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至 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種子教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 

執行教師： 許懷之 教師 

輔導單位： 東區 基地大學輔導 

 

  



1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可貼原有計畫書內容即可，如有修改請另註）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經費使用情形 

一、 收支結算表 

 

    附件 

一、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二、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依實際成果內容使用)



1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授課教師 許懷之 

實施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約 1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繪本中的可動「構造」─生活地圖翻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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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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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 的課程中，已針對「構成」主題進行 6 週課程─藉由(質感)相同的創作媒材(照片、雜誌拼貼)作為

控制變因，利用不同的色系或組合(色彩)為操縱變因，引導學生探討畫面「構成」的美感原則。 

* 先備能力：  

本校學生皆為職業類科學生，多數科別皆將「美術/藝術生活」安排於三年級學習。根據以往教學經驗，

三年級學生於藝術相關課程中，對於生活經驗的美感積累較易產生共鳴，而一、二年級學生多喜愛操作

型的實務課程。本校學生學習動機弱、學習成就不高，常因自信心不足而不敢動筆，須經由多次鼓勵才

能盡情表現。 

對於重實作的高職生而言，純粹探索的美感課程很難引起學習興趣。經由階段性力行「做中學」的操作

課程，課程中能完成實體作品，學生的學習歷程較容易被記憶並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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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物件分析中，精心設計的「構造」讓純藝術或工藝品增添了工具意義。學齡前孩子閱讀的童書，為了增

添閱讀的趣味(也為了讓寶寶進行小肌肉的練習)，在平面的書冊中增加了許多小零件，讓寶寶能夠藉由

翻、拉、轉等動作看見不同的圖像構成，產生動態閱讀的樂趣。 

實驗計畫開始之前，前期課程將探討紙張與紙張的接合方式(黏、串、榫、釘)並進行練習。進入本學期

實驗課程，學生藉由 106-1 課程中練習的「構成」美感練習，繪製(抽象或具象的)生活地圖草圖後，探

討探討讓繪本中可動的關鍵來自於「構造」方式。利用單層或多層的紙張疊合，在適當處裝置「小零件」，

讓平面書頁具有兩種以上的圖像閱讀方式，進而產生動態閱讀的樂趣。課程操作中的限制條件是，作品

必須能夠被「平面收藏」，意味著僅能使用不增加作品厚度的接合方式。 

實驗課程共執行八週。前七週的單元主軸在於【在作品中添加「構造」元素】，嘗試以構圖為主，讓「構

造」配合主題構圖進行調整；最後一週則嘗試【從「構造」中發展美感】的反向操作。以「構造」系統

先行，創作貼合構造系統的動態書冊。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106-1 美感課程中，學生對於平面設計已嘗試進行「構成」美感練習。 

 實驗計畫執行前，將利用兩周課程，探討並演練紙張與紙張的接合方式。(紙的「結構」練習) 

學生將會：  

 從既有繪本中找尋讓平面書冊可「動」的關鍵構造，重新實驗並應用於自己的作品中。 

 嘗試於美感作品中添加「構造」元素，使其具有不同的閱讀效果。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物件分析中，精心設計的「構造」讓純藝

術或工藝品增添了工具意義；「構造」涉及

了「任務─部位─外觀─細節」。 

 在同個敘述主題中，讓學生操作【美感作

品中添加「構造」元素】。 

 利用紙張或其他平面接合方式，設計符合需求

的「小零件」，讓平面書頁具有動態閱讀的樂

趣。 

 比較【美感作品中添加「構造」元素】與【從

「構造」中發展美感】的敘事差異性。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繪本可「動」的關鍵─轉、拉、翻等等。 

2. 欲呈現不同的閱讀效果，將紙張疊合後挖

空、裝置或黏貼皆須經縝密的位置計算。 

3. 紙張的接合方式，會影響紙張動態零件的

設計。 

1. 實際演練書冊動態閱讀的原理─轉、拉、翻等。 

2. 準確定位每張紙疊合後挖空、裝置或黏貼相對

位置。 

3. 利用不同的紙張接合方式，設計能產生閱讀樂

趣的動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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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 【生活(命)地圖描繪】 

延續 106-1 課程中對於「構成」的練習，本學期以生活地圖的描繪作為實驗課程的開端。以「我

的地圖書」做為出發，強調生活中所有歷程都能夠經由地圖的概念(路徑、邊緣、區域、節點和地

標)成形。 

提問與反思： 

1. 除了指涉空間相對位置的正式地圖外，嘗試以抽象的物件或個人經驗為主題創作符合地圖的概

念的圖像作品。 

2. 【釦釘扣合轉動練習】 

「每個男孩心中都有一台挖土機」，挖土機玩具最吸引人的就是能夠帶動駕駛座轉動方向的履帶、

以及控制鏟斗及大小臂的軸承。請學生利用紙張及膠水，試著讓平面的挖土機圖卡產生動態感。 

提問與反思： 

1. 扣釘的設計必須依照轉軸調整─過緊的扣釘讓作品不易轉動，過鬆的扣釘也不利於固定其他組

件。 

2. 除了釦釘外，是否還有其他零件能讓平面作品轉動？ 

3. 【路徑挖空平移練習】 

在紙張上創造一條挖空路徑，讓小人物(主角)能夠在設定的路徑中平面移動。應該注意的是小人偶

本身應有讓使用者便於操作的裝置(或許是扣住食指的扣環、或是鈕；或是增加小人物的厚度(使其

較為硬挺)。 

提問與反思： 

1. 路徑的寬窄必須配合主角的比例。若期望主角能夠平面轉動，背後的構造應如何調整？ 

2. 除了扣環、鈕或增加主角的厚度外，是否還有其他零件能讓作品易於操作？ 

4. 【轉轉練習】 

小時候都玩過的星象盤，利用兩張(或更多)的圓形紙張，在不同角度挖出空洞後，在中心位置裝上

扣釘，轉動作品時即可達到不同組合的趣味。 

提問與反思： 

1. 除了大小相同的圓形紙張的釘合外，嘗試以不同大小的圓形進行組合與創作。 

2. 當圓形旋轉的角度須被固定時，可嘗試以齒輪概念，控制每一個圖像出現的位置。 

5. 【拉頁練習】 

翻翻書的趣味，在於拉動機關後可以讓圖面翻轉成完全不同的樣貌。嘗試瞭解拉頁書的原理，創作

2 張簡單圖樣，讓拉頁效果立現。 

提問與反思： 

1. 拉頁書的創作對於紙張有力量的介入，需精準控制切割位置才能順利操作。 

2. 若第一張圖像是以透明賽璐璐片繪製，則其拉頁的過程中，將會產生第三種圖面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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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面設計與調整】 

以第一週繪製的「生活地圖」草圖，利用實驗課程中學習到的各種「構造」方式，將平面的圖像轉

換為可以操作的動態書冊。 

提問與反思： 

1. 創作最終成品時，請盡量依照原有圖面配置及整體比例，設計相符之小零件(構造)以達動態效

果。(應從美感出發，讓「構造」本身強化美感形式。試著不讓「構造」本身改變原有設計構

想。 

7. 【作品分享 1─在美感中添加「構造」元素】 

每人 2 分鐘，以說書人的角色，講述屬於自己的生活的地圖，亦須向同學分享創作靈感與困難。 

提問與反思： 

1. 你最喜歡哪一個作品，為什麼？是創作主題吸引你？或是構造方式令人覺得具有創意？ 

2. 對於同學分享的作品，嘗試分析作品的美感成因，並給予調整與建議。 

3. 加分題：以課程中學習到的某一種(或多種)「構造」方式，在同一個故事腳本中，嘗試【從「構

造」中發展美感】。 

8. 【作品分享 2─從「構造」中發展美感】 

每人 2 分鐘，以說書人的角色，利用「構造」重新組構自己的故事腳本。並分享經由構造創作的

練習中習得的經驗、創作靈感與困難。 

提問與反思： 

1. 利用書頁的「構造」來發展、講述故事，是否與第七週的敘事方式有所不同？ 

2. 對於同學分享的作品，嘗試分析作品的美感成因，並給予調整與建議。 

四、預期成果：  

經由繪本的閱讀，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的書冊所能展現的趣味不盡相同。從平面到動態的創作需於作品中

增添「構造」元素。實驗課程先以【美感作品中添加「構造」元素】，讓圖面逐漸轉向動態閱讀，最後

鼓勵學生利用【從「構造」中發展美感】重新講述故事文本。 

對於重實作的高職生而言，純粹探索的美感課程很難引起共鳴。經由階段性力行「做中學」的操作課程，

以同個主題【生活(命)地圖】完成三個不同敘事方式的實體作品，學生的學習歷程較容易被記憶並內化。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莎拉‧方納利 (2004) 。我的地圖書。台北：上誼文化公司。 

安娜蘇菲．包曼，迪迪耶．巴力席維(2015)。陸海空交通工具遊戲書。台北：上誼文化公司 

艾瑞‧卡爾(1997)。好餓好餓的毛毛蟲。台北：上誼文化公司。 

保羅．傑克森(2017)。設計折學。台北：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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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配合筆記型電腦、投影機、麥克風等器材使用，運用 ppt、影片進行輔助教學。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26 【生活(命)地圖描繪】 

2 4/2 【釦釘扣合轉動練習】 

3 4/9 【路徑挖空平移練習】 

4 4/16 【轉轉練習】  

5 4/23 【拉頁練習】 

6 4/30 【圖面設計與調整】 

7 5/7 【作品分享 1─在美感中添加「構造」元素】 

8 5/13 
【作品分享 2─從「構造」中發展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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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除各班執行課程時間依校慶、月考等校務有所調整外，教學主題皆依計畫執

行。 

二、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生活(命)地圖描繪】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延續 106-1 課程中對於「構成」的練習，本學期以生活地圖的描繪作為實驗課程的開端。以

「我的地圖書」做為出發，強調生活中所有歷程都能夠經由地圖的概念(路徑、邊緣、區域、

節點和地標)成形。 

C 課程關鍵思考： 

除了指涉空間相對位置的正式地圖外，嘗試以抽象的物件或個人經驗為主題創作符合地圖的概念

的圖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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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釦釘扣合轉動練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每個男孩心中都有一台挖土機」，挖土機玩具最吸引人的就是能夠帶動駕駛座轉動方向的履

帶、以及控制鏟斗及大小臂的軸承。請學生利用紙張及膠水，試著讓平面的挖土機圖卡產生動

態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扣釘的設計必須依照轉軸調整─過緊的扣釘讓作品不易轉動，過鬆的扣釘也不利於固定其他

組件。 

2. 除了釦釘外，是否還有其他零件能讓平面作品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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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路徑挖空平移練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紙張上創造一條挖空路徑，讓小人物(主角)能夠在設定的路徑中平面移動。應該注意的是小

人偶本身應有讓使用者便於操作的裝置(或許是扣住食指的扣環、或是鈕；或是增加小人物的

厚度(使其較為硬挺)。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路徑的寬窄必須配合主角的比例。若期望主角能夠平面轉動，背後的構造應如何調整？ 

2. 除了扣環、鈕或增加主角的厚度外，是否還有其他零件能讓作品易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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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轉轉練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小時候都玩過的星象盤，利用兩張(或更多)的圓形紙張，在不同角度挖出空洞後，在中心位置

裝上扣釘，轉動作品時即可達到不同組合的趣味。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除了大小相同的圓形紙張的釘合外，嘗試以不同大小的圓形進行組合與創作。 

2. 當圓形旋轉的角度須被固定時，可嘗試以齒輪概念，控制每一個圖像出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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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拉頁練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翻翻書的趣味，在於拉動機關後可以讓圖面翻轉成完全不同的樣貌。嘗試瞭解拉頁書的原理，

創作 2 張簡單圖樣，讓拉頁效果立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拉頁書的創作對於紙張有力量的介入，需精準控制切割位置才能順利操作。 

2. 若第一張圖像是以透明賽璐璐片繪製，則其拉頁的過程中，將會產生第三種圖面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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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圖面設計與調整】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第一週繪製的「生活地圖」草圖，利用實驗課程中學習到的各種「構造」方式，將平面的圖

像轉換為可以操作的動態書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創作最終成品時，請盡量依照原有圖面配置及整體比例，設計相符之小零件(構造)以達動態

效果。(應從美感出發，讓「構造」本身強化美感形式。試著不讓「構造」本身改變原有設計構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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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 【作品分享 1─在美感中添加「構造」元素】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每人 2 分鐘，以說書人的角色，講述屬於自己的生活的地圖，亦須向同學分享創作靈感與困難。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你最喜歡哪一個作品，為什麼？是創作主題吸引你？或是構造方式令人覺得具有創意？ 

2. 對於同學分享的作品，嘗試分析作品的美感成因，並給予調整與建議。 

3. 加分題：以課程中學習到的某一種(或多種)「構造」方式，在同一個故事腳本中，嘗試【從

「構造」中發展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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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作品分享 2─從「構造」中發展美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每人 2 分鐘，以說書人的角色，利用「構造」重新組構自己的故事腳本。並分享經由構造創作

的練習中習得的經驗、創作靈感與困難。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利用書頁的「構造」來發展、講述故事，是否與第七週的敘事方式有所不同？ 

2. 對於同學分享的作品，嘗試分析作品的美感成因，並給予調整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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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第一週的課程著重於「生活地圖」的繪製，對於非設計群的學生而言較為困

難。短短一節課內要醞釀情緒，提取生活經驗進階轉化為圖像，課程時間不足。

即使已於前一週課程中預告主題，在不限制創作媒材的狀況下，課堂中僅能完成

草圖。 

第二週後，正式進入「構造」主題。利用繪本解說構件增加的閱讀趣味性，

包含「扣釘扣合」、「挖空平移」、「轉轉練習」及「拉頁練習」。每當班級有同學

創新零件或設計時，其餘同學皆會前來圍觀，並發展出新的構件。 

歷經前幾週可動零件拆解與設計的練習後，增加了 1~2 節課讓學生完成作

品。雖期待學生能應用第一週的圖像作為腳本，發展出可動式的構造。但多數學

生相當投入機關零件的設計，為了動態機關而去設定畫面主軸，反而脫離了原本

設定的生活地圖。 

第七週與第八週的主題恰好相反，課程本意希望學生能先【在美感中添加「構

造」元素】，在平面作品上增加構件讓閱讀產生趣味。進而【從「構造」中發展

美感】，修正或簡化構造本身，讓其更為輕巧而不影響作品主體。無論進行至哪

一個階段，皆能對於平面上的動態構件有動手設計的成就感。除室內空間設計科

每週有連續２小時的作業時間，作品較為驚喜完整，其餘 3 個班級每週僅一小時

的課程，操作時間不足，導致作品數量及完成度不如預期。未來若有相關實驗課

程，可選擇單週至少兩節美術課程之班級實施，多有時間醞釀及修正，作品構件

之精緻度增加、形式較為多元，完成度較高。 

本學期聚焦於「構造」構面，發覺本校學生對於「操作會動的機關」相當有

興趣，但礙於缺乏醞釀、創作時間匆促及學生自信不足，手繪創作的平面作品未

能與接續之「構造」主軸進行有效連結。學生常因「完成平面作品但缺乏感動」

及「完成立體構件但不太好看」而無法進一步的提升美感素養。在高職三年中僅

開設美術/視覺藝術 2 學分的狀態下，單一構面式的教學課程較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