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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陳韜元 

實施年級 二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搭配美感通識 

 

班級數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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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為題，合於素養的構面學習主題） 

課程設定 þ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þ單堂 

□連堂 

教學對

象 

□國民中學    

年級 

þ高級中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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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字概述內容即可） 

þ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 能認識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  

2. 能分析點、線、面等元素的大小、疏密、濃淡等變化關係。 

 



 課程活動簡介（300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本課程以探索構成為主軸，希望能利用如壁磚圖案、地毯、燈座等生活物品探索

發現構成元素，進行觀察、檢視並比較構成差異，讓學生發現其實「構成」的可

能性存在於日常生活中，而你卻不曾仔細觀察個生活物品的構成形式與變化；本

次課程透過構成收集與觀察分析，讓學生去拆解日常物品的構成配置，嘗試發現

構成的形式、配置及疏密間的組合所呈現的構成美。進而透過明信片創作歷程促

使學生思考構成與日常的關聯性?明信片類型與自身目的之關聯性？思辨構成藉

由大小、疏密、濃淡分配所給予的感受？藉由活動歷程的構成分析與多元應用，

培養學生對構成的敏銳度、感受性、傳遞效果。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1.學生能觀察建築室內之居家空間，舉凡地板、地磚、地毯、壁磚、壁紙、天花板

等居住空間的構成規劃。 

2.學生能觀察日常生活使用物品，例如咖啡杯組、茶具組、碗盤組等生活必需用品

進行構成分析與檢視歸納其形式。 

3.學生能觀察自身服裝圖案、球鞋、手鍊、手錶、項鍊、戒指、手機等隨身用品，

進行構成導出分析與探索。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1.學生能學習點、線、面所構成的造型大小、長短、疏密、明暗的組合配置技

法。 

          2.學生能使用代針筆、尺規來進行構成的繪製創作。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1.學生能認識美的形式原理對構成的影響。 

         2.學生能深化構成構面的概念與應用。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學生能透過構成構面應用於明信片上，參與豐中美術節盛會，學生能透過此

創作作品美化校園，也可傳遞美術節之藝術家故事活動、分享藝術家作品構成原理

等相關美術節活動。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 

主題內容、步驟 

1 3/3 單元目標 引導有感 

操作簡述   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例，說明其構成應

用及其差異性，延伸至居家空間之構成

表現，觀察構成元素應用之方式。 

2 3/10 單元目標 探索日常構成 

操作簡述   學生分組紀錄、觀察各生活用品進行

構成分析，歸納出該物件的構成要素，

分辨出良好的構成條件與不恰當之構成

方式，與組員討論各物品的構成配置，

並思考構成所帶給你的感受為何?並試

著描述其感受並記錄下來。 

3 3/17 單元目標 構成配置練習 

操作簡述   依歸納出之構成元素，請學生進行構

成配置練習，並與該組所記錄之資料進

行比對，完成該元素之配置練習。 

4 3/24 單元目標 多組構成元素配置組合 

操作簡述   學生運用多種元素，進行構成設計(明

信片設計)，嘗試應用生活中所發現之元

素，完成具備構成之美的作品，且學生

能說出構成元素間的關聯性。 

5 3/31 單元目標 構成設計比對 



操作簡述   學生運用完成的作品與紀錄之資料進

行分析比對，檢視是否符合日常生活構

成構面，且能描述其構成應用特點。 

6 4/7 單元目標 構成設計分享 

操作簡述   學生作品分享與討論並票選最佳構成

設計應用(明信片設計)。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學生能從課程中學習發現構成，並嘗試體驗及實踐，了解生活各物件的構成構面，

思索是否會影響整體的日常生活環境的美感構成，因此希望學生透過本課程的學習，

能具備以下成果: 

1.能認識構成構面。 

2.能了解構成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3.從生活著眼觀察，理解構成的相互關係。  

4.構成構面如何應用於生活用品。 

5.生活用品中的構成衝突有哪些情況。 

6.良好的用品構成圖案運用。 

7.能覺知構成經不同比例排列所呈現出的視覺感受。 

8.能應用構成的特點於明信片的設計。 

9.能對自己與他人的作品進行分享與思辯。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美感探索，黃光男，聯經出版社，2013 

2.如何培養美感，漢寶德，聯經出版社，2010 

六、教學資源： 

1.美感生活課程實施計畫光碟 

2.各大博物館及美術館網站 

3.校園環境、美術館教室及生活角落皆是提供教學之素材及資源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依課程計畫進行。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請填寫表格x6，可參考美感練習誌第一冊12~17頁） 

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觀察日常生活器具，例如桌椅。 

2.觀看造型與線條表現。 

3.小組討論與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能了解及分析各物件之造型表現。 

 

 

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紀錄物件構成造型與型態。 

2.紀錄物件造型給你的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利用圖表方式描述造型與繪製，並記錄其感受。 

 

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依記錄表格進行歸納與比對。 

2.從數張造型表現照片與同組同學分享其造型特徵與描述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生活環境探索各物件之構成表現。 

 

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依歸納結果進行構成設計。 

2.選擇適合造型進行搭配。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能說明線條特性與關聯。 

 

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檢視作品是否符合分析圖表之結果。 

2.搭配後組員們討論是否具有視覺美的可能。 

C 課程關鍵思考： 

嘗試搭配探索視覺美的可能性。 

 

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各組分享與討論搭配完成之作品。 

2.推薦符合視覺美的構成組合作品。 

3.發表構成表現之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能比較學習前後的差異，對構成有更深層的認識。。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校行政端的支持與支援一直是一股推動美感生活的強大力量，本校美術科作為美

感推動成員，感謝行政端能夠清楚了解美感課程能強化美術知能應用在生活實踐上，

推廣美感生活，進而不遺餘力的支持與支援。 

    六堂課希望能讓學生以探索構成為主軸，利用如壁磚圖案、地毯、燈座等生活

物品探索發現構成元素，進行觀察、檢視並比較構成差異，讓學生發現其實「構成」

的可能性存在於日常生活中，藉由了解衍生出視覺美的可能性，學生都能十分配合

並與我一起研究及探尋新的構成方式。 

問題1  

    自籌補助款，美感計畫的推動不易取得校方的認同，在各校經費拮据的情況下，

非主科科目常做為現實無奈底下的犧牲者，因而無法延續美感養成活動。感謝基地

長官們的爭取，促使新年度美感課程不會因自籌款產生無法進行的困擾，謝謝。 

問題2  

    學生對於立體造型轉換成平面構成能有所認識但在其應用上，線條與線條間的

組合，容易形成視覺分散的效果，透過一次次的組合搭配，協助學生找出問題並改

善，最後形成能接受的視覺構成表現，建構學生構成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