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至 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種子教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執行教師： 龔同光 教師 

輔導單位： 東區 基地大學輔導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經費使用情形 

一、 收支結算表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龔同光 

實施年級 高一、國三、國二（70、70、60 人） 

班級數 11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體育班       

學生人數 2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2、3  年級 

高級中學  1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先備能力：本校學生以體育為主，學生上起一般學科都比較沒有太多的積極性，

美術科更是如此。上美感教育課程就必須活潑化、生活化、簡單化，課程更不能太枯燥無味，

這樣不容易吸引學生學習動機。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1）. 課程主題：質感、結構---本校學生屬於體育班生，大多數學生對美術比較沒有

興趣，學生特質也比較過動不易長時間坐下來聽課，因此課程設計方向就比較困難。因此，

課程設計必須結合學生生活化、簡單化、活潑化為目標。更結合體育生喜歡的運動、喜歡的

日常生活使用工具，例如棒球手套、棒球護具作為美感設計的課程主題。引發學生學習興

趣從做中學，結合學生運動專長與喜愛的運動器材等。並引發他們對美感的學習動機與好奇

心，也讓學生反思自己所在的生活環境以及使用工具、運動器材等設計，是否具備美感的內

涵。並且引導學生使用各種材質（質感）、環保素材如：粉彩紙、牛皮紙、再生紙、報紙、厚

紙板、瓦楞紙、壁報紙…… 等等去創作棒球手套、棒球護具，來學習、體驗美感教育的內涵。

而且必須考慮材料的強度＝弱度；堅硬＝柔軟；撞擊力＝反作用力等力學在裏面。當棒球投

出運動加速屬於强度（撞擊力）時；以高速撞擊棒球手套，手套必定有反作用力，而且會吸

收撞擊力加以反作用力。所以手套材質 必須要柔軟（以柔在剛），須具備能吸收撞擊力又不

容易破掉，反作用力也要小，才不致造成硬碰硬，使手腕（使用者）受傷或震動手腕受不了……

等問題，所以須考慮在製作棒球手套材料方面，絕對不能使用硬碰硬的材質等………。         

（2）. 手套、護具：課程構面具備質感、比例、構造、結構。 

   最後一堂測試 棒球手套、棒球護具的實用性、機能性、功能性、美感以及是否堅固問題？

測試棒球手套是否經得起接球，接殺而不會破損（撞擊力、反作用力）？以及使用者戴手套受

測後會不會手腕受傷的問題。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透過學習設計棒球手套製作，體認結構的意義，並經由彼此的觀

摩分享，發現結構之美。 

  

學生將會： 

1.美感的基本認識，包括不同的質感、色彩的意象、比例的大小、構成、構造、結構

的概念、意義、領域和範圍，以了解何為「美感」？建立基本認知以作為本學期學習

美感的基礎。 

2.認識美感在生活周遭、生活環境、校園、社會、文化與科技中的表現，學習如何在

生活中發現美感與藝術，並應用美感與藝術於生活中。進而能分析、討論、反思說明

美感的價值。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觀察周遭、分析各種自然物、人造物

如何運用並創造美感藝術作品，分析其

美感與文化的特質。 

2.辨識及描述各種美感作品內容、形式

與構成、結構及構造的特性。 

3.養成日常生活中美感表現與觀察的興

趣與習慣。 

1. 色彩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2. 生活中有什麼色彩問題以及觀察環境周

圍的顏色。 

3. 棒球手套的設計；運用什麼樣的色彩、材

質。是否具有美感藝術價值以及結構是否穩

固、耐摔、堅固；構成是否美觀………等問題。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

媒材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

值觀，發展獨特的美感表現。 

2. 辨識及描述各種美感藝術品內容、形

式與媒材的特性及結構、構造等。 

3.養成日常生活中美感藝術表現與觀察

周圍的興趣與習慣。 

1.嘗試運用各種自然媒材，探求傳統與非傳

統藝術風格的差異在那裡。 

2. 結合藝術與新科技媒材，設計製作生活應

用及傳達訊息的美感作品。 

3.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材

的特性。 

4. 感受及識別大自然素材與人工素材的差

異， 體會在不同時代、社會的美感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5. 養成日常生活中美感藝術表現及細心觀

察周遭的興趣與良好反思的習慣。 
 

 



 

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講解分析美感、課程主題------分組討論、構想、設計草圖、選擇

質材-----製作棒球手套、棒球護具、並彩繪色彩-----製作棒球手

套、棒球護具、並彩繪色彩-------製作棒球手套、棒球護具、並

彩繪色彩----測試堅固與實用性。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分組討論、各組相互觀摩、各組相互提問、相互激發創意、欣

賞別人的作品。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在本單元設計中，著重發現結構之美，因為希望由學生發現，所以在一開始的課程，先從

探討功能入手。而給予有限的材料進行實作，除了簡化、生活化本課程的內容，讓學生能專注

於使用可掌握也易處理的媒材進行設計外，也塑造一種挑戰的氛圍和學習樂趣。 

    在活動中，提示學生可考慮設計不同封面的材質，如硬的、軟的、不同的紙張、牛皮紙、

海報紙……。視紙材的特性如何來發揮。藉此體認現實的生活中，設計者多半要在既定條件下

（如成本預算、材料、尺寸）進行設計，而這更激發了設計者的創意與美感的運用。 

     最後的課程中除了檢討、欣賞彼此作品，更透過「選用」來品味同學彼此的棒球手套，

談到結構在功能之外所形塑的視覺美感議題，並將實際生活中許多值得一提的作品 or 棒球手

套的例子出來讓同學進一步印證。 

四、預期成果：  

1.開展學生的生活視野；美感認知； 

2.拓深學生對生活周圍的環境關懷； 

3.培育學生終身學習的核心能力； 

4.涵養學生深刻恢弘的人文精神。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朝倉直巳著、廖偉强譯，紙的立體構成與設計，大陸書店出版。 

2、茶谷正洋著，立體紙雕建築篇Ｉ，奇昇出版社。 

3、茶谷正洋著，立體紙雕建築篇∥，奇昇出版社。 

4. 王無邪著，立體設計原理，雄獅圖書股有限公司。 

5. 呂清夫著，造形原理，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6. 朝倉直巳原著/朱炳樹、洪嘉永、林品章譯者，藝術、設計的立體構成，龍溪圖書公司。 

教學資源： 

1)參考工具書：與美感藝術、設計叢書、紙的立體構成與設計等教學有關之百科全書、叢書、

書目、索引及電子工具書（網路資料）。 

(2)一般用書：與美感藝術有關之書籍、古今中外美感藝術叢書。 

(3)期刊雜誌：與美感藝術教學有關之資料。 



 

(4) 多媒體教學器材：如電腦、單鎗等教學器材。 

教學進度表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1/15 講解分析美感、課程主題；學生分組討論、創作構想、選擇質材、 

2 11/22 分組討論、構想、設計草圖、選擇質材 

3 11/29 製作棒球手套、選擇質材、色彩 

4 12/6 製作棒球手套、選擇質材、色彩 

5 12/13 製作棒球手套、選擇質材、色彩 

6 12/20 測試堅固與實用性、機能性。 

預定計畫 調整情形 

教學進度 教學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週次 上課日期 

1 11/15 
講解分析美感、課程主題；學生分組討論、

創作構想、選擇質材、 
1～2 

11/14 

11/16 

2 11/22 分組討論、構想、設計草圖、選擇質材 3 11/21 

3 11/29 製作棒球手套、選擇質材、色彩 4 11/28 

4 12/6 製作棒球手套、選擇質材、色彩 5 12/5 

5 12/13 製作棒球手套、選擇質材、色彩 6 12/12 

6 12/20 測試堅固與實用性、機能性。 7 12/19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看簡報製作棒球手套過程，教師發給每位學生紙張，讓學生先嘗試著利用作業簿紙張、不

要的廢紙，進行製作棒球手套。 

2. 教師利用影片解說棒球手套的各細部折法、拆解以及注意事項。 

3. 强調棒球手套還是要具有結構，實用美觀等功能。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關於棒球手套的製作：材質的選擇、結構上的考量，讓學生對於結構的觀察可以更加了解。 

2. 選擇材質時，大部分的人都會以個人喜好來做決定，產生造型、色彩各有不同。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再引導學生回想上一堂折紙棒球手套的要領步驟、注意事項、選擇紙材等條件分析。 

2. 觀察分析、引導學生製作棒球手套進展如何。 

3.利用舊報紙張嘗試折折看，同學互相觀察作品、比較分析結構是否堅固穩重。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生活中有許多用結構、構成或不同質感的範例，這樣的結構構成概念可以從自然界一直延伸

到人類的人造物中。 

2. 讓學生用自己的眼睛做判斷，從一張普通的紙張，找出和自己領到的紙張製作呈現兩種截然

不同的視覺效果。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發放一些舊報紙讓學生回想重覆練習製作棒球手套，教師觀察每一個學生製作過程的情形如

何。 

2.利用舊報紙張、廢紙、作業簿、不用的海報紙等材料製作棒球手套，讓同學互相觀摩作品、討

論不同方式的折法，比較分析自己作品結構是否堅固穩重。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生活中有許多用結構構成或突顯的範例，這樣的結構構成概念可以從自然界一直延伸到人類

的人造物中，分析自然物＝人造物的不同處。 

2. 讓學生用自己的眼睛做判斷，從一張普通的紙張，找出和自己想要的紙張製作出是否是自己

想要呈現的棒球手套。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發放不同材質的紙類，讓學生正式製作棒球手套，並觀察學生製作過程是否正常。 

2.利用舊報紙張、廢紙、壁報紙、牛皮紙、砂點紙、海報紙等材料製作棒球手套，同學互相觀察

作品、比較分析棒球手套結構是否堅固穩重。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生活中有許多用結構構成或不同質感的範例，這樣的結構構成概念可以從自然界一直延伸到

人類的人造物中，分析自然物＝人造物的不同處。 

2. 讓學生用自己的眼睛做判斷，從一張普通的紙張，找出和自己想要的紙張製作出是否是自己

想要呈現的棒球手套。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使用各類紙張如：牛皮紙、報紙、壁報紙、沙點紙、海報紙製作各種色彩的棒球手套，教

師並觀察學生製作過程如何。 

2.利用舊報紙張、牛皮紙、廢紙、海報紙、沙點紙、壁報紙等材料製作棒球手套，同學互相觀察

作品、並測試手套結構是否堅固穩重。 

3. 利用透明膠帶加強棒球手套的堅固耐用為何？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生活中有許多用結構構成或不同質感的範例，這樣的結構構成概念可以從自然界一直延伸到

人類的人造物中。 

2. 讓學生用自己的眼睛做判斷，從一張普通的紙張，找出和自己領到的紙張製作呈現兩種截然

不同的效果。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製作完成各式各樣以及不同顏色的棒球手套，進行作品結構測試如何？ 

2.同學互相觀察作品、並測試棒球手套結構是否堅固穩重。 

3. 可利用透明膠帶再加強棒球手套的堅固耐用程度。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生活中有許多用結構構成或不同質感的範例，這樣的結構構成概念可以從自然界一直延伸到

人類的人造物中，分析自然物＝人造物的不同處。 

2. 讓學生用自己的眼睛做判斷，從一張普通的紙張，找出和自己想要的紙張製作出是否是自己

想要呈現的棒球手套。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第一堂課上，先用口訴解說讓學生回想童年是否有折紙的經驗，並用教學影片引導學生學習的

動機、興趣。也發現折紙課程男生會比較有童年的印象、相對地也比女生來的會折紙---棒球手套。

並請學生嘗試各種不同的折法，完成自己的作品。同學相互欣賞觀摩時，有的學生比較害羞，怯於表

達自己的想法。但可以發現學生大多樂於親自動手做做，從中領悟什麼是結構、什麼是美感等問題。 

    也發現本校學生用做中學，以遊戲的手法來引導學生，刺激學習效果非常的好。唯一美中不足的

是，課後學生常常會製造許多廢紙以及偏離主題的作品，如紙飛機。未來或許可以嘗試更多元的種類

讓學生製作作品，可能會更周全些。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經費使用情形 

一、106-1 收支結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