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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張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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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班 學生數 18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為環境發聲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 A3.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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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以環境議題著手帶領學生進到學校周圍觀察與撿拾垃圾，以進行討論。 

2.運用攝影的方式拍攝環境垃圾，進行構成編排與色彩計畫。 

3.環境污染海報設計成果進行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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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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色配色練習、基礎攝影構圖、圖文創作課程 

* 先備能力： 

1、學生有基礎色彩與攝影構圖概念，此課程習得色彩與構成的深度結合，提升美感應用

力。 

2、學生已具有初步環境保護概念，從街道外拍與撿拾垃圾過程，讓學生具有環境行動力。 

3、學生對於發表有明顯害羞，利用議題導向的課堂作品發表搭配宣講活動提升學生表達

力。 

三、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課程第一階段總共兩堂課，從環境議題中的垃圾問題進行討論與引導，帶學生思考生活習慣

所衍生的垃圾，以及垃圾處理過程中，帶給環境汙染的成因，以及海洋垃圾所衍生的問題，

對整體環境的影響。並帶學生走出校園實際觀察周圍街道的垃圾樣態，進行拍攝並透過身體

力行撿拾生活環境中的垃圾，回校針對垃圾樣態與行動進行自我習慣的反省。 

課程第二階段為五堂課，運用環境觀察時所拍攝的垃圾照片，以及垃圾素材，進行裁切、拼

貼構成，進行色彩計畫後搭配色塊與文字，完成 A4 海報。學重點為構成的格線運用、視覺

焦點的確立，擷取照片、色塊、文字等素材，進行版面編排中了解畫面的平衡。最後將作品

進行布置展覽，並嘗試讓每位學生針對作品進行理念短獎，以及透過資訊媒體進行環境議題

發散期待能為環境發聲。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觀察環境中需改善的部分。 

2、 能夠觀察平面構成中的視覺平衡要素。  

美感技術 

1、 學會版面分割的格線應用。 

2、 尺、規與美工刀的剪裁搭配技巧。 

3、 將構成的視覺焦點原則應用於攝影中。 

美感概念 
1、 能夠理解版面構成的意義。 

2、 能夠分辨攝影美學與平面設計的差異。 

其他美感目標 1、融入環境議題，從垃圾議題著手帶領學生思考成因，維護環境美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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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環境議題思考 
1.運用垃圾洋流影片，思考生活中的垃圾對環境的影響。 

2.以提問方式探詢垃圾最後去處的問題，進行觀念引導。 

2 9/9 攝影小景試拍 

1.運用 ppt 講解關於街道小景的攝影構圖方法，以構成中

的視覺焦點為教學重點，如何應用於攝影中。 

2.校園中進行小景試拍練習。 

3.將作品上傳到各班雲端，教師運用作品進行作品調整。 

3  9/16 街道垃圾觀察 

1.街道觀察的安全與重點說明，並複習攝影技巧。 

2.以上星期學生作品為案例，進行攝影構圖方法的說明。 

3.街道實地踏查、拍攝與撿拾垃圾。 

4.撿拾回校的垃圾分類回收，並挑選好照片傳一張給老

師。 

4  9/23 
議題海報編排 

—構成 

1 思考並發表上次課程中所撿拾的垃圾，出現的原因，如

何避免，以及撿拾過程自己的感受。. 

2.上星期所撿拾的垃圾攝影作品，每人印

出 A4 照片，剪裁、編排在 8 開黑色卡紙

將上(如範例圖片形式)。 

3.平面構成範例說明與嘗試，以構成格線

為教學重點，照片至少裁切一刀，選擇

照片中的主角與背景，進行 8 開畫面延伸。 

5  9/30 
議題海報編排 

—色彩 

1.在構成版面中進行色彩計畫，以照片畫面中的色調為思

考基準，版面配色調整成同色系配色或對比色配色。 

2.教師提供各色色紙，以色塊與線條進行版面色彩搭配。 

6  10/7 
議題海報編排 

—文字 

1.調整照片與色塊的構成編排，思考主題的位置。 

2.教師提供文字排列思考重點(字形、大小、色彩)與範

例。 

3.請學生思考加入那些標題字內容，並調整版面構成。 

7  10/14 
議題海報編排 

—完成版面 

1.所有構成位置確認後，進行微調與黏貼。 

2.將上星期所確認的主題文字列印後，裁切黏貼。 

8 10/21 理念發表展示 

1.每位學生站立並拿麥克風進行作品理念發表。 

2.將作品運用展板進行佈展，懸掛於各班展示牆面。 

3.將學生作品掃描進行網路作品展，將環保理念廣為宣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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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期成果 

1、 學生能藉由環境議題海報設計，習得構成編排時的格線運用。 

2、 透過主題色彩的教學，學生能將主色調與輔助色運用於版面編排中。 

3、 文字融入攝影的教學，讓學生習得如何營造圖像背後的意義及理念。 

4、 藉由環境議題的主題學習，能了解如何行動以維護整體環境，並為環境發聲。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1、 色度。德瑞克•賈曼。臉譜出版社。2018。 

2、 平面設計的大忌。設計研究所。大是文化。2024。 

3、 幸運之人。約翰・伯格。麥田出版社。2024。 

八、教學資源 

 平板電腦、投影設備、美工刀、剪刀、圓規刀、圓規、尺、 膠水、各色紙材、黑色卡紙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第一節與第二節課中間，再加入一節課，將 ppt 講解關於街道小景的攝影構圖方法

往後移，並加入校園試拍練習，原來的 7 堂課增加為 8 堂課。 

2. 第二節課，清洗乾淨的垃圾進行分類回收，本來要運用於平面編排中，但考慮到衛

生問題，這次課程就沒有將垃圾實物運用到平面構成中。 

3. 原本每人洗出兩張 5×8 照片，貼於 A4 卡紙上。考慮到作品太小，以及 5×8 照片也

不夠大，修正為印出 A4 照片，並用 8 開黑卡紙當底板。 

4. 原本規劃學生作品主題文字要打字列印後，再進行裁切黏貼，但學生無法自行列

印，且標題產出的時間不確定，因此改為用手寫字體，讓學生自行控制文字的大小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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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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垃圾洋流影片，思考生活中的垃圾對環境的影響。 

2.以分組提問，讓學生討論海洋那麼多的垃圾是如何形成。 

3.分組發表想法，老師統整後再運用影片講解環境議題的重要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1.人類生活的習慣，會產生何種垃圾。 

2.太平洋垃圾島的垃圾形成的管道有那些。 

3.自己要調整那些生活習慣，才會減少垃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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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運用 ppt 講解關於街道物品小景的攝影構圖方法，以構成中的視覺焦點為教學重

點，如何應用於攝影中。 

    2.校園中進行小景試拍練習。 

    3.將作品上傳到各班雲端，教師運用學生作品進行構圖說明與指導，並確認學生都能

夠將作品上傳到雲端。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將垃圾小物，搭配周圍場景，進行手機構圖的調整。 

     2.低視角與高視角的攝影構圖，感受有何不同。 

     3.主角透過近拍與遠拍的構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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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街道觀察的安全與重點說明，並複習上星期的攝影技巧。 

2.運用上星期學生校園試拍作品為案例，進行攝影構圖方法的檢討。 

3.三人一組，每組發一個回收垃圾袋，帶學生到街道實地踏查、拍攝以垃圾為主角

的作品，並將垃圾撿拾回收。 

4.撿拾回校的垃圾分類回收，並挑選好照片傳一張到各班雲端空間給老師。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調整垃圾小物的角度與位置，以搭配周圍場景，進行主題拍攝。 

     2.以格線為構圖思考，如何運用低視角進行拍攝。 

     3.從觀察環境與尋找垃圾的過程中，發現街道垃圾的種類並思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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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思考並發表上次街道攝影時，所撿拾的垃圾，其出現的原因，如何避免，以及撿拾

過程自己的感受。. 

2. 將學生所撿拾的垃圾攝影作品，印出 A4 圖片，剪裁、編排在 8 開黑色卡紙上。 

3.運用 ppt 進行平面構成範例說明，以構成格線為教學重點，引導學生照片至少裁切

一刀，選擇照片中的主角與背景，在 8 開黑色卡紙中進行畫面構成與延伸。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將 A4 的圖片，運用裁切方式，擴充到 8 開的版面。 

2.在裁切照片過程中，思考背景與主角的關係，以及版面編排的穩定感覺。 

3.編排過程中思考主角的視覺焦點與背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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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運用構成範例 ppt，說明版面中加入對比色與類似色的色彩配色感覺。 

2.教師提供各色色紙，引導學生以色塊與線條進行版面色彩搭配。 

3.學生開始運用色塊與照片進行構成搭配，提醒學生以照片畫面中的色調為思考基

準，將版面配色調整成同色系配色或對比色配色，並且不能剪卡通圖案，要是色塊

的運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1.從照片中的色彩所衍生的版面配色思考。 

2.色彩塊面的大小，對於版面編排整體感受的適宜性。 

3.版面中同色系配色與對比色配色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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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調整照片與色塊的構成編排，思考主題的位置。 

2.教師運用 ppt 講解文字與版面的編排關係，提供文字排列的思考重點(字形、大小、色彩)

與範例。 

3.請學生思考加入那些標題字內容，並調整版面構成。 

4.運用手寫字在色塊上，剪貼並編排到作品版面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字體大小在版面中的恰當性。 

2.文字閱讀性與版面構成中，所裁切出的線條關係。 

3.圖片、色塊、文字在版面中所安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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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再運用色塊、文字構成的案例，重新補充編排的概念。 

2.學生將版面上所有構成物件的位置確認後，進行微調與黏貼。 

3.教師再確認學生文字書寫的恰當型，若太潦草請學生重新再寫。 

C 課程關鍵思考： 

1.版面中由主要圖像為考量，所衍生出來的編排樣式。 

2.在編排物件時，思考所有物件在細微調整中，心裡對畫面所呈現的平衡感。 

3.考慮適度留白的空間感。 

4.字體是否端正、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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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說明作品發表的重點，請學生運用五分鐘確定會面黏貼妥當、思考發表內容。 

2.教師將發表的重點寫在黑板上，提供學生參考。 

3.每位學生站立並拿麥克風進行創作理念、創作心得發表。 

4.將作品運用展板進行佈展，懸掛於各班展示牆面。 

5.將學生作品掃描進行網路作品展，將環保理念廣為宣達。 

C 課程關鍵思考： 

1.為什麼選擇這句標題與圖像搭配。 

2.為什麼這樣編排作品，如何選擇色彩。 

3.這個課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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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學生在於照片裁切時，很多會裁切太多刀，應該可以讓學生先用廢紙模擬裁切過後

的色塊，讓學生先行模擬排列，另外，再請學生認真思考裁切的意義，並先行寫下

來跟組員或老師討論，相互學習版面構成的技巧，才不會只憑感覺去裁切照片。 

2、學生在街道拍攝階段，因帶出校外，若能夠請行政派老師協助，會更加安全。再

者，街道拍攝若全年級實施，可安排不同路段，以防此區域前一個班級學生撿完垃

圾，下一班就沒有垃圾可拍攝，可見此課程對於街道垃圾的議題，具有行動力去改

變環境。 

3、此課程若能夠結合學校衛生組環境教育議題，跨領域結合其它課程進行環境議題深

度教學，更能夠讓此議題內涵深化學習，也更能達到學生對於環境教育的重視與執

行力。 

4、以議題導向的美感教育課程，會比單純美感構面學習，需要更多的堂數堆疊學生對

於此議題的概念與重視程度，再加上操作性的課程性質，一個單元會應用到半個學

期的時間，在規劃學期課程時必須要考慮學生的學習進程，以及跟國中三個年級，

藝術領綱的學習內涵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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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一)學生街道外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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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構成作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