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課

探索 視覺旅程

透過觀賞自然景致、體驗生活器物
及藝術作品,與他人分享獨特的視覺經驗,
發現藝術之美。

影音連結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qcpPGQk7_f77HaPjSo2lza5nsWDFcR0I


學習目標

能體驗生活中的視覺之美，並接受多元觀點。

能認識視覺藝術的美感形式要素。

能理解美的形式原理的視覺呈現。

能應用美感形式要素與美的形式原理表達創意構思。



美在哪裡？

「這個世界不是缺少美，
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
──藝術大師羅丹

「美」從來就離人們的生活不遠，舉凡世上萬物
皆能帶給觀賞者特別的美感與悸動，無論自然之
美、生活器物，乃至人文活動皆具備美感的價值，
豐富人們的視覺感受與生活體驗。

說說看，你曾經觀賞過課本第4、5頁，插圖中所
描繪的美景與文化精粹嗎？

以你的旅行經驗，與印象中最深刻的部分，如果
跨頁插圖要加入一項美的事物，你會推荐什麼？
為什麼？

(請畫在課本第5頁下方空白處)



美感形式要素

大自然富含美的形式，我們欣賞清晨的日光，觀

察動物、植物的生態，感受大海的磅礡氣勢，聆

聽風中的鳥叫蟲鳴等，使我們產生美的感受。藝

術家以此為靈感創作了許多作品，我們用造形、

空間、色彩與材質四個方面探索美的形式。



一、造形

(一)有機形與幾何形

1.有機形：輪廓彎曲，具有流動性，能自然
生長者多屬於有機形，如微生物、動物、
植物、水流(滴)等。

請見課本第6頁(圖1-3-1∼1-3-3)

2.幾何形：具秩序與規律性，如自然界中的
礦物結晶，或者是以圓形、矩形、三角形
等由工具繪製的造形。

請見課本第6頁(圖1-4-1∼1-4-3)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一、造形

點：是圖形的
最小

面積單位。

體：是具有長度、
寬度與高度的面，
在空間中占有體

積。

線：是點移動的路徑，
有直線、曲線與長度

等屬性。

面：封閉的「線」
形成面，由很

多「點」或「線」
聚斂的造

形在視覺上也屬於
面的表現。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二、空間

圖1-7 距離比較近的荷葉，
和距離比較遠的荷葉，
形態上有什麼不同？

人們對於空間的知覺，是眼睛依據物體間的距離來判斷，
觀看距離近，則物體大；距離遠，則物體顯得較小(請見課本圖1-7) ，
物體的前後重疊關係也能帶來具體的空間感。
人們對空間大小的感受，亦可由景物的清楚與模糊來判斷，
如距離較近的景物，視覺上較清楚，
反之，距離較遠則顯得模糊(請見課本圖1-8)。

圖1-8 你會怎麼形容畫面中人物之間的
遠近關係和他們所在的位置？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三、色彩

我們從自然界中尋找各種色彩的植物與礦物，經過
加工製造後，成為早期人們在工藝、繪畫上所使用
的色彩原料(請見課本圖1-9)。

尼泊爾壁畫

孔雀石

青金石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色彩是物體受到光線照射後，反射到眼睛所引起的視覺反應。

人們對色彩的感知有地區性的差異，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因為陽光
照射大地的角度，造成地區的色彩和自然景觀不同，進而影響我
們對於美的認知與價值判斷。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四、材質

生活中的各式材料透過觀看與觸摸，可以感受到其光澤、紋路、

粗糙、軟硬等多樣的特性。例如：木質給人溫暖親切的感受；竹

材則具溫潤樸素的特質；金屬材質有平滑冷硬的感覺；絲綢摸起

來光滑細緻等。(請見課本圖1-10 )

我們透過感知的能力，體驗生活中各種材質產生的質感，
質感在美感形式要素中是深度且富有層次的感受。

一樣是餐具，不同的材質給人不同的質感，
說說看，它們分別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藝術探索

1.從下圖或課本第10、11頁圖1-10的材質中選擇其中一種，

記錄它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從感官的經驗聯想)

 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起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面摸起來_____________________

 聞起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輕輕敲一敲感覺_________________材質探索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藝術探索

2.請尋找校園裡摸起來粗糙的材質，並拓印下來。

自我檢視

 能以課本圖1-10材質圖例做經驗聯想。

 能用拓印法將材質的質感拓印下來。

材質探索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美的形式原理

我們分析歸納造形的形態，成為具有秩序性
的法則，稱之為美的形式原理。

常見的有均衡、反覆、對比、比例、律動、
調和、單純與統一。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一、均衡

一、均衡

視覺畫面中的空間、造形、色彩、材質等
要素，若達成穩定、均衡的心理感受，

就是造形美感的基礎，包含：
(一)線對稱
自然環境中有上下或左右的對稱軸，軸線半邊為另一
半邊的鏡射(請見課本圖1-11)。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一、均衡

(二)非對稱均衡

物體造形或色彩不完全相同，但因相對的距離與數量安排
恰當，而能產生均衡的感受(請見課本圖1-12)。

圖1-12 從河岸的角度看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中庭和左右延伸出去的
藝廊構成穩定的三角形畫面。不規則外形的建築體形成非對稱均衡的
美感，看起來宛如大型的雕塑作品。
------------------------------------------------------------------------------------------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西班牙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一、均衡

圖1-13 
保羅‧塞尚的靜物畫，
畫面呈現三角形構圖的穩定感，
是非對稱均衡的形式。
------------------------------------------
保羅‧塞尚／靜物／油彩‧畫布／74×93
公分／奧塞美術館／法國巴黎

(二)非對稱均衡

物體造形或色彩不完全相同，但因相對的距離與數量安排
恰當，而能產生均衡的感受(請見課本圖1-13)。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一、均衡

(三)輻射均衡

以一點為中心，物體形狀依一定角度放射或圓形方式圍

繞，在視覺上具有結構穩定的效果(請見課本圖1-14)。

圖1-14 花朵和水果的橫切面，呈現輻射均衡的美感，
請試著在圖1-14-2上畫出輻射的中心點和輻射方向。

1 2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二、反覆

在自然生態與人文環境中均存有反覆的美感形式,相似物體、

色彩作規律性的重複排列,物體本身的造形或色彩並未改變,僅

是數量的增加(請見課本圖1-15、1-16),能帶給觀賞者有規律的

感覺。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二、反覆

漸層：

相似物體以反覆的形式，呈現形狀

漸大或漸小、顏色由深到淺或由明

到暗等，有秩序的層遞變化，則為

漸層(請見課本圖1-17、1-18)。

圖1-17 圖1-18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三、對比

兩種以上的物體，彼此的大小、面積、明暗、色彩等性質，
有極大的差異，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關係，形成對比的效果。
物體經由對比相互映襯原有的特性，則形成對比之美
(請見課本圖1-19∼1-21)。

以上這兩張圖，表現的是哪一種對比之美？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圖片來源：丹麥國家美術館



四、比例

比例是指長度或面積等，經測量後具有數理比率關係，在搭
配恰當的原則下，能產生優美的視覺感受，如以斐波那契序
列產生的造形(圖1-22)。

藝術小百科

斐波那契序列
此數列間的數字關係為每一數是前面二數之總和，
如1、1、2、3、5、8、13......。
數字愈大的相鄰兩項之間的比值愈接近黃金比例(1:1.618)。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四、比例

藝術小百科

斐波那契序列
此數列間的數字關係為每一數是前面二數之總和，如1、1、2、3、5、8、13......。
自然界中的許多花瓣、果實與花蕊的造形呈現螺旋排列，螺旋旋轉的角度、螺
旋的數量與斐波那契序列呈現正相關。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四、比例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西元

1452～1519年)曾研究人體各部位

的長度，繪製出理想的身體比例，

成為衡量人體造形美的準則(請見

課本圖1-23)，建築物的比例、日

常起居的用具也常以人體的尺度

為基礎做規畫(請見課本圖1-24)。

圖1-23 達文西將人體張開雙臂的距離分成
八等分，頭至腳的高度也分成八個等分，
長寬共六十四個正方形的格子，繪製出一
個具完美比例的人體圖像。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五、律動

物體透過線條、造形、色彩等交替變化，產生合乎某種規律的

現象，在視覺上能使物體或作品具有波動的運動感，稱為律動

(請見課本圖1-25、1-26)。

從海浪的波動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脈動，
海浪線條呈現動態的美感。(課本圖1-25)

水的漣漪線條，呈現出波動的美感。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六、調和

調和是指將性質相似的物體並置安排的方式，這些物體雖然並不完

全相同，但在造形、色彩等要素上差異微小(請見課本圖1-27)。

圖1-27 摩爾式的會堂用數種色彩搭配，採用幾何圖案風格裝飾，
以產生調和的美感。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七、單純

單純具有簡潔、明確、樸實的特質，物體組成以同線條及形狀，

呈現單純的特色(請見課本圖1-28)。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八、統一

統一是指在各種物體或畫面中，尋找出共通點，

以特定的元素統合畫面(請見課本圖1-29、1-30)。

圖1-29 尺寸造形各異的馬克杯，以同一個色彩做統整，產生統一的美感。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藝術探索

美的大集合

一、利用圖書或網路搜尋，蒐集自然界與人工物的相關實例，

並分析其中所包含的美感原理，可以用實物或圖片呈現，

並加上文字說明。

二、完成後請歸納至個人的學習檔案。

三、將完成的檔案帶至課堂中，和同學分享與討論。

自我檢視

 說明所尋找到的圖片內容。

 說明圖片中包含哪些美的形式原理。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非常有藝思

(一)美構成練習

請觀察示例，從以下的「美感形式要素」和「美的形式原理」之中挑選
出幾個項目，再依據自己所挑的項目，組合並描繪在方格中。

1.美感形式要素：

有機形或幾何形的點、線、面、體。(選1種)

2.美的形式原理：

均衡、反覆、對比、比例、律動、調和、單純、統一。(選1種)

例如：

美感形式元素 幾何形的點

美的原理原則 均衡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非常有藝思

(二)質感蒐集練習

請蒐集生活中的質感例子，用拍照記錄、實品採集、剪貼等方式
記錄下來。

油油的雞湯 毛毛的玩偶

柔軟的羽毛 粗糙的牆壁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com



自評表

完成下列的自我評量表，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果，

得到的愈多，表示學習效果愈好。(請學生依實際情形作答)

1.我能體驗生活中的視覺之美，並接受多元觀點。(鑑賞)

2.我能理解視覺藝術的美感形式要素。(鑑賞)

3.我能應用美感形式要素與美的形式原理表達創意構思。

(表現)

4.我能應用美的形式原理呈現於日常生活情境中。(實踐)

對於本單元的學習，帶給我哪些感受或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