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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案例 

總計畫行政總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瓊花教授 02-77343640 

北區基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林曼麗教授 02-27360316 

姓名 吳靜美 

服務單位 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比例  Proportion 

蔬果的觀察與再設計_觀察蔬果直剖面與橫剖面的不同組合畫面，運用蔬果外觀造型及種子、果肉

之比例關係，重新排列組合再設計，並體驗觀察全新組合呈現之美感經驗。 

構成  Composition 

羊毛畫_以攝影方式記錄生活中美的畫面，再透過羊毛氈針氈技法創作一幅羊毛畫。 

吉祥物_這是一個具挑戰性的創作體驗。從拆解到構成組合的過程，以高密度海綿作為骨架，經過

塑形後再包覆羊毛而成。體驗羊毛氈小物到大型立體偶之塑形與構成上之差異。 

質感  Texture 

視覺形式之質感體驗： 

校園拓印、尋找校園中的 36 種質感透過簡易的方法，經驗校園生活中容易忽視之隱性圖文，在經

驗中發現處處有質感之美。 

觸覺形式之質感體驗：恐怖箱體驗去視覺化之後，純粹觸覺感官的感受經驗，透過觸摸，想像物件

的顏色並與生活中之現成物做連結，再以圖文(學習單)表達。 

色彩  Colors 

羊毛氈果子_以羊毛為素材，經由濕氈技法將羊毛層層包覆後再切開，藉由顏色的搭配所呈現出來

的色彩變化，傳遞色彩意象。 

黑板貼_以羊毛為素材，動物為主題，透過針氈技法，雕塑出個人喜愛的動物造型，其中再包覆磁

鐵，形成教室空間實際可用之羊毛氈小物。 

結構、構造   Structure、Construction 

透過經典案例的分析，以及從平面到立體的體驗活動，理解何謂結構、構造，再以「教堂」為題，

採分組方式進行，並於兩節課內完成教堂模型的創作體驗。 

40 天美的紀錄 

連續四十天試著去發現、去感受生活中美的人、事、物或任何美的狀態，再以書寫、繪畫、攝影、

拼貼等各種自己擅長的方式「紀錄美」。 

 

姓名 周盈君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孩子，還記得初次見面，你們帶著觀望的心情，跟隨著我的腳步，在有點熟悉，但不完全認識的校

園裡，挖出許多以前沒有多留意的小花、小草、小綠葉…… 

當看到你們的笑容，看到你們像是發現新大陸地拾起隱藏在這座校園裡的”新發現”…… 

我一開始的擔憂，逐漸放下，心裡慢慢地感到安然。 

不管是”拆組之趣”裡從拆解、重組的過程中，了解什麼是比例與構成的原則，還是”拾色之美”

中，直接走入自然，用心、用眼、用水彩調出眼前所看的色彩之美…或者”手紙之妙”，體驗了各

式材質的質感之妙…還有，我們把故宮參訪所學，轉化成作”多寶格之巧”與”陶藝之樂”的養

分，當我們一起親手設計打照屬於自己的”多寶格”，一起經歷許多關於結構與構造的挑戰……我

希望，你們可以更加明白，一件美的工藝品背後必有其價值與意義。那正是工藝大師們多少年的心



血與智慧展現，而那，就是美感! 

接下來的一個學期，我們很幸福可以繼續與美感相遇，讓我們可以延伸上學期對比例、構成、色彩、

質感、結構與構造的認識，繼續分析應用。因為我們相信，美感始終來自於生活中，所以我們決定

以”社區”為題，用所學的美感經驗拜訪社區、發現社區，進而表現社區。在康青龍社區的大街小

巷裡，我們用足跡踏遍每個角落，用相機拍下每份感動，回到教室後，我們一起分析討論，那些屬

於這個社區、這座城市的美好。 

該怎麼留住這些美麗?我們決定創作。因為透過藝術創作，可以抓住心裡的這片美好，也可以置入

我們期待的想法與改變。我們希望這是一座除了美麗還可以充滿溫暖的城市，城市裡的每棟建築，

都是一盞綻放美麗與光芒的明燈，所以我們在不同比例與造型的燈具上，選擇不同色彩與質感的紙

張，在紙張上畫出心裡最美的街景，然後製成紙雕作品，黏貼在燈具上，當我們把所有的燈飾創作

聚集在一起，一起點燈，就是一座兼容並蓄，多元風貌的城市，一座各自美麗，且又統合協調的城

市。 

這是一段屬於我們的美感學習故事，故事沒有停，且會持續敘寫下去，而，我相信，這故事將在你

們成長的印記中留下點點漣漪…… 

 

姓名 潘玟箮 

服務單位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建立認識元素與概念，並且要讓學生可以比較形式之間的差異。首先要打破知識建構的狀態，讓實

驗真實的進行，對於實驗當中的形成經驗，可產生的觀察與體驗，都是非常需要認真看待的事。學

習當中的分解步驟與觀察形成的設計就是一個學生學習「可能性」的過程。 

特別是能夠開始了解抽象的概念如何具體化，分解過程第一步是要學生會反應這個很抽象，很難理

解或者是直接說「老師你到底要我做怎樣？」「老師你要的是這個嗎？」學生的反應說明，他們對

於找到步驟去試著理解概念的過程，並不能安心的去探索，或者可以先離開標準答案的制式想法。

就像是紙的材料，所以他們會想要試試看，紙張只是媒介，也可以用已經成形的現成物，也可以用

這樣的方式建立他們立體的概念。 

質感的單元，建立有系統與複雜上的方式，從擷取表面的質感到形成質感的狀態，也可以將多種質

感做一個整理與結合，採擷質感的時候，在學生校園當中進行課程，實驗課程預先設想執行在一般

的狀態，學生有不同的移地學習經驗，也要觀察自身周圍的環境。在移地學習之前也要建立觀察所

需要的能力。 

美感教育的學習過程是有階段性的，並且要回歸應用到生活當中，讓學習者成為「創造美感生活同

時能體驗美感生活」的人。 

  



姓名 蔡紫德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老師在創作歷程中埋藏了好多好多問題：舉劉同學的例子: 

(一)她選了百合葉，原因很有趣，她說：「當初會選擇這葉子，是喜歡上它的外型，就像是個人，正

插著腰讓我覺得很有趣，而且它的水分飽滿，不像一般的葉子，一放在桌上就立刻癱軟。」但在描

繪時，她發現：「這葉子屬於平行脈，但長的沒有很平，有一處較大的凹痕，要畫它的曲線比較困

難，使我修改了好幾次。」 

(二)畫好數個稿子後，去永樂買了一塊自己喜歡的布，先用那塊布嘗試做色彩分析，思考配色的原

理，然後才讓孩子以個有色彩概念填色、選擇。 

(三)她說:「我的花布，整體套色感覺很簡單，卻也是讓我煩惱的地方，因為不像其他葉子是網狀的，

可以劃出一格一格的，套色也比較多元，而我整體就比較偏單一顏色，但我還覺得滿好看的。」 

(四)意思是他們開始了解「色彩搭配的重要」，而不是光知道「色彩有搭配」這件事，是他開始思考

「不同的搭配設計能有怎樣的可能」，然後，他們開始思考畫面的構成，開始試圖突破她的困難。 

 

這個孩子的圖，原本極為具象，不利於作紋飾的設計，她卻克服了，設計出一幅宛如威廉莫里斯的

花布，我們每個人都試著將過程記錄下來，因為我們了解，完成與過程，是設計最重要的兩件事！ 

 

中區基地-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顏名宏教授 04-22183339 

姓名 高嘉宏 

服務單位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美感教育課程設計動機與規劃理念 

(一)以美感教育六大子題為課程基礎 

從傳統美術課程中著重純藝術的創作與賞析出發，融合當代社會的設計思維，並配合教育部自 103

年起推動的「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在本次教學課程「文創設計與美感涵養」實施前，在

上學期的基礎課程中先融入比例、色彩、質感、構成、結構、構造等六項子題，讓學生可以從「看

見」與「感覺」日常生活中美感意象，並透過實驗操作，慢慢歸納自己的美感脈絡，具備美感的基

礎認知。進而透過本教案課程，融合在地文化與資源，從最簡單的材質—布料為發想，以臺灣在地

的視覺圖像進行創作，從 LOGO 設計、印花的構成、花布的印刷、手工書的縫製、服裝的設計製作

到餅乾製作等一系列視覺識別系統設計，從材質著手，以文化創意為設計發想的源頭，讓學生由淺

入深，從有感到能起而行實踐，體現文化美感的價值。 

(二)從中臺灣在地文化創意著手 

近年來臺灣的藝術設計創作在國際間發光發熱，文化創意產業的議題逐漸被討論與重視，如何引導

學生以多元的角度關注「文化」與「創意/設計」之間的關聯，是教育現場極需被重視的，因此除

了傳統教師口述的方式外，積極地帶學生直接接觸中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現場，並由此引導學生思

考臺灣在地文化的美感與價值，透過小組觀察與討論，結合美感與基礎設計課程，發展出以在地角

度出發的美感創作。 

(三)以學生為學習核心的翻轉教學 

在教學過程當中，融入多元的教學方法，取代只能有標準答案的教學現場，並開放學生更多討論與

發表的空間，由學生主動「觀察」開始，透過小單元的「實驗操作」，輔以老師提供的「案例」，最

後再次「歸納」與「創作」。學習過程中，學生可以透過平板電腦等資源主動搜尋比較資料，並可

以依需求選擇創作材質，替代過往以材料包便宜行事的樣版材料準備方式，經由教師的小組討論與

引導，使學生主動學習並在錯誤中思索解決方式，使學生在「文創設計與美感涵養」課程進行中更

有成就感。 



(四)運用雲端資源 

透過課程專屬網頁的架設﹙https://e86351.wix.com/aesthetics-wenhua、 

https://e86351.wix.com/aesthetics-wenhua2﹚，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wenhua.visual.art﹚的設立，教師與學生在課後有更方便的交流方式，

及時的成果展現、Q&A 的線上互動、最新的美感/設計資訊公告等，讓學生的美感課程可以跨出校

園，與社區或外校同學共享。選修課程的學生也可以課後收看「文創設計與美感涵養」線上磨課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或是下載教師上傳雲端的課程簡報及學習單，作為自學

或教師課後補救教學的資源。 

(五)整合校內校外資源 

依循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遠景，學生學習將會是跨領域的探索與建構，教師腳色的轉

變，資源的運用與掌握便是首要之務。透過跨科的資源整合，本課程「文創設計與美感涵養」以美

術科為發展核心，結合藝術生活科、家政科、生活科技科、歷史科跨領域資源整合與協同教學，並

透過行政整合，結合校園領航計畫「卓越文華—藝文華美耀臺灣」與教育部「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

驗計畫」，充足課程所需之軟硬體。 

另外課程更跨出校園，與中部地區發展文化創意的典範企業—勤美成品集團合作，將課室移至文化

創意產業的發展現場，並透過設計師與藝術家的直接互動交流，理解文創之美及其重要性。在「衣

冠楚楚—服裝的結構美學」單元邀請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合作，將大專院校的專業美感能力跟高中

生面對面分享與互動，因此學生除了美感基礎素養的養成外，也讓學生可以具備更近一步的美感創

造力。 

姓名 呂建孟 

服務單位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透過美感教育四個綜合活動課程，希望營造一種願景與期望的氛圍： 

•美感體驗的實踐家- 美的知能 

•美感配置的感受家－美的提昇 

•美感環境的觀察家－美的發現 

•美感料理的創意家－美的創造 

美感教育需要實踐，期望學生成為美感料理的創意家，也就是具有美的創造能力。透過學生創意造

形餐的紀錄與心得感想，讓學生發現美感就在努力過程後的成果之中展現。 

 

具創意的眼光與執行的勇氣，將會成就你一輩子 



這次綜合成果的展覽活動，和傳統餐飲科的模式（實物展示）有很大的不同；老師想要告訴各位，

未來在職場上你想要有出人頭地的機會，除了上述的認真態度外；擁有不一樣創意的看法與執行的

勇氣很重要，如果那是對的方向的話。所以嘗試以不同領域的東西，來看待自己的領域內容，絕對

會撞擊出新的火花，幫助你成長。 

對自己的未來有期許找到目標努力，就是值得尊敬的人。整體課程的價值，就是對於美這件事，在

你心中有放下一顆種子，希望有一天你會是一個有美感體悟的人，一起加油！美感教育課程整個課

程，過程中要告訴你幾件事，希望你能了解： 

一、團結合作：共同對外努力一件事，是頗重要的成功經驗。 

二、感受實踐：美感眼光的培養學習，來自於自我的知體悟。 

三、創意勇氣：跳脫傳統的思維方式，要有自己的見解想法。 

四、專注負責：對自己有期許與目標，有所開始就值得尊敬。 

團結合作、感受實踐、創意勇氣、專注負責是希望孩子成為一位有態度的人，能夠與時俱進、永保

熱忱，你就是最棒的! 

讓孩子成為有願景與期望的人 

每一個孩子都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都是獨當一面的大廚師 

 

姓名 羅郁惠 

服務單位 國立卓蘭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實驗課程心得 從孕育我們的這塊土地出發，孩子們從接觸土壤、觀察植物、發現環境、品味生活。原來我們習以

為常的這一切是如此的不同；原來「美」，有跡可循。 

循著六大子題、四個步驟，疊起美感的基石。 

循著生活、環境中；循著時間、歷史的軸線；在水平的廣度、垂直的深度等面向，探索著關於「美」。 

終究，將美回歸、應用、落實於生活中。 

期盼，這是帶著走的基礎能力。 

期盼，能養成美的眼、美的心 觀/關世界。 

期盼，這一顆顆美的種籽，將發芽、成長與茁壯。 

 

 

 

 
 
 
 
 

 
 
 

南區基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姚村雄教授 07-7172930 分機 3003 

姓名 張銘修 



服務單位 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感謝教育部開始重視生活美感的推廣，讓我們嘉義市玉山國中的孩子能夠有此機會，在視覺藝術課

程的學習更接近生活與實用美感，也讓我再次思考普通班的藝術教育應該著重的學習重心為何，在

一次次由南區高師大安排的增能講座，以及與南區所有種子教師對於美感教育相互討論與辯證，型

塑與深化我對於視覺形式美感教育教學理念與課程設計，更確定美感教育的重要價值。 

在第三期的課程設計，以大自然的美感為素材，運用主題式課程設計將六大美感主題進行融合，帶

領學生以六大美感主軸依序觀察同一株植物而完成自己的『花現美感書』，教學過程中我體認到整

齊、規矩與對於細節的要求，是美感教育在國中生最為重要的美感內涵，因此在每次上課前先由我

將所有學生的上課材料排列整齊，讓每位進到教室的同學感受到規矩之美。在此情境中讓學生真正

體認到美不是用說的，教師必須先行示範。一學期下來，學生一開始很好奇桌上的材料而拿取翻看，

到學期中慢慢發現很多學生進到教室開始不動桌上的東西，也要求隔壁同學先不要亂碰材料，為

此，我形容這是每一次美感課之前我們共同的美感儀式。 

於此體驗，在教授這學期兩階段主題式課程『花現美感書』、『學校植物園美感椅』，讓學生更能夠

從每次的實作體驗回歸到規矩與細節要求之美感。在『花現美感書』主題課程中，藉由專注於植物

的多面向美感觀察，開始看到學生細心而專注的操作；在『學校植物園美感椅』綜合習作單元，學

生開心的拆解再重組椅子的過程，也開始斤斤計較，椅子木條安排的美感、配色的恰當性。在玉山

國中美感課實施後，回顧這一年來的美感教學經驗，我相信六大視覺形式美感的知識性學習，搭配

操作的主題式課程融入細節堅持的內涵設計，必定能夠讓學生留下深刻而美麗的美感種子，養成學

生細心而認真的去觀察與對待生活週遭事物，這就是生活美感教育。 

 

姓名 駱巧梅 

服務單位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本學期透過美感課程「找尋生活中的故事」，希望同學能透過課程體察生活美感及常民美學，對生

活有所感知。 

教師先介紹美感六大要素:「色彩、比例、質感、結構、構造、構成」，說明生活中如何透過美感要

素發現生活美感。並以生活為主題，找出自己的故事，和生活各行業的故事，藉以認識常民美學，

最後將整學期的探索美感過程，在校園成立「My Life 生活故事館」，和更多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其

中課程精神扣緊生活美感「食衣住行」，核心精神為「美感、生活、在地」： 

1.「美感」：延續前期所談的「慢美感」，不追求潮流回歸美感的原點。這裡的美感亦是貫徹「慢美

感」的精神，從生活中感知，以常民文化為底蘊，學習「職人」精神，過程中體驗生活中的文化之

美，也思考美感的價值與保存的概念。 

2.「用心生活」：這期的用心生活，從原本自己生命觀照下，拓展至關心身旁的人事物，從地方行業

「職人」為對象，學習他們認真、用心、負責、專業於自身工藝創作精神。並透過學習職人精神用

以構築自身生活藍圖，經營「好好生活」。 

3.「在地文化」：美不是複製典範，而是發現地方特色，用不同視野發掘生活美感，透過認識關心地

方，才會懂得珍惜擁有。此學期強調透過生活中的各行各業認識在地文化。 

透過美感教育課程，帶領學生學習能力的建構：說故事的能力、建構共同的夢想、解決生活美感問

題、生活美學再發現等……。 

美感教育的精神源自生活中，也落實於生活。而我們對於美感生活，還有什麼可能性？或許透過美

感教育這場課程實驗，我們可以一起尋找更豐富的答案……。 

 

 

 



 

 

 

 

 

姓名 施美莉 

服務單位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實驗課程心得 參與本計畫之前，對於美感教育的認知是，美感教育在培養個人審美觀點以美化生活；參與本計畫

之後，對於美感教育有了重新的認知，美感教育除能培養個人審美觀點以美化生活，可透過美感教

學活動審美觀點的培養，來導正個人的人生觀，希望藉此培養學生認同我的城市、我的世界及我的

擁有，進而美化人生。 

參與本計畫之初，在撰寫設計教案前，在作者服務學校發生下述三個事件，引發作者思考運用｢美

感教育｣來培養學生認同我的城市、我的世界及我的擁有。 

(1)服務學校學生發生｢反服貌｣運動。當時在台北有反服貿的學生運動，而在作者服務學校（以下簡

稱海青）亦有｢反服貌｣運動(反服儀禮貌運動)。學生與教官、導師們對抗，學生對於校規所制定的

穿制服繡學號及遲到早退…等管理頗有意見。作者因兼職實習輔導業務，雖然未直接與學生面對，

但從側面看整體事件發展，個人認為是｢認同問題｣，學生在學校就讀，若認同這套制服，就會歡喜

穿起制服｢感到｣榮譽。況且海青的制服很美，怎會有反服裝之說呢?又關於禮貌的定義更廣了，在

海青服務的教師多是十分年輕的，少有要求一板一眼的，加上教師學識淵博，十分親近學生，學生

也能信服教師，又如何有反禮貌之理?所以，在撰寫設計美感教育教案時，希望從綜高一年級新生

著手，讓新生知道海青工商服儀之美，美在那裡？進而認同自已學校的校服，只有認同與喜愛才會

珍惜，喜歡穿著校服，維護自已學校的榮譽，以學校為榮並維持學校傳統。 

(2)服務學校社區發生眷村拆遷事件。作者服務學校的社區：左營是一個海軍眷村的大本營，也是個

歷史共業下的產物。眷村，從興建、發展、衰退、末落、到拆遷，是必然的過程。作者生於斯、長

於斯、服務於斯，眼看近四十年興衰歷程的地方，說拆就拆，內心五味雜陳是必然的，而腦海裡卻

出現了『善待自己』、『珍惜別人』的輔導念頭。因為在世界上没有那個地方可以永遠歷久不衰的，

我無法改變別人，但我可以掌握自己。我無法預知明天，但我可以善用今天。希望從綜高一年級新

生著手，引導學生能培養從社區出發的觀念，立足海青、走到左營、愛上高雄世界級的建築，走進

高雄海洋城市。其實高雄海洋城市的世界是很美，只是我們缺少了發現的眼睛、發現的觀念、發現

的態度。在生活中，真正的美，來自於面對生活的態度，而非環境或生活上加諸在我們身上的一切。 

(3)任教班級學生特性與設立的期待有落差。作者任教班級為綜合高中學生，設立綜合高中的原本美

意[1]，旨在讓學生延緩選擇，入學後依自已學習成就、能力、興趣選擇高中升學目標、高職升學目

標、或就業目標，透過課程選修，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是，多年來綜合高中學生的表現及自我認知

卻是，自己是考不上高中或高職等第一自願的學生，因此，其個人學習多缺乏自信，面對學習的興

趣與熱忱缺缺。至於，職校教師面對綜高學生也十分頭痛，因為綜合高中採選修學程制，職校教師

在課程中需要在兩學年內將高職學生三學年的職業訓練學習教完成，教學上有其難度。除非學生本

身認同十分確定、興趣強烈，以及極為願意投入，否則綜合高中學生修習職業學程完畢之後，經常

發生｢卡關、或不及格｣等情事。探究其學習受到挫折的原因，如何讓其認同自已的選擇？以及培養

其自信心，應是必然且急需突破的因素。因此，作者思考透過課程安排，希望從綜高一年級新生著

手，引導學生思考學程選擇並期待--『技職啟動夢想，專業成就未來』能尊重各種職業與文化，並

能表現描述其職業形象之美。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設計由比例、色彩、構成、結構、構造及質感六個單元及一

個綜合習作，思考具有普遍美感、合宜且愉悅之感的生活觀察及試驗。本實驗教學的構思與特性，

正好適合海青工商綜高學生特性及學校在地的優勢，作者乃藉以設計實驗教學教案，並訂名為｢我

在。我的城市。生活｣。 

作者在撰寫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教案時，在設計理念上，爰引法國哲學家笛卡兒

｢我思故我在｣的哲思作為理論基礎，從三個構面做策略性導入： 

第一、｢我在｣，代表著我在思考，希望藉由美感教育讓學生及個人思考與發現，自已在想什麼?有

什麼想法?有什麼發現?有什麼感受? 



第二、｢我的城市｣，對於任教班級學生而言，｢我的城市｣係指海青、高雄、台灣。中國時報記者莊

佩璋(2010.12.09)曾寫：『義大利駐台代表馬忠義任期將屆滿，他不願離開台灣，向羅馬要求再延一

任。沒想到其獲得義大利外交部的回應竟然是「台灣很熱門，一堆人搶，不可能續任｣。.....荷蘭前

駐台代表胡浩德退休，決定定居台南新化；....瑞典前駐台代表畢恆利跟進，取得台灣的永久居留證，

決定留住在台北。....探其原因，駐台外交官在台灣時間長，深入台灣社會，真正吸引他們留下來的，

則是台灣人的「熱情、友善、親切」。畢恆利說：「也許台灣人習以為常，但我不覺得世界上的其

他地方經常有人對陌生人這麼友善。」台灣人真的對自己的優點太習以為常了。』當旅行走過一個

個城市，旅行回家之後，我們一定會珍惜自已家--台灣好美，美的是風景；美的是環境的方便與便

利。你一定也會發現，高雄很美、海青很美值得再細細品嘗。 

第三、｢生活｣，｢生活｣代表當下、珍惜及知足常樂的程度。生活中的美，是每一個人的認真；人際

關係的美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友善關係....。台灣、高雄、海青很美，需要大家來認同自已，我們

一起再來觀察大家的美、認識與挖掘生活的美、體驗生活之美、反思我們的美是否要微調或是認同

自已與建構新的美感思維的擬聚。將海青校園之美、眷村及高雄的美，藉由學生的觀察、體驗用實

作試驗的攝影、燈具、杯墊、清水模、色彩構成展現半具象及抽象的胸針及三折構成圖，以完成自

我的文化創意商品藝術創作。每一天都是全新的開始。讓我們在平淡中求進步，在努力中看見希望。 

每一個教育都是為了｢解決問題｣、｢培養實踐未來生活能力的人｣，而「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

畫」，是為了培養｢美力台灣｣讓美落實在每一個人身上，作者嘗試採用六個單元來讓學生反思美的

競爭力與創造力。提升教學成效的第一要務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先讓學生｢感知｣美感，學生才

會有下一步。因此，教學者也要有｢發現｣的能力、也要有激發｢感知｣的能力，才能吸引學生，引發

學生感知與認同，進而導引學生朝向預先鋪陳的學習方向前進。此在教學實務中，作者在一開始可

能初次面對本實驗計畫教學，教案從無到有，深感職責重大有壓力，對自我的期待與要求很多，希

望能做到最好的教學準備。因此，教學的簡報作品(教學 ppt)多半是一改再改，通常在週四上課的教

學 ppt，是在週三夜晚還要斟酌增刪檢討、大多是在周四凌晨三、四點定案改好才能安心睡覺。此

種情形，卻讓週四上課時的精神不濟，反而在教學時間上稱不上｢美感｣。尤其，到期中整理教學照

片時才發現：｢若能提前準備好教學 ppt，讓自己心力有餘來面對教學與學生互動。教師先把自己照

顧好，心會更柔軟、更有創意，參與學習活動的學生也將因此受惠｣。因此，作者開始調整備課作

業方式及生活作息，提前一天備課好教學 ppt，開始把身體放鬆、把頭腦放空，發現｢相信自信｣比｢

擔心｣更能讓學生發揮創意與能力。俟後，教學工作就比較順暢，教學發展也比較得心順手。 

作者培養學生擁有「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的能力，另一具體作法是在 2014 年 12 月 26 日與任教班

學生辦理『美力海青成果展』[2]。『美力海青成果展』讓綜一真的學生把自己所學作品具體呈現在

展覽會場上，自己安排展覽會場的動線，自己將一學期所學的美感美學的理念撰寫成導覽講稿，讓

學生可以自已導覽其每一單元的作品，談論美術與美感的差別，每一堂課自已的學習感受。綜觀其

表現的可圈可點，是值得掌聲鼓勵。作者也感謝學生願意把握每個當下，盡力而為，誠如最初期勉

學生別讓人生留下遺憾。 

作者參加「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種子教師與教學實驗工作，旨在運用已有的專長「談美」、

「感覺美」、「審美」，從比例、色彩、構成、結構、構造及質感等美感六元素出發，再從觀察、

認識、體驗、反思與建構等面向，來讓學生感知生活活在當下與存在，來觀察、認識、體驗、欣賞

我的城市、我的世界及我的擁有。對自已而言，省思讓自已的生活慢下來，靜下來，聽聽花開的聲

音，看看城市變化，可以輕鬆地告訴自己，生活，真好！自己也能建構具有美感的美好人生！ 

 

 

 

 

 

 

東區基地-國立臺東大學林永發教授 

姓名 王獻樟 

服務單位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最初，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參與了美感教育第二期實驗計畫課程。學期結束後，發現，收穫最多

的是自己，因為，翻轉了自己對於美感教育教學的新思維，透過有系統的實驗課程計畫，讓自己活



化了教學方法與內涵，更激發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與多元的學習面向，開啟自己持續活化教學的動

能。 

教學內涵的質變 

為凸顯在地化之美感主軸，課程規劃，希望將玉里在地石材及環保議題與各單元相結合，給予學生

不同的在地視野。因此，除參訪具在地特色的拙而奇、璞石藝術館外，並實作具在地特色的璞石畫，

嘗試將陶藝與石材等多媒材相結合，最後，更試著將璞石與木頭結合，讓學生創作獨一無二的璞石

椅。每一主題，都讓學生跳脫傳統美學的學習窠臼，激盪出不同的美感視野，培養帶著走的美感能

力。 

教學動能的活化 

教學過程學生正向的回饋，自己不斷思索教學內涵的過程改變，給予自己持續參與新期程的動能！

依照參與的初衷，在前期程的基礎上，持續調整課程內涵，新改變的玻璃創意及輪胎環保再生課題，

學生透過覺察到實踐的過程，培養出新的美感能量；而老師自己也有了教學活化的新動能！ 

 

 

 

 

 

 

 

 

 

 

 

 

 

姓名 楊鵲彬 

服務單位 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實驗課程心得 期望美感能力成為學生內化的因子，帶著它成長、深化，成為一輩子帶著走的能力。 

美感課程的進行，要求所有學生分組共同合作，透過實作與分析，認識與建立每個單元的知識與基

礎能力。 

課程開設於國中七年級，學生充滿熱情與動力，每一個體眼與作品，學生都流露期待的神情，我想

這就是美感課程的成功基礎，讓孩子期待與啟發學習動機。 

這 18 週的課程非常充實，節奏也明快，是我夢想中的美術課模式，教學、產出、回饋同步進行。

一個沒有冷場的上課經驗。 

以社區生活為出發，貼近學生的成長經驗，這學期將課程設定為在地要素，台東的生活記憶與社區

的美，結合文化色彩、社

區的樹皮衣體驗、社區的

編織藝術都引入成為教

學資源。 

孩子們的表現實在勤學

可愛，雖然許多觀念的溝

通與美感的學習不容易

吸收理解，但仍花大量額

外的時間挑戰一定要完成，應該是說，老師的野心大了點，想要一學期給孩子玩到更多的東西，於

是學生就很認命的挑戰極限、激發潛能。但孩子都達成了，態度的正確讓上美感課程變成是一種享

受，不因地域、不談偏鄉，孩子們的表現就是最好的。 

相信這樣的課程，有助於這些同學們往後在各階層服務時，發揮效應，使得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感謝所有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