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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朱家慧 

實施年級 高一、高二、高三 

班級數 高一美術 4 班、高二美術 6 班、高三藝術生活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每班約 40 名學生，共約 600 名學生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Structure Go！結構美感大挑戰》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美術 

■連堂： 

藝術生活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一二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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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應理解國中、高中美術課程內容。 

 2. 學生應具備美感、美的形式原理等知識。 

 3. 學生應擁有勇於嘗試及挑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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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1. 透過《Structure Go！結構美感大挑戰》的課程活動設計， 

讓學生從設計基本要素之點、線、面來嘗試從線狀、棒狀、面狀之立體結構構成。 

2. 於美感課程中進行美感課程簡介，藉由小道具讓學生進行結構之嘗試與練習。 

待學生對結構產生興趣後，透過面狀、棒狀、線狀等三種不同材料， 

讓學生嘗試結構挑戰： 

(1) 面狀立體結構：讓學生藉由撲克牌挑戰，進行結構耐重力、穩定度挑戰。 

(2) 棒狀立體結構：讓學生藉由棉花棒等棒狀物體，進行結構延伸度、穩定度挑戰。 

(3) 線狀立體結構：讓學生藉由棉線等線狀物體，進行結構耐重力、張力挑戰。 

3. 讓學生經歷不同結構挑戰後，指導學生結構力學及美感之構成， 

讓學生於課堂上進行燈具結構作品草圖發想，並完成實作。 

4. 最後共同舉行一場有趣的成果發表，藉由師生共同回饋，使學生得到結構美感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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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能藉由結構美感構⾯基礎能⼒作為主要概念，建構美感思考能力

及知識，達成美感之提升，並完成富有美感之結構作品創作。 

學生將會： 

1. 能觀察生活中自然結構、人為結構之構成。 

2. 能透過結構基本形進行嘗試與練習。 

3. 能嘗試從線狀、棒狀、面狀之立體結構構成。 

4. 能了解結構耐重力、穩定度、延伸度、耐重力、張力等因素之影響。 

5. 能藉由結構作品之創作、成果發表及師生回饋培養創作之信心及樂趣。 

6. 能藉由結構美感構⾯基礎能⼒作為主要概念，建構美感思考能力及知識，達成美感

之提升。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理解自然結構及人為結構。 

2. 理解結構之美感。 

3. 理解線狀、棒狀、面狀之立體結構。 

4. 理解影響結構之因素。 

5. 建構結構美感構面之基礎能力。 

1. 生活中有哪些結構存在。 

2. 了解結構之類別，自然結構與人為結

構之間的分別及關連性。 

3. 探索結構之穩定性和美感是如何產生

的。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學生能發現生活中的自然結構及人為

結構。 

2. 學生能觀察結構的分類、關連性、美

感。 

3. 學生能試著討論結構的穩定性及美

感。 

1. 能與小組共同合作、討論、分享並回

饋。 

2. 能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 

3. 能探索並了解結構之美，進而發展美感

能力並進行美感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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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 關於六堂課的步驟： 

第一堂課： 

(1) 進行美感課程簡介。 

(2) 讓學生分組進行結構之認識及觀察：含自然結構、人為結構等。 

(3) 讓學生思考自然結構的基本形，並進行結構基本形之嘗試與練習， 

了解何者的結構較為穩固。 

（例如：三角形→三角錐、四角形→立方體等，以此類推） 

(4) 請小組針對自然結構、人為結構、結構基本形等課程內容提出發現及分享。 

(5) 請學生填寫簡單的學習單做為回饋。 

第二堂課： 

(1) 面狀立體結構： 

A. 讓學生藉由撲克牌挑戰，進行結構耐重力、穩定度挑戰。 

B. 讓學生思考面狀立體結構可如何切割、卡榫，才能使結構更為穩固。 

(2) 棒狀立體結構： 

A. 讓學生藉由棉花棒等棒狀物體，進行結構高度、延伸度、穩定度挑戰。 

B. 讓學生思考棒狀立體結構應如何堆砌才能使高度更高、延伸度更長， 

卻也能抵擋風力，成為一個穩固的結構。 

C. 介紹有趣的建築，讓學生思考棒狀立體結構與建築之間的關連性。 

D. 請學生填寫簡單的學習單做為回饋。 

第三堂課： 

(1) 線狀立體結構： 

A. 讓學生藉由棉線等線狀物體，進行結構耐重力、張力挑戰。 

B. 讓學生思考棉線應如何編織、結繩，才能負荷一定的重量（耐重力） 

並加以適度伸縮（張力）。 

C. 介紹有趣的網狀結構（蜘蛛網、超商便當提網）， 

讓學生思考棒狀立體結構與結構之間的關連性。 

D. 請學生填寫簡單的學習單做為回饋。 

(2) 結構與美感： 

A. 於第三堂課後半段進行【燈具】結構作品草圖發想。 

B. 讓學生能夠相互觀摩及小組討論，並討論結構與美感並重之可能性。 

C. 請學生填寫簡單的學習單做為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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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課至第五堂課： 

(1) 讓學生選擇適當之材料、發揮創意，挑戰【燈具】結構作品之創作。 

(2) 使學生嘗試【燈具】之懸掛、垂吊、立地等各種展示方式，並請學生在嘗試各種展

示方式時，觀察結構是否變形，並進行調整。 

(3) 提醒學生【燈具】會受到材料本身的重量、外加力量（搖晃、重物等）、地心引力、

風力、空氣溼度等變化及挑戰，討論該如何面對問題並提出解決方式。 

(4) 請學生討論當【燈具】的結構力學無法符合創作作品美感時，該如何取捨或調整而

使作品兼具功能與美感。 

(5) 讓學生觀察光影於結構中變化之美感及重要性。 

(6) 提醒學生隨時保持結構穩定性及美感之思考。 

 

第六堂課： 

(1) 讓學生進行【燈具】結構成果發表。 

(2) 讓學生透過師生回饋得到美感之提升。 

(3) 請學生填寫簡單的學習單做為成果記錄。 

 

2.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提問 1：自然結構與人為結構有什麼相同點和相異點？ 

反思 1：透過自然結構與人為結構之觀察，了解其異同點並相互運用。 

(2) 提問２：哪一種結構基本形的結構是最穩固的？ 

反思２：透過各種基本形結構的嘗試，理解該如何構成穩定的結構。 

(3) 提問３：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結構的穩定性？ 

反思３：除了材料本身的重量、外加力量（搖晃、重物等）、地心引力、風力、空 

    氣溼度等，觀察及發現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結構的穩定性。 

(4) 提問４：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結構的美感？ 

反思４：除了材料本身的材質、色彩、結構的形態、輔助燈光等， 

    觀察及發現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結構的美感。 

(5) 提問５：如何提升結構的美感？ 

反思５：透過結構的各種練習，討論有哪些方式可以提升結構的美感， 

    並實踐於個人實作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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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意圖： 

  透過《Structure Go！結構美感大挑戰》的課程活動設計，從結構基本形進行嘗

試與練習，讓學生從設計基本要素之點、線、面──來嘗試從線狀、棒狀、面狀之立體

結構構成，進而了解結構之耐重力、穩定度、延伸度、耐重力、張力等各種可能性。 

  再藉由結構美感構⾯基礎能⼒作為主要概念，建構美感思考能力及知識，達成美感

之提升，透過實際【燈具】結構作品之創作，加上成果發表及回饋得到美感之提升，並

完成富有美感之結構作品創作。 

 

 

四、預期成果： 

1. 能觀察生活中自然結構、人為結構之構成。 

2. 能透過結構基本形進行嘗試與練習。 

3. 能嘗試從線狀、棒狀、面狀之立體結構構成。 

4. 能了解結構耐重力、穩定度、延伸度、耐重力、張力等因素之影響。 

5. 能藉由實際結構作品之創作、成果發表及師生回饋培養創作之信心及樂趣。 

6. 能藉由結構美感構⾯ 基礎能⾯ 作為主要概念，建構美感思考能力及知識，達成美感之

提升。 

 

 

參考書籍： 

1. 《美感電子書》，教育部，2016 年出版。 

2. 《藝術．設計的立體結構》，朝倉直巳，龍溪出版社，1994 年出版。 

3. 《造形原理－藝術．設計的基礎》，林品章，全華出版社，2009 年出版。 

4. 《基礎設計-立體結構原理》，林崇宏，新文京，2005 年出版。 

5. 《紙的構成設計》，朝倉直巳，武陵出版社，1996 年出版。 

 

 

教學資源： 

1. 電腦、單槍投影機。 

2. 教師自編教材、PPT、學習單。 

3. 學生實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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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日期暫定)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16 
課程簡介：認識結構與觀察結構 

結構基本形嘗試與練習 

2 10/23 
面狀立體結構：結構耐重力、穩定度挑戰 

棒狀立體結構：結構延伸度、穩定度挑戰 

3 10/30 
線狀立體結構：結構耐重力、張力挑戰 

結構與美感：結構作品草圖發想 

4 11/6 結構與美感：結構作品實作 

5 11/13 結構與美感：結構作品實作 

6 11/20 結構與美感：結構作品成果發表，師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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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辦計畫項目經費 

計畫名稱：105 至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學校種子教師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修正) 

辦理方式：□政府採購法     □行政指示  ■行政協助 

計畫期程：106 年 10 月 1 日至 107 年 2 月 1 日(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計畫經費總額：實施班級數 15班 x 5,000 元= 75,000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業

務

費 

材料費 120 600 份 72,000 

辦理美感教育實驗實作課程所需材料費。 

如：撲克牌、棉花棒、棉線、白膠、膠水、剪刀、美

工刀、直尺、賽璐璐片等。 

雜支 3,000 式 3,000 
其他辦公事務費，購買如文具用品、紙張(A4 影印

紙、對開壁報紙等)、光碟片、資訊耗材、郵資等。 

小計 

  

75,000  

合計 

  

75,000 業務費項下各項目請准予互相流用 

承辦人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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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及內容。 

週

次 

上課 

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原定進度與內容 根據實際進度進行修正 

1 
10/16- 

10/20 

 課程簡介：認識結構與觀察結構 

 結構基本形嘗試與練習 

 課程簡介：認識結構與觀察結構 

 自然界與人為結構之美感 

2 
10/23- 

10/27 

 面狀立體結構： 

結構耐重力、穩定度挑戰 

 棒狀立體結構： 

結構延伸度、穩定度挑戰 

 面狀立體結構 1： 

認識面狀結構、 

嘗試面狀結構基本形與卡榫 

3 
10/30- 

11/3 

 線狀立體結構： 

結構耐重力、張力挑戰 

 結構與美感： 

結構作品草圖發想 

 面狀立體結構 2： 

結構耐重力、穩定度挑戰 

4 
11/6- 

11/10 
 結構與美感：結構作品實作 

 棒狀立體結構 1： 

認識棒狀結構、 

嘗試棒狀結構基本形與黏接 

5 
11/13- 

11/17 
 結構與美感：結構作品實作 

 棒狀立體結構 2： 

結構延伸度、穩定度挑戰 

6 
11/20- 

11/24 

 結構與美感： 

結構作品成果發表，師生回饋 

 結構與美感： 

結構作品成果檢討與發表、 

師生共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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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課程簡介：認識結構與觀察結構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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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進行美感課程簡介：說明美感課程內容、「結構」之於美感的重要性。 

2. 師法自然的結構美感：以自然界的蜘蛛網來說明力量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比較自然

界和人為的樹屋、自然界和人為的蛋形結構或家具等何者較美。 

3. 進行討論：何謂好的結構？安全重要，還是美感重要？ 

【一個好的結構，應該能同時展現力量及美感】。 

4. 平衡穩定的結構配置：以人為的橋樑為例，欣賞橋梁之結構及橋樑之美。 

5. 講究均衡的結構設計：以各城市的最高建築為例，欣賞建築之美，也觀察建築結構

之特色。 

6. 運用結構的工藝智慧：欣賞傘的工藝美學，以「雨天的困擾」－傘的結構創意發想

作為結尾。如：雙人傘、站立傘、背包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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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提問 1：自然結構與人為結構有什麼相同點和相異點？ 

反思 1：透過自然結構與人為結構之觀察，了解其異同點並相互運用。 

2. 提問２：哪一種結構基本形的結構是最穩固的？ 

反思２：透過各種基本形結構的嘗試，理解該如何構成穩定的結構。 

3. 提問３：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結構的穩定性？ 

反思３：除了材料本身的重量、外加力量（搖晃、重物等）、地心引力、風力、 

    空氣溼度等，觀察及發現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結構的穩定性。 

4. 提問４：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結構的美感？ 

反思４：除了材料本身的材質、色彩、結構的形態、輔助燈光等，觀察及發現還有 

    哪些因素會影響結構的美感。 

5. 提問５：如何提升結構的美感？ 

反思５：透過結構的各種練習，討論有哪些方式可以提升結構的美感，並實踐於個 

    人實作作品之中。 

6. 提問 6：何謂好的結構？安全重要，還是美感重要？ 

反思 6：「一個好的結構，應該能同時展現力量及美感」，思考各種影響結構的力 

    量，兼具安全與美感才是一個好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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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  面狀立體結構 1：認識面狀結構、嘗試面狀結構基本形與卡榫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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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讓學生思考面狀立體結構可如何切割、卡榫，才能使結構更為穩固。 

2. 材料：撲克牌數張、直尺、剪刀、美工刀。 

3. 使學生理解撲克牌卡榫如何製作及變化，並嘗試利用卡榫做出單位形變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提問 1：基本形的卡榫邊緣寬度是否對乘載重量有影響？ 

反思 1：基本形的卡榫邊緣寬度越寬，結構越穩定。 

    但若寬度過寬，則乘載的平台面越小。 

2. 提問２：若這個基本形是建築的底座，則哪一種基本形是最穩固的？ 

反思２：底座無論是三角形、四邊形、五角形、圓形、星形皆有人挑戰。 

    但卡榫兩邊是否一致、卡榫是否確實不鬆脫，以及向上卡榫的第二層撲克 

    牌都會有所影響。 

 

  

14 



課堂 3  ⾯  面狀立體結構 2：結構耐重力、穩定度挑戰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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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讓學生藉由撲克牌挑戰，進行結構耐重力、穩定度挑戰。 

2. 讓學生思考面狀立體結構可如何切割、卡榫，才能使結構更為穩固。 

3. 挑戰材料：撲克牌 1 盒（含鬼牌共 54 張）、直尺、剪刀、美工刀。 

4. 挑戰時間：高三 60 分鐘、高一高二 45 分鐘。 

5. 挑戰內容：使用手上的撲克牌搭造一座高於 20 公分的平台，並使該平台能夠承載

（直放）一瓶 600ml 的礦泉水。乘載時間能夠超過 10 秒鐘即得分！ 

6. 可利用剪裁、卡榫、揉捏、堆疊、捲起等方式解任務。不得使用黏貼方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提問 1：除了卡榫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穩定結構嗎？ 

反思 1：可以利用撲克牌捲成圓柱狀、三角柱、四角柱後塞入。 

    或將剩餘的撲克牌製作十字卡榫來穩定結構。 

2. 提問２：如果你的結構不穩定，無法承載一瓶水時，該如何調整？ 

反思２：因時間壓力導致無法重來，卡榫應確實一致，才會使整體結構穩定不倒。 

    或是直接調整最上方的平台位置，將水放在最適當的地方即可通過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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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  棒狀立體結構 1：認識棒狀結構、嘗試棒狀結構基本形與黏接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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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讓學生藉由棉花棒等棒狀物體，進行結構高度、延伸度、穩定度挑戰。 

2. 讓學生思考棒狀結構應如何堆砌才能使高度更高、延伸度更長，卻也能抵擋風力，

成為一個穩固的結構。 

3. 介紹有趣的建築，讓學生思考棒狀立體結構與建築之間的關連性。 

4. 挑戰材料：棉花棒 1 盒（共 400 支）、白膠、剪刀、美工刀。 

5. 挑戰時間：2 節課。 

6. 挑戰內容：使用手上的棉花棒搭造一座高於 30 公分的建築。該建築無須承載任何

重量，但必須通過耐風力測試、耐震度測試，且須具備美感。 

7. 可利用黏貼等方式解任務。除白膠外，可自行攜帶保麗龍膠、熱融膠、相片膠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提問 1：棉花棒除了黏貼之外，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加工？不夠長時該如何銜接？ 

反思 1：除了使用白膠外，棉花棒可以剪開製作卡榫，也可將二至三根棉花棒黏在 

    一起，用來增強結構。 

2. 提問２：如何使棒狀結構能夠承受得住風力、震度的考驗？ 

反思２：下寬上窄的棒狀結構較為穩固。 

    底座可使用基本形＋基本形擴張的概念，或是增加棉花棒的數量、重量， 

    使底座穩固。棉花棒在向上延伸結構時，應保持整齊，以免結構傾斜而影 

    響整體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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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  棒狀立體結構 2：結構延伸度、穩定度挑戰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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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讓學生藉由棉花棒等棒狀物體，進行結構高度、延伸度、穩定度挑戰。 

2. 讓學生思考棒狀結構應如何堆砌才能使高度更高、延伸度更長，卻也能抵擋風力，

成為一個穩固的結構。 

3. 介紹有趣的建築，讓學生思考棒狀立體結構與建築之間的關連性。 

4. 挑戰材料：棉花棒 1 盒（共 400 支）、白膠。自備：剪刀、美工刀。 

5. 挑戰時間：2 節課。 

6. 挑戰內容：使用手上的棉花棒搭造一座高於 30 公分的建築。該建築無須承載任何

重量，但必須通過耐風力測試、耐震度測試，且須具備美感。 

7. 可利用黏貼等方式解任務。除白膠外，可自行攜帶保麗龍膠、熱融膠、相片膠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提問 1：大家的棒狀結構都各有特色，但如何讓你的結構兼具美感呢？ 

反思 1：參考美的十大形式原理，檢視自己所預設的結構符合哪些，並根據組員的 

    討論結果進行調整。 

2. 提問２：完成了棒狀結構的作品後，反思這世界上的建築物──是否越高越美呢？ 

反思２：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及天際線，越高的建築物越是破壞了城市的天際 

    線，比較台南與香港、紐約等國際城市的天際線，思考怎樣的建築物才是 

    真正的美，且符合人類真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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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  結構與美感：結構作品成果檢討與發表、師生共同回饋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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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別將各組的棒狀結構放到講桌前，比較其美感、高度、耐震力、耐風力及創意。 

2. 檢視各組的棒狀結構是否符合美的十大形式原理──秩序、反覆、漸變、律動、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統一，該如何才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美感。 

3. 請學生填寫回饋單並進行反思：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提問 1：你喜歡這六堂【結構】美感課嗎？有什麼收穫嗎？ 

反思 1：期待學生在面狀結構及棒狀結構的嘗試中，找到更多關於力量和結構之間 

    的平衡點，並回頭驗證第一堂課所提到的「一個好的結構，應該能同時展 

    現力量及美感」之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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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層

面 

教學反思 
教學規劃與調整 

問題點 機會點 

使

用

材

料 

撲克牌一副 52 張，教師發

放材料較快速容易，且容易

引起學生動機。 

且但撲克牌為違禁品，且本

身材質為卡紙上亮Ｐ，亮Ｐ

使紙張具有張力及彈性，卡

榫時不易卡緊。 

剩餘的撲克牌回收不易，材

質不環保，且完成後花色較

不具美感。 

撲克牌可修正為具有一定

厚度及磅數的卡紙，但須多

花時間讓學生裁剪工整且

為相同大小，或是直接訂購

整盒名片大小的卡紙。 

（若無法裁切工整，挑戰內

容可能有失公平）。 

面狀結構材料由撲克牌修

正為盒裝名片紙 50 張。 

回收材料可重覆再利用， 

且結構作品較具美感。 

但盒裝名片紙容易壓損， 

乘載的重物之重量需由

600ml調整至250ml左右。 

棉花棒的材質較輕盈，成品

顏色統一較具美感。有棉花

部分容易上膠當接著點， 

但塑膠部份回收不易，不環

保。 

棉花棒可調整為冰棒棍、吸

管、牙籤等棒狀物體，但皆

不符合環保要求。 

（該不會這堂課本身就很

不環保吧，美術老師感到愧

疚。） 

仍維持使用棉花棒，但控管

學生使用數量，盡量不造成

過度浪費。 

白膠乾後不易有明顯膠痕， 

較具美感，但需要一定的時

間才會乾到一定的程度，才

會有較強的黏著力，但課程

時間不足，亦受天氣及濕度

影響，學生容易失去耐心。 

白膠雖可修正為快乾、熱融

膠、保麗龍膠、相片膠等類

似材料，但需考慮學生是否

能讓黏著痕跡縮小或甚至

沒有痕跡。 

其他黏著劑較貴，需考慮經

費是否足夠，及學生素質是

否適合。（快乾如果被拿來

惡作劇，後果可能不堪設

想） 

仍維持使用白膠，美感課程

應要求作品須具有美感。 

快乾不適合於校園使用、熱

熔膠接著點過大不美觀、保

麗龍膠和相片膠視學生需

求可自行攜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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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面 

教學反思 
教學規劃與調整 

問題點 機會點 

時

間

安

排 

高三藝術生活為每週２

節，高一高二美術為每週１

節，實際執行進度有所落

差。 

高三藝術生活（２節課）： 

課程進行較具完整度，學生

有較長時間可多方思考與

嘗試錯誤（嘗試錯誤對於製

作結構來說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作品較具完整度，

檢討與發表時較不匆忙。 

高一高二美術（１節課）： 

扣除前後發放與整理材料， 

實際進行時間僅 40~45 分

鐘，學生於該課堂時間內僅

能嘗試面狀結構卡榫，或嘗

試棒狀結構的基本形，無法

完成棒狀結構完整作品，必

須多花2至3堂課才能讓學

生完成棒狀結構作品。 

將課程由 6 堂課調整為 10

至 12 堂課。 

讓學生不僅能嘗試面狀結

構、棒狀結構，希望也能將

原先預設的線狀結構及燈

具結構創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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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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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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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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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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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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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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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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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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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果──面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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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果──面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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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果──棒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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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果──棒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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