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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主題：字體設計：香港特色 

  

科目：視覺藝術 

年級：小學六年級  

教節： 70 分鐘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後，學生可以: 

1) 說明字體設計的功能  

  (引人注目/強化訊息/美觀) 

2) 分辨標準字體和裝飾字體的特徵 

（標準：嚴謹統一的規則；裝飾：在基本字型上修飾或加工） 

3) 掌握標準字體和裝飾字體在生活中的應用(廣告、包裝等) 

4) 掌握裝飾字體的設計方法（附加圖形／象徵演變）  

5) 組織有關香港文化的主題（香港文化 :衣／食／住／行／地方／傳統節日...） 

6) 評賞不同的字體設計 (圖形／象徵能連繫字義) 

  

教學策略：  

1. 合作教學：同儕透過小組討論歸納完成學習任務，互相指導間深化思考及提升學習

成效。  

2. 提問教學：同學透過回答問題掌握探究能力，同時加強課堂參與度。 

3. 自主學習(電子教學)：老師透過電子平台使學生增加課堂參與度，使能作出即時性

的回饋及評估，加強課堂互動性，並使學習延伸至課堂外。 

4. 情境教學：同學透過偵探遊戲反思，探索及回饋，在多元環境中互動，並發展出建

構知識的能力。 

 

採用以上教學策略的原因： 

1. 合作教學採用異質分組的團體探究法，使不同能力的同學互相學習，發揮個人長處，

增進學生對社會技巧的學習及透過集思廣益提升學習成效。 

2. 以電子教學使學生能把學習內容延伸拓展至日常生活中，了解學習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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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卡牌、互評工作紙、簡報、Nearpod 平台（iPad）、視藝手帳、白畫紙、鉛筆、投影

機 

教學重點 教學程序及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1.引起動機，及

介紹字體設計的

用處 

 1A 引起動機- 情境遊戲 

 

情境介紹︰「這個課堂希望同學能夠暫時

化身小偵探，幫忙調查以下案件。」 

 

活動：老師派發一些標準字體的單字卡牌

給學生，告訴學生有些商店的名稱被人抹

去了，只剩下一個單字，偵探們需要找出

這些單字是屬於什麼店舖。 

 

講述：「現在 5 人一組，每組將會得到

一些單字，你們知道它們是屬於什麼店舖

嗎？你們有一分鐘時間討論，然後寫在黑

板上。」 

 

鮮 果 具 

器 魚 串 
 

估計學生答案： 

「鮮」= 海鮮店、鮮果店 

「果」= 水果店 

「具」= 玩具店、文具店 

「器」= 電器店 

 卡牌、簡

報 

 

1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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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海鮮店 

「串」= 串燒店 

 

由於學生只有標準字體的單字，他們不能

準確猜出這些單字是屬於哪些店舖，老師

給予提示，將單字卡換成裝飾字體的卡

牌。 

 

      

    

提問：「現在，你們能猜到這些字是屬於

什麼店鋪嗎？現在可以討論一分鐘，然後

到黑板改寫你們的答案。」 

 

學生能從裝飾字體中的圖像或字型得知店

鋪的類型。 

 

「鮮」= 壽司店 

「果」= 生果店 

「具」= 家具店 

「器」= 器具店 

「魚」= 海鮮店 

「串」= 小食店 

 

提問：「為什麼你們剛剛猜的店舖類型和

現在不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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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因為文字上的圖案幫助他們知道

店鋪售賣的貨品。 

 

總結：「文字上圖案可以強化訊息。除了

商店招牌外，日常生活中什麼時候會出現

字體設計？」 

預期回答︰「多出現於廣告、包裝。」 

 

總結︰「原來日常生活中只要有文字的地

方都可以有文字設計。文字本來是承載信

息用途，但配合語境和功能，就有不同用

途。」 

 

展示：於簡報上展示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字

體設計例子(老鼠記者、包裝、廣告等) 

 

提問：「它們出現的目的是什麼？」 

 

老師分別舉例說明 

(一)設計良好，組合巧妙的文字能使讀者

感到愉快  

(二)經過設計的字體能夠引人注目，便於

記憶和傳播  

(三)文字加上視覺元素可以強化訊息，展

現產品特性  

 2.分辨標準字體

和裝飾字體的特

徵；掌握兩者在

生活中的應用 

2A. 分類活動：標準字體與裝飾字體 

老師指示學生使用登入編號進入

Nearpod 介面。 

在 Nearpod 展示已分類的不同字體圖片

（如報章標題／小說內文／地鐵站

  

Nearpod(

簡報） 

  1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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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請學生以小組形式（每 5 人一

組）進行活動。提醒學生需細心觀察，指

出認為那一處是裝飾字，那一處是標準

字，並嘗試歸納出它們的分類原則，將答

案簡單寫在 Nearpod draw it 介面上。

（有 4 分鐘觀察討論時間） 

 

 
 

若有學生遇上困難，老師會適當地引導學

生思考。 

提示問題：「那些字體比較不規範？你從

哪裡看出來？」「那些字體會多出現於正

經規範的場所？這些字體有什麼特色（有

特定原則／粗細均一等等）？」 

 

活動時間完結後，老師會邀請同學出來分

享小組討論結果。 

老師通過提問如「你們認為標準字多用於

什麼地方？」（要求學生舉手回答），從

而簡單道出和說明標準字體與裝飾字體的

分別。 

  

標準字體：每個字體都有嚴謹統一的規則

（如粗細／字體空間／字間間距），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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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多處和多次使用。此類文字多數用於

規範化的地方（如文章標題／指示路牌的

目的主要是讓人容易閱讀，故字體不會太

複雜）。 

裝飾字體：在基本的字型進行修飾和加

工，一定程度擺脫字型和筆劃的約束。此

類字體可以加強文字本身的含義，或有強

烈的視覺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3.了解裝飾字體

設計的方法 

3A 字體設計方法 

      

    

展示及提問：「大家在活動一用了什麼方

法推測裝飾字體？」 

 

講述：「我們可以在文字上加上一些圖

案，或將文字變成一些圖形，令觀者眾一

目了然知道文字表達的意思，就算不懂文

字的人也能明白文字帶出的意思。」 

 

（一）附加圖形：在字體外添加配合表現

主題的圖案，例如在「鮮」字上加上壽司

的圖案，令人知道這是以壽司為主題，幫

助了解文字背後的意思。 

（二）象徵演變：結合字義將字體的筆劃

進行象徵性演變，例如將「具」字的線條

簡報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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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象徵一張椅子，增加文字的趣味性

和象徵性。 

4A.組織有關香

港文化的事物 

 

4B. 掌握以附加

圖形 或 象徵演

變 的設計方式

完成作品 

   

  

  

4A. 活動一：香港文化腦圖 

講述： 

老師向同學講解今堂的作品創作： 

「大家都學會了文字設計的不同方法，接

下來大家會以香港文化為題進行一個詞語

的文字設計創作，現在我們有 5 分鐘以

腦圖訂立主題，然後我們會根據主題進行

創作。」，並請各位同學拿出視藝手帳。 

 

各同學以「香港文化」為意念中心，嘗試

推展至不同意念／詞語，需要發展出與香

港相關／能代表香港本土文化的不同事

物。 

 

提問： 

老師以提問引導學生思考： 

「香港文化可以分為很多類別，大家可以

從日常生活入手進行，例如衣／食／住／

行／地方／傳統節日等。舉食物為例子，

同學可以想到任何屬於香港的小食嗎？」 

（預計答案：腸仔包、雞蛋仔、燒賣） 

老師反問：  

「那麼「咖啡」算不算是其中一種香港文

化呢？為甚麼？」 

（預計答案：算；因為茶餐廳有咖啡 

不算：全世界都有飲咖啡） 

Nearpod

（iPad）、

簡報、視藝

手帳、白畫

紙、鉛筆 

 2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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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小總結：沒錯，「咖啡」不算，我們

所選的事物要是香港獨有的。 

 

 
 

提問： 

「廣東話是香港人使用的語言，亦算是香港

文化之一。但「廣東話」有具體形象嗎？你

能否想像到廣東話的象徵？沒有具體象徵有

甚麼問題？」 

（預期回答：沒有；不能進行附加圖形／象

徵演變） 

老師小總結：沒錯，我們所選的事物要有

具體形象的。 沒有具體形象的事物不能進

行附加圖形／象徵演變的文字設計。 

  

活動： 

讓學生從各方面發展出不同類型能代表香

港文化的事物，並挑選出一個詞語作為作

品題材。 

 

老師以簡報提示同學於選定詞語時需注意

兩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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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選事物需為香港獨有 

2. 所選事物需有具體形象 

 

同學選定詞語後，透過 Nearpod 繳交所

選的詞語，讓老師過目。老師同時可對選

擇詞語不合規格的同學作出口頭上即時回

饋及糾正。 

 

4B. 課堂習作：個人文字設計創作 

老師派發每人一張白畫紙。同學可就著個

人所選詞語於視藝手帳繪畫 3-5 個草圖，

簡單繪畫詞語的象徵物，然後進行正式的

創作。 

 

創作要求： 

● 線條俐落簡潔 

● 單個字體大小不得小於手掌 

● 選取的圖形／象徵能連繫字義 

● 以附加圖形 或 象徵演變 的方式完

成一個裝飾字體詞語 

● 題材選擇能回應香港特色的主題 

 

註： 

● 學生進行創作時，老師巡視觀察同

學創作，向不明白／進度較慢的同

學進行指導。 

● 學生可自行透過 Nearpod 重溫兩

種文字設計方法（附加圖形／象徵

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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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理據地進行

評賞並以此重溫

本課知識 

5.互評環節： 

老師指示每小組以 2 分鐘時間，經討論

後選出最能符合五項創作要求的作品，被

選中的 4 名同學（每組一名）將會以投

影機演示作品，及於全班同學前以一分鐘

時間解釋設計。 

 

創作要求：  

● 線條俐落簡潔 

● 單個字體大小不得小於手掌 

● 選取的圖形／象徵能連繫字義 

● 以附加圖形 或 象徵演變 的方式完

成一個裝飾字體詞語 

● 題材選擇能回應香港特色的主題 

 

每名同學匯報後，將有 2 分鐘時間讓同

學回饋，同學能根據互評工作紙對同學作

品有理據地進行評賞，指出作品值得欣賞

／改進的地方及原因。 

 

評賞結束後，老師收回全班工作紙及完成

作品。 

 

註： 

● 同學評賞內容若偏離課堂內容／創

作要求，老師需以問題逐步引導 

● 同學作品將於操場展版以《香港文

化周》為題展出，令各級同學都能

認識香港文化 

 

投影機、互

評工作紙 

1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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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利用同學所分享的作品為例子。以

提問形式要求同學們說出課堂的學習重點

並帶入總結。「字體設計有那兩種方

法?」 

（預期回答：附加圖形和象徵演變） 

6.   課業安排 為鞏固學生課堂所學，老師設定了一項家

課讓學生回家完成，並於黑版上寫上課業

安排，學生需於下堂視藝堂前繳交。 

 

6A.家課:《日常生活小偵探》  

 

同學於日常生活中找到文字設計的例子，

拍照後上載至學校討論區 Eclass, 並以簡

短 50 字／短片 1 分鐘解釋該文字設計如

何利用 附加圖形／象徵演變 的理念進行

設計  

 

小偵探們可以從以下幾項線索分析找到的

文字設計（於 Eclass 中列出，供同學參

考作答） 

1. 誰是這個文字設計的受眾對象？ 

2. 這文字設計有利用 附加圖形／象

徵演變 的設計方法嗎？ 

3. 如有，這附加圖形／象徵演變中所

用的圖案和該文字有何關係？ 

 

註： 

● 不能重覆同學已繳交/課堂中曾出

現過的文字設計例子，以先到先得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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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繳交功課。 

● 老師會將課堂簡報一併上傳供同學

參閱用。 

● 為了照顧學習差異，學生能自行選

擇以文字／短片繳交功課，使文字

能力較弱的同學亦有動力完成家

課。 

 

6B. 離開視藝室安排： 

1. 同學們繳交作品予老師 

2. 執拾桌面上所有文具 

3. 清理桌面上及地下遺留的垃圾  

  

參考資料： 

《中文字造型設計》（1986），文光出版社，香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