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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種子學校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鄭雅文 

實驗年級 國中九年級 

班級數 3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_______ 

學生人數 約 1020 人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一）原始與修改後課程大綱比較表 

最初的計畫範疇過大且無法精準的聚焦於構成的核心概念上，因此在 3/4 日

的討論後作了兩次修改更加聚焦在校園環境的公告張貼構成審美上，但繳交教案

時間匆促，在實際進行課程後仍發覺課程概念仍過度發散，因此在進行課程的同

時將計畫中有關文字以及建築語彙的部分除去，更加單純地聚焦於省思公告張貼

構成的視覺紊亂，及以讓學生實際練習建設性作法創造更具美感的傳達方式。 

 

 原始計畫 實際進行課程計畫 

1.  好字在手~認識文字的美感 構成之美~美感要素練習 

2.  字型散步~指標中文字的視覺效果 視覺汙染~校園公告張貼的紊亂 

3.  美感健檢師~校園中不佳的公告張貼 美之構成~練習 1-組設計須改善空間 

4.  用美來說話~構成的模組練習 美之構成~練習 2-腦力激盪想草圖 

5.  沉境於美~優良建築模範 美之構成~練習 3-實作 

6.  潮州風華~潮州建築美學 美之構成~練習 4-實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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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後實際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美言美語~具美感的視覺傳達環境! 

課程設定

(請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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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學生學習狀態簡述：本校為鄉鎮型學校文化刺激少，學生美感素養差距較大，多數尚未

具備獨立審美評判思考能力，畏懼提出想法且對周遭視覺環境多為

視而不見的無感，因此本課程以提升發現有感為教學核心。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一年前前曾進行「比例與構成單元」~講解基本概念後，以實際生活用品~「飲料瓶的

瓶身曲線」做為討論教材，探討不同造型設計對實際使用手握感及視覺美感的影響。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先備能力： 

  具討論及能表達想法且可簡單繪製草圖之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以內）： 

1. 先了解教育部美感教育推動的動機，藉由每一次課程的推動強化學生對政策的認知。 

2.認識構成的視覺美感語言，並藉由基本造型練習的增進並學習構成美感語彙。 

3.以校園環境為實際範例，讓學生從最切身生活體驗感受美感存在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並提升學生對於公領域之生活環境美感察覺、省思與批判力。 

4.透過實際案例的修改經驗，增進學生問題解決力並將審視公共環境美感之經驗內化在

心裡，透過不斷的修改及操作中了解每一個成功的視覺傳達需考慮的眾多因素~如技

術、背景環境的適宜度及環境中相關人員的感受度等等。 

二、預期成果：本次課程欲提升學生對於校園公告張貼美感之… 

1.美感察覺力~對公告張貼的「不美」能有立即感受並提出具體描述。 

2.獨立批判力~對不適宜的張貼有獨立的思考性及辨別力。 

3.正向建設力~不停留於批評階段，能提出有合乎經濟效益之具體增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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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做】 

1.步驟簡列： 

    ＜理念架構＞咦!有差嗎（用心觀察階段）→嗯！還真點有點醜（美感審視階段） →

嘿！這樣也許可以更好耶!（討論激盪階段）→啊！這樣比較美（創造增益階段） 

   ＜課程架構＞認識美感構成要素→校園環境健檢師→以改造校園公告張貼方式為實

際練習作業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 

    (1)有必要推動美感教育課程?~藉由對不佳的視覺環境產生反思能力。 

    (2)這樣的張貼為什麼覺得亂?從實際張貼中探討因為構成方式或是張貼方式或其他

原因而造成的視覺汙染。 

    (3)怎麼做看起來比較美？嘗試練習提出具體改進方式，如黏貼的整齊或是…。 

    (4)這張通告有必要一定要貼在這裡嗎？透過更深層的思考批判，深入地了解視覺傳

達之意義並非只有增加裝飾性的美感而已，有時牽涉到行政單位應該做的是實際

改善軟硬體，而非以公告張貼卸責，如到處貼滿反霸凌貼紙就代表反霸凌嗎? 

四、教學目標：【學】 

1.請預估： 發現 - 探索 - 創造 所佔比例與節奏 

以發現為所有核心，學詩的創作練習成果因學習經驗及技法有限，尚未可進入另二階段 

2.請預估學生將會對哪幾項美感因子有感。 

(1)構成~布置物體與整體環境的相關位置適當與否。 

(2)視覺整體性與協調性~單一物件與環境之衝突。 

參考書籍 1. 蒼井夏樹(2009)。東京 裏風景。晴天。  

教學資源 除正常授課外，亦可視需要做校外參訪。 

 

教學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17-21 構成之美~美感教育推動背景與構成美感要素練習 

2 4/24-28 視覺汙染~校園公告張貼的紊亂的觀察與審美批判練習 

3 5/1-5 美之構成~練習 1-分組設計須改善空間並提出想法 

4 5/8-12 美之構成~練習 2-腦力激盪繪製草圖及討論實作技巧 

5 5/15-19 美之構成~練習 3-以校園某一公告張貼處實地練習操作 

6 5/22-26 美之構成~練習 4-實做完成 

http://iguang.tw/t/gotobuy?url=http%3A%2F%2Fsearch.books.com.tw%2Fexep%2Fprod_search_author.php%3Fkey%3D%25BBa%25A4%25AB%25AEL%25BE%25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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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送審原始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紊亂就是美感的敵人! 

課程設定

(請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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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學生學習狀態簡述：本校為鄉鎮型學校文化刺激少，學生美感素養差距較大，多數尚未

具備獨立審美評判思考能力，畏懼在藝術的前提上提出想法，對周

遭美感抱持無所謂也無感的視而不見之審美態度，因此本次課程以

提升發現及探索能力為教學核心。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曾進行「比例與構成單元」~講解基本概念後，以實際生活用品~「飲料瓶的瓶身曲線」

做為討論教材，探討不同造型設計對實際使用手握感及視覺美感的影響。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先備能力： 

  具備基本審美因素基本分析描述能力(教師將於教學引導學生練習描述方式)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以內）： 

1. 生活是課程的主要教材，因為學生難以從美術作品或的經驗遷移至現實生活中。 

2. 以構成為教學主軸~「關係排得好就是美的組合」、「主從關係是構成美感很重要的手

法之一，其目的就是避免視覺失焦而造成惶惑不安，紊亂就是美感的敵人」。 

3. 「提升學生對於公領域之生活環境美感察覺、省思與批判力」，原因一為私領域物質

美感甚為主觀且多與高消費為等號，因此美學儼然成為現代商業行銷訴求核心。 

4.以「培訓學生有能力尋找視覺汙染源並提出建設性看法」為教學核心，從最小的地方

看起~從「公告張貼」為教材引導學生從比例、構成、色彩與質感四個要素，具體察覺

描述不協調之處及導入字型與背景協調的概念，並藉由平面設計練習視覺構成。 

5.校園美感健檢師~以學習到的構成概念應用於主動尋找藏於校園細節中的破壞美感魔

鬼，並進行分組討論以表演藝術方式呈現成果。 

6.進而推展至社區，分析潮州建基路上各時期建築美感及人文背景因素，並介紹大巴黎

計畫的精神及國際典範以擴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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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成果：本次課程欲提升生活環境美感之… 

1.美感察覺力~對「不美」能有立即感受並提出具體描述。 

2.獨立批判力~具客觀的美感素養，了解真正美感價值不盲從媒體或網紅。 

3.正向建設力~不停留於批評階段，有合乎經濟效益之具體增益想法。 

三、教學策略：【做】 

1.步驟簡列： 

    ＜理念架構＞咦!有差嗎→嗯！還真點有點醜 →嘿！原來可以這樣改→啊！這樣比

較美→哦！視野大開→嗯！有美 

   ＜課程架構＞認識美感構成要素→以校園公告張貼方式為練習作業→校園環境健檢

師→擴大視野從社區歷史認識潮州各時期建築美感特色及人文含意→學習國際典範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 

    彙整兩年半的實驗課程經驗及共學心得後，本次課程將美感教學核心聚焦於「提升

學生對於公領域之生活環境美感察覺、省思與批判力」，原因一為私領域物質美感甚為主

觀且多與高消費為等號，因此美學儼然成為現代商業行銷訴求核心；其次，反觀公領域

的美感境教甚為失敗，缺乏批判思考性，易流於被媒體操弄盲目追求，以致全民美感素

養遲遲未能提升。因此身為教育者將以此為前提，提升學生對「不美」的察覺力，從細

節中找到破壞美感的魔鬼，利用生活周遭的環境進行客觀條件式的分析並培養具體增益

的建設性，特別是從學校及社區看起，讓美感落實在實際生活中，以有能力改進目前環

境為前提，提升全民美感素養。 

四、教學目標：【學】 

1.請預估： 發現 - 探索 - 創造 所佔比例與節奏 

以「已」發現為主，主要以培訓探索能力，約 1：2 之教學比例。 

2.請預估學生將會對哪幾項美感因子有感。 

(1)構成~布置物體與整體環境的相關位置適當與否。 

(2)比例、色彩與材質等因素如何影響視覺效果。 

(3)視覺整體性與協調性~單一物件與環境之衝突。 

參考書籍 
1. 蒼井夏樹(2009)。東京 裏風景。晴天。 

2.柯志杰、蘇煒翔(2014)。字型散步：日常生活的中文字型學。臉譜。  

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以老師及學校資源本身之經驗、個案或可邀請專家專題演講。除正常授

課外，亦可視需要做校外參訪。 

 

  

http://iguang.tw/t/gotobuy?url=http%3A%2F%2Fsearch.books.com.tw%2Fexep%2Fprod_search_author.php%3Fkey%3D%25BBa%25A4%25AB%25AEL%25BE%25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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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週

次 

上課

日期 
主題 課程進度、內容  

1 

3/20 

- 

3/24 

好字在手 

1.美感前導課程： 

 美感教育計畫推動之必要性。 

 公環境美感與全民素養之緊密相關 

10” 

2.從「書寫文字」了解構成原則~分組請學生在黑板上寫下一個字，之後

分組討論「空間」、「曲直」、「長短」如何影響閱讀性並上台報告。 
15” 

3.觀看「啊!設計」第 8 集「設計的觀察~文字及其表現方式」並討論。 5” 

4.美感健檢練習~校園難以成句的張貼視覺汙染：以學校後門口張貼的標

語影引提供同學重新規劃書寫的位置及大小，並分組討論後選擇最適宜者

上台發表。 

20” 

2 
3/27-

3/31 
字型散步 

1.運用「字型散步」書中範例引導學生提升對字型的敏感度，並特別以公

共交通引導指標為討論標的。 
15” 

2.以實際張貼公告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加入材質、色彩後的視覺效果。 20” 

3.分組搜尋下節課要改進的校園汙染源並拍照於下次上課分組報告。 20” 

3 
4/3- 

4/7 
美感健檢師 

1.分組報告所發現之校園公告視覺汙染。 15” 

2.練習具美感的平面構成~設計較符合視覺整體性的張貼公告方式~分組

繪製設計較理想的公告，但需要考慮張貼的時間性與功效，結合經濟效益

選擇材質，並提醒護貝膠膜的污染性。 

30” 

4 
4/10-

4/14 
用美來說話 

1.校園視覺汙染源~隨意張貼的差不多先生們 VS 亞洲美術館安藤忠雄，

探討物件組合的模組化設計。 
20” 

2.利用多項公告組合的牆面，簡化成點線面的構成以引導學生察覺視覺引

導的紊亂性。 
10” 

2.練習多種物件的組合方式~使用「視覺設計:啟發創意的平面設計」一書

當中的「吉兒掉下來」單元。 
15” 

5 
4/17-

4/21 
沉境於美 

構成原則應用於實際環境中。 

1.介紹國內具美感水準之校園(如豐源國小等)，分析其設計理念與特色，

以良好典範擴大學生美感的視野。 

2.潮州巡禮行前教育~本校周圍尚有自開發以來殘存各式風格建築，以構

成的角度分析閩式、日式、日洋混合及光復初期的二樓平房的立面門窗設

計，帶領學生欣賞並分析各式建築元素。 

45” 

6 
4/24-

4/28 
潮州風華 實地走訪周遭認識生活中的美學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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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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計畫 

(內容如上頁) 
修改後實際課程教學內涵 

週

次 

主

題 
課程進度、內容 

主

題 
課程進度、內容 

1 

好

字

在

手 

1.美感前導課程： 

 美感教育計畫推動之必要性。 

 公環境美感與全民素養之緊密相關 

2.從「書寫文字」了解構成原則~分組請學生在

黑板上寫下一個字，之後分組討論「空間」、「曲

直」、「長短」如何影響閱讀性並上台報告。 

3.觀看「啊!設計」第 8 集「設計的觀察~文字

及其表現方式」並討論。 

4.美感健檢練習~校園難以成句的張貼視覺汙

染：以學校後門口張貼的標語影引提供同學重

新規劃書寫的位置及大小，並分組討論後選擇

最適宜者上台發表。 

構

成

之

美 

1.美感前導課程： 

 美感教育計畫推動之必要性。 

 公共視覺環境混亂 

2.構成美感的基本認知練習~反覆、對稱… 

2 

字

型

散

步 

1.運用「字型散步」書中範例引導學生提升對

字型的敏感度，並特別以公共交通引導指標為

討論標的。 

2.以實際張貼公告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加入材

質、色彩後的視覺效果。 

3.分組搜尋下節課要改進的校園汙染源並拍照

於下次上課分組報告。 

美

感

健

檢 

1.校園環境巡禮~分析公告張貼的紊亂因素 

 視覺延伸線的交錯雜亂 

 張貼方式的粗糙 

 張貼位置與背景的不適宜 

3 

美

感

健

檢

師 

1.分組報告所發現之校園公告視覺汙染。 

2.練習具美感的平面構成~設計較符合視覺整

體性的張貼公告方式~分組繪製設計較理想的

公告，但需要考慮張貼的時間性與功效，結合

經濟效益選擇材質，並提醒護貝膠膜的污染性。 

 

1.美之構成~練習 1 

 分組討論預計修改的區塊及原因 

 提出設計想法(口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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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

美

來

說

話 

1.校園視覺汙染源~隨意張貼的差不多先生們

VS 亞洲美術館安藤忠雄，探討物件組合的模組

化設計。 

2.利用多項公告組合的牆面，簡化成點線面的

構成以引導學生察覺視覺引導的紊亂性。 

2.練習多種物件的組合方式~使用「視覺設計:

啟發創意的平面設計」一書當中的「吉兒掉下

來」單元。 

 

1.美之構成~練習 2 

 腦力激盪繪製草圖及討論實作技巧 

 注意操作具體可行的方法與媒材 

5 

沉

境

於

美 

構成原則應用於實際環境中。 

1.介紹國內具美感水準之校園(如豐源國小

等)，分析其設計理念與特色，以良好典範擴大

學生美感的視野。 

2.潮州巡禮行前教育~本校周圍尚有自開發以

來殘存各式風格建築，以構成的角度分析閩

式、日式、日洋混合及光復初期的二樓平房的

立面門窗設計，帶領學生欣賞並分析各式建築

元素。 

 
1.美之構成~練習 3 

 實地操作 

6 

潮

州

風

華 

實地走訪周遭認識生活中的美學  
1.美之構成~練習 4 

 實做完成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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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利用影音媒體分析介紹時與教師同步討論思考，並藉由圖片學習構成的美

感要素，學會以具體名詞或形容詞描述所見環境中的美感秩序。 

C 課程關鍵思考：從實際生活案例中反思政府推動美感教育的意義何在，不在於由金錢推砌

的世界，而在於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最基本的時刻，特別是公領域範疇。 

  

▲ 從生活環境思考美感教育推動目的 

▲構成美感的基本語彙練習 

  ~反覆、對稱、漸層、漸變次序、單

純、協調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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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分組到校園各角落檢視公告張貼的位置及內涵，並討論紀錄適切性與否。 

C 課程關鍵思考：前幾期的美感偏向基本設計的練習，卻發現雖然紙本有不錯的表現與認

知，但在提到對環境的感受時卻沒有想法幾近無感，因此在本期開始便特別強調生活題材

的體驗與反思，讓學生透過真實環境題材藉由討論發覺需要改進的原因及方式，也培養學

生獨立思考性審視「大人」世界中因敷衍而產生的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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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分組選擇討論需要改進的區塊，並進行記錄及測量，並與討論初步的想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對於親身改造校園張貼的做法一開始多心存畏懼，不敢對校方的做法產生質疑，因

此引導學生勇於改變的想法變成課程延續的重要因素。 

一開始先從減法的思考開始，讓學生嘗試去探討目前張貼存在的必要性~包含數量與尺

寸，其次再引導到美感部分，並將背景牆面的色彩與質感列入搭配的必要條件。 

多數組別一開始的構想都很保守，僅提出將原有張貼重新再裝飾化並張貼整齊些，這也

達到本課程最基本的要求~讓學生有感，但在過程中仍鼓勵學生天馬行空的先幻想多一些的 

作法，本節課以發散式的創意發想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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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分組進行草圖繪製 

C 課程關鍵思考：本階段將引導學生以可行且簡易的操作方式，學生常易流入過度裝飾性或

是卡通性的設計，教師必須適時拉回，但也容易造成學生被教師的想法所牽引，因此建議的

方式須多加斟酌；而版面編排技巧牽涉到眾多因素，教師必須增加限制如規定字體的自行或

大小等等，以提供較簡易的編排方式減少學生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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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構圖、牆面修整與放置實驗標語等實際操作。 

C 課程關鍵思考：透過實際操作，某些組別並不如預期效果難免失落，此時教師可以實驗課

程的角度鼓勵，也透過經驗告訴學生失敗的經驗。而校園中其他老師的聲音也讓他們越來越

沒信心，而這也是從事公共環境所遭遇的經驗，隨時體醒以實驗嘗試的心情去看待。 



14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效果尚可的組別完成作品，而不佳的組別三天讓學生再次審視過再行清除。 

C 課程關鍵思考：從一次次的修正後，簡化是必然的，去除多餘的裝飾變成最重要的功課，

上面的組別嘗試與學務處溝通將原本主任交代的 40 個字簡化成 8 個字；而下一組則是面臨

到連鎖磚的溝槽使得字體辨識度降低的難題，而也成功地思考解決方法。其他不成功的組別

也學習到看似簡單的視覺傳達也須經過多層次的思考，重新看待以前不以為意的小地方了。 

 

▼ 須清除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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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從實際題材操作，確實能將學生的眼界從書面的美感世界落實到

觀察周遭環境，成功地達到本次課程的教學重點~對環境有感且有批判力

而非最後成果的優劣，如右圖的張貼在第五次的課程中聽到一個有過動

症且學科學習成果低落學生具體批評「膠帶的貼法重複太多次連底漆都

剝落了，既然有護貝膜就可以把雙面膠貼在裡面看起來比較整齊」，感

受到學生從無所謂到能提出建議，真是令我深深感動。 

2.其次，雖成功引導學生對環境有感，但實際操作卻是超級大的難

題，除視覺設計能力欠缺、想法不夠有創意，團體凝結力不足、技法不佳外，與其他教師的互

動也是要克服的，因此在下一次的課程中將保留觀察體驗的部分，實作課程則再需再另行設計

修正後再實行。 

3.在執行停車場的傳達設計時，從討論中卻引發更深一層次的思考~周遭環境中是否充斥

太多多餘的傳達，如本校已經繪製機車停車格且又不對外開放，是否有必要重複張貼多張「教

職員機車停車場」的護貝膜，因為從停車格中已明顯地傳達該訊息，因此該組最後的設計想法

是清除所有張貼，保持牆面乾淨即可；但校方表示因某些教職員會將汽車停放於此，所以仍舊

要張貼，這也反映張貼有時僅是校方不想面對需改善的問題(告知該教師勿停車)的敷衍方式。 

本次課程成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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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上頁圖片) / 移地教學成果 

圖書館設計之旅~大東文化中心→鳳儀書院→婦幼圖書館→高雄中央圖書館→台鋁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