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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苗栗縣立西湖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鍾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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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 其他：＿視覺藝術課程＿ 

班級數 ＿1＿班 學生數 ＿24＿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畫中有話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A6.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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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 我質、我值、□ 《美感行動誌》收錄課程 )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 從表情符號到點線面的表情創作，認識情緒、表情和肢體的連結。 

2. 抽象的情緒可用文字表達外，色彩、造型也是另一種表現方式。 

3. 結合藝術表現性技術將情緒的感受化成可傳達訊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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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過去曾進行部分美感課程，如：色彩、構成等構面。 

* 先備能力： 

   1. 學生對色彩有基本認識與瞭解。 

   2.上過攝影拍攝、CANVA 編排，對於構成編排有基礎能力。  

三、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情緒感覺是日積月累的。曾經，一個個、小小的、沒有處理完整的情緒感受，會連結成一個

牢固、難以改變的感受，並形成對自己的觀感，及對相似情境的解釋。藉由色彩視覺與心理

感受的對應，對情緒有更明確的理解。透過課程從表情符號辨識情緒，將抽象的情緒可用文

字表達外，點線面結合色彩、質感及藝術表現性技術，讓情緒不只是情緒，將情緒的感受轉

化成可傳達訊息的可能，讓溝通更有愛無礙。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能辨識不同表情的情緒對應。 

2. 能感受色彩的明度和彩度的變化，對於色彩的意象影響對色彩的感覺 

    與心理認知。 

3. 能感受不同幾何圖像與情感表徵詞彙之對應。 

美感技術 
1. 色彩及造形構成的表現和思考。 

2. 應用攝影作自我情緒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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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數位媒材或使用自動性技法、材料、拓印、現成物體等方式，製 

    作影像、拼貼完成作品。 

美感概念 

1. 色彩三屬性、色彩感受及色調搭配。 

2. 造形的幾何元素如何運用構成原理使造形與美感連結、重新認知 

  「形」的意義， 展現理性與感性特質。 

其他美感目標 
1. 讀懂語言和非語言訊息，提升察言觀色及感同身受的能力。 

2. 透過情緒探索，能夠覺察且管理的適時適所，並恰如其分的表達。 

五、課程大綱、教學進度   

週次/序 上課日期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09/05 

09/12 

情緒覺察 

(2 節) 

1. 能辨識不同的情緒的表情對應。 

    使用「點、線、面」不同形態的結合，感受 

元素些微的改變對於面部表情傳達感受的程 

度變化。 

2. 使用 Facebook Messenger 應用程式中的 

虛擬替身透過編輯設定觀察情緒在表情和 

肢體動作的表現。 

3. 使用攝影演繹記錄自我情緒變化的影像。 

4. 情緒色彩座標圖，運用情緒字詞及座標圖 

的標示來幫助辨識自我的情緒。 

5. 透過情緒座標圖及牌卡活動，透過隨機抽 

卡，及有意識地挑選感受牌卡給予的訊息 

及自我在情緒上覺察的面向可以從生活日 

常中練習。 

2 
09/19 

09/26 

色彩構面 

(2 節) 

1. 顏色三屬性色相、明度、彩度介紹及色相 

環及色光與色料混色原理。 

2. 認識不同色相的心理感覺，及色彩的共感 

覺。 

3. 配色依據個人色彩喜好、色彩心理與意象 

、色調搭配。 

4. 使用酒精墨水流動畫創作，運用彩色墨水 

和酒精之間產生的交互作用來完成作品， 

透過酒精與顏料的相斥、相容以及快乾的 

特性，形成顏色的深淺、混色以及線條感 

。感受色彩流動與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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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24 

11/07 

構成構面 

(2 節) 

1. 延續「點、線、面」，不同形態的結合幾何 

圖形的形狀、位置、大小、色彩及線條表現 

性對於視覺知覺、視覺感受。 

2. 理性抽象、感性抽象介紹，如何運用點、 

線、色彩、塊面、形體、構圖來傳達意念及 

感受。 

3. 色彩情感演繹與實作，使用平板搭配 

CANVA，進行情緒色彩配色實際操作。 

4 

11/14 

11/21 

12/05 

繪文字的表情符

號(3 節) 

1. 當人們面對面交談時，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 

有助於表達情緒，當人們傳訊息時，則用文 

字、表情符號或其他多媒體素材來傳遞情 

緒。 

2. 表情符號所傳達的意思和訊息中表情符號背 

後隱藏的的情緒資訊，透過討論能有更深刻 

的理解。 

3. 將生活中面臨的問題，思考如何在與人互動 

相處時，運用文字、表情符號和圖像創作， 

結合色彩及圖 像構成來呈現正向思考策略 

，用有趣的圖文訊息，在生活中增加非語言 

訊息的表達。 

5 

12/12 

12/26 

01/02 

拼貼情緒自畫像 

(3 節) 

1.運用紙本或使用平板搭配 CANVA，結合色 

彩和構成製作情感演繹與實作的拼貼自畫 

像。 

2. 回顧這學期的歷程，思考每個色塊、顏色、 

符號代表了什麼含意，並結合一段文字，寫 

出他們本學期各自心中有感的或豐盛、或哀 

傷、或喜悅的感受。 

六、預期成果 

期許透過課程學生能學習覺察自我、他人的情緒及感受，透過美感課程及技術的操作，用善 

 意、正向、鼓勵和支持性的語言和非語言訊息的表達，同理自己和他人，讓誤會和衝突或傷 

 害可以有更好的表達及溝通方式，提升生活中與人互動的美好可能。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7 

§ 《美感電子書》 

§ 《幾何形態應用在造形設計的探討》，林崇宏，東海學報 44 卷(2003)：87-96。 

§ 《「抽象」在藝術與設計之再定義》，許峻誠、王韋堯, 設計學報第 10 卷第 3 期(2005)： 

    81-109。 

§《大學生人際互動情緒表達壓抑的探究》，江 文 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系教育心理學報，2012，43 卷，3 期，657-680 頁。 

§《The Multidimensional Lexicon of Emojis: A New Tool to Assess the Emotional Content  

    of Emojis》，METHODS article Front. Psychol., 10 June 2022，Sec. Human-Media  

    InteractionVolume 13 – 2022，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921388 

八、教學資源 

 §《cartoon story || Facing 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6RBAT_gxPM 

§《Nobody is Normal | Childli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reload=9&v=ZJbrtQgLdpk 

§ The Anne Times 安妮新聞 VOL4、VOL8、VOL10、聆聽特刊 

https://aade.project.edu.tw/annetimes/ 

公視兒少資源網 

https://www.ptskids.tw/article/%E6%83%85%E7%B7%92%E8%A7%94%E6%96%97%E

9%9B%B2-63ae440ecede2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依據原課程大綱、教學進度之安排進行，因遇學校行事安排及颱風假影響 

         課程活動執行時間。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92138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6RBAT_gxP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reload=9&v=ZJbrtQgLdpk
https://aade.project.edu.tw/annetimes/
https://www.ptskids.tw/article/%E6%83%85%E7%B7%92%E8%A7%94%E6%96%97%E9%9B%B2-63ae440ecede2
https://www.ptskids.tw/article/%E6%83%85%E7%B7%92%E8%A7%94%E6%96%97%E9%9B%B2-63ae440ece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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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情緒覺察(2 堂課)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能辨識不同的情緒的表情對應。 

2. 使用「點、線、面」不同形態的結合，感受元素些微的改變對於面部表情傳達感

受的程度變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覺察自我情緒的感受與臉部表情肌肉的連結。 

2. 在使用不同的素材時如何表現自我及情緒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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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周哈里窗學習單及情緒座標圖學習單，運用情緒字詞及座標圖的標示來幫助 

          辨識自我的情緒，了解自己也透過同學的協助認識不同面向的自我。 

    2. 牌卡活動，透過隨機抽卡及有意識地挑選感受牌卡給予的訊息及自我在情緒上覺 

        察的面向可以從生活日常中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意識自我及他人內在情緒、動機目的，對應不同情緒的色彩呈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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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色彩構面(2 堂課)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複習色彩三屬性。 

2. 認識不同色相、明度、彩度的心理感覺，及色彩的共感覺。 

C 課程關鍵思考： 

   情緒座標圖中情緒的對應色彩，如何融入明度、彩度的變化呈現自我心理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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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酒精墨水流動畫創作，運用彩色墨水和酒精之間產生的交互作用形成顏色的深

淺、混色變化。 

2. 運用 CANVA 操作個人色彩心理與意象搭配。 

C 課程關鍵思考： 

   情緒座標圖中情緒的對應色彩，如何融入明度、彩度的變化呈現自我心理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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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構成構面(2 堂課)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點、線、面」，不同形態的結合幾何圖形的形狀、位置、大小、色彩及線條表現性 

對於視覺知覺、視覺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大小、造形對於視覺知覺及感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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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使用平板搭配 CANVA，如何運用點、線、色彩、塊面、形體、構圖來傳達意念及 

        感受。 

3. 進行情緒色彩配色及構成的操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結合不同形態的圖形形狀、位置、大小、色彩及線條表現性情緒及視覺上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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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繪文字的表情符號(3 堂課)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影像素材閱讀，表情符號所傳達的意思和訊息中表情符號背後隱藏的的情緒資 

   訊，透過討論理解。 

C 課程關鍵思考： 

   理解圖像、文字背後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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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表情符號和圖像創作呈現有趣的圖文訊息，來呈現正向思考策略，增加非語言 

訊息的表達。 

C 課程關鍵思考： 

   色彩及圖像構成正向思考及有意義的訊息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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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繪文字的表情符號(3 堂課)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透過平板攝影自我影像，將影像圖像化表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自我影像的表現、色彩及構成如何結合作為作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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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拼貼情緒自畫像(3 堂課)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習單及平板搭配 CANVA，結合色彩和構成製作情感演繹與實作的拼貼自畫像。 

C 課程關鍵思考： 

   運用媒材、質感的選擇將情緒感受轉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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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習單及平板搭配 CANVA，結合色彩和構成製作情感演繹與實作的拼貼自畫像。 

C 課程關鍵思考： 

   運用媒材、質感的選擇將情緒感受轉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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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思考每個色塊、顏色、符號代表的含意，能清楚的表述與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統整歷程如何能清楚的表述與訊息傳達自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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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抽象感受在色彩、形與媒材的複合運用時需要多留些時間給學習者消化，透過同儕、師 

       生間的討論對話及數位媒材(CANVA)的輔助使用能更聚焦及確認對於形、色彩及呈現的 

       可能性，讓最後作品的操作及過程更流暢。 

       對於創作內容的開放性及彈性，給學習者能有更多的可能及空間時，對於圖像、造型的 

       呈現更能融入更多的元素進入作品裡。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 運用不同的材質融入在畫作裡，一開始操作的時候感覺快天塌了，後來色彩的使用讓 

           作品的效果好很多。 

        § 透過材質、媒材的使用，經同學的描述表達同樣的媒材在不同的作品背後想表達的想 

           法和情感，能更深入的了解。從有想法、構思、準備到精準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從課 

           程的過程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 在調色的過程和作品的創作過程中表達我生活中的處境和心情的圖畫，流動畫由於時 

           間來不及後來使用藍筆再加圖案，整體來說我很喜歡那幅畫。 

        § 透過壓克力顏料與各種媒材元素，用作品表達自我，過程中花時間看看自己，過程中 

           更了解自己。 

        § 在上色的時候印象很深刻，有時候就算不說，在呈現的作品或顏色是可以幫忙表達出 

           來的。 

        § 色彩構面的酒精墨水流動畫和情緒自畫像印象深刻，在課程中理解到自己到底在想什 

           麼、不喜歡什麼。 

       § 情緒覺察的過程印象深刻，可以去找到自己內心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