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學年度 東吳大學 / 陽明高中 Figma教學營

● 活動名稱： Figma設計體驗營

● 活動宗旨：「Figma設計體驗營」是一個針對界面設計和協作的創新科技學習營

隊，透過本營隊所提供的 Figma 學習活動，學員將學習如何使用 Figma 來進行

使用者界面(UI)/使用者體驗(UX)的創作工作，從基礎界面設計到高級互動原型

制作，進而生成屬於自己的UI/UX作品，提高他們的設計技能和團隊協作能力。

● 活動時間︰114 年 01 月 21 日（一)
● 活動地點︰台北市立陽明高中

● 活動對象︰陽明高中之學生

● 工作人員：蔡加恩、楊沛潔、曾鈺涵、劉士鐸、黃佑嘉、陳祥瑋、詹鶴章、陳紀

宇、鄭博仁、黃宇晨、莊舒涵、黃亮穎、楊育瑄

●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 指導單位︰東吳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教育部第二期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 活動相關教材︰

教學PPT：

FIGMA體驗營_教學簡報

FIGMA教學參考檔案：

Figma基礎教學檔
● Figma與相似UI/UX開發工具差異和優點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FQGqu_CjM0iOpknKXe9F1M2ehio81GyHkpiVoo1jpw4/edit?usp=sharing
https://www.figma.com/file/jql6OFYkyR13S9hclNwyAB/Figma-Bootcamp?type=design&node-id=1-8&mode=design&t=oZIdJFHyXfpQEC6J-0


● Figma開發流程

● 教材需求：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

●課程規劃︰

課程大綱

1. UI/UX 基礎介紹

a. 理解 UI 與 UX 的差異：介紹用戶界面（UI）與用戶體驗（UX）之間的基本差異，

包括各自的焦點、目標和設計流程。

b. UI/UX 設計原則：探討主要的UI/UX設計原則，如一致性、簡潔性和用戶中心

設計等，並通過案例分析來實例說明。

2. Figma 基礎介紹

a. Figma 介面和基本功能：教學如何導航Figma的用戶界面，包括工具欄、屬性

面板和視圖控制，以及基本的設計和繪圖工具。

b. 設計原型和協作功能：解釋如何在Figma中創建互動原型。

3. 團隊協作Project
a. 團隊角色與溝通技巧：討論不同團隊成員的角色（如設計師、開發者、項目經理

等），以及有效溝通和協作的關鍵技巧。

課程目標

本課程將通過實際的 Figma 訓練，教導學生界面設計的基本原則和技術。學生將學習如何

有效地使用 Figma 來創建專業的設計項目，提升他們的設計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透過本課程，學生將：

1. 學會使用 Figma 的基本功能，包括框架設置、形狀繪製、字型排版、顏色運用以及元

件管理等。

2. 學會如何將用戶需求轉化為直觀且易用的界面設計。

3. 通過案例分析，訓練學生對設計問題的洞察能力。



能力素養指標

指標名稱 符合者請勾選 指標名稱 符合者請勾選

人文素養 科學素養 ✔

思維能力 ✔ 創意思考與實踐 ✔

社會意識與國際視野 美感意識 ✔

經營管理 跨文化溝通能力

解決問題與終身學習

之能力

✔ 整合資訊與知識之

跨域學習能力

✔

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 團隊合作能力 ✔

其他

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
課程時間表安排

1/21（一）

9:00-10:00 認識UI/UX

10:10-11:00 Figma基礎介紹

11:10-12:00 Figma基礎介紹

12:00-13:10 午餐時間

13:10-14:00 Figma進階介紹

14:10-15:00 Figma小專案設計

15:10-16:00 Figma小專案設計

**能力素養指標說明：

人文素養：個人對社會的關心、對文化理解的程度，反應在其思想、行動之中，是人類社會文明進展

的重要指標。

科學素養：能理解科學觀念，了解科學研究過程和方法，能運用科學解釋身邊的事情，建立與評價有

證據基礎的論證，並恰當地運用結論來引領自己的行為。它包含運用書寫、數值與資訊等能力來理

解科學方法、觀測與理論。

思維能力：採用一定的思維方式對思維材料進行分析、整理、鑒別、消化、綜合等加工改造，透過各

種現象把握事物內在實質聯繫，形成新的思想，獲得新的發現，制定出新的決策的能力。

創意思考與實踐：在思維過程中運用創新、獨特和具有實踐價值的想法，以解決問題或創造新價

值。

社會意識與國際視野：社會意識的形成與政治經濟結構與個人社會位置有關，社會意識也同時影響

了群體關係與社會變遷。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並對這些事有提出觀點的能力。

美感意識：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

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經營管理：為使生產、營業、勞動力、財務等各種業務，能按經營目的順利地執行、有效地調整而所

進行的系列管理、運營之活動。

跨文化溝通能力：在溝通的範疇下，增添了「跨文化」的元素。 作為一個溝通者，透過不同的工具，例

如說話、郵件、各種行銷工具，向主要目標進行特定目的的對話。



整合資訊與知識之跨域學習能力：利用電腦和電子技術實現對信息的存貯、檢索、提取和交流的能

力。

團隊合作能力：能與他人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相互支持合作奮鬥。

解決問題與終身學習之能力：能在一生中持續發展其知識、技巧和態度以解決問題。

資訊科技應用能力：認識資訊科技的範疇與內涵，並能有效地使用電腦進行資訊的搜尋、處理及傳

遞等作業，進而將其應用於生活、工作及學習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