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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70052 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 34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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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班 學生數 9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光的小宇宙：家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 A6.生命＿B11.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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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讓學生能夠放大感官，觀察身邊週遭的環境，並培養創意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 

2.能感受抽象的光，創造空間的感知，並能結合對生命歷程的啟發。 

3.學習讓手去思考創作的過程，並能了解透過媒材將想法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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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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藝術課程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先備能力：已在國中端建構美術的相關課程，預期已學習概略的空間概念與光影變化，並對

於家的想像擁有自己的雛形。同時假設學生對於設計思考的過程處在熟悉又模糊的狀態，協

助學生能明確得知要領，掌握其設計思考的架構，也能學習並活用發散與聚斂思考的優點。 

三、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設計的開始來自於生活的各種細微觀察，讓學生學習逐步放大自我的感官，將過去習以為常

或容易忽略的事物，透過反覆推敲、思索以及整理讓創意產生。因此透過繪本引導學生去理

解創作者在故事當中對於光的詮釋，並且進行大量的實驗與討論展開光的旅程。尋找對光的

折射、反射等各種回收材料作為光的質感；理解各種中介質對光所產生的聚光與散光；光的

顏色對空間使用者的影響，並使用紙張的特性來展現光對空間的想像。最後以「家」為主

題，帶入難民議題情感設計，讓學生轉化其對「家」的想像在光與空間模型當中。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從環境中發現光的習性以及透過各種透光、折射等的回收材質增加光的質感。 

2. 發現散光和聚光以及光的顏色在自家空間中使用的方式。 

3. 運用繪本故事場景對光的具體意義和抽象使用，討論光對情緒影響表現。 

美感技術 

1. 收集與觀察反射光、折射光、聚散光的各種材質，嘗試引導光源進入模型空間

中。 

2. 學習運用磅數不同的紙張、紙板其特性與光之間創作的各種可能。 

美感概念 
1. 引導光與空間設計相輔相成，以及建築師各種對光的創意使用。 

2. 習得正負空間的應用並能體驗光與氣流在虛實空間中串流。 

其他美感目標 
導入生命教育的重要性給予學生能透過主題「家」的理念，投入同理心，協助同

學搜集難民的故事，並給予檢視自我並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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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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週次/序 上課日期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9/6 體驗宇宙光 

和學生一起閱讀與討論繪本

「 Lights on Cotton 

Rock」中光在每個場景的

使用與代表意義。從故事裏

的文字去思考角色對光的感

受，並且分享自己的想法。

引導學生畫出有趣的外星人

（故事中主要角色之一）發

揮想像力，並試著請學生能

思考自己的夢想是什麼？代表自己未來夢想的「光」

會是什麼形式？什麼顏色？什麼樣的狀況打入在什麼

樣的空間當中？ 

2  9/13 光就是空間 

「Light is space」建築師路易斯康的格言引導學生進

入建築師的世界，觀賞各種名人是如何創意玩光與展

現其有趣空間的設計作品。 

3  9/19 
好聚好散：聚光

與散光 

立體的表現：與同學共同討論製作光道的各種途徑與

方式，請學生各自發掘不同的中介質。例如長條形不

同口徑形狀等的實心壓克力條、各種粗細的吸管或中

心空透的管狀物、不同磅數的描圖紙、玻璃框、壓克

力板與塑膠等材質的有趣實驗。 

（調整原本計畫的課程順序） 

4  9/27 創作質感光牆 

平面的表現：引導學生大量實驗隨手可得的回收材

料 ， 試 著 透 過 對 光 習 性 的 了

解，找出各種簡易又有趣的材

質，試著讓這些材質與光呈現

出各種不同的光的質感，以影

片的方式紀錄，並且使用 APP

將畫面切割成井字九格動態影

像在同時間播印，讓光充滿著

時間的縮影。 

5  10/4 實驗聚光場景 請同學兩人一組的共同創作。使用箱子作為光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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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並運用討論出會聚

光 的 材 質 創 作 空 間 模

型。 

6  10/11 質感光牆的紀錄 

請學生廣義紀錄這些材質，並且學習拍攝靜態照片，

將材質與光的質感效果編排出自己的展示牆，為期末

的展演提前暖身。6 台投影機的裝設。 

7  10/18 
好聚好散：一張

紙的無限可能 

增加空間的深度：請同學使用一張磅數偏厚的紙板，

並試著不要使用任何黏著劑，做出一個光與空間的模

型。注意此模型一定要使用其中一種散光方式照射。 

8  10/25 光的情緒/軟硬 

引導學生思考光的色溫是如何運用在各種不同空間的

設計，並且思考是否帶來不一樣的情感模式。試著理

解並拍攝出軟光與硬光的不同感受。以家的空間為

例，試著口頭分享自家最有趣或是最「形容詞自己預

設」的家的空間（角落）。 

9  11/1 繪本引導 

藉由圖像故事與時事戰爭引導學生理解世界各個角落

的變化，建立同理心並同時闡述以自身微小的力量可

以如何幫助這個世界。思考情況回歸到自身時，我們

需要什麼準備以及未來提防的各種創意方法。 

10  11/8 
創 作 光 的 小 宇

宙：家草稿 

家的建立/情緒文字的延展：協助學生收集難民資料，

同理不同角色在不同環境下所感受到的空間氛圍。與

同學討論，寫下情緒語詞的九宮格。 

11  11/15 
光的凝結：虛擬

的正負空間(1) 

家的建立/影像的建立：對於觸覺與視覺的綜合表現，

請學生嘗試著使用炭筆、鉛筆素描、黑蠟筆畫出幾個

只有光線的空間構圖，思考此空間所代表的情緒與意

義。 

12  11/22 光的凝結：虛擬的
請試著延續上一個場景，畫出創造此光影場景的空間

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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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負空間(2) 

13  11/29 

創 作 光 的 小 宇

宙： 家 基地草稿

建立 

以台南市中西區行政區的基地圖形狀為主，讓學生創

作屬於自己家的概念。 

14  12/13 

創 作 光 的 小 宇

宙： 家 確認場景

的點 

在此模型中，讓學生設計一個空間，讓這個空間可以

重新再現前幾週上課所繪製的光影空間的黑白草稿。 

15  12/20 
創 作 光 的 小 宇

宙： 家 模型製作 

執行製作。使用 5mm 灰卡紙作為基地模型板，1mm

的灰紙卡開始製作模型。 

16  12/27 

創 作 光 的 小 宇

宙： 家 光的設計

(1) 

使用小型光燈泡，請學生設定燈泡位置，並請藏好不

輕易顯露出來。 

17  1/3 

創 作 光 的 小 宇

宙： 家 光的設計

(2) 

使用小型光燈泡、並製作簡易人影剪影，請學生設定

燈泡位置，挑選合適位置之後拍照。 

18  1/10 公開展示 
學生學習自主規劃，觀圖的動線以及作品的呈現。並

逐一拍出自己對作品介紹的影片、錄音錄影。 

六、預期成果 

1. 學習探索與感受抽象的創作概念以及表達難以言傳的自我感覺。 

2. 培養學生的空間創意與詮釋光線的用法。 

3. 理解與探索不同材質對光的表現所產生的各種質感。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三木 健 著（2018）《APPLE Learning to Design, Designing to Learn 學習方式的設計，設計的學習方式》。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David Litchfield(2020), Lights on Cotton Rock. Frances Lincoln Children’s Books 

Hannah, Gail Greet(2002), Elements of Design: Rowena Reed Kostellow and the Structure of Visual 

Relationships,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金玄周，河永植等（2020）《世界公民》。聯經出版公司 

Kobald, Irena/Blackwood, Freya(ILT)(2015), My Two Blankets, Houghton Mifflin 

八、教學資源 

 教學 ppt，相關書籍，投影機，安妮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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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關於光的實驗，在計畫中安排的先後順序我做了簡單的前後調整，讓學生能夠自然的連

貫上下周的課程。學生先行實驗以不同的回收材料去創作聚光與散光的效果，即可馬上

做靜態與動態的紀錄於 canva 上，進行九宮格的編輯。除了影像的紀錄同時還需要紀

錄使用的方式與材料，因此調整計畫的課程順序會比較幫助學生在紀錄的時候不會混亂

或是有重複一樣的步驟。 

二、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體驗宇宙光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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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挑一本與光有關的繪本，裡面有個場景剛好是沒有對話的人物互動小圖。運用這幾張

小圖重新打散原本的故事發展，試著在大家都還沒有一起閱讀這本故事之前，讓學生

兩個兩個一組，猜猜看這個故事可能發展的方式，並試著分享說出小組創作出來的故

事是什麼。 

C 課程關鍵思考： 

光的想像、光的象徵。 

課堂 2 光就是空間 

A 課程實施照片： 

  



10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理解光的設計師：路易斯寬（Louis I. Kahn）創作空間的概念，導入一些攝影構

圖中空間與光的關係，並給予抽象的幾個形容詞，設計一個活動，請學生踏出教室走

道現園內，到處觀察與發現，無論純天然的場景或是有點微微調整空間中物件的方

式，都是實驗攝影構圖的好的嘗試。 

C 課程關鍵思考： 

光的質感、光就是空間、逆光、順光 

課堂 3 好聚好散：聚光與散光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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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引導學生測試不同質感的回收材，包含透明、不透明的壓克力顏料、麥克筆墨水、玻

璃紙和泡泡包裝紙等等。每個人都可以拿到至少一支的手電筒，可自由操作光源的方

向，以及遠射或是極近的距離照射。請學生將鏡頭以顯微鏡的模式近距離拍攝，讓畫

面呈現抽象看不出本身物件為主。靜態照片與動態影片都需要記錄下來。影片建議學

生可以使用 canva 的線上編輯九宮格的畫面，搭配適合的背景音樂。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明、半透明、折射、反射、顯微鏡、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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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創作質感光牆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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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請學生在校園平面圖共同討論出幾個地點，圈出幾個心儀的基地之後再以組為單位

出發。勘查地形、環境的光線以及電源位置，確認設備是否可以正常開啟的。例如樓

梯下方、停車場的門口等等，並且注意秩序，聲音的大小等等，讓作品可以確實地被

展示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環境音、canva 影片編輯、音樂設計、光線設計。 

課堂 5、6 質感光牆的紀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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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請學生測試影片是否能夠正常開啟並且確認聲音是否在當下的環境能夠無違和的搭配

畫面。設定好環境與影片、機器之間的關係後，請學生能夠分組的方式到其他組別的

基地去觀察和拍照紀錄，並且記錄自己組別與印象最深的組別的差異。如果有轉換基

地的組別，也請學生能夠紀錄 before & after 的差別。 

C 課程關鍵思考： 

沈浸式體驗、視覺與環境的關係、背景音樂與視覺的搭配以及同學之間分享優缺點。 

課堂 7 好聚好散：一張紙的無限可能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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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在體驗各種光質感的實驗之後，請學生能夠將重點開始轉移到紙張實驗上。給予學生

挑戰：「不使用各種黏著劑的輔助，如何將紙張實驗出有趣的空間模型」，學生可以

透過各種與紙張的接觸感受可以實施的方式，比如說：折、剪、重疊、交疊、穿插等

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紙張的拉扯、纖維的方向、剪裁的形狀、紙張交疊的厚度與方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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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光的情緒/軟硬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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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引導光有不同顏色、暖色冷色的概念，色溫對於環境與情緒感受的影響。我們通常在

做什麼事情的時候會需要打上什麼顏色的燈光。給予學生不同色溫的手電筒（或是露

營燈），有些也可以搭配有色的玻璃紙，除了嘗試打出不同色溫的感覺之外，也可以

注意光源的方向。並且請學生做一個迷你的小人物剪影，讓空間比例與燈光設計的搭

配可以不同的氛圍。 

C 課程關鍵思考： 

色溫、暖色光、冷色光、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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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9、10、11 繪本引導＋創作光的小宇宙：家草稿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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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借閱兩本與四處流浪的難民或移民議題相關的繪本：My two blanket, Migrant。分別

放置每組的桌上以及準備電子版本、線上書讓學生都可以閱讀。老師口語唸給學生

聽，在念繪本的同時也引導學生一起來觀察繪本中場景的細節，作者有沒有在畫面中

放了什麼樣的提示？有沒有象徵的含義在？故事透過什麼方式做串流？什麼東西讓你

產生共鳴？請學生將書中的關鍵詞語或是學生本身自己發現的象徵物件，請學生謄寫

在學習單上，並寫出分別代表什麼情緒，為什麼？ 

繪本觀看完畢後，每個人準備 4 張灰卡紙（磅數厚）。引導學生並教導學生在繪畫上

使用什麼材質的筆可以產生什麼樣的質感和氛圍，讓學生實驗視覺技巧，試著畫出對

家中一角的想像。 

C 課程關鍵思考： 

非洲傳統拼布文化、說故事的方式、候鳥遷移、難民議題、同理心、家的想像、空間

感、光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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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2、13 光的凝結：虛擬的正負空間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可以回顧以上幾週對光的感受，實驗光和紙張的質感、光在空間中的變化、光的直射

反射所帶來的空間感受等等，以家齊高中所在的行政區：中西區的行政地圖形狀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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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家」主題的模型。請學生進而思考創作如果有一塊這樣形狀的基地，從無到有，

大家會以什麼概念出發進行設計。比如說是否可以帶入對某個空間特別有印象的回

憶，將那個路線順道帶入在自己的設計圖裡，類似像學校附近好吃的冰店路線，從學

校出發到目的地（好吃的冰店）的相關路線成為設計圖設計動線的靈感。 

另外繼續延伸上週繪製的「家的一角」的黑白插畫場景，學生必須要在這張平面圖中

設計 2 個地點是可以在線這張插圖的位置(上週學生繪製了至少兩個插畫場景）並且標

誌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之前各種對於光的實驗、感受與發現，2D 插畫再現至 3D 空間模型、燈光的設計、家

的設計概念可以從自身出發，自己最在意的食衣住行等都可以成為設計的靈感。 

課堂 14、15 創作光的小宇宙： 家 模型製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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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以一個 3mm 厚度的灰紙卡作為基地版，學生可以使用保麗龍膠在上方開始製作

牆面、窗框、樓梯等高於地面的設計。引導學生盡量製作抽象的空間，不實際放上桌

子椅子等實用功能的軟裝物品，引導學生在整個格局上的動線設計、光線設計為主。

並且每位學生需要將 2 個燈泡（元宵節燈會發放的小型電池燈泡）固定在模型裡頭，

不要被觀看的人發現燈泡的外觀，請盡量友善的藏密起來，但又可以自由開關。第 3

個燈泡可以隨著拍攝的鏡頭角度而自由變換移動其位置。讓照片看起來可以有不同的

光線空間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空間設計、光線角度設計、包裝與結構設計、空間與光線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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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6、17、18 創作光的小宇宙：家 光的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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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延續上週的課程繼續實驗與創作，佈置大的臨時攝影棚，讓 8 開大小的灰紙卡模型都能夠完

整的被拍攝。並且請學生在拍攝的同時要注意畫面簡潔，不要出現不必要的視覺雜訊。 

C 課程關鍵思考：攝影技巧、光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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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整個過程其實都非常實驗性質，很仰賴學生的主動探究與發現，老師的角色比較像是順

水推舟，以他們當下遇到的狀況給予鼓勵和延伸的空間，彼此之間互相鼓勵和讚美，整

個學習氣氛是非常友善舒服的。中間有關於創作光牆的視覺實驗，似乎可以與未來新媒

體藝術科技等做結合。比如能夠與生活科技老師一起研究感測器或是讓學生可以試著製

作出一些跟互動有關的作品，相信也會是有趣的課程。目前的課程只有讓學生簡單的加

上背景音樂，陳設在校園角落，這其實也幫助學生延展體驗實際的校園空間，活動是投

影機的幫助之下，也讓整個流程運轉的非常順利，期待未來能繼續延伸到不同議題的討

論，讓學生的學習刺激擁有更多元的發展。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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