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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屏東縣立枋寮高中 

授課教師 洪維蔓 

實施年級 國中八年級 

班級數 7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偉大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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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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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連結」概念，拆解、組裝物體的基本概念。 

學校機器人社團內，學生組裝機器人的經歷。 

需求面：體認生活中由大至小的物體設計，皆是構造美與功能性的結合，培養其細心觀察

的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 

讓學生藉由生活中所觀察到物體的「構造」，在「拆」與「組」的過程中，思考物體構造

之原理與欣賞產生出的美感造型，欣賞「美感」與「功能」的連結。 

啟發階段結合校本課程「水管機器人」之構造探索，組裝過程連結過去美感經驗，經歷由

點→線→面→立體組裝而成的立體造型，搭配生活實用功能，令學生感覺「重要」，產生

生活美感構面的覺知。 

實驗階段取用「構造」概念，利用捆束工具（板材／線材／五金．．．等），從做中學，

將簡單的物體從個體「細節」至「整體」規劃出來。使學生在這些「構造」思考與動手做

「構造」的過程中，了解「構造」連接的概念，感受其產生之整體美感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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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基礎「連結」概念，拆解、接合、組裝物體的基本概念。 

學校機器人社團內，學生的組裝機器人經歷。 

學生將會：  

「構造」構面中初階的「發現」階段，體認生活中構造原理與構造之美，並能實踐生

活中的實務構造美感。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能賞析「構造」構面的美感 

2. 能理解「構造」影響生活的層面及實

踐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1. 構造在生活中的角色？ 

2. 環境中的構造經驗？ 

3. 生活中有什麼構造問題？ 

4. 如何改變構造，使其更貼近生活？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細節→整體，部分→全部的構造體認，

並欣賞其因地制宜之美感。 

構造美感與功能性的結合，實踐生活構造的

能力。改變構造讓生活更好的能力。 
 

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１．觀察與探索生活中的構造用途。 

２．水管機器人製作（一）材料熟悉與試誤探索 

３．水管機器人製作（二）結構問題與物體接合 

４．水管機器人製作（三）結合實用功能與整體造型美感。 

５．做中學，感受生活中即能簡單達成之構造之美。 

６．Q&A 探討與賞析 

提問與反思：生活中的物體如果沒有構造的影響？如果改變該物體的構造是否更好？為什

麼？構造在生活中的角色？環境中的構造有哪些？  

令學生從經驗中獲取知識，發現構造之美，並能舉一反三，實踐部份至整體的構造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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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能思考細節，了解物體「構造」之原理與用途。 

能將簡單的物體從個體「細節」至「整體」規劃出來，從做中學，理解構造之美。 

理解「構造」連接的概念，感受其產生之整體美感經驗。 

體認生活中由大至小的物體設計，皆是構造美與功能性（切割、保護、調整、便利性…等

等）的結合。 

搭配生活實用功能，令學生感覺「重要」，產生生活美感構面的覺知。 

參考書籍： 

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 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著 

美感計畫電子書 

教學資源： 

圖片、投影機、實物、案例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５／１ 

令學生觀察生活中的「構造」用途。 

先引起動機，引領學生關注與生活密切相關，但卻很少注意過的

「構造」問題，再藉由生活中複合物體的拆、組過程中，觀察並

記錄其連結方式。 

2 ５／８ 水管機器人－構造探索：材料熟悉與試誤探索。 

3 ５／１５ 水管機器人－思考問題：結構問題與材料接合。 

4 ５／２３ 
水管機器人－功能＋美感：結合實用功能，思考何種構造設計能

增加使用上的便利性並兼顧美感。 

5 ５／３０ 

做中學，感受生活中即能簡單達成之構造之美。 

藉由日常生活的學生外套，分組進行構造實作。學生將數件外套

或捆或綁，接受指定功能挑戰（保護性／便利性／遮蔽性等等），

親身體驗物體間的接合經驗．並感受構造之美。 

6 ６／４ 

Q&A 探討與作品賞析 

構造在生活中的角色？ 

環境中的構造有哪些？ 

生活中有什麼構造問題？ 

如何改變構造，使其更貼近生活?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sp=nmt4&u=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3Fhl%3Dzh-TW%26tbo%3Dp%26tbm%3Dbks%26q%3Dinauthor:%2522%25E5%258C%2597%25E4%25BA%25AC%25E5%25A4%25A7%25E5%25AD%25A6%25E5%2593%25B2%25E5%25AD%25A6%25E7%25B3%25BB%25E7%25BE%258E%25E5%25AD%25A6%25E6%2595%2599%25E7%25A0%2594%25E5%25AE%25A4%2522&usg=ALkJrhhputXqXhLdv7YHYCA2YnF2b2Ho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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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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觀察探索生活中的構造用途中，另外加入竹筷子「構造」探索小實驗，令

學生能在手作執行中發現構造的重要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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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手邊物品拆解、組裝分析，發現構造原理，並記錄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發現生活中常見的「構造」問題。 

生活中有哪些「構造」問題深深影響著我們？ 

 

 

 

 



6 

課堂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分組動手做。藉由簡單「構造」實驗，不限構造方法，將竹筷子搭載成體積最大、最堅固、

造型最特別之房屋意象﹐並記錄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要使用哪些構造方法才能有效達到目的？進而發現構造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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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３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藉由動手做竹筷構造的小實驗中，不停嘗試更多構造的可能性，以達到目的。 

C 課程關鍵思考： 

發現構造問題，並思考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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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４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水管機器人構造探索。利用長短不一的水管（材料）、不同用途的彎頭（構造），嘗試搭配

做出符合造型美感與實用用途的水管機器人。 

C 課程關鍵思考： 

水管的彎頭（構造）如何連接才能作出符合美感與實用兼具的水管機器人？ 

是否有更好的構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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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５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兼顧造型美感與實用用途的水管完成。同時結合生活科技，加入通電原則。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結合電及構造，創作實用的水管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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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６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利用「材質」ＶＳ「功能」配對小挑戰，自由應用適合的「構造」方法，感受生活中因地制

宜的構造美。 

C 課程關鍵思考： 

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不同的材質與用途需求，必有不同適宜的構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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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實驗中無論是水管機器人、竹筷搭載，到最後的挑戰題，時間都需要再拉長，並

且鼓勵學生多大膽嘗試。 

過程中學生的想法落差大，其中有一位在校內擔任水管機器人選手的同學，更是

把水管做成摩托車造型，搭配發光的椅墊，令人驚艷。有些組別則不擅長立體構

造，因此分組需要多注意領導者的分配，與詳細規畫個人工作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