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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蘇文娟 

實施年級 高一 

課程執行類別 
一、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小時1學分）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1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37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我的空間發想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一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具備基本美感、素描與構圖能力，對環境與生活事物有感，具有好奇心與想像創造

力，喜好動腦與動手做，對於三維設計較不熟悉。 

一、課程概述： 

       以攝影方式捕捉校園環境場景，經由型態的組構所帶來的視覺感受作為三維設計構成

的練習依據。 

       從平面的構成轉化為空間造形設計時，先從塊體、面、線的組構過程中逐一練習三維

設計，表現出主、次與附屬的關係，感受相互搭配所營造出來的張力，也思考正、負空間的互

補與對比。 

       在課程的整體操作過程了解如何發想空間造型，並從中獲得空間體驗。在思考個人空

間設計並與同學討論、分享作品時，亦能觀看與學習彼此對空間的認識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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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一) 觀察記錄校園環境，以攝影捕捉畫面，將其融入空間構成的造型設計之中。 

     (二) 以體驗、觀察空間的態度來認識校園建築之間的關連性與建築結構的表現。 

 美感技術 

     (一)學習平面構成表現，三維空間的描繪，造型組構。 

     (二)塊體間比例、位置所呈現主、次與附屬的關係、曲面切割表現、線的彎曲與接

合。 

 美感概念 

     (一)美的形式原理 

     (二)如何觀照構造物的視覺美感。 

 其他美感目標 

三、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9/14 

單元目標 校園環境中的剪影觀察 

操作簡述 

觀察校園整體環境，運用攝影方式捕捉光影投射下
的造型，可以是建築物、人物、樹影、抑或是以上的
組合。攝影畫面構圖不論疏密、對象大小、角度、前

後景深，每人至少拍出18張。 

2 9/28 

單元目標 組構剪影畫面 

操作簡述 
從捕捉校園環境觀察的18張照片中，透過選擇或適
當裁切留下9張畫面，輸出這9個畫面。 

3 10/5 

單元目標 繪製9宮格 

操作簡述 
為了將剪影畫面進行圖形簡化黑白的呈現，在8開紙
張上先繪製9宮格以便下周圖形簡化的繪製。 

4 10/12 

單元目標 畫面轉化 

操作簡述 

觀看輸出的9格畫面內容。將畫面簡化為幾何圖形，
以黑白方式來表現畫面中的幾何圖形，藉以區別其
中的空間型態。 

5 10/19 

單元目標 畫面轉化 

操作簡述 

以黑白色紙切割、剪貼方式或素描方式來表現畫面
中的空間型態。將剪影處以黑色表現，其餘空間則為
白色，或是反之。 

6 10/26 

單元目標 型態分析與三維草模 

操作簡述 

直觀9格畫面裡的黑白色塊所呈現的抽象構成，選擇
能將其中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快速表現出來的材質(如
紙材、輕質土、鋁線、透明片等)來表現三維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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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針對9個畫面做出9個或是至少3個以上的草模。 

7 11/2 

單元目標 觀察草模型態 

操作簡述 

從不同角度先觀看與感受所有做出來的草模型態，
以素描或文字方式紀錄其中自己有感的抽象構成，
從其中挑選出一兩個草模進行下一節課程的加工。 

8 11/19 

單元目標 認識人體比例尺 

操作簡述 

首先對自己的身體各部位的比例進行測量與理解，
後續製作1/20的空間模型藉由人體模型來讓空間設
計目的更為清楚。 

9 11/16 

單元目標 製作1:20的人體模型 

操作簡述 

完成1/20的人形比例尺後，帶著這個比例尺來感受
空間 

1.嘗試用教室裡的物品(物件)製造一個空間 

2.嘗試觀察與描繪人形比例尺的空間的型態 

10 11/23 

單元目標 人體比例尺與草模比例的調整與組構 

操作簡述 

1/20的小人在與前幾周製作的草模造型的配置在一
起時，草模的長寬高比例該如何調整。進一步與他人
的草模造型組構觀看能否形成不同的空間型態，以
及思考如何組構。 

10 12/7 

單元目標 塊體空間草模 

操作簡述 

依據草模比例，嘗試建立一個面與體之間或面體與
體組之間的空間關係。空間關係的張力需取決各形
體的位置與相對距離，建立空間關係後依次組織形
體、面、線條。 

11 12/14 

單元目標 塊體組合關係 

操作簡述 

塊體組合關係練習:從三塊大小不同的塊體型態，嘗
試練習相互關係的組構。從體積大小(兩兩尺寸不要
相同)、相互位置與比例(整體比例、固有比例、相對
比例)來表現主要的、次要的、附屬的關係。以三度
空間的面向來觀看塊體所呈現出來的關係。 

12 12/21 

單元目標 塊體空間立體化的草模建構繪製 

操作簡述 

畫出塊體造型的3度空間圖，並標示出長、寬與高的
尺寸在塊體造型旁，對應於人形比例尺，讓空間造型
具有意義。 

13 12/28 

單元目標 空間立體化 

操作簡述 
將3度空間的草圖運用保麗龍或珍珠板將立體空間
造型呈現出來。 

14 01/04 

單元目標 上披土 

操作簡述 
塊體造型形體間運用貫穿、楔入、支撐來連結，在最
後完成過程表面上披土讓形體更為完整。 

15 01/11 

單元目標 空間對話 

操作簡述 
置入1:20的人型比例尺在塊體空間造型中，讓空間
的設計目的與觀點可以更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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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循著課堂三維設計的步驟，練習三個塊體的造型組購，透過一連串的觀察、引導、思

考及動手實作，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模擬出一個立體的空間模型，希望能藉此課程讓學生

覺察感知生活中的空間，對於日後進行空間創作與設計規畫時能有系統的邏輯思考與技能的

提升。 

五、參考書籍： 

Elements of Design: Rowena Reed Kostellow and the Structure of Visual 

Relationships、 Hannah, Gail Greet、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2002/07/01 

Inside/ Outside: From the Basics to the Practice of Design、馬科姆．葛瑞爾、臉譜出版

社、2008/06/06 

以原有條件創造條件的空間設計、 安東尼‧迪瑪利 、龍溪出版社、2019/10/25 

六、教學資源： 

投影機、電腦、網路資源、保麗龍切削器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Hannah%2C+Gail+Greet/adv_author/1/
https://www.eslite.com/search?author=WyLppqznp5Hlp4bvvI7okZvnkZ7niL4iXQ
https://www.eslite.com/search?manufacturer=WyLoh4norZzlh7rniYjnpL4iXQ
https://www.eslite.com/search?manufacturer=WyLoh4norZzlh7rniYjnpL4iXQ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E%89%E6%9D%B1%E5%B0%BC%E2%80%A7%E8%BF%AA%E7%91%AA%E5%88%A9/adv_author/1/
https://www.eslite.com/search?manufacturer=WyLoh4norZzlh7rniYjnpL4i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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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因為學生從剪影拍攝到黑白畫面轉化繪製過程需要比較多的時

間，所以課程時間上第四周(10/12)與第五周(10/19)的進度相同。 

        參照當初計畫審核的建議，為了讓空間的設計目的與觀點可以更為

清楚，在製作空間草模造型的課程後，接著進行1/20的人形比例尺課程。另

外，塊體組合關係課程後直接進入空間立體化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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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5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片：1100914  校園環境中的剪影觀察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捕捉校園剪影照片: 先在教室內先理解拍攝的視角與取景的構圖表現，之後在校園中走

動，藉由抬頭、平視或是蹲低來觀察校園環境中的建築、人物、樹葉花草、抑或是以上的組

合在光影的照射之下的造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視角與構圖的不同捕捉光影投射下的造型，可能是有機的 Organic Form 或是幾何造

型 Geometric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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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1100928  檢視校園剪影照片，word 中編排後列印 

 

 

 

    

    

B 學生操作流程： 

裁切與組構校園剪影照片:每人從上周在校園中拍出的18張剪影觀察照片中，透過選擇或適

當裁切留下9張畫面，在 word 中編排這9個畫面之後列印。 

C 課程關鍵思考： 

攝影畫面構圖不論疏密、對象大小、角度、前後景深，在其中挑選出不同表現的9個畫面，如

果有需要裁切，可以先裁減後才放入 word 中編排。裁減時可去除過多的雜訊，保留清楚的

剪影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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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005  繪製9宮格 

 

 

    

   

B 學生操作流程： 

為了將校園剪影照片簡化為黑白幾何畫面，先在8開圖畫紙上繪製9宮格，以便下周課程使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8開畫紙均勻分配長寬，繪製出規整的9宮格，並保留邊界與間距，以便畫面能均等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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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012  畫面轉化 

 

 

 

 

 

 

    

   

 

 

 

 

B 學生操作流程： 

觀看輸出的9格畫面內容。將畫面簡化為幾何圖形，以黑白方式來表現畫面中的幾何圖形。  

C 課程關鍵思考： 

黑白方式的呈現空間型態，可考慮運用色紙切割、剪貼方式或素描方式。課程中以素描方式

示範，所以同學多以相同手法來呈現來區別其中的空間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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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019   畫面轉化 

 

 

                                         

 

 

                                                          

 

 

        

B 學生操作流程： 

上一周學生的空間型態抽象描繪尚未完成，故進度延續一周。 

C 課程關鍵思考： 

以黑白方式來表現畫面中的幾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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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026  型態分析與三維草模 

 

 

 

 

 

 

 

 

 

                                                                          

B 學生操作流程： 

直觀9格畫面裡的黑白色塊所呈現的抽象構成，選擇能將其中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快速表現出

來的材質(如紙材、輕質土、鋁線、透明片等)來表現三維草模。可以針對9個畫面做出9個或

是至少3個以上的草模。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看在圖畫紙上所繪製的抽線構成畫面，選擇能快速表現造型的材質，做出三維空間的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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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7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102   觀察草模型態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不同角度先觀看與感受所有做出來的草模型態，以素描或文字方式紀錄其中自己有感的抽

象構成，從其中挑選出一兩個草模進行下一節課程的加工。 

C 課程關鍵思考： 

試著從不同角度先觀看與感受草模的造型，注意其中空間虛與實的型態表現，將其中有感的

抽象構成記錄下來。 

 

  



15 

課堂8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109   認識人體比例尺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對自己的身體各部位的比例進行測量與理解，在空間模型中製作1/20的人體模型以為比

例尺。所以如果身高170公分的人在1/20的空間中呈現出8.5公分高的模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 Le Corbusier 的人體工學介紹先感受理解人體各部位的相對比例，進一步進行1/20比例

的人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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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9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116  製作1:20的人體模型 

 

 

 

 

  

 

 

B 學生操作流程： 

同學依上一節課描繪人體比例，進行1/20人體模型製作，可以選擇使用輕質土、鋁線或是

紙板來製作1/20的人體模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1/20人體模型的製作可以依造自己描繪人物動態來表現，但須注意身體部位的相互比例關

係。先製作完成的同學可以再帶著自己製作的人形比例尺在教室環境中感受空間型態與比例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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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9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123  人體比例尺與草模比例的調整與組構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自己的人形比例尺與前幾節的草模放置一起觀看，思考草模的比例該如何調整才能符合

1/20的人體置入其中適切的空間大小。再與其他同學的草模組構，進行分組。 

C 課程關鍵思考： 

1/20的人型比例不變的情況下，草模該如何調整(長寬高的尺寸)使其成為一個合理的空間造

型。進一步與別的同學的草模造型互相組構時，造型複雜化時可以如何組構。 

 

  



18 

課堂10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207   塊體空間草模 

 

 

 

 

 

 

 

 

 

 

 

 

B 學生操作流程： 

每位同學先捏出數十個型態比例各異的直稜體(形體邊緣盡可能地清晰準確)，分組進行塊體

型態的空間組構。定位各形體的軸線，保持各形體之間的軸線保持處於靜止狀態(相互垂直)，

之後才嘗試讓軸線具有不同的動態。 

嘗試建立一個面與體之間或面體與體組之間的空間關係，表現出主要、次要與附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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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留下3個大小不一的塊體。 

C 課程關鍵思考： 

同學對抽象型態草模的虛實空間有初步的練習後，分組進行面與體之間或面體與體組之間的

空間組構，空間關係的張力需取決各形體的位置與相對距離。 

組構過程中轉動塊體造型，從不同角度來看各形體之間關係:固有比例 相對比例 與體塊的輪

廓）。思考形體間如何相互連結:貫穿、楔入、支撐，構思作品時要考慮到所有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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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11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214   塊體組合關係(畫出比例尺) 

 

 

 

 

 

 

 

 

B 學生操作流程： 

延續上周的塊體草模造型空間，感受彼此之間的組構關係，檢視草模造型，於確定的組構造

型後描繪出塊體空間的3維草圖，做為下一周空間立體畫的草圖。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3維空間觀看這些塊體組合出的空間型態。 

觀察自己的設計時，問問自己以下的問題: 

主要形體與次要形體之間有無對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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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有無互補，大小和形狀是不是太相似 

主要形體是否在最顯著的位置上? 

附屬形體有沒有為整個三維體增加一些特徵，並促進整體的統一性? 

從所有的角度來觀察，平視或俯視，呈現的作品是不是都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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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12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221  空間立體化的草模建構 

 

 

 

 

 

 

 

  

 

 

 

 

 

 

 

 

 

B 學生操作流程： 

畫出塊體造型的3度空間圖，並標示出長、寬與高的尺寸在塊體造型草圖。 

C 課程關鍵思考： 

畫出塊體造型的3度空間圖，並標示出長、寬與高的尺寸在塊體造型旁，對應於人形比例尺，

讓空間造型具有意義。 

整體作品約略30x30x30立方公分，最長邊不超過6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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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13 

A 課程實施照片：1101228  空間立體化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3度空間的草圖運用保麗龍或珍珠板將立體空間造型呈現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運用保麗龍或是珍珠板黏合將塊體造型的三度空間呈現出來，由於學生作品的塊體體積有

的很厚，須注意面的整齊與交接處的黏合，學習使用保麗龍切割器來進行塊體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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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14 

A 課程實施照片：1110104  上披土 

 

 

 

B 學生操作流程： 

塊體造型表面上披土 

C 課程關鍵思考： 

塊體造型形體間運用貫穿、楔入、支撐幾種方式來連結，在塊體切割、黏貼成形的過程中如

果表面有些許不平整，可以在作品型態完成後在表面上一層披土，讓形體更為完整。 

 

  



25 

課堂15 

A 課程實施照片：1110111空間對話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人型比例尺與塊體造型空間進行對話。 

C 課程關鍵思考 

思考最初塊體組構空間欲表現的空間意義為何，將人型比例置入後讓空間意義呈現，可以從

不同角度觀看與拍照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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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抽象的校園環境剪影立體化，對學生而言概念比較抽象，所以操作過

程中，學生多數都是以輕質土做成淺浮雕的表現，後續經由引導將平面立體化，

在將1:20人體比例尺製作出來後，學生能將人形放置在草模旁邊時，對於空間

的感受就能比較有感，後續執行塊體空間時，學生也比較能提出一些個人或分

組的共同想法。並且在著手製作3維的空間造型模型的製作過程中，對於媒材

與工具的操作，也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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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