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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讓世界看見臺灣

在這蔚藍的地球行星上，有一個地方，雖然在這世界版圖上只

佔了小小的一隅，但它卻用自己的力量，不停地向世界展現它的獨

特。它，擁有高聳陡峭的山林，也擁有平坦舒適的平原。它，擁有

多樣的自然氣候，有時一日之內經歷了春夏秋冬，有時過了數十日

之久，也未見一絲陽光。它，擁有豐富的文化背景，從一城一牆，

到一瓦一磚，每個事物都有其淵源典故。它，是我們的家鄉臺灣。

而居住於此的我們，是否了解這孕育我們的土地呢 ? 同學，現在就

讓我們一同來探索我們生長的臺灣這塊土地吧 !

如何向他人分享臺灣之美 ?

◎臺灣美嗎 ?

◎試著從自然之美、人工之美、文學之美舉例。

◎如果要向他人介紹臺灣，你會怎麼介紹 ? 什麼最能反映「臺灣之

美」？

補充教材：（請同學上網搜尋）

 發現美麗臺灣的春夏秋冬

我們可以從三個面向去了解我們的臺灣：

( 一 ) 自己生活的家鄉臺灣美嗎 ? 為什麼 ?

( 二 ) 以你自己的生活經驗，哪些事物最能代表我們的家鄉臺灣呢 ?

( 三 ) 如果之後遇到國外的朋友，你會怎麼向他們介紹臺灣呢 ?

壹  探究臺灣之美 

子單元學習目標

小組合作學習探究
臺灣之美。

1. 1. 
小組繪製心智圖。

2. 2. 
臺灣之美的體會與
書寫。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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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郭雪湖
     《南街殷賑》1930
      絹 ‧ 膠彩 188 x 94.5cm 
      臺北市立美術館
      現址為迪化街城隍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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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文學家與藝術家的筆下看臺灣之美

他們像極了一群耕耘者，他們把自己的感官化為鋤具，不停地

向生活的田地耕掘，他們仔細翻動每一吋土壤，尋找感動自己內心

的剎那。每當他們發現時，他們會種下時間的種子，細細照料，時

時灌注，只為了栽種出當初感動自己的那份初衷，他們是一群文學

家及藝術家，時時發掘生活中的美好，再細細的勾勒出美的模樣。

每個人都有對事物的看法，我們不妨跟著這群耕耘者，從他們的世

界出發，從他們的筆下，看看他們是如何描述臺灣之美的多元意象 ?

◎共讀蔡昭明《地瓜的聯想》文章，討論內容如何描述臺灣之美 ?

◎郭雪湖《南街殷賑》畫作主題內容 ? 藝術家如何詮釋臺灣之美 ?

◎楊啟東《夜市街景》畫作主題內容 ? 藝術家如何詮釋臺灣之美 ?

◎席德進《廟》畫作主題內容 ? 藝術家如何詮釋臺灣之美 ?

◎馬白水《臺灣之美》畫作主題內容 ? 藝術家如何詮釋臺灣之美 ?

圖 2 楊啟東《夜市街景》油畫、80.7 x 116.6cm
國立臺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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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席德進《廟》1962，水彩畫、51 x 61.3cm 
國立臺灣美術館

文學家與藝術家如何詮釋臺灣之美：

( 一 ) 這篇文章的主題想表達什麼呢 ? 為什麼呢 ?

( 二 ) 這幅畫作的主題想表達什麼呢 ? 為什麼呢 ?

( 三 ) 藝術家如何詮釋他所看見的臺灣之美呢 ?

( 四 ) 在作品中，文學家與藝術家的作品取材，與呈現「臺灣之美意

象」有何連結關係呢 ?

( 五 ) 生活中有哪些經驗及意象可以激發我們去進行藝術創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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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馬白水《臺灣之美》1992，水彩畫、91 x 61cm
國立臺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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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設計師的創作看臺灣之美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人們的巧思，創作的表現已從畫布上的呈現，

跳脫到生活中各式各樣的事物上，有時平面，有時立體；有時多元，

有時單純。由於設計師們不停不停地創新，也給了我們豐富且驚奇

的創作。我們看過了藝術家筆下的臺灣之美，這次，讓我們從設計

師的創作中看臺灣。

設計師如何詮釋臺灣之美：

◎臺灣博物館建館百週年慶海報

◎台灣你好立體書

◎林磐聳臺灣家書系列創作

( 一 ) 設計師想表達的主題是什麼呢 ? 為什麼呢 ?

( 二 ) 設計師是如何詮釋他所看見的臺灣之美呢 ?

圖 7 林磐聳臺灣家書系列創作

圖 5 臺灣博物館建館百週年慶海報 圖 6《台灣，你好》立體書，委託木田工場的玉米陳製作，版權歸財團法人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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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再從影片進行討論：

◎臺灣觀光廣告“Time for Taiwan”影片內容傳達什麼臺灣之美？

◎臺灣觀光廣告“外國人為何來臺灣的 5 個理由”影片內容提出哪

五個吸引外國人來臺灣的理由？

補充教材：（請同學上網搜尋）

 臺灣觀光廣告“Time for Taiwan”

 臺灣觀光廣告“外國人為何來臺灣的 5 個理由”

欣賞完文學家、藝術家與設計師的作品後，對於「臺灣之美意象」
的這個議題上，文學家、藝術家與設計師有否異同呢？讓我們試著
比較看看：

( 一 ) 你認為什麼能代表臺灣之美呢？

( 二 ) 他們是如何詮釋臺灣之美的？

( 三 ) 有哪些是臺灣之美意象的關鍵語彙？

( 四 ) 作品中所對應呈現的生活體驗與感受為何？

我們也可以一起進行分組討論：

( 一 ) 尋找自己的隊友，一起分工合作進行臺灣之美意象主題的討

論。

( 二 ) 討論完後，組員們可以一起再想想，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角度，

是可以進行藝術品創作的呢 ?

四、我們的家鄉－臺灣美在哪裡

無論是文學家、藝術家，還是設計師，他們都用他們的作品去

傳達對於家鄉臺灣的思念與珍惜。在我們看過這麼多創作者的作品

後，是否對於臺灣之美的意象開始有了一些概念與想法了呢 ? 同學，

這次輪到我們了！讓我們用自己的想法，去詮釋什麼是臺灣之美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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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 一 ) 以小組合作學習、思考、表達的方式進行。

( 二 ) 以臺灣為中心，小組同學一起運用心智圖的方式擴散思考，表

達自己對於臺灣之美的體會與情懷。

( 三 ) 思考方向可以是地理景觀、民俗風情、食衣住行育樂……等範

疇。

( 四 ) 準備一張海報紙，依照地理位置畫出臺灣的輪廓圖，小組同學

一起討論「什麼能代表臺灣之美」的想法，寫下和畫在這張臺

灣的輪廓圖上。

( 五 ) 小組討論的同時，我們一邊播放【臺灣觀光六大主題「讚！臺

灣】影片，提供臺灣之美主題的參考來源。討論結束後，將統

計各組答案數量及類別，再請各小組同學上台分享。

圖 8 小組合作學習進行臺灣之美心智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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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句話、一首詩代表臺灣之美

補充教材：（請同學上網搜尋）

 臺灣觀光六大主題「讚！臺灣」(10 分鐘綜合版 )；
 "Bravo!Taiwan"(10min)；「いいね！台湾」(10 分 )

依據小組討論的各種的臺灣之美想法，同學統整一下所有資訊，

以一句話或是一首詩代表臺灣之美，並貼在臺灣之美心智圖的海報

上。

圖 9 一句話、一首詩代表臺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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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解析創作美感

提醒同學：

下次上課攜帶一樣「可以代表臺灣意象符號」的物品，例如：

地瓜、葉子等。

我們要怎麼知道討論出的心智圖是符合學習目標的呢？

小組合作學習討論臺灣之美心智圖評分指引。

◎心智圖實作評量

評量目標：表現－創作表現

能結合地理概念，進行臺灣之美心智圖的討論與實作。

等級 Ａ Ｂ Ｃ Ｄ E

對應

表現

標準

未

達

D

級

未

達

D

級

評分

指引

能充分說明

自己作品的

主題表現內

涵

能說明自己

作品的主題

表現內涵

能大致說明

自己作品的

主題表現內

涵

僅能約略說

明自己作品

的主題表現

內涵

能充分說明

臺灣之美的

主題表現內

涵

能說明臺灣

之美的主題

表現內涵

能大致說明

臺灣之美的

主題表現內

涵

僅能約略說

明臺灣之美

的主題表現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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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解析創作美感

貳

解析創作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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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感的起點－解析美感構面

美，是一個極為抽象與主觀的概念，每個人對於美的定義也都

不盡相同。然而，即使在這繁多與複雜的看法中，唯一不變的事，

是美可以富足人們的心靈，給予人們正面的影響，這也是為何人們

在數萬年的歷史脈絡中，美始終如影隨行，不曾間斷。但，美這抽

象的概念，該如何呈現與傳達呢 ? 這始終考驗著每個被美感動過的

人們。人們從觀察大自然的生命萬物，看著隨風搖曳的枝柳，看著

太陽的東升西落，看著一群動物的離居遷徙，人們開始發現有些特

點，使美的意象有跡可尋。

同學，就讓我們一起去探索臺灣之美吧 !

該如何尋找美的軌跡呢？

補充教材：（請同學上網搜尋）

 教育部美感入門電子書

(一)在【美感入門】書中認識美感的色彩、質感、比例、構成等構面。

1. 色彩是美感的第一印象：色彩是視覺對顏色的反應，亦是

源自身處的文化背景、環境因素等外在條件所賦予人的美感

經驗。對於美感構面色彩的學習，包含相同的色調、衝突的

色調、不同區域的色彩、象徵與民族的色彩、符號性與代表

性等等的色彩探究。

2. 質感豐富了人們的生活：質感是觸覺、視覺與經驗連動的

統合概念。每當面對一個全新未知的物體，人類習於以手腳

和雙眼做為觀察工具，首先接觸物件表面獲得最直接的觸覺

訊息，例如：粗細、軟硬、溫度；再以視覺做為次要輔助，

幫助閱讀物體的表面紋理、光澤等訊息，並整合成記憶傳遞

到大腦，因而建立「質感經驗」資料庫。對於美感構面質感

的學習，包含記憶質感、材料與技術的演進、質感與時代價

值觀、符合需求的質感、質感的視覺遊戲等等的質感探究。

貳  解析創作美感

子單元學習目標

學習美感構面。
1. 1. 

藝術家與設計師的
創作美感分析。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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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例是影響美感的重要關鍵：人類對於比例的認知源自

於自己的身體，人體天生自然的尺度、五官配置、頭身比例，

到四肢、肩、胸、臀的相對比例，比例概念從身體向外延伸，

生活器皿、桌椅家具等物件的尺度，都是基於使用方便，依

據人的身體比例進行設計，此外自然界物體中存在的黃金比

例，以及建築量體與室內空間的尺度比例中，藏著空間氛圍

的秘密。對於美感構面比例的學習，包含身體比例的美感、

適當的物件比例、挑戰經驗認知的比例、掌握空間氛圍、模

矩應用、建築技術等等的比例探究。

4. 構成無所不在：繪畫和攝影講究構圖，衣著講究搭配，餐

桌講究擺設，室內空間講究設計裝修，這些追求美與品味的

講究，其實就是構成，簡單地說，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

處處都是構成的學問，只要是兩個以上的物件擺在一起，就

會有構成的問題。討論生活美感，構成是不能忽略的重要關

鍵。具有美感的構成方式，是有邏輯可依循的，大致可分為

對稱構成、不對稱但平衡的構成、具有主從關係的構成、以

格線分割的構成，以及由許多零件組合而成的構成方式。對

於美感構面構成的學習，包含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代

美感、主從關係凸顯焦點、格線的分割邏輯、組合決定構成

樣貌等等的構成探究。

圖 10-1 美感入門 (1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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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美感入門 (105 年版）

質感
豐富了人們的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隨處都能接觸到質

感，小至各式生活用品、器具、衣物，

大至建築空間、街道、廣場等，都具有

不同的質感。用質感品味、記憶生活周

遭事物是人類的本能，但是大多數時候，

人們將五官的感覺視為理所當然，因而

不容易察覺質感對自身生活造成的影

響。

究竟什麼是質感？質感是觸覺、視覺與

經驗連動的統合概念。每當面對一個全

新未知的物體，人類習於以手腳和雙眼

做為觀察工具，首先接觸物件表面獲得

最直接的觸覺訊息，例如：粗細、軟硬、

溫度；再以視覺則做為次要輔助，幫助

閱讀物體的表面紋理、光澤等訊息，並

整合成記憶傳遞到大腦，因而建立「質

感經驗」資料庫。

一個人的質感經驗資料庫會隨著生活經

驗增加而逐漸豐富、完整，漸漸地，只

要看到一個物體表面的紋理、光澤，不

需要透過觸覺，就能判斷出這個物體的

觸感粗細、軟硬，甚至連結起過去的記

憶，產生喜惡感受。例如看見一個鋪著

榻榻米的日式建築空間，很容易就會想

起榻榻米和木地板的表面質感，並進一

步聯結起對日式建築的印象，好比涼爽

宜人，而自然地產生愉悅的感覺；反之，

若是看見髒亂溼滑的環境，不需真正走

近，就會產生排拒的心情，這都是質感

經驗對人與生活的影響。

除了物體本身天然的質感，大多數的質

感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因此，「材料」

和「技法」是構成質感的兩個主要元素，

隨著人類文明演進，材料選擇越來越多

元，製作技法也越來越精進，從舊石器

時代人類以隨手可得的石頭、獸骨、木

材做器具，演進到新石器時代的製陶、

紡織，到近現代的精緻瓷器、高貴寶石、

昂貴皮革製品，質感不僅反映了人類的

文明發展歷程，同時也是彰顯階級地位

的手法，越精緻的質感，越稀有、難以

取得和製作的物品，越受到貴族及富人

階級的歡迎，質感遂成為某種社會階級

意識的象徵。

二十世紀之後的科技快速發展，以及工

業化的製作量產方法，大幅改變了人們

的生活，越來越輕質細緻的金屬、塑料

等新式材料，以及如 3D 列印之類的製作

技術，都在創造更多的可能性，精美華

麗的質感不再難以企及，手工質樸反而

變得稀有珍貴。甚至有人創造了分子料

理，讓人吃進一顆外觀和口感都是水煮

蛋的巧克力，或是用一塊果凍表現一道

凱薩沙拉，徹底顛覆人們的質感經驗。

質
感
05

質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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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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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葉俊成

圖片來源：何珈寧

色彩是美感的
第一印象

在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中，目光所及之處，莫

不接觸到顏色，色彩常常是一個人對一幅畫

面、一件物品所建立的第一個印象，而這個

印象往往也決定了這個人覺得這幅畫面或

這件物品「好不好看」。

事實上，這個看似直覺的「好不好看」的判

斷，牽涉到兩個因素：一個是視覺對顏色

的反應，另一個則是源自身處的文化背景、

環境因素等外在條件所賦予人的美感經驗。

每個人對於美的標準並不相同，但普遍來

說，一般大眾對於看起來「令人感覺愉快」

色彩，接受度較高，也傾向於認同那就是

「美」。例如以大面積呈現的單一顏色、對

比強烈的顏色拼貼、粉彩或自然色系的柔和

畫面、顏色鮮明醒目的標誌，或是具有獨特

主題性的色系，皆是以取悅視覺感受為主要

呈現美的方式。

除卻視覺感受上的直覺反應，個人長期生活

的環境，包括文化風土、民族習俗、地理條

件、時代潮流等，都會影響一個人對於色

彩的認知與喜好。舉例來說，每個文化在婚

喪儀式上習慣使用的色彩，必然帶給人不

同的感受，諸如婚禮上用的色彩代表喜悅、

熱鬧，喪禮色彩代表悲傷，沉靜；生長在乾

燥內陸的人，從小看見的山就是光禿禿的咖

啡色，跟海洋氣候下長大的人眼中的青山

全然不同，由此可見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

對於環境色彩的認知有很大的差異；高緯度

國家的年日照時間短，所以用色習慣上傾向

於選擇高彩度的顏色，以明亮愉悅的人造物

色彩平衡陰暗沉悶的自然環境氛圍，因此，

顏色不僅是美感的要素，亦與生活品質的營

造息息相關。

隨著傳播媒介日益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人們對於色彩的偏好，也逐漸受到媒體的

影響，不再侷限於自身的文化與生活環境，

反而與時代潮流、科技發展的趨勢呈高度

相關，時尚產業每年的流行趨勢，以及擅

長創造風格的設計產業，透過商品、名人

與傳播媒體的推波助瀾，往往能帶動潮流，

改變人們對於色彩的喜好，此時，色彩的偏

好遂由個人喜好逐漸轉變為集體共識，甚或

成為流行與品味的指標。

SPRING 2015

Aquamarine

Scuba Blue

Strawberry Ice

Tangerine

Toasted Almond

Custard Classic Blue

Marsala

 Lucite Green

Glacier Gray

色
彩
01

相
同
的
色
調

物

件

圖片來源：林容伊 圖片來源：黃立婷

圖片來源：蕭亦芝 圖片來源：黃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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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了解美感構面之後，試著把這些構面帶入「臺灣意象」象徵物

的類別與主題中，與大家分享自己的觀察體會。

( 三 ) 分享的面向可包含：有哪些美感的構面 ? 為何選擇這些構面呈

現 ? 美的地方在哪兒呢 ?

( 四 ) 與同學互相分享你覺得可以代表臺灣意象符號的物品，如：石

頭、木紋、木瓜等，藉此歸類連結生活中處處可見臺灣意象符

號。

圖 10-3 美感入門 (105 年版）

比例是影響美感
的重要關鍵

人類對於比例的認知源自於自己的身體，

人體天生自然的尺度、五官配置、頭身比

例，到四肢、肩、胸、臀的相對比例，除

了演化發展程度與人種會造成些許差異，

大致上都有相近的比例數值。在主流的古

典美學觀點中，有一套審視人體比例的標

準，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達文西的文藝復興

人；然而，其他文化亦有各自對美的獨特

偏好，例如中國古代認為女子腳小是美，

以三寸金蓮為審美標準；居住在泰國北部

的長頸族女人套上一層又一層沉重的銅圈，

只為了讓脖子更長更美；從古至今的女性

服飾風格變化，亦體現了流行時尚對女性

肢體美的想像。

比例概念從身體向外延伸，生活器皿、桌

椅家具等物件的尺度，都是基於使用方便，

依據人的身體比例進行設計，以牙刷來說，

口腔大小、牙齒顆粒面積和手掌大小，都

影響了刷毛密度與握柄長短的配比；又例

如座椅，需要端正坐姿的辦公椅、可倚靠

的沙發椅，或慵懶的海灘椅，椅面和椅背

會有不同的長寬比例，和角度關係，不僅

提供身體支撐，也牽動著使用者進入嚴謹

或放鬆的情緒。

除了自身體延伸建立的比例概念，自然界

物體中存在的黃金比例，則是人們較不易

察覺，卻自然而然接受適應的比例關係，

例如海螺剖面、向日葵的花心，都是依照

黃金比例數值排列伸展的具體實例，這種

自然而美麗比例數字，被藝術家大量運用

在繪畫構圖、雕塑、建築立面分割等，創

造出許多經典的作品，如米勒的拾穗、維

梅爾的編織蕾絲的女工、柯比意的薩伏瓦

別墅。若是刻意改變物件比例，製造與經

驗不符的衝突，大多能令人產生深刻的印

象。

建築量體與室內空間的尺度比例中，藏著

空間氛圍的秘密。宗教與統治者擅於使用

宏偉的建築空間，使人自覺渺小，而心生

崇敬之感，如埃及路克索神廟巨大高聳的

柱列，與雪梨聖瑪利亞大教堂狹長挑高的

室內空間；相反地，監獄窄仄低矮的空間，

則欲使身處其中的人感受難以擺脫的束縛

感。

為了滿足產品量產需求，比例大量被運用

在系統化模矩設計。日本的榻榻米就是模

矩化最佳的基本範例，傳統日式建築用榻

榻米尺寸作為空間長寬及面積的計量單位，

包括柱梁門窗的尺寸都與榻榻米尺寸呈固

定比例關係，因此，每次搬家只需要拆下

門窗扇與榻榻米，運送到下一個住處，在

新住處的框架上安裝完成，立刻就能入住。

此外，模矩化設計也能為生活帶來便利性，

例如按照比例分割的櫃子，只要增減層板

就能把立櫃變抽屜，或是改變格子的高度

和寬度，機能彈性十足。

事實上，比例不僅跟尺度有關，質感與色

彩的運用也都需要注重比例，比例雖然不

若其他美感要素那樣予人直接的感受，卻

是影響生活美感的重要關鍵。

比
例
03

反

差

挑
戰
經
驗
認
知
的
比
例

Lewis Tse Pui Lung / Shutterstock.com

圖片來源：蕭亦芝

圖片來源：林秉翰

構成
無所不在

繪畫和攝影講究構圖，衣著講究搭配，餐

桌講究擺設，室內空間講究設計裝修，這

些追求美與品味的講究，其實就是構成，

簡單地說，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處處

都是構成的學問。

兩個以上的物件擺在一起，就會有構成的

問題，所以一個單獨存在的盤子，沒有構

成問題，在盤子上放一顆蘋果，要考慮二

者之間的相對關係，這就形成了構成的問

題。生活中的各種物件幾乎都無法單獨存

在，因此，討論生活美感，構成是不能忽

略的重要關鍵。

前面章節提到的秩序、色彩、質感、比例，

都是單一美感元素，而一個畫面、物體、

空間或建築的構成，往往包含多個美感元

素在內。以一般住家的客廳空間為例，客

廳牆面與家具的顏色，地板、沙發、家具

的材料質感，以及室內空間寬度、家具尺

寸等，全都會影響整體的空間構成美感，

因此，在討論一個畫面或空間的構成時，

可以從各個美感元素的角度切入分析。

具有美感的構成方式，是有邏輯可依循

的，大致可分為對稱構成、不對稱但平

衡的構成、具有主從關係的構成、以格線

分割的構成，以及由許多零件組合而成的

構成方式。若能掌握每一種構成方式的重

點，在生活上加以運用，不僅能提升個人

的美感品味，也有助於解決公共空間的紊

亂，提升環境品質。

舉例來說，城市就是一種由各種元素組合

而成的構成，試著回想閱讀地圖的經驗，

構成城市的元素包括河流、綠地、建築、

大街、小巷，這些元素在地理位置關係

上，以及生活機能上，都緊密地交織在一

起，因此，一個城市是否美麗，不是一條

街或一棟建築物美麗就夠了，一個城市是

否有足夠的開放空間、道路系統配置是否

合理、建築物是否遵守都市空間規範等問

題，才是真正的關鍵。

構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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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感的發展－藝術家的美感設計

對於美感的構面，我們都是淺嚐而已，不妨看看藝術家，如何

運用這些美感構面，設計出一幅幅令人動人的作品呢 ? 我們從藝術

家林磐聳的「流浪的臺灣」、「臺灣家書」系列創作，與專訪影片【書

寫臺灣家書－用明信片看見故鄉】，了解藝術家的美感設計的發展

歷程。

                 補充教材：（請同學上網搜尋）

                    書寫臺灣家書－用明信片看見故鄉

該如何欣賞藝術家的作品呢？

( 一 ) 藝術家的創作主題內容為何呢 ?

( 二 ) 藝術家包含哪些美感構面呢 ?

( 三 ) 試著用已知的美感構面去分析該作品，並歸類臺灣意象符號與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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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林磐聳【我的臺灣、心靈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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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意象創作

參

圖 11-2 林磐聳【我的臺灣、心靈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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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灣意象創作

臺灣意象創作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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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單元學習目標

運用多元媒材創作
臺灣之美意象圖。

1. 1. 
完成酷卡明信片的
設計與書寫。

2. 2. 

圖 14 進行臺灣之美意象圖初稿創作

圖 13 將心智圖進行轉化為臺灣之美意象圖的創作

一、美感的實踐－臺灣之美意象圖創作

有了美感構面的知識，也有了自己對於美感的初始想法，讓我

們把這些抽象的想法化為具體吧 ! 請同學把得到的知識做一個統整，

並實踐於各小組之前討論出來的臺灣之美心智圖，進一步再延伸出

個人的「臺灣之美意象圖」初稿，臺灣之美意象圖請運用「構成」、

「比例」、「色彩」、「質感」等美感構面進行創作。

圖 12 小組共同討論臺灣之美意象主題

圖 15 運用美感構面「構成」、「比例」、「色彩」、「質感」
進行創作

參  臺灣意象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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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美意象圖創作

( 一 ) 在創作之前，請同學再次思考：創作的主題、內容、多元媒材

的應用，並融入之前學過的「構成」、「比例」、「色彩」、「質

感」等美感構面，完成兩件臺灣之美意象圖創作。

( 二 ) 這裡提供平面彩繪與立體拼貼的評分指引：

a. 有關平面彩繪實作評量：   

b. 有關立體拼貼實作評量：

等級 Ａ Ｂ Ｃ Ｄ E

對應

表現

標準

未

達

D

級

未

達

D

級

評分

指引

能充分應用

適當構成構

面完整表現

自己作品

能應用適當

構成構面完

整表現自己

作品

能大致應用

適當構成構

面完整表現

自己作品

僅能約略應

用適當構成

構面完整表

現自己作品

能充分應用

四種美感構

面，進行臺

灣意象圖的

創作

能應用美感

構面，進行

臺灣意象圖

的創作

能大致應用

美感構面，

進行臺灣意

象圖的創作

僅能約略應

用美感構面

，進行臺灣

意象圖的創

作

等級 Ａ Ｂ Ｃ Ｄ E

對應

表現

標準

未

達

D

級

未

達

D

級

評分

指引

能充分應用

適當媒材表

現自己作品

能應用適當

媒材表現自

己作品

能大致應用

適當媒材表

現自己作品

僅能約略應

用適當媒材

表現自己作

品

能充分應用

多元媒材，

進行臺灣意

象圖的創作

能應用多元

媒材，進行

臺灣意象圖

的創作

能大致應用

多元媒材，

進行臺灣意

象圖的創作

僅能約略應

用多元媒材

，進行臺灣

意象圖的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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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賞析臺灣之美意象圖創作 圖 18 臺灣之美意象學生作品：（左）臺灣鐵路便當
       （右）101 大樓跨年煙火

( 三 ) 同學在創作兩件臺灣之美意象圖的過程中，有任何問題都可以

請教師指導。同學也可以運用日常生活中多元媒材，進行平面

彩繪與立體拼貼的創作喔 !

圖 16 臺灣之美意象學生作品：平面彩繪與立體拼貼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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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向世界－臺灣之美酷卡明信片創作

同學，有沒有想過，

有一天能把自己創作的

作品，以明信片的方式寄

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

呢 ? 這不僅是把自己的

作品介紹給全世界，也是

藉由同學的作品，把臺灣

介紹給了全世界。這麼有

趣的事情，讓我們現在一

同去完成吧 !

圖 19 認識明信片格式

明信片撰寫的規格為何呢？

( 一 ) 明信片規格除了郵遞區號、寄件人欄位、收件人欄位、黏貼郵

票處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留言區的圖文設計。

( 二 ) 明信片圖文設計的內容，即是同學在這幾堂課程中，小組所

討論出來有關臺灣之美的訊息，以一句話或一首詩代表臺灣之

美。寫完之後，記得加上「歡迎來臺北」、「歡迎來臺灣」等

語句在明信片上喔 !

( 三 ) 因為明信片要交流寄出，所以別忘了使用國際共通的語言來書

寫英文版喔 ! 比如 "Welcome to Taiwan!" 等語句。

圖 20 中華郵政明信片規格說明：橫式明信片正面右半幅、直式明信片正面應
留空白，備供下列事項之用：
1. 書寫收件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
2. 黏貼郵務簽條或註明郵務事項，例如掛號及遞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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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酷卡明信片的中英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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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臉書社團

完成的明信片可以寄給誰呢？

( 一 ) 明信片正反面都完成之後，別忘了先上傳到臉書社團，與大家

分享彼此的心血結晶吧 ! 臉書社團【發現臺灣之美－實踐至善

同課交流園地】

補充教材：（請同學上網搜尋）

       發現臺灣之美－實踐至善同課交流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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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卡交流傳情

肆

( 二 ) 除了臉書網路平臺，我們還有一個很酷的分享計畫，透過

【POSTCROSSING】明信片交換網站與外國朋友分享臺灣之美。

補充教材：（請同學上網搜尋）

 POSTCROSSING

圖 23 POSTCROSSING 明信片交換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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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酷卡交流傳情

酷卡交流傳情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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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式啟航－臺灣之美酷卡明信片交流傳情

經過了前面課程的努力，我們一同完成了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

創作品。而作品的完成，也代表著我們即將把這些作品寄出，與世

界分享臺灣之美。現在，就讓我們完成最後的一段路吧 !

等待寄出前的明信片最後巡禮：

( 一 ) 請同學再次檢視自己創作的兩張酷卡明信片，經過教師講評優

缺後，是否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也檢查一下中英文內容的書寫，

收件者和寄件者的聯繫地址，並確實在作品正面右下角簽署姓

名喔 ! 讓收件者收到酷卡明信片時，能欣賞到各位親手創作獨

一無二的臺灣之美意象創作，也看到你用心介紹臺灣之美的內

容，接著就可以回寄給你有關他們國家之美的明信片囉 !

( 二 ) 完成明信片後，請和班上同學分享，自己在這段學習過程努力

後的結果。藉由班上舉辦的成果發表會，將自己的作品介紹給

班上的同學欣賞，再由全班票選出，哪一張明信片最有人氣，

而後進行同儕評量，撰寫學習心得回饋單。

肆  酷卡交流傳情

圖 24 互相觀摩並進行同儕評量 

子單元學習目標

作品上傳臉書社團
共享。

1. 1. 
進行作品自評與他
評。

2. 2. 
撰寫學習心得回饋
單。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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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全班票選最佳人氣獎作品

等級 Ａ Ｂ Ｃ Ｄ E

對應

表現

標準

未

達

D

級

未

達

D

級

評分

指引

能主動積極

參與藝術學

習、藝文相

關活動，充

分表達與周

遭環境的美

感經驗

能參與藝術

學習、藝文

相關活動，

並能表達與

周遭環境的

美感經驗

願意參與藝

術學習、藝

文相關活動

，願意表達

與周遭環境

的美感經驗

僅能參與藝

術學習、藝

文相關活動

，嘗試表達

與周遭環境

的美感經驗

能主動積極

參與藝術學

習，充分表

達美感經驗

能參與藝術

學習表達美

感經驗

願意參與藝

術學習，願

意表達美感

經驗

僅能參與藝

術學習，嘗

試表達美感

經驗

檢視自己是否有達到學習目標呢？

◎學習心得回饋單評量

評量目標：實踐－藝術參與

能進行自評與他評，撰寫學習歷程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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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完成與分享學習心得回饋單

圖 26 撰寫學習心得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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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臺灣之美意象明信片聯展



34

( 三 ) 最後，將全班同學的明信片集結起來，來張大合照吧 ! 展示大

家明信片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實體版展示，以教室或展覽空

間進行展示；另一種是網路版展示，於臉書社團網站進行網路

分享。

( 四 ) 該是和自己的創作說再見的時候了 ! 將自己親手創作的ㄧ張酷

卡明信片寄送給其他國中學伴，而另一張，則是透過明信片交

換網站 https://www.postcrossing.com/ 送給外國朋友，分享臺灣

之美。

圖 29 學生進行「臺灣之美意象明信片聯展」發表會



35

二、延伸學習活動

( 一 ) 我們可以將臺灣之美意象圖掃描成電子檔，再到便利商店使用

IBON 機器，列印出風景明信片。

( 二 ) 我們也可以把酷卡明信片，使用【臺灣街景封面產生器】，進

行圖片後製，產生視覺文化圖像，上傳臉書社團分享臺灣之美。

( 三 ) 我們也可以將全班同學作品，使用影像編修「美圖秀秀」、「小

影」等 APP，或是「Photoimpact」軟體進行影像後製，產生動

態圖像及影片，上傳至臉書社團分享臺灣之美。

補充教材：（請同學上網搜尋）

 臺灣街景封面產生器

 美圖秀秀

 小影

圖 30 臺灣街景封面產生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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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學習心得回饋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