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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一瑋 

實施年級 9 年級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發現「力」也看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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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9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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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本校７年級學生於 106 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參與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美感課程內容為色彩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本校９年級學生還未接觸過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學生有基本觀察與思考能力               2. 學生具有基本認知與判斷力 

      3.學生具有手繪簡單圖像能力               4. 學生備有討論能力 

      5.學生具備分組與團隊分工能力         

一、 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活動首先是讓學生嘗試如何讓物件立穩，然後再透過一些不同材質、材料的各種組成

方式體驗來認識「結構」，發現或知道「結構」的原理及其影響後，進而觀察思考生活中的構

造物之結構問題與整體的結構美感的可能性。 

接著讓學生以「結構」為主軸，試著完成個人的飲料外帶杯袋，並盼能運用於實際生活中，

響應並能落實減用塑膠袋做環保。 



 

  三、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了解生活中結構的重要性及其影響與運用 

學生將會：    

１.知道什麼是結構 

２.發現結構體中的材質、形與力的關聯性 

３.體驗結構體的穩固與使用之間的關係 

４.思考結構體與美感的關係 

5.完成能實際於生活中使用的結構用品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１.對結構有基礎概念 

２.知道透過不同材質／材料的組合，發現

或了解到結構、形、力三者的關係 

３.體驗結構是跟用有關的議題 

４.思考結構、形、美、用之間的關聯 

１.生活中的結構在哪裡 

２.什麼會影響結構的穩定性，如何改善 

３.結構不好會影響什麼，為何 

４.生活中的結構有什麼問題，可以更好嗎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１.知道什麼是結構 

２.材質的變化與不同組合方式會影響力與

形之間的關聯 

３.結構體穩固的重要性 

４.結構體也能有美感的呈現 

１.能透過動手實作發現並體驗『結構』於生活   

   中的存在 

２.能嘗試思考提問、並聆聽他人意見 

３.能與小組合作討論並表達觀點 

４.能從累積過程或失敗經驗中改進並創新 

 



 

  四、教學策略：【做】     六堂課的步驟簡列與提問 

 

                          發現「力」也看見「美」 

            步驟簡列                            提問與反思 

第

一

堂 

1. 個人目標： 立筆 60° 

2. 每人材料：原子筆×1、迴紋針×2、剪

刀、 15×15 公分厚紙板×1、量角器一

個 

3. 條件：  可單手取放 3 次不倒 

4. 下課前 10 分鐘，讓每人互相觀摩彼此

的筆架，相互討論並書寫提案問題 

1. 原子筆的外觀與特點為何？  有運用之處

嗎？ 

2. 立筆要能成功，主要關鍵點是麼？ 

3. 立筆失敗的原因又在哪裡？  

4. 結構形體會影響什麼？  

5. 一次性與多次性使用須考量的重點為何？ 

6. 每個材料都須使用嗎？ 

7. 誰的筆最穩？ 

8. 誰的作品整體看起來最有美感？ 

第

二

堂 

1. 小組目標： 立瓶 45°+離地 10 公分 

2. 每組材料： 寶特瓶裝水×1、迴紋針×5、 

圖畫紙 8K×1、鋁線 30 公分、橡皮筋×

5、冰棒棍×10、量角器一個 、裁切工

具 

3. 條件： 取放 3 次以上且支架不變形 

4. 下課前 10 分鐘，各組簡易發表創作過 

程 ， 並完成提案問題書寫 

1. 瓶身外觀有無特別處？ 

2. 支撐的力重點在哪裡？ 

3. 傳力部分與加固部分是哪裡？ 

4. 傳力部分變形如何後如何改善？ 

5. 加固部分如何呈現比較有美感？ 

6. 哪些材料或組合的方式最穩？ 

7. 哪一組的作品最穩且好取用？ 

8. 哪一組的作品視覺上最有美感？ 

第

三

堂 

1. 小組目標： 甩瓶 360° 

2. 每組材料： 寶特瓶裝水×1、緞帶 30

公分圖畫紙 8K×1、鋁線 30 公分、橡

皮筋×5、冰棒棍×10 、棉布 15×15

公分、裁切工具 

3. 條件 ：可提起保特瓶並 360 度甩一圈

後     並完好如初 

4. 下課前 10 分鐘，各組先相互觀摩後，

完成提案問題書寫 

5. 進行發表結果──360 度甩一圈 

1. 提起的力要注意的重點在哪裡？ 

2. 如何解決離心力的壓力？重點部位是哪裡？ 

  是傳力部分或加固部分？或？ 

3. 遇到問題要如何解決？ 

4. 哪些材料或組合的方式最穩？ 

5. 哪一組的作品最堅固？  

6. 看起來堅固真得堅固嗎？ 

7. 哪一組作品看起來最有美感？ 

8. 有美感的作品也堅固耐用嗎？ 



 

第

四 

堂 

1. 觀摩作品 ： 安藤忠雄、高地 

2. 回顧前幾次個人與小組的作品，進行小

組的分析與討論，可嘗試改進 

3. 觀看市售的環保袋，思考與創作：我的

環保外帶杯袋 

1. 你對此 2 者的作品看法為何？ 

2. 回想之前的作品，有哪結構問題？如何改

良？還有哪些呈現方式？ 

3. 思考飲料杯重量與袋子承重的結構問題有

哪些 

第 

五

堂 

1. 小挑戰實做練習──我的環保外帶杯袋 

2. 每人材料： 厚紙板 A4×1、緞帶 20 公

分、棉布 15×15 公分、打洞機、透明

片 15×15 公分、鋁線 20 公分、橡皮筋

×2、鬆緊帶 20 公分、裁切用具條件：

可提可用還可？ 

1. 結構重點在哪裡？ 

2.除了基本功能外，是否還能有其他功能或作  

  用？如何處理功能的結構呢？ 

3.結構功能與視覺美感可並存嗎？ 

4. 哪些材料或怎樣的組合方式會是最好呢？ 

第

六

堂 

5. 1.完成我的環保外帶杯袋 

6. 2.小組先個別書寫討論題案 

7. 3.小組組員嘗試發表與分享 

1. 哪位同學的作品結構看起來最堅固？ 

2. 哪位同學的作品整體看起來最有美感？ 

3. 哪位同學的作品結構最好用？ 

4. 你對結構的定義是什麼呢？ 
 



 

  五、教學進度 

                    發現「力」也看見「美」  教學進度表  

 
 

週

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與進度 

1 3/19- 結構與力的發現 
1.個人透過立筆活動，發現力的存在與結構之間的問題 

2.相互觀摩與分享討論 

2 3/26- 探索支撐的力 

1.分組進行立瓶活動，了解由下往上的力之形體與結構

上的各種關係與可能 

2.各組討論與發表 

3 4/2- 探索提起的力 

1.分組進行甩瓶活動，了解由上往下的力該注意的結構

問題 

2. 各組討論與發表 

4 4/9- 
思考結構與美感 

共存的可能 

1.影片簡介安藤忠雄、高地的作品 

2.回顧之前練習的作品，可嘗試改進 

3.小挑戰的作品觀察與思考 

5 4/16- 結構物小挑戰  實作： 我的環保外帶杯袋 

6  4/30- 
 完成小挑戰 

 分享討論與發表 

完成小挑戰 

分享與發表 

   六、預期成果： 

學生認識何謂結構 

能於生活中發現更多關於結構的部分 

能以結構的角度重新對生活使用中的物件做分析與思考 

未來選擇物件時，對結構要求，也能有美感的追求      

  教學資源與工具： 

   彩色印表機 / 電腦 / 單槍投影機等硬體設備 / 網路資源 / 教學相關輸出圖片、照片 /  

   教學實驗所需使用的器材或道具 / 各黏貼用具/ 相機 / 隨身碟等各種課程相關用具及工具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原訂第二堂「探索支撐的力」之小組目標為： 立瓶 45°+ 離地 10 公分，更改為 ： 立

瓶 45°。 

2. 原訂第四堂課原本是觀看影片簡介安藤忠雄、高地的建築作品，內容更改成 ： 觀看

並實際使用老師自製的實物提袋。 

讓同學藉由對實物近距離的外觀觀察、背背看、用用看，思考結構物製作背後原因、

在使用上其結構承重狀態與設計之間的關連，比較貼近學生接下來要創作的結構物件

貌。 

3. 第五堂課的材料調整成：不織布、鬆緊帶、別針、繩條、及裁切等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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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給予相同的材料     

      2. 目標： 立筆 60°  

      3. 條件： 限時 20 分鐘，動手試做， 能單手取放 3 次不倒且支架不易變形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筆為何會倒 ？ 是什麼力量造成？ 所以該如何對抗？  

2. 結構形體會影響什麼？  

3. 一次性與多次性使用須考量的重點為何？ 

4. 每個材料都須使用嗎？ 節構可以很簡單嗎？ 

5. 誰的筆最穩？最好拿取？  

6. 誰的作品整體看起來最有美感？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每組給予相同的材料     

2. 目標： 立瓶 45° 

3. 條件： 限時 25 分鐘，動手試做 ， 瓶身能單手取放 3 次以上且支架不變形  

4. 發表說明、相互觀察、寫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瓶身的結構特色為何？ 重力加重後結構穩定點是在哪裡？                                 

        2. 一次性與多次性使用須考量的重點為何？為什麼？ 

        3.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原因是？ 而解決的方式又是什麼？ 

        4. 哪一組的結構最穩？ 

        5. 哪一組結構最有美感？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每組給予相同的材料     

2. 目標： 甩瓶 360°  

3. 條件： 限時 25 分鐘，動手試做，能快速放置水杯、多次取放並大甩一圈支架不變

形  

     水杯不脫落 

4.發表說明、相互觀察甩杯、寫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這次主要對抗的是什麼力？                                             

2. 為何要多次性使用？  

3. 要多次性使用且拿取方便，所以需考量的點在哪？ 原因為何？ 

        3.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原因是？ 而解決的方式又是什麼？ 

        4. 哪一組的結構最穩固 ？ 哪一組使用上最方便？ 

        5. 結構要穩固一定要很複雜嗎？  如何兼具簡化與穩固？ 

        6. 哪一組結構最有美感？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觀察老師自製的提袋，用用看、背背看，體驗結構物與力的關係 

2. 參考範例—市面上銷售的外帶杯袋，在學習單上設計出屬於自己的提袋 

3. 可先用紙剪形試試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哪個背袋使用上最方便且快速？ 為什麼？  

2. 哪個背袋較美觀？ 為何？ 還有改進空間嗎？ 

3. 好的結構物是否來自於好的設計？ 2 者間有何關聯？  

4. 外帶杯袋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 還可以讓它有其他功能嗎？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領材料，直接動手試做自己的外帶杯袋 

2. 完成後放入瓶裝水，提提看，結構是否變形，好不好拿取或使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有符合能多次性方便使用嗎？  該注意或設計的重點在哪？ 

2. 如何穩固主結構 ？  如何加強傳力部分的結構？ 

3. 主結構可涵蓋傳力部分嗎？ 一定需要銜接的力嗎？  

4. 方式只有一種嗎 ？  

5. 這樣的主結構有美嗎？  或如何再簡化結構體？ 

6. 銜接部分怎樣改變可以更具美感？  

7. 重心不穩該如何修正？ 需調整哪裡？ 原因是？ 

8. 主結構在外觀上可以怎樣修正能更具視覺美感？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完成自己的提袋，放在觀賞區 

2. 分組去欣賞、實際使用同學的提袋、觀察整體結構組成之設計 

3. 票選、互評與書寫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哪位同學的結構物最穩？ 設計的巧思在哪？ 

2. 哪位同學的結構物最好使用？  原因是？ 

3. 哪位同學的結構物兼具美觀與實用？ 原因是？ 

4. 你對「結構」的了解是什麼？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第一堂課「結構與力的發現」立筆 60°的挑戰，可以省略，直接使用第二堂課的挑戰 ，

直接讓同學立瓶 45°做任何可能的嘗試，不要給學生任何提示或幫助，最好學生能失

敗，然後下一節課可針對失敗或立瓶的結果進行再修正或強化與美感的關連，因為有

前後的   比較與對照，才會對「美感」有比較強的感受與認知，對「成功」有比較

深的體驗！ 

2. 學生對動手做小挑戰、實驗是很有興趣的，利用小挑戰的練習也很重要，因為能嘗試     

失敗，從失敗中累積經驗與挫折容忍力。 

3. 分組團隊競賽也很棒，只是課前必須做好如何分組的計畫。 

4. 小挑戰的內容與材料不要太複雜，所以每堂課的教學目標要非常精簡易懂！ 

5. 此「結構」課程因為包含「構造」，所以學生如果能先有「構造」美感的先備基礎認

知，會更好！ 

6. 最後的材料是不織布，在現實使用上的效果並不夠理想，如果可以更貼近能多次性使

用級層面，如：布料、防水布、皮件料等，就能於生活中真正的重複使用。 

7. 實做 2 堂課的時間對大部分同都還可以接受，但因為最後有相互觀摩、思考並要回答     

學習單上的提問，這部分放在第 6 堂內是相當緊迫的，學生寫的很趕時間太短，所以

如能再多一堂課的完整度會更高，才有充分的時間做到個人或分組發表與分享討論的

機會。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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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