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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美感教育課程實施計畫 

「美」憶‧「感」動 

 

一、對象：國民中學 1年級生 

 

二、目的：依據美感課程之單元設定，擇取適合的施作媒材，運用具有地域色彩的視覺元素，

透過學習單的引導，結合教學動畫的設計與簡報軟體之播放，讓學生在操作的過

程覺察美感的規則，欣賞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並據此進行每個單元的試驗，將所

習的概念融合在完成作品的經驗中，冀能運用此一方式讓學生對於美感有更進一

步的體驗。 

 

三、方法：「融入現有課程，共 16小時」： 

          融入現有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課程，以 16周 16節的方式進

行。 

 

四、地點：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五、範圍： 

(一) 現有課程之範圍：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 

(二) 自編課程之範圍：內容 1、2、3項，總計 16小時。 

1、 「美感體驗」（共 8小時）：秩序（4小時），色彩（4小時），。 

2、 「形體的美感」結合「校園體驗－質感觀察、認識、體驗」（共 4小時）：質

感（3小時）、校園體驗（1小時）。 

3、 「綜合習作：反思與建構」（共 4小時）：校園/社區在地特色，綜合練習/特

色教案練習，集體創作/發表（4小時）。 

 

六、課程模組： 

美感課程 

（16 節課程） 

秩序 1 色彩 質感 質感 

校園體驗 

綜合習作 綜合習作 

概念 賞析 觀察、認識、體驗、反思與建構 

主要參考教材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吳光庭教授「美感入門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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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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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課程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內容架構圖     
主題  「秩」然有美 

    

時間  共 4 節課(彈性調配) 
          

主軸  觀察與描述  美感試驗  案例欣賞  分析與應用 
          

目標  

1. 認識美感的基礎－秩序。 

2. 欣賞日常生活中與藝術史上符合均衡、具秩序變化的構成對象

物。 

3. 以秩序的概念進行生活對象物的分析。 

4. 運用秩序的形式美感進行體驗。 

  
 

教學 
資源 

 
簡報、教學媒體、圖片、作品學習單、生活理念推廣叢書、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吳光庭教授「美感入門電子書」 

    
       

主要 
教學 
活動 

1. 利用圖片進行觀察描述，導入畫面物件的美感與秩序息息相關

的概念。 

2. 介紹重覆、對稱、均衡、調和、韻律等美的形式原理。 

3. 運用多媒體教材展示由單一元素、套件、複數物件組成之圖

片，讓學生觀察描述，說明運用整齊、成套化、節奏化等方式

可以讓物件呈現秩序美感，以食物排列作為試驗。 

4. 以簡報介紹生活中符合均衡、具秩序變化的構成對象物與「歐

普藝術」及草間彌生的代表作品，說明透過造型/色彩/比例的

整合，可以形成和諧、有秩序之構成美感。 

5. 運用卡典希德製作以地方特色建築剪影所設計的基礎元件(三

種尺寸具有比例關係的單位形)，運用相同方向、疏密、聚散

等方法有秩序地排列組合貼在燈箱之壓克力板上並發表。 
          
       

    

評量  

1.  學生能分析物件組成規劃模式及傳遞給人的印象。 

2.  學生能了解秩序的美感形式原理。 

3.  學生能以「秩序」的體驗結合比例概念進行實作與分析。 

4.  學生能上台發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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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課程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秩」然有美 年級 國中生一年級生參考適用 

教材來源 自編 時間  4節 

教學目標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

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1.認識美感的基礎－秩序。 

2.欣賞日常生活中與藝術史上符合均衡、具秩序變化的構成對象物。 

  3.以秩序的概念進行生活對象物的分析。 

  4.運用秩序的形式美感進行體驗。)   

基本概念 

1. 「秩序」指的是形體或形象中各部位的幾何性質和彼此的空間關係存在一定

的規律。 

2. 形體（或形象）部位的組合具有規律，讓人產生和諧、富於秩序變化的普遍

美感；通常當元素彼此的幾何或空間關係具有數組相似性，整體組成便有對

稱、平衡、均衡等和諧性，或節奏感、韻律感等秩序的變化。 

3. 關於美感教育的啟蒙，首先放在引領學生認識「秩序」的概念，開啟一扇體

驗其美感的門；其次是引領學生嘗試不同秩序組合的感受；最後讓學生學習

欣賞具有秩序美感的作品，進而進行試驗，表達個人對於物件組合的看法。 

 基本概念的增訂： 

 

教學活動 

第 一 堂 課 

1. 教師利用圖片讓學生觀察描述，導入畫面物件的構成與秩序息息相關的概

念。 

2. 介紹重覆、對稱、均衡、調和、韻律等美的形式原理。 

美感試驗練習： 

學生透過文具及書本運用美的形式原理進行秩序美感的練習。 

   3.請學生發表並歸納美感來自找出各物件之間的關係並據以設定組成秩序， 

     讓其組合具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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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堂 課 

1. 運用多媒體教材展示由單一元素、套件、複數物件組成之圖片，讓學生

觀察描述。 

2. 說明運用整齊、成套化、節奏化等方式可以讓物件呈現秩序美感。 

美感試驗練習：學生透過糖果及餅乾運用美的形式原理進行構成美感的

練習。 

 

 

 

 

 

3. 教師以教學多媒體介紹生活中符合均衡、具秩序變化的對象物。 

4. 教師以「歐普藝術」及草間彌生的代表作品，說明透過造型/色彩/比例

的整合，可以形成和諧、有秩序之美感。 

第 三 、 四 堂 課  

美感實作體驗： 

1. 教師運用骨玩影片說明單位形的概念。 

2. 學生透過學習單設計地方建築剪影單位形，並運用秩序概念進行構成練

習。 

 

 

 

 

 

3. 運用卡典希德製作基礎元件(三種尺寸具有比例關係的單位形)，運用相

同方向、疏密、聚散等方法有秩序地排列組合貼在壓克力片上。 

教學評量 
1.  學生能分析物件組成規劃模式及傳遞給人的印象。 

2.  學生能了解秩序的美感形式原理。 

3.  學生能以「秩序」的體驗結合比例概念進行實作與分析。 

4.  學生能上台發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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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課程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內容架構圖     
 

主題  超級美「色」 

    

時間  共 4 節課(彈性調配) 
          

主軸  觀察與描述  美感試驗  案例欣賞  分析與應用 
          

目標  

1. 能瞭解色彩恆常性，並從觀察圖例描述出運用色彩組合的

意象。 

2. 能欣賞色彩與心理相關的意象，並了解區域特性產生色彩搭配

的差異。 

3. 根據色彩的特點進行生活對象物的分析。 

4. 運用色彩的感覺搭配美的形式原理，進行試驗，並能表達所運

用的規畫模式。 
  

 

教學 
資源 

 

簡報、教學媒體、圖片、作品學習單、生活理念推廣叢書、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吳光庭教授「美感入門電子書」 

    
       

主要 
教學 
活動 

1. 教師以多媒體教材說明色彩恆常性概念，說明色彩具有共感，

其運用與文化技術息息相關，因搭配方式而產生不同印象感，

並介紹色彩及與色彩概念相關的形式美感原理（調和、對比）。 

2. 透過圖例進行觀察、比較與描述，理解自然環境條件與生活需

求會發展具有區域特色的色彩系統。 

3. 運用服飾色彩說明各民族的色彩運用搭配具有特殊文化象徵

意義，因而具有高度辨識性的文化色彩系統，並以運用婚禮服

飾色彩系統來說明不同文化系統中的色彩共通性與相異性。 

4. 欣賞媽祖神像之配色，分析其意象，學生根據自己設定的媽祖

意象進行色彩規劃，彩繪組合媽祖公仔並進行發表。 
          
          

評量  

1. 學生能比較文化色彩系統，並表達彼此用色的差異。 

2. 學生能了解「調和、對比」美感形式原理概念。 

3. 學生能感受色彩的印象感，並據以分析自然及人造物的色彩

要素。 

4. 學生能應用色彩的感覺，進行彩繪設計，並加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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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課程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超級美「色」 年級     國中生一年級生參考適用 

教材來源 自編 時間 4節 

教學目標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

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

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 1.能瞭解色彩恆常性，並從觀察圖例描述出運用色彩組合的意象。 

   2.能欣賞色彩與心理相關的意象，並了解區域特性產生色彩搭配的差異。 

   3.根據色彩的特點進行生活對象物的分析。 

   4.運用色彩的感覺搭配美的形式原理，進行試驗，並能表達所運用的規畫模

式。） 

基本概念 

1. 色彩意象（color image）是指物體或形象的色彩構成傳遞給人的印象。色彩

構成中顏色的種類、彼此的性質關係及量和分布等因子，使此印象傳達出特

定的目的性。 

2. 引發普遍美感的色彩意象通常是前述的目的性，以對比或調和的搭配令人有

合宜且愉悅之感。 

3. 關於色彩意象的啟蒙教育，首先放在引領學生認識「色彩意象」的概念，開

啟客觀體察美感之門，並由分析色彩組成角度欣賞美感作品；其次是引領學

生進行色彩組合的美感分析；最後要求學生以小型作業試驗。 

 基本概念的增訂： 

色彩結合秩序概念發展出的色彩規劃 

教學活動 

第 一 堂 課 

1. 教師準備多媒體教材，導入人們對於色彩具有恆常性的認識。 

2. 運用簡報及圖片案例說明，說明色彩具有共感，其運用與技術演進、社會

氛圍、思維方式息息相關，並因搭配方式產生不同印象感。 

3. 說明色彩結合秩序概念(色彩規劃)所產生的形式美感原理（調和、對比）。 

＊以生活場景及圖片介紹色彩的調和、對比之美感。 

第 二 堂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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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自然界與生活景象的圖例，進行觀察、比較與描述，理解自然環境條

件與生活需求會發展具有區域特色的色彩系統。 

2. 運用服飾色彩說明各民族的色彩運用搭配具有特殊文化象徵意義，因而具

有高度辨識性的文化色彩系統。 

3. 運用婚禮服飾色彩系統來說明不同文化系統中的色彩共通性與相異性。 

＊大陸、韓國、印度的婚禮服飾色彩系統來說明不同文化系統中的色彩

共通性。 

＊以台灣中式、西式、原住民婚禮的婚禮服飾色彩來說明區域中不同文

化系統的色彩差異性。 

第 三 、 四 堂 課  

色彩實作體驗： 

1. 教師帶領學生欣賞媽祖神像及其整體配色，進行色相分析及色彩意象之分

析。 

2. 學生根據對於媽祖形象的理解，設定想傳達的意象，進行色彩規劃與設定。 

3. 學生運用設定的色彩系統，在素色紙板上以色鉛筆、麥克筆進行媽祖公仔

彩繪，並進行組裝。 

 

 

 

4. 學生將完成的公仔說明其設計的理念。 

教學評量 
1. 學生能比較文化色彩系統，並表達彼此用色的差異。 

2. 學生能了解「調和、對比」美感形式原理概念。 

3. 學生能感受色彩的印象感，並據以分析自然及人造物的色彩要素。 

4. 學生能應用色彩的感覺，進行彩繪設計，並加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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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課程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內容架構圖     
 

主題  「質」得「感」動 

    

時間  共 3 節課+1 節校園體驗 
          

主軸  觀察與描述  美感試驗  案例欣賞  分析與應用 
          

目標  

1. 能欣賞生活景象中具有美感的質感素材。 

2. 能比較不同素材所產生的美感。 

3. 能採集校園物象的質感，並分析其特色。 

  
 

教學 
資源 

 

簡報、教學媒體、圖片、作品學習單、生活理念推廣叢書、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吳光庭教授「美感入門電子書」 

    
       

主要 
教學 
活動 

1. 教師運用圖片說明質感來自感官經驗轉化，與材料肌理、色彩

等特質相關，並以學習單引導學生由視覺及觸覺來描述心理之

感受。 

2. 透過各種材質的教堂圖例，說明質感與構成元素的材質及人對

構成元素的感受息息相關，質感表現與時俱進，也呈現價值觀。 

3. 介紹質感處理的三種手法，說明校園體驗注意事項。 

4. 教師指導同學運用色鉛筆或鉛筆轉印各種校園物件材質，引導

學生進行發表與分享。 

          
          

評量  

1.  學生能了解質感與感官經驗之間的關聯性。 

2.  學生能了解結合不同材質所呈現的手法與美感。 

3.  學生能以質感的觀點，嘗試採集不同材質作為綜合習作之

準備。 

4.  學生能發表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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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課程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質」得「感」動 年級     國中生一年級生參考適用 

教材來源 自編 時間  4節 

教學目標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 1.能欣賞生活景象中具有美感的質感素材。 

   2.能比較不同素材所產生的美感。 

   3.能採集校園物象的質感，並分析其特色。） 

基本概念 

1. 質感（texture）指的是對象物（包含形象或物品）的表面性質，可經由觸摸

或視覺經驗的聯想而感受到。 

2. 引發普遍美感的質感意象一般說來是上述經驗聯繫了對象物在心理記憶或使

用目的上的意義。 

3. 關於質感意象的啟蒙教育，首先放在引領學生認識「質感」的概念，開啟一

扇體驗其美感的門；其次是引領學生嘗試不同質感的感受；最後讓學生學習

欣賞具有質感意象的作品，透過實作試驗，表達個人對於質感變化之體會。 

 基本概念的增訂： 

 

教學活動 

第 一 堂 課 

1. 教師運用圖片說明質感來自感官經驗轉化，與材料肌理、色彩等特質                        

相關。 

2. 運用學習單的圖片引導學生描述心理之感受。 

＊以磚、石、木、玻璃、塑膠、金屬、沙等圖片，讓學生回想材質的特

點與經驗，並以文字描述感受。 

第 二 堂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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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各種材質的教堂圖例，引導學生欣賞，並說明質感不但與構成元素的

材質有關，也與人對構成元素的感受息息相關。 

2. 透過物件圖片說明材料與技術的進步，讓我們所接觸的的質感更豐富，而

且不同時代也有不同質感價值表現。 

 

第 三 堂 課 

1. 透過圖例，說明質感處理的三種手法。 

＊運用作品及生活圖例說明替換(把甲變成乙)、並置(甲乙放一起)、外加

(在甲上加乙)的質感處理模式。 

 

 

  

2. 說明下周校園體驗的質感採集重點及注意事項。 

  ＊發放學生 76*127mm的淡黃色長板便條紙 10張 

＊學生自帶色鉛筆或鉛筆到校園當中找到各種材質，並加以轉印，面積至

少要 6*10公分，並標註日期。 

 

第 四 堂 課 

校園體驗： 

1. 教師帶領同學到校園中找尋各種材質。 

2. 學生運用色鉛筆或鉛筆將各種材質的圖紋轉印在便利貼上。 

3. 學生分享轉印圖紋的特色及個人感受，並在黏貼處標註日期及地

點。 

教學評量 1.  學生能了解質感與感官經驗之間的關聯性。 

2.  學生能了解結合不同材質所呈現的手法與美感。 

3.  學生能以質感的觀點，嘗試採集不同材質作為綜合習作之準備。 

4.  學生能發表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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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課程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內容架構圖     
 

主題  「貼」近回憶 

    

時間  共 4 節課(彈性調配) 
          

主軸  觀察與描述  美感試驗  案例欣賞  分析與應用 
          

目標  

1. 讓學生扮演創作者、參與者、收集者三種角色。 

2. 能觀察環境中物件的材質及所營造的感受，並參與環境回

憶的收集和創作。 

3. 描述舊校舍的美感形式，並運用色彩的概念進行色塊分

解。   

4. 欣賞便利貼藝術表現案例，透過試驗了解便利貼在牆面表

面呈現質感替換的美感。 

5. 能綜合運用所習得的單元美感概念進行便利貼創作，並進

行分享與賞析。 
  

 

教學 
資源 

 
多媒體教材、圖片、單槍、筆電、學習單、各色便利貼、舊校舍圖片、

生活理念推廣叢書、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吳光庭教授「美感入門電子書」 

    
       

主要 
教學 
活動 

1. 教師運用舊照片和現在場景，讓學生分組觀察討論已經消失的

場景和可能的材質與表現，引導學生思考運用校園體驗所收集

材料進行替換的可能性，並進行發表。 

2. 教師介紹藝術家劉邦耀的便利貼作品，讓學生觀察分析便利貼

對於表面質感的改變，並說明運用便利貼收集回憶的方式。 

3. 教師引導學生根據收集的便利貼進行分類，並根據舊校舍色塊

分面草稿設定色彩進行黏貼。 

4. 學生依所學的單元美感概念對整個學習活動分享個人觀感。 

          
          

評量  

1.  學生能參與環境回憶的收集和創作。 

2.  學生能觀察、描述、分析創作中所擁有之美感特徵，並分

享想法。 

3.  學生能運用所習得的單元美感概念進行協同創作。 

4.  學生能覺知環境變動對記憶感受的影響並進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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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課程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貼｣近回憶 年級    國中生一年級生參考適用 

教材來源 自編 時間  4節 

教學目標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

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

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 1.讓學生扮演創作者、參與者、收集者三種角色。 

  2.能觀察環境中物件的材質及所營造的感受，並參與環境回憶的收集和創作。 

  3.能描述舊校舍的美感形式，並運用色彩的概念進行色塊分解。   

  4.欣賞便利貼藝術表現案例，透過試驗了解便利貼在牆面表面呈現質感替換的

美感。 

  5.能綜合運用所習得的單元美感概念進行便利貼創作，並進行分享與賞析。) 

基本概念 
整合運用秩序、色彩、質感等美感形式原理於習作體驗。 

教學活動 

第 一 堂 課 

1.教師運用學校及校舍舊照片和現在場景做對照，讓學生觀察，分組討論已經消

失的場景和可能的材質與表現。 

2.教師引導學生思考運用校園體驗所收集質感材料進行替換的可能性。 

3.每組上台分享討論結果。 

4.學生根據教師提供之校舍照片，進行塊面區分試驗。 

第 二 堂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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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紹藝術家劉邦耀的便利貼作品，讓學生觀察分析便利貼對於表面質感的改

變。 

2.教師說明運用便利貼收集甲中人回憶的方式。 

＊發放學生 98.4mm*98.4mm的黃色便條紙各 5張，75mm*75mm橙色 

  便條紙 5張，38mm*50.8mm的紫色便條紙各五張 

＊請學生帶回便利貼邀請所有認識的大甲國中校友，請他們回憶對於大甲

國中記憶最深刻的人事物，並且依人(橙)、事(黃)、物(紫)分類寫下來，

並標註日期。 

第 三 、 四 堂 課  

1.教師引導學生根據收集的前一單元校園質感和甲中人回憶的各色不同尺寸便

利貼進行討論與分類。 

2.教師指導學生在牆面上運用粉筆描繪舊校舍色塊分面草稿。 

3.學生將所收集的便利貼依各色塊設定色彩進行黏貼。 

4.學生分組討論，依所學的單元美感概念(秩序、色彩、質感)進行觀察描述並分

享個人觀感。 

5.教師進行參與學生及作品之合照。 

後續附記： 

教師每日進行拍照，記錄作品完成到所有便利貼全部掉落的歷程。 

教學評量 1.  學生能參與環境回憶的收集和創作。 

2.  學生能觀察、描述、分析創作中所擁有之美感特徵，並分享想法。 

3.  學生能運用所習得的單元美感概念進行協同創作。 

4.  學生能覺知環境變動對記憶感受的影響並進行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