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煜尊 

實施年級 國中部三年級 

班級數 7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97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帳篷杯緣子---結構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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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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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 能耐心的觀察物體、尋找資料至少半節課。 

2. 美工刀可以細心切出直線。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教案為了使同學認識到結構與造型美感、空間上的關係，希望以問題引導的方式，幫助人

偶杯緣子構築一個空間，然而這個杯緣子可以代換成需要空間盛裝的物質，例如水、食物、

貨物、人的身體…等，延伸活動使學生理解，結構可以應用在任何人造物上。在發現階段，

希望同學能從生活中與網路上，尋找自然界已存在的結構，並與人工物做比較，發現他們的

相似之處，是否有美感與秩序;在探索操作階段，希望學生在操作過程中能理解除了對稱之外

的均衡、有秩序之結構、材料對結構的影響、空間與結構的關係…等。經由操作體驗，深化

之前觀察結構的美感印象。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學生將會：  

1. 觀察到生活中，各種事物的結構方式。 

2. 學生能比較怎樣的結構比較美，除了對稱以外的結構配置方式。 

3. 學生比較不同材料對結構產生的改變。 

4. 了解空間配置對結構產生的改變與影響。 

5. 學生能聯想，生活中那些物品可以應用到所學的構造連接方式。 

6. 能透過同理心產生多元的美感包容。 

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自然界的結構 

2. 對稱/均衡的結構配置方式 

3. 材料對結構的影響 

4. 空間對結構的影響 

5. 結構可以應用的方向 

1. 生活中有哪些結構方式？ 

2. 怎樣的結構方式比較穩固/美？ 

3. 不同材料的結構方式是否不同？ 

4. 空間是否會影響結構？ 

5. 生活中有哪些產品可以應用所學構造？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同（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1. 能與小組合作討論。 

2. 能對案例表達觀點，並聆聽他人意見。 

3. 能嘗試思考並進行創作。 
 



 

三、教學策略：【做】 

1. 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１堂 問題引導篇 

（1） 分組活動，請同學思考，一疊紙張，如果要圍成一個可以讓杯緣子（5cm）活動

的空間（不可以是露天），除了平面堆疊，還可以有哪些方法？方法想越多的組別分數

越高。 

（2） 請同學想想這些支撐結構怎麼擺放會比較漂亮，除了對稱之外有沒有其他可能

性？修改原來結構之後小組互相觀摩。 

第２堂 發現篇（一） 

（1） 教師介紹自然、人工物中各種支撐、傳遞力量的結構（ex:動物骨骼、樹木、椅

子、傘、建築…），並請同學注意他們的美感形式。 

（2） 請同學觀察、蒐集資料，生活中有哪些傳遞力量的結構是美而有秩序的，是否有

自然物的結構與人工物相類似？在下堂課分組上台報告。 

第３堂 發現篇（二） 

（1） 分組上台報告。 

（2） 請同學觀察生活中除了紙，有哪些材料也可以發展支撐結構，可以在下次活動中

帶來。 

第４堂 探索篇（一） 

（1） 請同學思考如果變更材料，改用木棒、吸管、布、線（或自己帶來的材料）……等

材料，支撐的結構是否會發生變化？ 

（2） 請同學思考這些支撐結構怎麼排才會好看有秩序？如果模仿之前發現的自然結構

物的造型是否可行？ 

第５堂 探索篇（二） 

請同學思考如果有 6 個杯緣子進駐，會怎麼安排結構空間的位置？空間和空間會以甚麼

方式相連結？這樣美嗎？ 

第６堂 延伸探討篇 

請同學互相觀摩各組的成品，並聯想這些結構物有可以應用在那些有功能性的物件上。 

 

2.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除了平面堆疊，有甚麼方式可以讓紙撐起一個空間呢？ 

（2） 除了對稱的方式之外，怎麼擺放支撐結構也會很好看呢？ 

（3） 哪些支撐結構是必要不可少的呢 ?那些又只是裝飾性質的呢？ 

（4） 你們組所發現的結構物中，哪一個最漂亮？他是否具有某種秩序？ 

（5） 如果把材料變成布／飛機木，結構會有不一樣的變化嗎？ 

（6） 模仿自然物造型時，雖然外型類似，他們的構造連接方式一樣嗎？ 



 

（7） 空間與空間用甚麼方式連接排列起來最美？ 

（8） 這些結構可以讓你聯想到應用成甚麼有功能性的物品？ 

 

3. 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 希望讓學生從生活中觀察到各種結構的方式。 

（2） 希望學生比較怎樣的結構比較美。 

（3） 希望學生能體驗怎樣的結構比較穩固。 

（4） 希望學生比較不同材料對結構方式產生的改變 

（5） 希望學生能聯想，生活中那些物品可以應用到所學的結構方式。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學會結構對於美感造型的影響，並能理解可以應用在生活中的場合。 

2. 學生能經由練習結構模型活動，對秩序與造型上的構成也能有所理解。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認識建築》漢寶德，藝術家出版社（2007.9） 

2. 《藝術、設計的立體構成》朝倉直巳，龍溪圖書（1998） 

3. 美感入門電子書（105 年 8 月新版） 

教學資源： 

單槍、行動學習平板 ipad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02 問題引導篇 需要帳篷的杯緣子 

2 10/09 發現篇(一) 自然與人工物的結構 

3 10/16 發現篇(二) 分組報告 

4 10/23 探索篇(一) 結構與材料 

5 10/30 探索篇(二) 結構與空間 

6 11/06 延伸探討篇 可以應用在生活中的結構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第 4 堂課：探索篇(一) 結構與材料，題目修改為：探索篇(一) 讓帳棚最高！，因為發現先

期實施班級使用不同材料容易將焦點擺在材質質感的差異上，而且要想不同材料連接方式

對國中生有困難，因此一律統一為飛機木，不使用任何接合材料，教學重點擺放在結構的

力學傳遞上如何穩固，怎麼堆放會達到最高的結構。 

2. 第５堂課：探索篇(二) 結構與空間，題目修改為：探索篇(二) 成套的空間，教學重點改放

在讓學生利用成套的模組，組合出具有美感形式的空間結構。在木結構製作的過程中，先

期實行的班級，有的小組，直接模仿網路調查中找到的範例碰到困難，例如:複雜的艾菲爾

鐵塔、松果的結構、台中國家歌劇院……，因此加入成套概念的導引。可以使用熱熔槍、繩

子等接合材料。 

3. 第６堂課：延伸探討篇 可以應用在生活中的結構，題目修改為：探索篇(三) 完成杯緣子的

帳篷！，讓學生繼續完成上節課製作中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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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活動，請同學思考，一疊紙張，如果要圍成一個可以讓杯緣子(5cm)活動的空間(不

可以是露天)，除了平面堆疊還可以有哪些方法？方法想越多的組別分數越高。 

2. 剩下 5 分鐘後，分組上台報告，想到的方法種類。造型不同，方法一樣的模型算一種。 

C 課程關鍵思考： 

除了平面堆疊，有甚麼方式可以讓紙撐起一個空間。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延續上周活動，讓同學分組上台報告自己組別想到的支撐方法。. 

2. 請同學想想這些支撐結構怎麼擺放會比較漂亮，除了對稱之外，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修

改原來結構之後小組互相觀摩。 

3. 教師介紹自然、人工物中各種支撐、傳遞力量的結構(ex:動物骨骼、樹木、椅子、傘、

建築…)，並請同學注意他們的美感形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除了對稱的方式之外，怎麼擺放支撐結構也會很好看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請同學上網觀察、蒐集資料，觀察一個你認為美麗東西，由上而下傳遞力量的方式，是否

有美的秩序，填寫在作業網站 google  classroom 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哪些支撐結構是必要不可少，哪些又只是裝飾性質的。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組練習，利用鋸子鋸飛機木，然後不使用任何連接材料，練習怎麼堆放會達到最高

的結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怎樣的堆放結構，會達到又穩固又高。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導同學，利用成套的概念，再加上熱熔膠、繩子、卡榫連接木模型，製作出具有美的形

式的木結構。可以參考之前小組蒐集的自然物、人工物結構進行模仿。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材料加上不同連接方式，可使用的結構造型也會增加。 

2. 利用成套的概念連結物體，可以使形式更有組織、結構性。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繼續完成上節課的模型，並思考如果杯緣子住進空間，怎樣會讓結構物比較適合使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支撐結構怎麼排才會好看有秩序 ?如果模仿之前發現的自然結構物的造型是否可行？ 

 

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原先教案在第 45 堂課規劃的概念，想使學生探討結構與材料、空間與空間連結的美感，

但在先期實行時，發現這兩個概念又要用更多的時間來講解、操作使學生明白，並且多元

材料會涉及因此更換教學重點，擺在 a.如何使結構穩固 b.如何使結構有美的形式。或許以

後 a.結構與材料 b.空間與空間連結這兩個概念可以再獨立發想為兩個教案，可以使學生作

比較完整的探討。 

2. 使用紙為模型製作時，學生和老師有時會為了不同造型的結構物是否屬於同一種支撐方法

而有爭執，當有這種情形時，教師採用全班投票表決的方式，讓學生有自行思考而非老師

論斷的空間，但不知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3. 學生在尋找生活中的結構物，為了讓學生可以觀察到比較多可能的形式，所以請學生從網

路中尋找，但這樣的方式會比觀察實物不容易發現力學傳遞的模式，報告的時候需要老師

在旁邊講解。 

4. 在木結構製作的過程中，先期實行的班級，有的小組，直接模仿網路調查中找到的範例碰

到困難，例如:複雜的艾菲爾鐵塔、松果的結構、台中國家歌劇院……，因此加入成套概念



 

的導引。因為第一次試驗，未考量到國三生對木頭材料的熟悉度，或許繼續沿用紙模材

料，可以讓學生更容易作出模仿調查案例的構造。 

5. 感謝美感教育團隊的協助，舉辦許多研習觸發教案思考的起點，也感謝各個行政的指導與

協助。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