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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張銘修 

實施年級 8 年級 

班級數 7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03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組構細節．造就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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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年級 

□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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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06-1 上過六堂課結構構面美感教育課程，對於結構與力量所呈現的美感有初步認識。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對於結構美感有基礎理解，但是在構造組合的過程中，沒有針對構造規律特性進行認識和

利他的構造美感思考細節。 

一、課程活動簡介： 

    運用分組活動，第一階段四堂課以操作木塊、木盒與多種組合零件(板材、線材、點材)的

組裝過程，讓學生理解構造具有任務功能，並在思考任務當下關注構造處理的美感，思考組合

時因應整體需求，判斷要強調或隱藏構造細節，在利他性功能下滿足美觀要求。 

    第二階段以兩堂課完成構造小試驗，將所學到的構造處理技能和美感知識，以『桌上整理

櫃』為主題進行試驗與運用。教師提供桌上物件與限定場域方式，使用板材、線材、結合小零

件與木盒，完成構造組合的美感思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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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1. 知道部件連結的功能及其合宜性。 

2. 了解構造構面回應生活美感的意義。 

學生將會： 

1. 學會觀察到生活上構造處理時挑選材料的邏輯性。 

2. 將構造處理的恰當性、安全考量與視覺美感，在生活上以及運用時形成整體的思考

與判斷習慣。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具有構造構面的能力 

2. 從使用方式了解構造的合宜美感 

3. 從安全與環境和諧思考構造美感 

1. 快拆與耐摔的構造任務在生活中有那些

應用? 

2. 如何從隱藏、強調構造任務去思考美感的

合宜性? 

3. 在選擇構造材料與造型時如何兼顧任務

功能與環境美感思維?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構造組合的恰當性 

2. 構造組合時利於他人使用及安全考

量 

3. 思考構造組合方式要隱藏還是強調 

1. 合作學習的能力 

2. 挑選構造材料進行組合的判斷能力 

3. 在物件組合中處理視覺美感 

4. 學會記錄學習過程，並反思、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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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1) 快拆任務： (木塊示意圖) 

搭配點材、線材將三種木塊物件進行組合，完成快拆任務比賽，體驗構造概念與任務功能。

輔以簡報補充構造的概念。 

(2) (木塊示意圖) 

搭配點材、線材將三種木塊物件進行組合，進行兩次耐摔(不變形)任務比賽，重複比較構

造的功能與美感的關係。 

(3) 「強調」、「隱藏」：以家具的小元件(銅環、木棒、橡皮筋、透明膠帶)組合兩個小木盒，

製作物件必須完成「強調」、「隱藏」兩組不同構造處理方式的任務，進而引導學生發現

這兩種處理方式的使用美感差異性與時機性。 

(4) 排列與收拾：以板材(牆壁為概念)組合兩個小木盒，搭配螺絲釘進行組合，體驗構造

排列與收拾的美感方式，反思這些處理方式的生活美感意義，教師補充在生活中應用的

範例。 

(5)(6)構造小試驗-『桌上整理櫃』 

    教師每一組提供相同桌上物件，以板材、線材、結合小零件與珍珠板，將桌上物件

進行收納，組合成一個整理櫃，並記錄自己對於組合材料挑選、構造處理與美感的思考，

最後各組依序上台發表，教師進行提問與構造美感總結。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挑選的構造組合物件，對於快拆與耐摔任務的影響。 

(2)構造處理時是否選擇強調或隱藏的邏輯思考。 

(3)構造在解決功能性時，是否應該反應環境且如何反應環境形成美感。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藉由快拆與耐摔任務理解構造的功能內涵。 

(2)藉由組合小木盒讓學生理解構造美感的思考面向。 

(3)從構造小試驗驗證學生對於構造美感的理解程度，師生再次辯證構造美感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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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透過木頭構造物件拆卸與組合的任務體驗，了解構造的意義以及接合位置收拾的美感，

六堂課所學到的木工物件與組合思考，能夠在未來遇到家具或木頭相關的構造物件具有美

感經驗的轉移。 

2.從美感試驗中理解構造美感反應在環境脈絡中的整體判斷，並能夠在分組學習中學會表

達、溝通與分享，了解配合他人與調整自己的重要性。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學問 ORID。布萊恩．史坦菲爾。開放智慧引導科技。2010。 

2.薩提爾的對話練習。李崇建。親子天下。2017。 

3.圖解台灣民居。李乾朗, 閻亞寧, 徐裕健。楓書坊。2017。 

4.圖解建築構造。程大金。易博士出版社。2017。 

5.現象學的觀念。胡塞爾。清華大學。2017。 

教學資源： 

單槍投影設備、愛木村觀光工廠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2 

快拆任務： 

運用具有孔洞木塊，搭配點材、線材完成快拆任務，探討構造任務

問題。 

2 4/9 

耐摔任務： 

運用具有孔洞木塊，搭配點材、線材完成耐摔任務，探討構造功能

與美觀。 

3 4/16 

「強調」、「隱藏」： 

組合兩個小木盒，完成穩固的功能任務，同時具有強調與隱藏構造

細節兩種方法。 

4 4/23 

排列與收拾： 

以螺絲釘搭配板材、線材、小零件組合木盒，思考構造排列與收拾

的安全美感。 

5 4/30 

構造小試驗-『桌上整理櫃』 

教師準備桌上生活物件，每組一種場景風格設定。運用珍珠板與各

式構造小零件(板材、線材、點材、裝飾性構造物件)，完成桌上整

理櫃的組裝，過程中思考構造功能與環境搭配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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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7 

構造小試驗-『桌上整理櫃』 

完成桌上整理櫃的構造組裝，紀錄如何挑選與處理功能性和美感問

題。分組依序上台發表，教師進行提問與構造美感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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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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構造小試驗-『桌上整理櫃』，從兩堂課延伸成四堂課，本單元總共用了 8 週。 

2.第一、二堂課的木塊，調整成一個人大的一塊、中的兩塊、小的四塊。 

3.組合木盒課程(三、四堂)，木盒為一大一小。 

4.最後桌上整理櫃考慮到學生製作時間，改成珍珠板為主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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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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先以簡報說明構造的基本概念。 

2. 四人一組發下積木(1 大、2 中、3 小)、橡皮筋，一組中看誰最快將個人積木固定好以及

最快拆解，各加一分。 

3. 一組中兩人為一小隊，這次發下小木榫，將兩個人的積木全部綑在一起，可運用橡皮筋

和木榫，一組中看哪一隊最快綁好、最快拆解，小隊各加一分。 

4. 再發下細木條，四人一組，將四人積木綑綁在一起，最快前三組每人加一分，再進行拆

解競速，最快前三組再加一分。 

5. 教師以構造簡報總結構造體驗，發下課程引導單，請學生寫下體驗過程中，組合材料的

思考意義以及生活事物的延伸聯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關於教具的設計：以三種相關比例木塊進行組合，陸續提供橡皮筋、木榫、木條，讓學

生在進行構造組合中去思考連接材料的功能，以及針對快拆任務挑選物件的意義。 

2. 進行時的引導：進行中引導學生關注自己選擇那些連接的材料，選這些材料的原因是什

麼?從快拆的體驗中讓學生聯想生活中有那些事物具備快拆的構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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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四人一組發下積木(1 大、2 中、3 小)、木榫、橡皮筋，兩人一小組看誰最快將兩人積木

固定好以及嘗試耐摔過程讓固定的積木不變行，最快組別和不變形組別各加一分。 

2. 再發下細木條，四人一組，將四人積木綑綁在一起，最快前三組每人加一分，再進行耐

摔測試，沒有變形的組別每人加一分。 

3. 教師總結構造耐摔體驗概念說明，發下課程引導單，請學生寫下體驗過程中，選擇那些

連接的物件，這些物件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以及生活事物的延伸聯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關於教具的設計：以三種相關比例木塊進行組合，陸續提供橡皮筋、木榫、木條，讓學

生在進行構造組合中去思考連接材料的功能，以及針對耐摔任務挑選構造物件的意義。 

2. 進行時的引導：進行中引導學生關注自己選擇那些連接的材料，選這些材料的原因是什

麼?幫你解決了什麼問題？從耐摔的體驗中讓學生聯想生活中有那些事物？想一想生活

中具備快拆與耐摔的構造事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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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四人一組發下大小兩木盒、細木條、銅環、橡皮筋、透明膠帶、斜口鉗、電鑽，三組進

行隱藏構造設計，四組進行強調構造設計。 

2. 教師說明工具使用方式以及構造美感任務概念後，各組嘗試將兩木盒組合並融入分配到

的構造美感任務，各組寫下思考重點與如何解決這次構造任務。 

3. 各組將作品放置於中間桌上，進行觀摩後各組討論，哪一組構造的『隱藏／強調』處理

最精彩，為什麼?，寫在今天的課程引導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關於教具的設計：以大小兩木盒進行組合，提供橡皮筋、銅環、細木條、膠帶、電鑽等

工具，讓學生在組合功能性之外，思考構造的隱藏與強調美感。並用細膩的操作方式讓

學生真正注意到黏接部位的細節美感。 

2. 進行時的引導：進行中引導學生關注在自己分配的構造美感任務上，不是只有連接穩固

還要考慮美感任務。最後在觀察各組作品時，引導學生思考『隱藏／強調』構造美感處

理最恰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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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上星期兩個木盒拆解、發下木板當牆壁，運用螺絲釘將兩個木盒鎖在同一邊。 

2. 教師說明這次構造任務為考慮螺絲鎖上後，在另一面牆上看到的排列美感，各組先畫出

設計圖，再進行操作。 

3. 各組觀察觸摸自己完成的作品，寫下構造設計理念與想法，分組進行報告。 

4. 教師進行安全與美感概念統整，再寫下若重來一遍會選擇哪種構造物件進行連接。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關於教具的設計：大小兩木盒、一塊木板以螺絲釘進行組合，只能夠鎖在同一面，思考

破壞性構造物排列之美感。螺絲釘特地挑選會穿過木盒的長度，讓學生體會構造與安全

的關係。 

2. 進行時的引導：過程中引導學生思考從外觀看到構造排列的美感。討論作品時思考安全

性與更合宜的替代構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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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6-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發下對開珍珠板、桌上小物(模型套書、瓶子)工具箱、風格圖片、學習單，教師講

解作品規範，以風格照片設計一組桌上整理架，大小參考模型書，構造要符合風格。 

2. 先行畫下設計圖，隱藏或強調；可調整會拆卸的構造設計必須個選擇一項進行設計。 

3. 製作過程提醒構造設計可隨意選用教師提供的材料：珍珠板、牙籤、銅線、細竹條、輕

黏土、保麗龍膠。 

4. 第六、七堂課引導各組寫下對於構造設計的想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關於教具的設計：以珍珠板的便利性，解決製作時間的問題，提供不同風格圖片讓學生

參考，除了考慮構造處理時，考慮到場景的風格還解決學生整理架一開始不知如何著手

的困境。各種細緻的構造製作材料，讓學生將先前四堂課所學的概念，能夠運用在作品

中，以檢驗學生學習狀況。模型書與小瓶子主要在限定製作比例，以及思考整理物件。 

2. 進行時的引導：提醒學生翻閱前四堂課所填的課程引導單，將各種構造美感運用在可調

整的桌上整理架的組合細節，思考構造如此製作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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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 10 分鐘做最後整修，以及討論設計理念以及構造設計的想法。 

2. 各組依序起立報告，報告人員安排：1 人報告、1 人展示作品、1 人拿風格圖片，其餘組

員可進行補充，教師依狀況給予個別加分。 

3. 發表過程中請其他組別專心聆聽，並思考除了自己組別最喜歡哪一組的構造設計概念。 

4. 寫下學習單問題：『我們討論過後覺得哪一組構造設計最恰當，為什麼？。』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關於教具的設計：利用桌上整理架的設計與製作過程，讓學生將所學到的構造功能與美

感運用在作品中，未來面對生活中的各式櫃子，能夠開始關注構造細節，思考合宜性與

符合風格的美感問題。 

2. 進行時的引導：引導學生從風格照片中衍生出哪種構造設計，「隱藏、強調」；「可調

整、可拆卸」的構造設計在作品中如何運用。在報告時請其他組別學習聆聽技巧，拋出

問題請各組思考自己喜歡哪一組的構造設計概念，是否合宜，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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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本來最後整理架想用木板當主要材料，但是在前四堂課操作過程，觀察到時

間會耽誤太久，改以珍珠板製作，發現珍珠板材學生發揮的空間更大，能夠

做細部開闔的構造，也容易進行穿洞處理，較能將當初構造的設計圖和想法

如實的呈現出來，未來課程規劃亦可考慮價格較昂貴的風扣版，最後整體作

品呈現時更加美觀，若進行主題課程延伸亦可上色處理。 

2. 本單元局部引導學生在構造細節進行思考，觀察到學生最後進行桌上整理架

構造試驗時，多數組別運用到先前的課堂學習內容，教學反省單的填寫亦可

看到學生能夠學習到細微的構造功能意義或者美感思考，可見本單元的設計

可算有效。未來可再思考融入更多生活上可見的實際構造零件(本次有些木

作小零件沒找到)，讓學生在操作過程亦能夠直接且多元的回應生活所見的

構造事物。 

3. 第 3、4 節課的木盒連接操作，材料可再思考與找到現成物件，當初思考的

點都是以木質材料為主，若開放不同材質，可省去手工製作木盒教具的時間，

也可以比較靈活設計與規劃構造美感探索的相關生活主題。不過關於安全性

的構造思考，強烈建議未來課程納入規劃，這是台灣在實用與快速之間潛藏

一種隨意(方便)的態度問題，必須由國中開始進行觀念與態度的引導，更能

接近普遍生活美感的初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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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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