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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吳柔慧 

實施年級 二年級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玩轉創意生活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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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基本概念能分辨色彩調和、色彩對比，與運用構成點、線、面於美的形式中對稱、漸

層、重複，節奏的運用。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能指出符合自己心中的審美觀與美術基本知識，也具有基本鑑賞能力，並且能用自己

所想的所要表達的話語來分享或是發表。 

 



53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此課程從貼近學生的生活環境思考，引導同學觀察生活創意好物造型，進而擷取經個人

詮釋過後的生活圈的物件意象，進行結構與造型美感的創作，是一種自我剖析的表達，

亦是關懷並意識個體生活的實踐與經驗。藉由以自然界的結構美，運用在生活物品，理

解結構是均衡的配置，需與力與材料得宜的結合，希望學生在結合造型結構也兼具美

感，運用統一與變化、對稱與平衡，並結合發想成生活中的各式創意造型的物品。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指學生在該構面預期已經有的能力)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學生將會：（根據核心概念的訂立，描述預期造成的影響，教師可參照附件一， 

     描述預期的構面學習階段目標）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所能達到的美感素養及能力 

1. 自然界結構的美感。 

2. 對稱/均衡合宜結構的重要性。 

3. 材料對結構的影響。 

4. 結構的運用於生活物件。 

任務中的構面子題的階段設定 

1. 生活中有那些結構 

2. 怎樣的結構組合可以穩固又兼具美。 

3. 能簡易運用結構原理製作物品。 

運用結構美感態度發想生活小物。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了解基礎元素點、線、面、體 。 

2. 了解結構原理與生活化應用。  

3. 了解自然與幾何結構及賞析創作。 

1. 運用媒材特質結合結構體及技法。 

2. 藉用自然界形態運用媒材創作生活物

品。 

3.能對案例表達觀點，聆聽接受他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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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表現任務及歷程）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介紹 4~6 種從自然物與人工物來理解結構，是力的傳導與形狀組織結構，根據

上述組織結構，透過分組討論，動作展現不同形式組織結構，透過身體呈現，學生更了

解。 

第二堂透過分組觀察蜘蛛網狀蜂窩狀鳥巢等自然結構，發現秩序規律、均衡的美感，紀

錄差異，並尋找生活中運用的狀況，是否兼具功能及美感。 

第三堂平衡穩定的結構配置無所不在，利用課堂的書本文具及線材，2-3 一組玩對抗地

心引力的遊戲，運用書本山形半開站立內有空間，讓學生使其站立堅固不倒，簡易理解

結構與力學相關。 

第四堂分組活動請小組觀察，各式不同器皿底部的差異，能站立主因，嘗試不能單獨站

立的器皿，運用材料(紙、粗細線、布等)使之平衡穩定站立或懸吊，簡易理解與材料相

關。 

第五堂 學生選擇一物品，結合以蜘蛛網的結構，運用材料嘗試製作可提式的袋，需符

合可支撐物體，搭配顯露內部或隱藏內部的不同皆可，如何作才能兼具美感。 

第六堂 分組討論所製作出來的結構物，聯想是否稍加改變，就可以某種功能性的物

品，各組將結構構造再加以修飾後，輪流分享呈現。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人體的結構有那些部分可以在生活中見到? 

(2) 模擬自然界的結構在生活中有那些應用? 

(3) 蜘蛛網的結構，符合美的原理的那寫些原則? 

   (4)「歪」不行嗎，為何? 

   (5)重量會影響形狀嗎?要如何解決? 

   (6) 材料改變了結構形態會有變化嗎? 

   (7)想想完成的物件可以是生活中什麼物品?如何用他它? 

   3. 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希望讓學生從自然界中觀察生活物的應用。 

    (2)希望讓學生體驗均衡穩定的結構，連接的方式很重要。 

    (3)希望讓學生透過蜘蛛網的結構，發現秩序，規律原則。 

    (4)希望讓學生比較不同重量與材料對結構產生的變化。 

    (5)希望讓學生能聯想生活中有那些物品，可以應用並具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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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從自身人體結構，了解結構是什麼?運用在哪，大到建築結構小到日常生活的用品都息息相

關，這課程預期學生了解好的結構是平衡穩定的配置，但若過度講求均衡是否缺少變化，不

良的結構透過補強可能性，生活中美又好用的東西跟設計良好結構有著極大影響。學生試著

從生活中尋找立體且可載物並發想成為生活中好用物品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設計教育入門─包浩斯體系之應用。武井勝雄。台北：世界文物。(1996) 

立體設計原理。王無邪。台北：雄獅。(1997)。 

圖解建築結構入。原口秀昭。台北：臉譜。(2014) 

設計摺學 2。保羅傑克森。台北：積木文化。(2017) 

 

教學資源： 

◎網路資源資料: 美感入門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概略描述，請勿重複張貼教學策略） 

1 4/1 

一、尋找結構 

1. 從人體構造發現結構存在 

(1) 人體站立：巴黎鐵塔 

(2) 合掌：為房屋的原始結構 

2. 從自然物構造發現結構存在 

(1)蛛蜘網：便利商店的網狀購物待。 

(2)鳥巣：吊床 

    3. 課堂活動 

       (1)提供四~六種不同自然或人工結構。 

(2)各選其一種分組討論，如何用身體的動作結合成該結構    

  體。 

       (3)分組輪流呈現 

       (4)分享討論。 

2 4/8 

二 、發現結構 

1. 延續上週自然界蜘蛛網、蜂窩、鳥巢的結構，尋找生活中應

用上述結構的物品。 

2. 分組觀察生活中或教室理有關結構物，而那些事物除了功能

上， 還有那特色或是有某些規律，並紀錄於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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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組發表所觀察，討論分享 

3 4/15 

三、 練習結構 

(1) 提供數本軟硬皮書本、筆、橡皮、粗細線 

(2) 將書本半開成山形，請學生讓書本立起來，並且中空可

放置物品。 

(3) 運用什麼方式可站立不倒。 

4 4/22 

四、正不正有關係 1 

1.提供各式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圓柱形、球形、多角形

等器皿，觀察結構體底部與邊的關係、中心點、內部空間的

特色。 

2.觀察生活中有些正的器皿、不正的器皿差異點。 

3.實作練習 

分組練習並建構立體結構各種組合形態表現。 

(1)提供各式材料(紙材、線材、布等)。 

(2)從指定紙樣中再能組合成某樣器皿或摺出容器可載物。 

(3)不同材料所承載的重量不相同，觀察並作紀錄。 

(4)上述各式器皿中如何讓它站立或懸吊，並具備平衡穩定美

感。  

5 4/29 

五、正不正有關係 2 

   ★實作挑戰 

     (1)應用蜘蛛網的結構發想。 

     (2)可懸吊或攜帶物品，容易收藏。 

     (3)攜帶內容物不小於 7x7，需能平穩不傾斜。 

 (4)並具備美感包裝帶或環保帶。 

6 5/6 

六、翻轉創意─生活好物 

1.說明總結單元重點 

2.發想結構物可應用在生活中那些功能的物件上。 

3.作品欣賞&發表：成品展示與建檔(影像、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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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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原定一節課，但因結合動態活動最好再加入一節課時

間並教室空間也需調整無桌椅大空間。 

第二節 課程不變可增加學習單。 

第三節 維持不變 

第四節 維持不變 

第五節 維持不變 

第六節 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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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尋找結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遊戲分組 6~8 人一組進行小組競賽。 

2. 從教師 ppt 分組討論人體構造發現結構存。 

3. 各組討論選擇一種自然物構造用肢體展現，給他組猜答對加分。 

4. 各組說明選擇自然物構造的特點分享展演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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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從人體構造發現結構存在 

2. 從自然物構造發現結構存在 

<課堂 2>發現結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分組上網搜尋從自然界蜘蛛網、蜂窩、鳥巢的結構，尋找生活中應用上述結構

的物品。 

2. 各組分享上網搜尋生活好物並分析運用結構所在。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從生活中最常見的蜘蛛網、蜂窩、鳥巢的結構比較差異和共同所在。 

2. 分析各種特點和共同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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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練習結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提供麻繩及夾子。 

2. 學生 1~2 人一組，運用身邊的物品，試試如何讓書本站立不倒。 

3. 完成後，分組測試穩定度，學生可以用任何方式但不能碰到站立物，分組比賽結

構最穩定的獲勝加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發現支撐物體需有堅固結構。 

2. 結構是物與物之間連接如何兼顧實用及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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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正不正有關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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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分組提供各式不同形狀的器皿 

2. 學生自行選擇一器皿，測試底部穩定度，需要運用支撐物可使站立更穩定。 

3. 運用教師提供材料，選擇最適當材料試圖讓器皿可提起，搖晃也能穩定。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不同形狀器皿穩定原則。 

2. 材料可承受器皿重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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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正不正有關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自行選擇一器皿，找出中心點。 

2. 選擇教師提供線材，運用先前所知蜘蛛網的結構發想，編織使器皿可懸吊或攜帶

物品，需能平穩不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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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蜘蛛網結構的特點及規律。 

2. 線與線的編織如何兼顧又美觀。 

<課堂 6>翻轉創意─生活好物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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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將完成作品，發想可結合物品。 

2. 完成成品拍照並分享展示。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聯想生活物品，可以應用並具美感。 

2. 生活中美又好用的東西跟設計良好結構有著極大影響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本課程在前導介紹並欣賞自然界的結構美，從人體到動物到再植物，因為

網路資訊發達學生透過圖片容易了解，但在活動過程中需教師有一段小遊

戲讓學生彼此相互熟悉，循序漸進以圖片帶入活動，讓學生有更多討論的

時間，畢竟是要學生真正了解所謂結構存在美的原則理，而非一段美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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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即便所展現出來肢體是生硬，只要能說出源由都應該被鼓勵，目的在

於結構存在於人體，人與人之間不同的組成也存在各式結構形式。  

2. 材質的選用會直接影響結構體的組織變化，課程進行提供各式線材，紙、

布、塑膠等，讓學生任意自由選擇搭配，試著將容器支撐並提起，雖有些

同學會選用不適合材料造成無法完成，因為失敗而了解失敗的原因，反而

再一次時更會慎選，經過失敗的學習有更多的體悟。 

3. 以蜘蛛網的結構進行，目的只是想縮小範圍達到課程目的，並沒有要學生

天馬行空創造，但若課程可以結合童軍的結繩更容易達成，再講究均衡結

構設計以完成作品。 

4. 最後階段結合創意生活玩物，因需大量購買提供的器皿大多相同造型，導

致學生大致大同小異缺少變化，再次進行可以提供不同大小器皿或是學生

自己帶可以增加更多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