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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蕭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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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   □ 其他：＿＿＿＿＿＿＿＿ 

班級數 8班 學生數 21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花磚物語 

操作構面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重大議題 

（勾選一或兩項） 

■ 特別聚焦：A6.生命（ 若有，請填寫 1 項 ） 

■ 相關觸及：A11.科技（ 若有，請填最多 3 項 ） 

課程主題 

選填項目 

（填入上方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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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設計創意作法： 

1.從色彩探索拼貼藝術的組成表現。 

2.觀察生活中色彩，並進行分類、配色將不同樣的色彩與紙感呈現於作品

當中。 

3.切入科技議題，使學生透過科技呈現藝術的不同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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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形式原理、色彩 

學生對於美的形式原理已有觀念和基礎，進行花磚的圖形編排已有對稱、反覆的概念，且已

認識色彩的三要素，並已學習色彩的調色與配色 

* 先備能力： 

1. 此次課程著重以四方連續的方式進行編排，須預先給予適當的模板範例。 

2. 在排列上要提醒學生拼貼的色彩要能互相對應。 

3. 媒材為紙類的關係，可多提供學生多點範本和素材。 

4. 課堂需使用到軟體與硬體設備的操作，在科技融入上可與資訊老師進行共備，請教師協

同課程準備和完成。 

三、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本次課程以花磚圖案作為生活色彩的呈現。學生將探索不同的色彩象徵意義，學習如何將選

擇的代表色融入拼貼設計，並透過實作將花磚圖案具體呈現。 

同時將可回收的紙類作為主要的媒材使用，從裡頭採集日常的色塊，進行配色練習，並運用

在花磚的創作中。最後將花磚作品進行反覆的編排，共創一片花磚牆。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觀花磚之美：反覆、對稱。 

2.觀媒材之美：不同紙的質感和圖案。 

3.觀色彩之美：從生活中色彩出發，進行自身代表色聯想。 

美感技術 

1.色塊的分割、剪黏。 

2.配色：擅用相似、對比色進行創作。 

3.科技：線上軟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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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概念 
1.美的形式原理。 

2.色彩配色。 

其他美感目標 與資訊科技進行課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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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2/17-

114/02/21 
色彩大排檔 

1. 生活中的色彩一：從日常生活中尋找紅、橙、

黃、綠、藍、紫六個顏色的物件，帶到課堂上分

享。在課堂上，學生依照色相環進行物件的分類

與排列，觀察每個顏色的差異與變化，進行明

度、彩度的排列，了解生活色彩的多樣性。 

2.利用 line camera 的拼貼將各組所收集到的物件

色彩拼成一個色環，創造屬於自己生活的色環。 

2 
 114/02/24-

114/02/28 
尋找代表色 

1.生活中的色彩二：文化色彩、角色色彩切入，發

現專屬於自己的色彩。 

2.從台灣設計品牌「台灣通」切入，讓學生觀察在

地文化中如何透過色彩呈現特色，並接著介紹藝術

家陳怡潔如何利用色彩與同心圓創作出具有代表性

的角色人物。學生藉由欣賞案例，討論文化或人物

如何與特定色彩建立連結。最後，引導學生初步思

考：「如果你是個角色，你的代表色會是什麼？」

為接下來的創作做鋪墊。 

3 
 114/03/03-

114/03/07 
我的色彩角色 

1. 學生從舊報章雜誌、廣告單等回收紙類中剪裁

色塊，引導學生反思個人特質，選擇三種最能代表

自己的色彩。 

2.以三角形為基本單位，透過拼貼進行自我投射創

造出專屬我的奇特生物，從創作中深化對「個人代

表色」的理解。 

4 
  114/03/10-

114/03/14 

百色花磚：我的代

表色（一） 

1.花磚之美：分享花磚的設計與運用。了解四方連

續圖樣。介紹花磚的圖騰象徵，如多子多孫、水

果、動物等祝福含義。將自己的生日花當配花語，

融入花磚當中。 

2.配色：將前堂課選出的三種代表色，延伸用於設

計花磚色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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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4/03/17-

114/03/21 

百色花磚：我的代

表色（二） 

花磚拼貼製作： 提供花磚模板，學生在模板上進

行設計，使用透明片搜尋雜誌中的色塊與圖形，依

照設計構想進行剪貼與拼組。 

6 
  114/03/24-

114/03/28 
花磚展覽 

校園佈置與數位應用延伸：將學生完成的花磚作品

展示於校園牆面，觀察與環境的互動。討論花磚置

入校園空間後的視覺效果與氛圍轉變。 

結合資訊課學習成果，將花磚圖案套用於數位建築

模型牆面或街道，延伸發想作品在虛擬空間的應用

與呈現方式。 

六、預期成果 

 1.學生透過拼貼藝術，了解不同紙感的使用，和配色運用 

2.學生能將色彩轉換成抽象情感，去發現自身的代表色。 

3. 學生能運用科技，將藝術表現呈現多元的形式。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台灣老花磚全圖錄/康鍩錫/貓頭鷹/2023 

八、教學資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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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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從生活中尋找紅、橙、黃、綠、藍、紫六色物品。 

2. 帶入課堂進行分類與排列。 

3. 沿色相環觀察顏色的深淺、冷暖等差異。 

4. 利用 line camera 拼貼生活物件成色彩圖像。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同一色系為何會有深淺與材質的差異？ 

2. 色彩如何反映生活的多樣性？ 

3. 我的「紅色」與你的一樣嗎？為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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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察「台灣通」與藝術家陳怡潔作品中的代表色使用。 

2. 討論文化與角色如何連結色彩。 

3. 初步思考「我的代表色是什麼？」。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色彩能夠傳遞哪些文化與情感訊息？ 

2. 如果我是角色，我的代表色會是什麼？為什麼？ 

3. 我想讓別人從我的色彩感受到什麼形象？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從雜誌、包裝等媒材剪下代表自己的色塊。 

2. 選出三個代表色，以三角形為基本單位進行拼貼創作。 

3. 組合成奇特的色彩角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為何選擇這三個顏色？它們如何反映我？ 

2. 用圖像呈現我，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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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認識花磚圖樣與圖騰意涵（如水果、動物象徵），並將自己生日花的圖像融入作品。 

2. 觀察四方連續的構圖方式。 

3. 將自己的三種代表色納入花磚配色計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花磚圖樣的排列有什麼規律？ 

2. 為什麼這些圖騰能代表祝福？ 

3. 我該怎麼把我的色彩個性與生日花放進傳統形式中？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提供花磚模板進行設計實作。 

2. 使用透明片搜尋並比對紙上色塊與形狀。 

3. 依設計構想進行剪貼與拼貼完成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我的色彩搭配與圖樣設計有沒有和諧？ 

2. 實際拼貼後，與原本設計有什麼不同？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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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花磚作品張貼展示於校園環境中。 

2. 觀察花磚作品與空間的互動效果。 

3. 在資訊課中導入花磚圖案在他們自己製作的建築模型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我的作品貼在空間中會有什麼視覺變化？ 

空間、位置如何影響作品的表現？ 

如何把實體創作延伸到數位空間裡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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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教學觀察現象 

1. 學生在進行剪紙拼貼（剪貼色塊）時，對於雜誌素材的色彩判斷與選擇上有所困難，學

生容易執著於「純色塊」的搜尋，而忽略圖文背景或混色區也能成為素材。 

2. 在配色上，也要特別告訴學生在辨識色彩時以塊面的較多比例的色彩為主。但同時也會

發現有些學生對於色彩抓取比較薄弱，反而在圖像有更多創意靈感，因此在拼貼過程，

他們會特意融合許多的相似的符號和圖像，整體呈現也蠻有趣的！ 

3. 學生普遍不會主動準備素材，在紙材來源上仰賴教師提供，好處是風格可以統一，

壞處是在多元的紙感呈現就會比較薄弱，同時老師備料就會很辛苦。 

4. 學生在數位操作（資訊課中將花磚貼到虛擬模型）時有技術操作門檻，因為剛好搭配學

校七年級資訊課，製作建築房屋的課程，因此能將他們在視藝課的花磚，利用材質貼皮

的方式帶入在建築牆上或者街道上，要比較注意的部分是技術上的操作較難，要與資訊

老師進行協同，約二節課的操作時間。 

（二）課程對話的未來參考價值 

1. 課程設計可持續探索傳統文化與當代媒材的結合，探索其他台灣民俗或建築元素，如剪

紙、窗花、廟宇彩繪等，轉化為創作靈感。同時可鼓勵學生用「現代語言」（如潮流配

色、數位拼貼、動畫）重新詮釋傳統元素，發展出屬於這個世代的文化創作。 

2. 花磚圖樣與數位空間的整合可作為跨領域融合課程（藝術 × 資訊）的範例經驗。未來

可延伸成校園虛擬展覽空間設計、ＶR 花磚導覽設計的互動故事空間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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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色彩角色設計>以幾何形進行拼貼，學生能說出自己的代表角色，顏色選擇的理由。 

2.學生回饋： 

鄭○○：我喜歡自由、安靜，藍、綠色代表自由和自然，粉色代表美麗的樣子，因此我用蝴

蝶樣貌代表我的生物！ 

黃○○：藍黑紅為主的機器人，它像我一樣冷靜、有邏輯，顏色也很有科技感。 

盧○○：人的角色，有長長的腳。黑灰色是我的代表色，在都市生活的人都蒙上灰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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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磚製作> 

學生回饋： 

黃○○：這次的活動，我們用代表自己的生日花朵，結合廢紙利用拼貼，創作出一個獨一無

二的花磚設計，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活動，可以做出一個屬於自己的花磚。 

林○○：花磚是一個傳統的圖案，能夠接觸的這個活動挺新鮮的，他是具有規律的好玩藝

術，擁有特別的圖案和意義，能夠自己創造一個專屬花磚，也可以排列在校園真的很有趣。 

陳○○：和大家拼在一起的畫面真的很特別，能知道原來這就是四方連續。每個人的顏色都

很特別，也認識到自己生日花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