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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成果報告書 

113 年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校課程實施計畫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 

設計教育課程 / 基本設計 種子教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執行教師： 翁涵怡教師 

輔導單位： 北區 基地大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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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可帶入原有計畫書內容，如有修改請以紅字另註）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課程執行紀錄 

三、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參、同意書 

一、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二、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如有請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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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可複製原有計畫書表單，依實際授課情形修正內容）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翁涵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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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 其他：＿＿＿＿＿＿＿＿ 

班級數 9 班 學生數 33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繪見松高-校園生活圖鑑設計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A18.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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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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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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請填學期) _課程、□ 《美感行動誌》收錄課程 )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 提升細節觀察與描繪能力，開啟發現、探索、體驗、運用、整合的歷程。 

2. 了解資訊與視覺傳達的關聯性，提升資訊分類與組織的邏輯，並強化圖文

編輯 排版的設計力與傳達力。 

3. 提升作品鑑賞能力，開啟對於藝術表現與文化創意發展的探索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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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先前學生未參與美感教育實驗課程，但高一二美術課程皆有對

美的形式原理原則、觀察生活培養基本美感、藉由美感及文化涵養等方式融入美術課程及

生活裡。 

* 先備能力：1. 理解基礎色彩學概念，有組合色彩的能力，並能依不同主題做適當調整。 

 2. 對平面編排設計有基本的認識和操作經驗。 

三、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從校園環境中取得創作材料，透過「觀察、採集、分類、命名」之博物學方法及校園實

地踏查之戶外教育導入藝術生活課程，運用線上配色軟體思考色彩搭配，以小組合作方式完

成絹印版畫之文化創意作品，並透過 canva、miro、google classroom 等線上平面設計、

線上共編白板及學習平台工具，於課堂活動安排創作、小組討論及任務活動，設計出具有設

計美感之校園生活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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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從學校生活環境觀察日常物品或動植物相關生態做細節觀察及科學描

繪。 

2. 紀錄松山高中生活的路徑及軌跡帶入文創概念。 

美感技術 
1. 能運用絹印版畫技能完成具美感之平面設計作品。 

2. 能使用 canva、miro 等線上編輯軟體完成圖文編輯排版。 

美感概念 

1.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現對環境議題的關懷及省思。 

2. 培養多元感知與思考能力，並進一步瞭解藝術、社會與設計的互動關

係。 

其他美感目標 
1. 融入戶外環境教育概念， 連結學生與環境的互動與溝通。 

2. 結合校慶活動，引導學生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對高中校園生活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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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9 認識博物學方法 

1. 介紹博物學方法(觀察、採集、分類、命名)，透

過個人及小組問答活動辨別事實與觀點，帶入

主客觀的識別觀念及獨立思考能力。 

2. 觀察個人物品(如鉛筆盒、文具用品等)分析轉化

成科學繪圖。 

2  09/16 

實際校園踏查及繪

製個人圖案並說明

戶外環境教育 

1. 校園環境觀察練習及路上觀察資料彙整與分析：

觀察校園植物、動物、建築物(空間)、設備等，

藉由感官創造直接經驗(使用 miro 線上共編白

板)。 

2. 介紹戶外環境教育，認識校園植物(果實、花

卉、葉子等) 、動物(藍鵲、黑冠麻鷺、喜鵲等)

特性，與校園環境的關聯。 

3  09/23 

設計圖稿及色彩配

置企劃書 

1. 彙整組員個人圖稿，融入文字(需字體設計)與視

畫面需求加入物件或裝飾圖騰，完成小組圖稿設

計。 

2. 簡介市面文創商品設計，提供配色參考相關網站

及 app。 

4  09/30 

5  10/07 繪製黑稿 1. 闡述孔版印刷原理及刮版、烘版、曬版、洗版等

製版流程。 

2. 詳細說明製版注意事項，由學生體驗絹印版畫製6  10/14 繪製黑稿及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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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21 印刷作品(一) 
作過程。      

3. 說明套色、對版做法，由小組方式進行印製於不

同顏色象牙卡或帆布束口袋。 8  10/28 印刷作品(二) 

9  11/04 製作簡報與回饋 

小組方式完成企畫書，依序內容分享有：分類整理

及儲存、創作理念及簡報製作、主標題命名及內文

設計、企劃書撰寫及手稿整合等，並進行組內互評

及全班回饋。 

六、預期成果 

學生能從課程活動習得博物學方法及戶外教育的意義，結合校園高中三年生活的共同生

活經驗做出圖案設計，並將文創設計概念融入於作品中，進而以作品展出方式讓更多人關注

到維護校園戶外環境的意義。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學好設計一定要會的平面設計(2017)。大里浩二，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色彩的履歷書（二版）：從科學到風俗，75 種令人神魂顛倒的色彩故事(2023)。卡西亞．

聖．克萊兒，本事出版。 

走出課室外學習-戶外教育從校園出發(2021)。許毅璿等，國家教育研究院。 

八、教學資源 

 RETRO 印刷 JAM、戶外教育資源平臺。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請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即可 ) 

課程根據申請書週次安排之依據進行，惟不同班級其教學進度及補充內容稍有不

同，又因課程實施於高三，部分班級易受考試期程影響必須延長計畫執行時間，故延長

其中繪製圖稿、色彩設計及繪製墨版及製版的教學時間，希冀透過更多製作時間讓學生

親自動手做出高度完整性的作品。 

 

https://www.eslite.com/search?manufacturer=WyLml5fmqJnnp5HmioDogqHku73mnInpmZDlhazlj7giXQ
https://www.eslite.com/search?manufacturer=WyLmnKzkuovlh7rniYgiXQ
https://gpi.culture.tw/Search?q=%E8%A8%B1%E6%AF%85%E7%92%BF&q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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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６小時設計教育課程執行紀錄 (請依據課程小時數複製下表，並依課程順序填寫執

行內容) 

A 課程實施照片： 

       

課堂１：認識博物學方法 

引導學生理解博物學中事實與觀點的差異性並以小組方式討論與分享。 

課堂１：認識博物學方法 

練習觀察鉛筆盒內的文具並進行分

類和命名。 

   

課堂 2：實際校園踏查及繪製個人

圖案並說明戶外環境教育。 
課堂 3&4：設計圖稿、討論色彩並完成企劃書。 

   

課堂 5&6：繪製黑稿。 課堂 6：製版前置作業，完成感光乳劑、烘版、曝版、洗版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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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8：印製作品，依據先前小組討論的色社設計配置，調出顏

色，完成兩版印刷，組員們需相互合作及預先思考製作流程，並注意疊

色套版等細節。 

課堂 9：製作簡報、小組上台發表

及給予回饋 

B 學生操作流程： 

課堂１：認識博物學方法[博物學步驟練習] 

   

練習觀察鉛筆盒內的文具並進行分類和命名。 

學生小組作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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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圖稿>>小組圖稿(色彩設計、版面設計配置)>>繪製墨版>>上感光乳劑並感光絹版 

>>印刷版畫作品>>製作 canva 簡報 

學生小組作品二： 

   

   
 

 

個人圖稿>>小組圖稿(色彩設計、版面設計配置)>>繪製墨版>>上感光乳劑並感光絹版 

>>印刷版畫作品>>製作 canva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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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小組作品三： 

      

 

個人圖稿>>小組圖稿(色彩設計、版面設計配置)>>繪製墨版>>上感光乳劑並感光絹版 

>>印刷版畫作品>>製作 canva 簡報 

C 課程關鍵思考： 

起初用博物學方式切入課程，讓學生有意識地觀察(囊括五感體驗方式進行練習)，再

透過戶外教育及體驗，希冀學生能藉此提升對戶外、自然、校園的關心程度，讓學生的日

常生活產生更深刻反思的連結，最用運用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及實作來提升課程體驗。 

    

(右圖)學生在帆布袋上印製小組作品。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 

以校園作為出發點並透過博物學方式重新認識和關心校園，感覺得出來學生對於主

題是有興趣的，能為自己三年的高中用視覺藝術的方式做個總結，也能透過作品表達自

己的想法與情感。但若能安排更多時間讓學生更深入討論校園相關議題(環境、動植物

觀察、國際案例分析等)，與實作課程安排時數更加平衡會更好，提供學生更多討論、

開放性提問，促進學生批判性思考，興許是個調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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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 學生學習回饋如有可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