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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洪淑玲 

實施年級 國七、國八 

班級數 8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71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組構—我的手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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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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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修習過美的形式原理（均衡、對比、反覆、漸層、韻律） 

2.曾修習過視覺藝術的構成要素（形體、色彩、質感、明暗） 

一、課程活動簡介： 

1. 本課程為「發現校園？」的前導課程，主要建構學生「構造」、「結構」基本概念，以

作為學生未來教室儲物空間設計與製作時的先備知識。 

2. 課程採分組方式進行，討論「物件與物件的結合有哪些方式」，並提出「不利用其他材

料，如何讓物件與物件結合」，藉此導入課程主要概念「榫卯結構」的定義、優點與用

途。「利用風扣板、竹籤與麻繩等材質,製作手機座」以此作為設計的主題，讓手機座

的設計達到：承載「手機重量」、方便「閱讀與使用」、「收納與運輸」三項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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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藝-J-A2 

嘗試設計式的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B3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學生將會： 

運用「構造」、「結構」的美感因子，以「榫卯」基本概念，利用風扣板加上竹(牙)籤與

麻繩等線性材質製作手機座。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構造：物件與物件之間特有的結合方

式。 

2. 結構：形在有重力的三維世界的體

現，結構系統係輔助達成美學目的的

元素，同時兼具力學功用。 

1. 物件與物件的結合有哪些方式？ 

2. 不利用其他材料，如何讓物件與物件結

合？ 

3. 何謂榫卯結構？ 

4. 榫卯結構的傢具(成品)有那些優點？ 

5. 榫卯結構除家具外，可以用在那些地方？ 

6. 不運用其他黏著材料，如何利用「風扣

板」、「竹(牙)籤」、「麻繩」製作具有結構

美感的手機座？ 

7. 手機座如何達到：承載「手機重量」、方

便「閱讀與使用」、「收納與運輸」？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榫卯在中國傳統家具的運用。 

2. 榫卯基本類型。 

1. 利用榫卯的概念設計手機座，將之繪製成

概念圖，並利用竹(牙)籤、麻繩等作線性

材質作結構變化。 

2. 運用工具、方格紙製作等比例的「構件版

型」。 

3. 將「構件的版型」轉繪在風扣板上，並將

之切割、組構成手機座。 

4. 能運用資訊設備紀錄並整理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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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 小組合作學習法：由教師掌控分組，採異質性分組方式，經由合作學習來解除社會隔

離的現象，並產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2. 實作法：將美的基本要素--「結構」與「構造」，從概念建立後，藉由手機座的設計與

製作，讓愛護環境與美的概念落實於生活之中。 

 

3. 資訊融入：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做資料蒐尋的輔助。並讓學生透過照片的記錄，上傳到

Google 雲端教學平台，並以 Google 簡報建構個人與小組的學習歷程檔案。 

 

4. 教學流程：(共 6 節課) 

 

 

5.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物件與物件的結合有哪些方式？ 

藉由學生答覆「物件與物件的常見結合方式」如：黏貼、綑綁、磁吸等。從生活中

提問，以引起學生對於美感因子「構造」的主題關注。 

(2). 不利用其他材料，如何讓物件與物件結合？ 

排除「黏貼、磁吸等」方式，讓學生探究「不靠其他材料輔助，物件與物件結合的

方式」，讓課程導入下一個探討的美感因子--「結構」，也藉此將焦點聚焦於「榫卯」

的結構概念。 

(3). 何謂榫卯結構？ 

「榫卯」為「榫頭」「卯眼」的簡稱，是中國木工中接合兩個或多個構件的建構方

式。其中構件中的凸出部分稱為榫（榫頭，也稱作筍頭），凹入部分則稱為卯（卯

眼，也稱作卯口、榫眼等）。最基本的榫卯結構由兩個構件組成，其中一個的榫頭

插入另一個的卯眼中，使兩個構件連接並固定。榫頭伸入卯眼的部分被稱為榫舌，

其餘部分則稱作榫肩。(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幫助學生做「榫卯」的名詞釐清與界定 

(4). 榫卯結構的傢具(成品)有那些優點？ 

優點如下：a.榫卯結構比用鐵釘連接的傢具結實耐用。 

b.拆裝方便，便於運輸。 

c.便於拆換構件，以利維修。 

藉此讓學生做設計思考時，能發揮上述優點。 

(5). 榫卯結構除家具外，可以用在那些地方？ 

讓學生由網路搜尋、小組討論、發想等方式，藉此導入本次創作主題--「組構—我

的手機座」。 

1~2 一加一等於一 3~4 製作階段 5 組構與修正 6 回顧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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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認識「構造」與「結構」的美感因子。 

2. 運用「構造」與「結構」美感因子，嘗試設計式的思考，提出具美感的設計方案。 

3. 利用風扣板做「榫卯」的接合，再輔以「竹籤」、「麻繩」等線材增加設計的變化性，

以設計製作個人的手機座。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將添購結構、構造、榫卯、家具設計、建築設計與美感相關書籍以供課程設計參考。 

 

教學資源： 

1. 平板電腦。 

2. Google 雲端平台。 

3. 個人手機。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2~10/6 

一加一等於一  

1. 探尋：以小組方式利用平板搜尋「物件與物件的結合有哪些方

式」。 

2. 探索：小組討論「不利用其他材料，如何讓物件與物件結合？」

的問題。 

3. 挑戰一：請小組討論「如何運用厚紙板將印泥盒立起來，並與桌

面分開，並將作品照片上傳雲端」。 

4. 討論：依據學生的作品討論運用哪些設計手法，藉以導入「構造」

美感因子概念。 

5. 說明：請小組運用平板搜尋「榫卯」的定義，並將之寫在小白板

上，完成後張貼教室前方大白板，藉以比較各組的異同。之後教

師再以簡報介紹「榫卯」的定義、優點與相關的設計運用。 

6. 挑戰二：教師公佈回家作業—思考本次的設計主題「不運用其他

黏著材料，如何利用「風扣板」、「竹(牙)籤」、「麻繩」製作手機

座？」。 

2 10/9~10/13 
一加一等於一 

1. 檢核：詢問學生回家後對於上周說明的「設計主題」的課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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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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以做為今日課程調整與修正。 

2. 討論：以小組方式討論「手機座」製作可行的方式，教師提供｢

厚紙板」與工具，並說明「刀具使用規則」，讓學生製作草模，

以利實驗與溝通。 

3. 紀錄：請各組將討論的「草模」與「相關資料」拍照上傳雲端，

以紀錄各組的學習狀況。 

3~4 10/16~10/27 

製作階段 

1. 檢討：就上周各組製作的草模討論對於「力的處理狀況」與討論

製作時所遇到的問題和分享解決對策。 

2. 說明：教師介紹「如何在方格紙中繪製等比例的構件圖面」、「如

何將方格紙的構件圖面轉繪於風扣板上」與「風扣板裁切注意事

項」。 

3. 繪製與裁切：學生於方格紙中繪製構件的設計圖，並將方格紙上

的構件設計圖轉繪到「黑色風扣板上」，並將之裁切組合。 

4. 紀錄：請各組將實作的「作品過程」拍照上傳雲端，以紀錄各組

的學習狀況。 

5 10/30~11/3 

組構與修正 

1. 組構與修正：檢視作品的優點與缺失依據「設計與製作的缺失」

提出修正，以此做為設計原型，為其他組員製作手機座，讓每一

位組員都有一個專屬手機座。 

2. 紀錄與檢核：學生將組構後的「成品」拍照記錄上傳雲端，並以

Google 簡報整理小組的設計與製作的過程資料。 

6 11/6~11/10 

回顧與反思 

1. 紀錄：將整組同學的「手機座」的作品陳列，並將成品拍照記錄

並上傳。 

2. 回顧與檢視：運用照片紀錄作回顧，小組上台分享各組的設計簡

報，幫助師生表達本次課程對個人和小組的改變與影響，以及檢

視作品修正前後的差異。 

3. 反思：檢核作品達成狀況，思考設計與製作中所面對問題與提出

對策，並感謝活動中所得到的幫助，將心得書寫於回饋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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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調整：本次課程原定不以黏合的方式，利用「風扣板」、「竹籤」、「麻繩」來製作手機

座。過程中發現「竹籤」直徑近乎風扣板厚度，所以當「竹籤」側向刺進風扣板時容易刺

穿，而且「竹籤」長度較長，損料也較多。因此增加「牙籤」這個素材，除增加造型線條

粗細變化外，也解決上述問題。 

2. 資訊教學調整：本次課程希望學生能在過程中以 iPad 拍照建檔，並於最後整理成小組的設

計簡報，藉此建構學生學習的歷程檔案。但為了方便學生在家也能以 google 簡報製作分

享，因此將雲端平台由 IES 雲端平台改為 google 雲端平台，並取消使用 IRS 互動式教學系

統。 

3. 教學程序調整：原先預計在學生完成小組的草模後，運用｢方格紙來複製與修正構件」。但

實際上有 1/3 小組的學生，會希望保有各自製作的彈性與變化，會選擇直接重新在風扣板

製圖裁切，跳過使用｢方格紙來複製與修正構件」的步驟。因此在後面授課的班級，並不會

硬性規定進行這個步驟。 

4. 回饋表的內容修正：原先設計的｢回饋表」分別以｢檢核表」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學習狀況，

以及採用開放性問題，請學生依據｢亮點、建議、問題、新點子」四項提出本次課程的回饋

與反思。但在教學過程中，有學生反應小組合作中工作分配不公平，對此教師除在成績計

算調整與教學引導再行修正外，並在最後回饋單增加一項｢對於本次課程你最想感謝的是哪

一位同學，請寫出令你感謝或感動的事！｣，希望藉由感恩的心化解同學間的不愉快，並增

進未來合作的關係。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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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 

B 學生操作流程： 

一加一等於一  

1. 探尋：以小組方式利用平板搜尋「物件與物件的結合有哪些方式」。 

2. 探索：小組討論「不利用其他材料，如何讓物件與物件結合？」的問題。 

3. 挑戰一：請小組討論「如何運用厚紙板將橡皮板立起來，並與桌面分開，並將作品照片

上傳雲端」。 

4. 討論：依據學生的作品討論運用哪些設計手法，藉以導入「構造」美感因子概念。 

5. 說明：請小組運用平板搜尋「榫卯」的定義，並將之寫在小白板上，完成後張貼教室前

方大白板，藉以比較各組的異同。之後教師再以簡報介紹「榫卯」的定義、優點與相關

的設計運用。 

6. 挑戰二：教師公佈回家作業—思考本次的設計主題「不運用其他黏著材料，如何利用「風

扣板」、「竹(牙)籤」、「麻繩」製作手機座？」。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次課程設計希望打破一般學生習慣黏貼的構造方式，因此將｢不可黏貼｣做為作品設計的

限制。而第一節課特別介紹「榫卯」，除提供學生一個設計思考方向外，也幫助學生領略

↑運用厚紙板將印泥盒立起來，並與桌面分開，並將作品照片上傳雲端。 

↑小組運用平板搜尋「榫卯」的定義，並寫在小白板上，完成後張貼教室前方大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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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木作傢俱之美。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一加一等於一 

1. 檢核：詢問學生回家後對於上周說明的「設計主題」的課前準備狀況，以做為今日課程

調整與修正。 

2. 討論：以小組方式討論「手機座」製作可行的方式，教師提供｢厚紙板」與工具，並說

明「刀具使用規則」，讓學生製作草模，以利實驗與溝通。 

3. 紀錄：請各組將討論的「草模」與「相關資料」拍照上傳雲端，以紀錄各組的學習狀況。 

C 課程關鍵思考： 

先讓學生以｢厚紙板」製作草模，主要是容易裁切成型，並藉此讓學生熟悉刀具操作和尺

寸丈量與標示。本節課希望學生完成的草模能達到承載印泥盒（手機代替品）的目標，並

將實驗試作的草模轉化成設計圖。讓設計圖與草模作為後續小組發展的依據。 

↑草模作品                             ↑草模作品 

↑學生運用厚紙板製作草模               ↑草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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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製作階段 

1. 檢討：就上周各組製作的草模討論對於「力的處理狀況」與討論製作時所遇到的問題和

分享解決對策。 

2. 說明：教師介紹「如何在方格紙中繪製等比例的構件圖面」、「如何將方格紙的構件圖面

轉繪於風扣板上」與「風扣板裁切注意事項」。 

3. 繪製與裁切：學生於方格紙中繪製構件的設計圖，並將方格紙上的構件設計圖轉繪到「黑

色風扣板上」，並將之裁切組合。 

4. 紀錄：請各組將實作的「作品過程」拍照上傳雲端，以紀錄各組的學習狀況。 

C 課程關鍵思考： 

以｢厚紙板」製作的草模主要是建立造型的雛型。但是改用「風扣板」後，材質在硬度與

厚度改變，因此增加「風扣板」裁切技巧與材質特色說明，幫助學生掌握「風扣板」材質

特性，以提升學生作品完整度。為增加造型的多元性，提供軟性線材（麻繩）與硬性線材

（竹籤、牙籤)讓其產生綁、拉、撐等變化。此外雖然色彩非本次課程探討的主題，所以

選擇黑色風扣板作創作，讓學生聚焦在構造的構面上。但又期許能有稍稍的色彩變化，因

此麻繩部分準備粉紅、粉綠與原色供學生稍作變化。 

↑以麻繩做為連結方式                     ↑成套式小組作品 

↑小組學習單      ↑構件                 ↑個人手機座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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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組構與修正 

1. 組構與修正：檢視作品的優點與缺失依據「設計與製作的缺失」提出修正，以此做為設

計原型，為其他組員製作手機座，讓每一位組員都有一個專屬手機座。 

2. 紀錄與檢核：學生將組構後的「成品」拍照記錄上傳雲端，並以 Google 簡報整理小組

的設計與製作的過程資料。 

C 課程關鍵思考： 

到第 5 節課時學生作品已陸續完成。透過手機實體放置於機座上，讓學生確認自己作品

是否能承載手機重量，達到方便閱讀與使用、收納與運輸的功能，以及是否具有造型的美

感。而拍照紀錄與上傳並做成小組簡報，目的在讓學生除檢視自己與小組作品外，透過設

計簡報整理，重新回顧與反思從設計到製作的歷程變化。 

↑小組將作品拍照上傳雲端               ↑小組手機座成品 

↑小組將作品拍照上傳雲端               ↑以 Google 簡報整理小組設計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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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回顧與反思 

1. 紀錄：將整組同學的「手機座」的作品陳列，並將成品拍照記錄並上傳。 

2. 回顧與檢視：運用照片紀錄作回顧，小組上台分享各組的設計簡報，幫助師生表達本次

課程對個人和小組的改變與影響，以及檢視作品修正前後的差異。 

3. 反思：檢核作品達成狀況，思考設計與製作中所面對問題與提出對策，並感謝活動中所

得到的幫助，將心得書寫於回饋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上臺報告除讓學生有機會分享作品外，也能聽到其他同學創作的概念與心得。而在回饋表

部分，以檢核表自我檢核各階段達成的狀況，請學生提出課程中亮點、建議、問題與新點

子，讓學生作課程省思外，也讓教師作未來課程修正的參考。此外讓學生寫書一位想感謝

的同學姓名與事情，期許追求形式美感外，也能看到內心的美好。 

↑學生作品                         ↑小組上臺分享作品 

↑學生作品                         ↑小組上臺分享設計理念 



12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打破以黏貼為製作法的慣性：在物件的組合方式，學生慣用以黏貼方式處理。為打破學生

製作的慣性，期許學生能有不同的創作體驗，因此本次課程設定「不運用其他黏著材料」

的限制要求。過程中學生雖多次反應是否可以直接用黏貼的方式解決風扣板結合的問題，

但因這樣的設計限制，反而發展出更多元的構造形式與結構造型。 

2. 引用範例的效應：本實驗課程因無範例可供學生參考，因此在剛施行的前幾班在創作上，

較易呈現創作瓶頸。在逐漸有作品出現後，後面授課的班級在參考這些作品之後，創作的

變化相對多元。但是對於部分學習後段的學生，則會有模仿抄襲的情況發生。 

3. 施行對象作品差異比較：本次施行對象為七、八年級未曾修習美感課程的學生，從學習過

程與作品表現發現，七八年級學生作品表現並無太大差異，僅部分七年級學生作品會呈現

裝飾性的造型表現，如模仿動物型或是會將麻繩打蝴蝶結等裝飾手法。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增加材料與接合方式的多元性：學生在回饋中反應不使用黏貼方式來結合物體，是讓其最

為困擾，但相對也是挑戰後成就感重要的來源。因此希望教師能在材料選擇和結合方式能

再開放，讓其創作能在色彩、質感、造型能有更多元變化。 

2. 新點子的延伸：學生表示對於本課程學習後能引發其新的創意想法，如：儲物櫃製作、文

具盒設計等。 

 

 

經費使用情形 

一、106-1 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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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至 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洪淑玲   同意無償將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之成果報告之使用版權為教育部所

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立交通大學(核心規劃實務工作小組)於日

後直接上傳 Facebook「105-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粉絲專頁或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之相關

網站，以學習觀摩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請學校不得異議。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 洪淑玲                       (請用印) 
(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 台北市萬華區長順街 2 號 

聯絡人及電話：洪淑玲  02-23026959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月 1 7 日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