藉由日常生活的觀察達成美感色彩搭配能力。 

三、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美感」課程即是讓學生能完成「對美的欣賞力」、「對美的感受力」，然後自己產生「對

美的創造力」。因此本課程將涵蓋教育部訂單元及生活中一切涉及美感欣賞、研究、製作的

活動。自畫像是每位學生成長過程中必經的課程之一，但要如何準確地畫出自己的膚色是歷

屆學生的挑戰，本課程 pixel art 自畫像透過傳統電腦遊戲超級瑪莉為靈感出發，教師透過介

紹人權藝術家及攝影師喚起學生對於人權議題及尊重個體的意識，同時介紹國內外肖像畫家

作品讓學生理解肖像創作脈絡。結合認識自我的課程，進而設計出獨創的像素自畫像課程，

藉由單格單格執行色彩計畫，同時讓學生了解混色法則，尤其是膚色，該如何調出屬於自己

的膚色色彩也是本計畫課程的重點，畫出準確的膚色，並以理性客觀的方式直接面對自我形

象，按照色彩比例調配出自己的膚色及髮色色彩，並同時拓展感性知覺的範疇，揭露自我故

事練習表達自我，進而能在其開闊的心胸中，心靈整體得到無限的滿足，由此而可在審美品

味上提昇。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從生活之中去觀察同學、捷運上的通勤族每個人的髮色及膚色都不盡相同，包含

電視上的影視明星也是如此，透過美感色彩課程，能辨別什麼樣的髮色及膚色是

適合什麼樣的人（黃種人、白種人…）的將會是本課程目標。 

美感技術 

1.利用攝影請家人幫忙拍出有故事有美感的肖像照片，並學習服裝色彩搭配技

能。 

2.使用色鉛筆調色法調出需要的膚色及髮色，藉以訓練學生的辨色及調色能力。 

美感概念 

1.探索色彩的微小差異 

2.合宜的搭配髮色及膚色的美感培育 

3.色彩美學的設計運用 

其他美感目標 
本計劃課程結合 108 課綱人權議題，提升學生尊重差異的機會，激發創造與他人

互動共好的意識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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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大綱、教學進度 ( 課程週次請依課程需求增減，請詳述操作方式以便記錄分享 ) 

週次/序 上課日期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第五週 感知美感收集美感 

教師介紹東西方、男性、女性、帝王、平民肖像畫歷

史，並介紹梵谷等自畫像藝術家並，請學生將生活中

人物圖片搜集（拍攝、收集ＤＭ或上網找都可以）待

到課堂，帶領學生分析自己所戴的圖片中人物膚色及

髮色的些微差異，並與組員討論，其中的色彩是偏

紅、偏黃、偏白、偏綠、偏藍？ 

2  第六週 觀察擷取感受意象 

講解膚色的成因，將上課觀察到的膚色及髮色美感資

料轉化為色票，運用色鉛筆調和出各種不同選擇的色

彩。並將全班色票集中並討論，色彩的共通點及差異

點，使用適當的形容詞及想像力說出對於色彩的感覺

與聯想並進行人權藝術家（JR, 安潔莉卡達斯,克羅

斯）相關議題討論。 

3  第七週 色彩思考與搭配 

介紹肖像拍攝技巧，請學生拍攝一張具有個人故事及

魅力半身的肖像並以彩色Ａ4 輸出帶到課堂上。 

將所拍攝的照片以一公分為單位打出方格子，並分析

畫面主要色彩五個（兩種膚色、兩種髮色及衣著主要

色彩）後，利用上週課堂介紹的調色法則，使用色鉛

筆調出相符的色彩 

4  第八週 
合宜運用於像素自

畫像 1 

教師幫忙準備方格透明片，讓學生使用對照顏色之相

對位置，學生印出自己的肖像照片，依序將格子填滿

相對應的色彩，這部分須考驗學生的觀察力及耐心，

教師引導學生疊色技巧並適時給予建議。 

5  第九週 
合宜運用於像素自

畫像 2 

繼續依序將格子填滿相對應的色彩，這部分須考驗學

生的觀察力及耐心，教師引導學生疊色技巧並適時給

予建議。使用色鉛筆混色方式調和色彩 

6  第十週 成果分享 

透過成果分享學會反思,進而創造生活中合宜的美感目

標，進行班級性展覽與票選，達到互相觀摩學習之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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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期成果 

 1. 學生能透過收集圖片資料過程感知色彩，讓學生更加了解自單一個體的特色，了解自己後

能建立自信心。 

2. 學生能透過生活色彩的採集，能了解色彩豐富的多樣性。 

3. 學生能從生活經驗覺知「色彩」的概念與美感的關係。 

4. 學生能從體驗理性繪畫，豐富學生的美感經驗，生活中就有美，讓美感俯拾皆是。 

5. 探索生活中的色彩關係，尋找合宜適宜的色彩搭配。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西蒙·沙瑪，英國面孔：從肖像畫看歷史，商務印書館，2021 

湯瑪斯‧帕維特，著色圈圈畫 名人肖像：5 個數字畫出維妙維肖人物肖像，積木文化，2015 

蘇國強，中國歷代經典繪畫粹編：明清肖像，中國書店，2023 

讓一呂克·南希，肖像的凝視，灕江出版社，2015 

翠西·亞瑞徹，肖像畫的 219 個疑問，廣西美術出版社，2015 

八、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dpi 藝術雜誌、今藝術雜誌、藝術家雜誌等各類相關自我探索或外文書籍收集。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課程中第四週特別增加「調色膚色練習」環節，以提升學生對於膚色的熟悉程度，

幫助其更精準地掌握不同膚色的特徵與表現方式。此環節將從基礎色彩理論開始，

介紹膚色的基本色系組成，並運用暖色調與冷色調的對比進行多次嘗試，了解不同

光線與環境下膚色的變化。學生將通過實際混色練習，調配出多種膚色樣本，並在

課堂中進行比對與討論，深入認識膚色的多樣性和文化背景。此外，教師將提供照

片、影像素材作為參考，讓學生學習如何在真實環境中觀察膚色細節，進一步強化

其色彩觀察力與調色能力。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創作時的精準性，也能幫助學生以更

寬容和多元的視角來認識世界上的不同膚色與人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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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分析東西方肖像畫異同。 

2. 分組討論肖像畫傳達其色彩、構圖、內容、形式、膚色等特質。  

3.各組將討論內容寫在小白板上，並與全班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認識東西方肖像畫的關鍵要素之內涵  

2. 觀察各式肖像畫的構圖、內容、形式、膚色等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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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從自己搜集的膚色圖片中選出較具代表的五個顏色  

2. 練習以色鉛筆及麥克筆調製成接近顏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同學練習運用色鉛筆及麥克筆調出接近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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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課堂上請同學協助拍攝一張具有個人故事及魅力半身的肖像並以彩色Ａ4 輸出帶

到課堂上。 

2.將所拍攝的照片以一公分為單位打出方格子，並分析畫面主要色彩五個（兩種膚

色、兩種髮色及衣著主要色彩）後，利用上週課堂介紹的調色法則，使用色鉛筆調

出相符的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學生能透過轉化資料過程感知色彩，讓學生更加了解單一個體的特色，以建立自

信。 

2. 學生能透過生活色彩的採集，能了解色彩豐富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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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依序將格子填滿相對應的色彩，這部分須考驗學生的細心及耐心。 

2.過程中教師示範膚色調色技巧，使色彩更接近真實。 

C 課程關鍵思考： 

教師講述並舉例色彩調和的原則，並讓同學運用原則來選擇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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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依序將格子填滿相對應的色彩，這部分須考驗學生的觀察力及耐心。 

2.過程中教師示範膚色調色技巧，使色彩更接近真實。 

C 課程關鍵思考： 

教師講述並舉例色彩調和的原則，並讓同學運用原則來選擇調色。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透過成果分享學會反思人權教育與多元文化價值,進而尊重多元審美觀。 

C 課程關鍵思考：透過作品發表，讓學生更加了解個別個體的特色，以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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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教學挑戰與對策 

*學生難以準確調配膚色 

對策：引入膚色調配範例及參考表，並提供多種顏料實作練習；透過數位工具模擬膚色

組合，幫助學生熟悉混色原理。 

*學生對像素藝術不熟悉 

對策：設計分段式的基礎教學，先從簡單形狀入手，逐步提高難度；提供多媒體教學資

源，幫助學生快速掌握技巧。 

*部分學生自我形象認識模糊 

對策：引導學生通過書面或小組討論方式分享對自己的看法，並利用照片參考作為輔

助，降低心理障礙。 

2.課程成效與未來規劃 

*成效：學生能完成具有個人特色的像素自畫像，並提升對自我形象的認識；在混色與

色彩運用方面取得進步。 

*未來規劃：擴展課程至其他藝術媒材，如拼貼畫、刺繡像素圖等，進一步探索不同藝

術形式中的美感表達。舉辦學生作品展覽，邀請家長及社區參與，展示學生的學習成

果，促進課程的社會影響力。設計進階課程，深入探討多文化視角下的美感與自我表

現，例如跨文化藝術與美學理論的融合。 

3.課程推廣參考建議 

結合線上平台，設計像素藝術互動模擬工具，讓學生在課後繼續練習。 

建立跨校合作模式，舉辦聯合展覽或比賽，提升學生對課程的興趣及參與度。 

與本地藝術家合作，開展工作坊或講座，讓學生接觸更多元的創作形式與視野。 

希望這套課程能夠幫助學生提升美感素養，並以創造力回應當代的藝術與文化需求！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分組討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aDhCwSpTU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aDhCwSpT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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