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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雲林縣立斗南高中 

授課教師 陳榮暐 

實施年級 國中部一、二、三年級 

班級數 18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5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擱再來喔-生活中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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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 對美的原理原則有基本的認識 

2. 曾經在童軍課學習過基本繩結的技巧 

一、課程活動簡介： 

誠如美感電子書中所說的：「構造是生活中一切物件的基礎」；「在我們生活的環境裡，

大多數的物件都是拼接組裝而成，構造因而無所不在，儘管大多數並不特別引人注目，卻是

構成整個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細節所在。」本課程活動要幫這個被包裝在表面材質與造型底

下的美感構面起底，透過觀察實物與動手操作，引領孩子知道明明我們都在使用、卻常常忽

略的構造在哪裡發揮功能，嘗試各種不同構造的感受，欣賞它的巧妙和美感；練習將日常生

活中常用的柔性、可彎折的線材兩端接合，發揮圈套捆束的功能，並初步應用簡單的繩結構

造練習製作具有盛裝功能、好看、又能幫助環保的生活用品，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往

後的延伸課程還可教導學生編製更複雜或尺寸更大的棉繩網袋，提供家庭或學校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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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1. 操作日常生活用品構造的能力 

2. 能用童軍繩打出常用的基本繩結 

  

學生將會：  

1. 認識「構造」的基本概念 

2. 覺察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構造 

3. 明白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物件接合方式 

4. 了解秩序與構造的關係 

5. 欣賞日常生活中與藝術史上經典案例的構造美感。 

6. 初步應用簡單的構造接合物件 

7. 思考如何使用已學的構造方式達到教師指定的功能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構造的接合功能 

2. 秩序的美感 

3. 構造的美感 

4. 適合材質特性的構造設計 

1. 什麼是構造？ 

2. 生活中常見的物件接合方式有哪些？ 

3. 各部位之間怎麼接合比較穩固？ 

4. 如何將各部位精簡有效的組織在一起？ 

5. 線性可彎折材料適合的接合方式為何？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構造的定義 

2. 生活中常見的物件接合方式 

3. 各部位精簡有效的組織在一起會產生

規律的視覺效果，因為秩序產生美

感。 

1. 將生活中常見的、既有的用品穩固接合 

2. 使用適合線性可彎折材料的繩結構造接

合物件，發揮圈套捆束的功能。 

3. 精簡有效的將線性可彎折物件組織在一

起，以產生構造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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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一）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0. 課前引導：先對學生實施生命教育，讓學生了解塑膠袋對生態危害的嚴重性，喚

起環保與護生的意識，提高他們跟隨教師引導學習的意願。 

1. 教師運用簡報投影片解說何謂構造，然後讓學生動手拆解小型日常生活用品，實

際觀察內部構造為何。 

2. 介紹自然界和人造物中具有構造美感的案例，並提供以「黏、穿、縫、扣、鎖、

綁、編、吊、卡、榫」為構造方式的實際物品讓學生操作，藉以了解生活中常見

的物件接合方式，探討如何達到接合穩固與精簡有效。 

3. 先讓學生分組練習將單一線性、可彎折的材料兩端接合 

（1）第一階段：讓學生思考不同特性的線材適合的繩結方式 

●操作材料：各種粗細、厚薄、柔軟度的線材 

細軟線材－鞋帶 

薄軟線材－緞帶、領帶 

厚軟線材－圍巾 

粗軟線材－童軍繩 

細硬線材－鐵絲 

粗硬線材－尼龍繩 

薄硬線材－打包帶 

●構造方式：限定使用繩結方式，不能用其他的輔助器材補強。 

●指定任務：①不易鬆脫 ②可快拆 ③有美感 

（2）第二階段：讓學生思考在第一階段中只，使用繩結不易達成任務的線材，需

要加上什麼輔助方式補強，或改用其他的接合方式。 

●輔助零件材料：夾子等各種五金材料、橡皮筋、束帶等。 

●構造方式：不限 

●指定任務：同第一階段 

4. 每位學生根據單一線材練習時實驗出來的繩結方式，發展編製成一個網子，促使

他們思考如何使用繩結構造產出具有包覆另一物品的功能、而且方便攜帶的隨身

網袋。 

●操作材料：細綿繩 

●構造方式：限定使用繩結方式 

●指定任務：①能盛裝一般市面上販售的 500〜700c.c.手搖杯飲料，不會掉出

來，而且能讓杯子保持直立狀態。 ②外型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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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哪裡有構造？他們的接合方式是什麼？ 

2. 這些物件的各部位之間如何達到接合穩固？ 

3. 如何將一條線性柔軟材料的兩端打結穩固不斷，但解開時又可以不花很多時間？ 

4. 有沒有其他的打結方式？ 

5. 不同特性的線材打結方式是否也不同？ 

6. 是否越精簡、不凌亂複雜的打結方式就越容易拆開來，而且越美觀？ 

7. 是否所有的線材都可以用繩結的方式將兩端打結穩固不斷？如果不行，要如何補

強？有沒有其他更適合的構造方式？ 

8. 網袋如何編製才能讓飲料杯不會掉出來？ 

9. 網袋要什麼造型才能讓飲料杯直立，避免未喝完的飲料流出來？ 

10. 網袋中的繩子之間有沒有更精簡有效的、不浪費材料的接合方式？ 

11. 網袋中的繩子隨便打結、跟有規律的互相連結哪一種比較好看？ 

 

四、預期成果： 

（一）能發現周遭環境物件中的構造所在 

（二）觀察體會這些物件中各部位之間是怎麼接合穩固的 

（三）欣賞自然界和人造物中具有構造美感的經典案例 

（四）動手操作條狀物使之穩固接合，認識適合柔軟材料接合的方式。 

（五）嘗試使它們更精簡有效的接合 

（六）設法製作具有包覆功能的繩結構造，培養基本的議題思考能力。 

（七）提高環境保育觀念，願意自己製作並使用取代塑料的天然材質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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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漢寶德等（2013）。《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叢書 2》，台北：行政院文化部。 

漢寶德（2010）。《如何培養美感》，台北：聯經。 

漢寶德（2004）。《漢寶德談美》，台北：聯經。 

陳慧玲（2009)。《孩子的十二堂美學課》，新北：長霈。 

楊偉中等（2011)。《環境‧生活‧美學》，台南：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 

韋斯特（2013)。《英國權威揭秘百科：植物揭秘》，中國化學工業。 

莊伯和，徐韶仁（2002）。《台灣傳統工藝之美》，台中：晨星。 

BOUTIQUE-SHA 著，陳冠貴譯（2017）。《手作人必學．實用繩結設計大百科》，台南：良

品文化。 

主婦の友授權著，莊琇雲譯（2016）。《花草植物吊缽繩結設計：打造懸掛式小花園》，台

南：良品文化。 

《不可思議立體球狀卡片設計圖解教學》，慕客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影片、投影機、銀幕、音響、印表機、學習單、相機、具有構造的現成物、鞋

帶、緞帶、領帶、圍巾、童軍繩、鐵絲、尼龍繩、打包帶、夾子等各種五金材料、橡皮筋、

膠帶、熱熔膠、細棉繩、飲料杯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9 
介紹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認識「構造」的基本概念，動手拆解小型

日常生活用品。 

2 4/16 整理拆解後的零件，將其依照秩序排列，進行構成練習。 

3 4/23 實物操作，了解生活中常見的物件接合方式。 

4 4/30 欣賞具有構造美感的經典案例，寫學習單。 

5 5/7 分組練習將單一線性、可彎折的材料兩端用不同方式接合。 

6 5/14 挑戰編製能盛裝飲料杯的棉繩網袋，檢驗成果。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E%8A%E4%BC%AF%E5%92%8C%EF%BC%8C%E5%BE%90%E9%9F%B6%E4%BB%81&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OUTIQUE-SH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99%B3%E5%86%A0%E8%B2%B4&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E%8A%E7%90%87%E9%9B%B2&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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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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課程內容： 

第一週增加動手拆解小型日常生活用品。 

第二週增加零件秩序與構成練習。 

第三週以後進度順延，取消第六週課程內容。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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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觀賞簡報投影片、影片與聆聽教師解說，認識何謂構造。 

2. 操作兩個小實驗，體驗構造的作用： 

環環相扣－握手腕互相交扣 

嗡嗡嗡－蜂巢型式六角柱堆疊，  

3. 觀賞短片「啊！設計－拆解」 

4. 分組合作，動手拆解小型日常生活用品，例如：小型電器、玩具等，實際觀察內部的

構造方式，了解部位與部位彼此間的連結方式為何。 

5. 拆下來的零件依大小形狀整齊排列在切割墊上，觀察是哪些部位幫助達成這組形體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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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構造」是一個非常具有功能性的美感構面，而且當它巧妙實現的那一刻人們往往只

能看到形體表面，無法觀察到接合點；因此想認識構造不能只用看的，非得要動手操

作、經驗那個過程，才能體會得到。透過一些簡短的小實驗可以幫助孩子明瞭構造是

如何作用的。 

2. 進行小工程師-動手拆解小型日常生活用品的實驗時，學生們做得非常開心，可能因

為這是以往沒做過、不被允許的、新奇的，而且不需要負責裝回去，沒有心理壓力！

拆解這個行為本身似乎在心理上就具有紓壓的功能。提供拆解實驗用的小型電器用

品、玩具可請學生從家裡帶廢棄不用的，或與鄰近的慈濟環保教育站接洽。 

3. 學生拆下來的零件排列在切割墊上後，教師應先拍照做紀錄後再收，做為下一堂課的

準備。透過切割墊上的格線，可以測量預估零件所占面積，有利於教師裁切大小適中

的紙卡供學生進行構成練習之用。紙卡的顏色（黑或白）挑選可與零件的顏色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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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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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解構重組之構成練習 

2. 依照之前零件拆解的照片，還原排列在紙卡上。 

3. 透過觀賞簡報投影片與聆聽教師解說，認識整理藝術。 

4. 想想看，有沒有更好的排法？ 

5. 用熱溶膠、保麗龍膠黏貼零件在紙卡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課前教師先將零件拆解的照片列印出來，給各組學生當作對照。 

2. 操作零件排列時即可帶入基本的構成與秩序的觀念，例如：成套、反覆、韻律、對稱…

等。 

3. 黏貼零件時先從尺寸最大的開始，尺寸比較小的在後。 

 

 

 

 

 

 

 

 

 

 

 

 



15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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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觀賞簡報投影片、影片與聆聽教師解說，了解「黏、穿、縫、扣、鎖、綁、編、

吊、卡、榫」等生活中常見的物件接合方式。 

2. 提供以「卡」、「榫」為構造方式的實際物品零件，包括：愛扣球燈罩、木製飛機構造拼

板、孔明鎖、圓板凳椅等，讓學生分組組合與拆解，每組操作至少三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對於美術老師本身在內的一般民眾而言，「構造」這個主題是很陌生的；如果在專業養

成過程中沒有接觸過機械、工業產品設計、建築、雕塑、工藝等相關學術領域，或從事

相關行業，不容易理解構造並領略箇中奧妙。因此有意實施本課程的教師應先自學，充

實這方面的知能，才有辦法勝任對學生的指導。 

2. 引導學生探索物件各部位之間的接合方式、如何達到穩固與精簡有效，是這一堂課的重

點。 

3. 在操作階段選擇以「卡」、「榫」這兩種構造方式讓學生體驗的原因是易理解、操作難

度適中、有挑戰性與趣味性、時間不長（約半節課）、教具可重複使用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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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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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觀賞簡報投影片、影片與聆聽教師解說，認識何謂具有普遍美感的構造。 

2. 欣賞自然界和人造物中具有構造美感的經典案例，包括用影像呈現的和實際物品。 

3. 觀察、分辨工藝品的構造方式、作用與美感因素，並記錄在學習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單純就「構造」本身來說，它是一種抽象的方式/關係，不像色彩、質感與構成，它

沒有自己的長相，通常是藉由搭配秩序或美的原理原則，才容易產生具有規律性美感的

視覺效果，然後被我們所發覺。除了上一堂已經教學的部分之外，加上引導學生認識何

謂良好的規律性，是這一堂課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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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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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觀賞簡報投影片、聆聽教師解說，認識何謂適合材質特性的構造設計 

2. 分組練習將單一線性、可彎折的材料兩端接合，綁在身體或肢幹上，發揮圈套捆束的

功能。。 

（1）第一階段：讓學生思考不同特性的線材適合的繩結方式 

●操作材料：各種粗細、厚薄、柔軟度的線材 

細軟線材－鞋帶 

薄軟線材－緞帶、領帶 

厚軟線材－圍巾 

粗軟線材－童軍繩 

細硬線材－鐵絲、尼龍繩 

薄硬線材－打包帶 

●構造方式：限定使用繩結方式，不能用其他的輔助器材補強。 

●指定任務： 

①不易鬆脫 ②可快拆 ③有美感 

●完成任務後，記錄每一種特性線材兩端使用繩結方式接合時的難易度。 

（2）第二階段：讓學生思考在第一階段中只，使用繩結不易達成任務的線材，需要加

上什麼輔助方式補強，或改用其他的接合方式。 

●輔助零件材料：夾子等各種五金材料、橡皮筋、束帶等。 

●構造方式：不限 

●指定任務：同第一階段 

●完成任務後，記錄操作的內容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單元操作內容屬半開放式的實驗，教師宜引導學生一邊操作、一邊思考以下問題，才不

會偏差、失焦： 

1. 如何將一條線性可彎折材料的兩端打結穩固不斷，但解開時又可以不花很多時間？ 

2. 有沒有其他的打結方式？ 

3. 有些繩子不好打結的原因是什麼？這種繩子的特性為何？ 

4. 不同特性的線材打結方式是否也不同？ 

5. 是否越精簡、不凌亂複雜的打結方式就越容易拆開來，而且越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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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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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思考如何使用上一堂課練習時實驗出來的繩結構造，產出具有包覆另一物品的功能、而

且方便攜帶的隨身網袋。 

●操作材料：細綿繩 7 條 

●構造方式：限定使用繩結方式 

●指定任務： 

①能盛裝環保杯、保溫瓶，或一般市面上販售的 500〜700c.c.手搖杯飲料，不會掉出

來，而且能讓杯子保持直立狀態。 

②外型美觀 

1. 前半段：統一跟隨老師的示範動作，編製網袋的提把。 

2. 後半段：自行研究討論如何接合細綿繩以形成網狀袋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在應用階段選擇以「細棉繩」這種材料讓學生使用的原因，在於它的操作容易、可塑

性高、可以用很少的數量就產生構造、拆裝簡便、安全、不需要使用其他輔助工具

等。 

2. 具有包覆功能的網子，網目必須大小適中；如果網目太大裡面的東西會掉落出來，太

小則彈性不夠、不易編製、耗損過多不必要的材料。本單元設計目的是希望刺激學生

思考他所使用的繩子要在哪裡打結、形成的網目尺寸要多大，才能讓飲料杯不掉出

來。而製成的網袋不是只要能裝東西就好，還要能讓飲料杯呈直立狀態，避免未喝完

的飲料流出來！所以這就涉及基本造型的課題。 

3. 繩子跟繩子之間隨便打結也有可能形成網袋，但是使用不便、不美觀，而且會浪費材

料。教師可使用比較法，然後引導學生歸納總結：繩子之間更精簡有效的、不浪費材

料的接合方式，就是有規律的互相連結；而且在此同時，構造美感自然就會隨之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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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構造無所不在－我們生活環境裡大多數的物件都是拼接組裝而成的，但因

為被包裝在表面材質與造型底下，少有機會被我們看見；加上現代文明充

斥各式大量的廉價產品，現代人購得日常生活用品極為方便，不須自己生

產製造，導致大家都具備操作能力，但普遍缺乏手做能力與經驗！透過觀

察實物與動手操作，方能引領孩子知道：明明我們都在使用、卻常常忽略

的構造方式有哪些、在哪裡發揮功能。 

2.課程中操作的部分孩子們興致高昂，甚至有的人會玩得很瘋；但是當要觀

察細節、把實驗過程中的體會記錄下來，就顯得不知如何下筆。會有這種

現象，可能因為台灣傳統的教學方式多半是單向的講述與抄寫，學生缺乏

探索式的學習經驗與整理歸納的訓練。若能培養實施對象這部份的能力，

將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3. 塑膠製品對海洋生態以及人體健康已造成相當嚴重的危害。避免使用塑膠

袋，並且自製環保材質的替代用品，已成為當前的國家政策與流行趨勢。

學習編製網袋可以幫助學生易於瞭解「構造」這一項美感構面，並將美感

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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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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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使用情形 

一、106-2 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