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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本課程旨在透過對⽣活的觀察，結合構成知能，引導學⽣進⾏視覺傳達，培養創造

⼒、 設計能⼒和社會責任感。課程以三階段逐步認識構成之美，並融⼊ SDGs14(海洋保護)

和 SDGs15(陸地⽣態保護)，引導學⽣思考並創作出能夠倡議環境議題的平⾯視覺作品。  

學⽣在第⼀階段透過⼩組共學，歸納合宜的視覺構成原則。並於第⼆階段運⽤各⾊、

不 同⼤⼩的圓形標籤貼紙，以剪貼的⽅式學習構成的物件關係:分離、接觸、覆疊(部分交

疊)、重疊(完全交疊)、透疊、差疊、相融、減缺。最後，在第三階段進⼀步結合蘋果原⽣

系統中內建的 Keynote 簡報製作程式，以應⽤畫⾯構成⼿法，為⽇後視覺傳達創作奠定基

礎。  

    在學習美感知能以外，本課程亦期望透過探索環境議題，展現對於⽣活環境的感受及

觀 

察，並透過議題創作，以構成之美表達觀點。 

四、課程⽬標 

美感觀察 
1. 觀察合宜的視覺排列⽅式。  

2. 觀察視覺圖像欲傳達的主題。  

美感技術 

1. 畫⾯構成的美感。 

2. 排版中圖層的概念。 

3. 圖像與⽂字於畫⾯中並置的排列。  

美感概念 

1. 基礎排版原則: 對⽐、反覆、對⿑、親密性;搭配美的形式原理。  

2. 構成的物件關係: 分離、接觸、覆疊(部分交疊)、重疊(完全交疊)、透

疊、差疊、相融、減缺。  

其他美感⽬標 
1.結合 SDGs14、SDGs15，觀察並提出⽣活環境可能⾯臨的困境。  

2.透過創作梳理所提出的環境問題。  

五、課程⼤綱、教學進度  ( 課程週次請依課程需求增減 ) 

週次 上課⽇期 課程⽬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11/11~11/15 

排版⼤師三階段-1  

如何構成吸引⼈的

海報? 

1. 教師透過不同的視覺畫⾯提問:哪⼀張的視

覺傳達更清楚?⽣活中哪裡曾出現令你印象深

刻的視覺圖⽂? 



基礎排版原則  2. 美感討論:各組分配不同的海報，透過觀察

與討論，歸納出:主題意義(如:海洋污染、森林

砍伐、物種滅絕等)與象徵性圖像、⾊彩計畫

與搭配、如何組織畫⾯中的元素、使⽤了哪些

美的形式原理，並推派組員分享成果。  

3. 搭配美感電⼦書，教師引導學⽣歸納出具有

秩序美感的構 成⽅式:對稱、格線、均衡、主

從關係等。教師進⼀步提出 基礎排版原則:對

⽐、反覆、對⿑、親密性，以及應⽤⽰例。  

2 11/18~11/22 
排版⼤師三階段-2 

構成的物件關係  

1. 以⼀件圖⽂作品複習基礎排版原則:對⽐、反

覆、對⿑、親密性。 

2. 認識畫⾯構成的物件關係:分離、接觸、覆疊

(部分交疊)、重疊(完全交疊)、透疊、差疊、相

融、減缺。  

3. 學⽣以圓形標籤貼紙，分別練習與應⽤以上

視覺原則。  

3 11/25~11/29 
排版⼤師三階段-3 

Keynote 練習 

1. 複習畫⾯構成的物件關係:分離、接觸、覆疊

(部分交疊)、重疊(完全交疊)、透疊、差疊、相

融、減缺。  

2. 教師準備基礎的⽂字、背景、前景物件於 

Keynot檔案中，每位學⽣透過 iPad 原⽣系統

的簡報製作軟體 Keynote 練習構成，包含物

件圖層的關係。  

3. 完成畫⾯構成後，分析⾃⼰所使⽤的基礎排

版原則，再能於組內觀察與分享同儕成果，並

各組推派⼀位代表，向全班分享畫⾯構成與設

計巧思。  

	 	



4 12/2~12/9 
議題發想:  

Life on Earth  

1. 認識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標中的 SDGs14 

和 SDGs15。  

2. 教師分享環境⾏動相關案例(如:⼤安森林公

園如何在都 市中復育螢⽕蟲)。 

3. 學⽣分組探討這些⽬標的重要性，以及為何

我們需要關注和⾏動來保護海洋和陸地⽣態系

統? 

4. 教師提供不同⾯向的環境議題，如:海洋污

染、森林砍伐、⼟地劣化、物種滅絕等，引導

學⽣進⼀步提出對於環境的⽣活觀察。  

5. 學⽣透過⼼智圖，為個⼈創作發想，探索如

何⽤所學的視覺⽅式來表達這些問題。  

5 12/9~12/13 環境倡議家-1  

1. 學⽣根據⾃⼰的規劃，進⾏議題創作。  

2. 教師提醒應⽤構成原則。 

3. 教師提醒創作進度，實施差異化教學。  

6 12/16~12/20 環境倡議家-2 

1. 學⽣根據⾃⼰的規劃，進⾏議題創作。 

2. 教師提醒應⽤構成原則。 

3. 教師提醒創作進度，實施差異化教學。  

7 12/23~12/27 環境倡議家-3 

1. 學⽣根據⾃⼰的規劃，進⾏議題創作。  

2. 教師提醒應⽤構成原則。 

3. 教師提醒創作進度，實施差異化教學。  

8 12/30~1/3 發表與回饋  

1. 學⽣將完成的作品透過 iPad 掃描後，上傳

⾄跨班級的 Padlet 平台－「SDGs議題探究廣

場」展⽰。 

2. 回饋時間:各組學⽣⾄「SDGs議題探究廣

場」，欣賞同儕作品並給予回饋。  

	 	



六、預期成果 

1. 視覺表達能⼒: 學⽣能分析和理解不同視覺表達⽅式的效果，並透過視覺傳達⽅式有效表

達觀點和意⾒，培養了創造⼒、設計能⼒和社會責任感。 

2. 環境議題關注與倡議: 

學⽣能夠認識到環境議題的重要性，理解 SDGs14 和 SDGs15 的內涵，並為之關注和倡

議。學⽣能夠透過視覺創作表達對於環境議題的觀點和態度，促進社會對環境問題的關注

和⾏動。 

3. 視覺設計與排版能⼒提升: 學⽣能熟悉基礎排版原則、掌握視覺構成的基本原則，並應⽤

與創造具有美感的作品。期望學⽣能在掌握與應⽤構成之美的學習中，培養觀察⼒、對⽣

活的好奇，成為對⽣活環境有感的⼈，進⼀步能表達觀點，並創造更美好的⽣活。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l 《設計排版最基礎教科書:無論是誰，無論什麼領域，只要熟悉原則，就能做設計!》 

作者: ⽶倉明男, ⽣⽥信⼀, 青柳千鄉;出版社:三悅⽂化;出版⽇期 2020/08/24  

l 《最強排版設計:32個版⾯關鍵技巧，社群⼩編、斜槓設計，⾃學者神速升級!》 

作者: ingectar-e;出版社:積⽊⽂化;出版⽇期:2023/09/02  

l 《設計師⼀定要懂的版⾯設計學:從豐富的範例中學習!不可不知的版⾯基礎知識》 

作者:PIE 國際出版編輯部;出版社:積⽊⽂化;出版⽇期:2019/04/13  

⼋、教學資源 

教師⾃製教學投影⽚、電腦、投影機、iPad、學習單、美感電⼦書 剪⼑、美⼯⼑、切割

墊、圓形標籤貼紙、各⾊紙張、⼝紅膠、簽字筆、上⾊⼯具(如:彩⾊ 鉛筆、彩⾊美⼯筆)  

 

  



貳、課程執⾏內容 

⼀、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第⼀節課：原訂以排版作為課程的引起動機，但鑑於本學期課程中有「讓資訊『藝』

⽬了『欄』」的單元，於是改為以「資訊圖表」作為課程引起動機，讓同學能夠以課

本作為學習的基礎，並了解資訊搜集與排版的重要性。 

2. 在講解資訊圖表時，加⼊新型的 Ai軟體 Napkin Ai 協助製作資訊類型的海報製作。引

導學⽣學習 Napkin Ai的使⽤⽅式，並透過⾃⾝的判斷選擇符合所選內容的圖表。 

3. 議題倡議家實作：原定以⼿繪製作為主要創作的⽅式，讓優⽣帶領其他同學進⾏共同

創作，但鑑於普遍同學的繪畫能⼒差異性過⼤，所以改為以線上 Canva作為創作媒

介，讓學⽣將重點關注於排版能⼒，並利⽤ Canva的共備功能進⾏共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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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介紹資訊圖表的重要性與意義，並且將資訊圖表分為「資訊」、「圖表」、

「視覺」三個項⽬討論。 

2. ⾸先先以「資訊」、「圖表」作為主要討論項⽬，分享 Ai軟體 Napkin Ai的功

能，讓同學選擇 300~500字的⽂章，進⾏ Napkin Ai的測試，並將結果上傳⾄

Notion 表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資訊圖表是什麼？我們為什麼需要資訊圖表？ 

2. 好的圖表要如何製作？ 

要如何選擇適合不同資訊的圖表？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 

  

影⽚參考：⟪2060 年，台灣就會沒有冬天？永續發展⽬標 SDGs 是什麼？| 志祺七七⟫	

製作團隊：志祺七七	 X	 圖⽂不符	

B 學⽣操作流程： 

1. 複習資訊圖表的內容 

2. 提及本次主題為「SDGs永續發展」的 15 永續海洋及保育、16 陸域⽣態，並透過志

祺七七 X 圖⽂不符的⟪2060 年，台灣就會沒有冬天？永續發展⽬標 SDGs是什麼？

| 志祺七七⟫的影⽚介紹，讓同學歸納影⽚中的內容，並透過Kahoot!讓學⽣進⾏趣

味競賽，在遊戲中學習 SDGs的相關知識。 

3. 透過 ipad 搜集對於 SDGs的相關資訊，並確定⼩組要倡議的⽅向。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了解 SDGs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與⽬標，以及台灣 SDGs的不同之處。 

2. 了解 SDGs15 永續海洋及保育、 SDGs16 陸域⽣態的細項，以及台灣 SDGs做了哪

些措施？ 

https://www.youtube.com/@shasha77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透過 5W1H作為資訊搜集的架構，請同學針對各組所選擇的主題進⾏資料搜集，並且透

過 Napkin Ai 試畫出相關的資訊圖表，選擇最符合主題的內容進⾏創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了解 5W1H的意義與⽤途。 

2. 了解資料搜集的⽅式，並篩選正確有效的資料作為作證。 

3. 結合上節課的內容－「Napkin Ai」繪圖，繪製出符合主題的資訊圖表。 

 

  



課堂 4~7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了解排版的基本原則與構圖⽅式，請學⽣針對各⾃的主題，選擇適合的構圖⽅式。 

2. 以 SDGs議題倡議資訊圖表為主，進⾏海報設計（可⾃⾏選擇⼿繪與電繪）。 

3. 完成後進⾏海報的構圖分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了解「⽂字」、「排版」、「配⾊」的排版內容。 

2. 將所學的知識實踐在議題倡議的海報中。 

 

  



課堂 8~9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在「SDGs議題探究廣場」進⾏互評，選擇 3 件作品為前三名，為他評分及留⾔，在網

⾴上寫下欣賞該組的原因，並在學習單上分析該組使⽤的構圖⽅式為何，以及從海報中

學到的議題倡議知識。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欣賞不同班級所製作的議題倡議海報。 

2. 能分析不同的海報構圖形式。 

3. 能透過海報了解不同環境議題的重點知識。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將可成改以主題式探究，能讓學⽣更快的進⼊狀況，學⽣會以⾃⼰的需求學習知識，並且

⽤於實際的創作中，在創作的過程中更加積極，培養學⽣絞盡腦汁、竭盡所能永不放棄的

⼼。除此之外，以 Ai⼯具作為開頭較能吸引同學的注⽬，並且能透過 Ai⼯具引導學⽣正確

的使⽤ Ai⼯具⽽⾮濫⽤，使得各組在資料的統整上更加有效率，學⽣也不會因此⽽對較複

雜的資料失去信⼼。不過在軟體選擇上沒有注意到Napkin Ai 只能在電腦上進⾏操作，於是

在資料的傳輸與課程的銜接上有些困難，建議下次可全數以電腦進⾏操作，避免軟體操作不

順的情況。 

四、學⽣學習⼼得與成果 

這次我們選擇的主題是海洋保育，因為⼩組同學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可愛的海豚正在

逐漸消失，我們需要更加重視它。在製作海報的過程中，我學到海報的排版⽅式、海報的顏⾊

所代表的意義，以及資料統整的⽅式。但⼀開始我們太過於注重背景圖⽚，沒有注意排版，造

成後⾯的時間不夠。最後，我覺得這次的課程，除了讓我學習到海報的製作原理外，也讓我認

識很多海洋保育的重要知識，更讓我知道時間管理的重要性，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