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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主題課程實驗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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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有感─日常生活的美感敘事 

課程設定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教學對象 █職業學校 1.2.3 年級 施行課堂 
█高中高職多元選修 or 基本設計 

█視覺藝術課程中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或曾於國中階段修習美感課程) 

* 先備能力：  

本校皆為職業類科，以工科居多，在各科專業課程中，多有基礎圖學或工程圖學

的相關課程。依現行課綱，三年中僅有 2 學分的視覺藝術課程，而多數科別皆將「美

術/藝術生活」安排於三年級學習。(家政科、畜產保健科將課程安排於一年級；資訊

科安排於二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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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動機不足、學習成就不高，「手作能力強但美感經驗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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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而言，學生「美感意識」不甚敏銳。構圖能力弱、自信心不足導致無法獨力

完成自由創作的完整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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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106 學年度的兩次嘗試，發覺學生常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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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職業學校僅開設視覺藝術 2 學分的狀態下，單一構面式的教學課程較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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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利用青少年喜歡沉溺於幻想世界的特性，與國文教師合作，從奇幻散文或線上遊

戲中，經由文字及草圖提取吸引人的空間元素，引導學生以美的視角發掘生活經驗中的

美感元素，進行「日常有感」探討，期待平面創作能更加貼近學生日常，回歸美感經驗

後能提升畫面/空間的組構能力。並以「構造」構面出發，將平面作品以立體呈現。最

後引導學生探討成為專業職人所需具備的創新能力。 

107-1 實驗課程，第一階段將著重於「引導美感意識」，以「組構美感元素」(構成)、

「形塑美感氛圍」(色彩)，讓學生有能力完成令自己滿意的「日常有感」平面創作。進

入第二階段後，強化「構件的動態嘗試」。與前期不同的是，106-2 聚焦於「構造」單

一構面，淡化色彩、構成等其他構面。本學期著重於將平面開合後的立體呈現，並設計

可「自動」的嘗試。除了延續平面角色的移動呈現外，加入「摺疊卡的厚度與深度」、「摺

疊卡的自動彈出設計」及「摺疊卡的自旋功能設計」，最終以「多角形的立體組合」及

「硬頁書」的成型，讓學生將本學期的平面創作以立體方式(盒裝或書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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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經由國中階段的美感課程，對於「美的組合原則」及「色彩」已有先備知識。 

 多數班級為三年級，以工科學生為主，專業課程中完成「基礎圖學」或「工

程圖學」課程，已具備尺規製圖及三視圖等基礎能力。 

學生將會： 

 覺察空間構成的美感元素，進而重新組構創造氛圍，完成平面創作。 

 從繪本中觀察讓平面書冊中「立體」及「可自動」的關鍵構造，重新實驗並應

用於立體創作中。 

 反思專業職人的創新能力。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合宜的生活美感 

2. 構成、色彩、構造構面的能力 

3. 日常有感─從平面到立體的動態嘗試 

4. 專業職人的創新能力 

 提取美感元素後重新組合(構成)、型塑

美感氛圍(色彩)，完成「日常有感」平

面創作。 

 利用紙張摺疊與開合的過程，嘗試「立

體樓梯」創作，並設計「自動旋轉」與

「自動彈出」的動態功能，完成完整立

體創作。 

 比較物件「裝置性」與「裝飾性」的敘

事差異。 

 進而讓學生探討工科學生成為專業職人

須具備的創新設計能力。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累積的生活經驗能夠成為創作的元

素。 

 書面開合的拉力有助於構造的設

置。 

 構件的接合位置，會影響動態零件

的運行軌跡。 

 美感經驗對於專業職人養成的助

益。 

 完成貼合生活經驗的「日常有感」。 

 實際嘗試書冊的「立體」構成設計。 

 實際嘗試書冊的「自動」構成設計。 

 準確定位每個物件的接合位置。 

 應用基本設計完成立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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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第一階段：引導美感意識 

1.【日常生活的美感敘事】(課後另請國文教師進行 2 節跨領域課程進行美感書寫) 

以散文或線上遊戲中，場景元素分析空間氛圍的細微的差異，以圖文相輔書寫

並嘗試記錄，累積對於各項因子之美學敏感度─將「名詞」(元素)、「形容詞」

(感覺)，「副詞」(對應關係)及「動詞」(交流)，以不同的色筆圈出，請小組歸

納出一句最貼近全文的註解。 

提問與反思： 

1. 文學或線上遊戲中的場景是否真實存在？嘗試以不同情緒改寫經典童話。 

2. 以 500 字書寫一日生活的美感經驗。 

2.【組構美感元素】 

分析場景的組合元素與排列(構成)，從畫面重點(至少包含均質呈現與主體型

塑)、，引導學生意識可視性空間的美感元素，並重新進行組構。 

提問與反思：從畫面重點而言，均質呈現與主體型塑各會造成那些不同效果？ 

3.【版面整體配置】 

分析場景的組合元素與排列(構成)，從整體配置(單一主體、斜線、對稱、弧形、

不規則)等主題，引導學生意識可視性空間的美感元素，並重新進行組構。 

提問與反思：當基本元素相同時，不同的整體配置各會產生哪些不同差異？ 

4.【色彩的情緒反映】 

從電影劇照的色彩的表現，探討場景氛圍以及顏色造成的情緒反映，讓學生利

用軟體重新賦予色彩，引導學生分組聚焦於各種可視性空間。 

提問與反思：動作片、科幻片、驚悚片、愛情片，各有哪些常見的色彩運用？ 

5.【濾鏡與氛圍】 

延續前周主題，讓學生拍攝與電影劇照相同的版面配置，並以不同濾鏡及人部

表情變化，將電影劇照重新賦予色彩，並比較前後差異。 

提問與反思：除了濾鏡和主角表情的轉換，還有哪些色彩因子影響視覺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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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活有感】繪畫創作 

以層層剖析方式進行美感敘事。利用「構成」及「色彩」等基礎練習，創作「生

活有感」平面創作。(課前另請輔導教師針對「自我認同」主題進行 1 節跨領

域課程) 

提問與反思：1.具脈絡的序列性思考是否能應用於平面創作中？ 

2.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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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平面美感的動態嘗試 

7.【摺疊卡的厚度與深度 1】 

1.在紙卡上畫出橫向中心線，並於中間畫出 2 條等長直線，試著以山折線及谷

折線將它立體化。 

2.嘗試在紙卡中創作大小、高低各不同的三個立方體。 

提問與反思：嘗試將紙卡立體化的過程中，觀察到哪些立體成型的規則？成型

的立方體有時會超出原有紙卡對折後的大小，應如何修正？ 

8.【摺疊卡的厚度與深度 2】 

1.卡片的立體化是呈現書冊趣味的第一步。利用深度與高度的演練，在平面紙

卡上嘗試單層樓梯設計。 

2.從紙張中心線開始，上緣長度與下緣長度恰與物件高度與厚度有關。請嘗試

利用此一原理，於平面紙卡上設計雙層樓梯。 

提問與反思：測量教室的桌椅尺寸，嘗試以縮小比例方式使其立體呈現於紙卡。 

9.【摺疊卡的自動彈出功能設計】 

打開書冊的左右拉力，會誘發構件突出並立體呈現於眼前。利用觀察繪本中的

既有構件，創作具自動彈出的折疊卡。 

提問與反思：1.紙張的切割與接合均會影響動態的順暢性及準確度 

2.如何能於作品中加入多個彈出物件，或讓彈出的物件具層次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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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摺疊卡的自動旋轉功能設計】 

打開書冊的左右拉力，會誘發構件突出並立體呈現於眼前。除了直線彈出，

亦有可能如小蛇一般螺旋形讓物件旋轉向前。利用觀察繪本中的既有構件，

創作具自動旋轉的折疊卡。 

提問與反思：「自動彈出」設計可如何與「自動旋轉」功能相呼搭配？ 

11.【日常美感的立體呈現 1─平面到立體的轉化】 

學生已具有多角形的製圖能力，練習讓多角形得以立體呈現，從簡單的三角

錐、立方體到各式立體型，在禁止使用黏膠的狀態下，嘗試自行於紙卡中繪

製並使其成為可以攤平的立體盒子。進而嘗試讓盒中的多角形能層層展開，

期待都能像洋蔥一般層層發現美感驚喜。 

提問與反思：1.參考同學做法，請整理出各種接合方式。 

2.從平面到立體的創作過程，最困難的是哪一環節？ 

12. 【日常美感的立體呈現 2─書冊成形】 

從早期的竹簡到近代書冊，其裝幀技巧有多種形式。依適教學主題，讓學生

嘗試精裝硬頁書殼的簡易裝釘，讓學生看到既有成品，分組回推構成方式，

將流程紀錄於學習單中，並仿造該種方式重新成型。  

提問與反思：1. 柔背、硬背、腔背的精裝書本，各有哪些細節上的差異？ 

2. 封面本身帶槽或無槽，是否影響翻頁手感？除外觀不同外，實

際使用上還有哪些細微的差異？ 

13. 【作品成型】 

利用前幾週的構造方式，將平面創作轉為立體作品。 

提問與反思：1. 從平面到立體的創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細節？ 

2. 因應預期成品的外觀不同，曾在作品成型的過程中進行了那些

調整？(大小、形狀、翻閱方向等…) 

3. 從他人作品中，是否給你新的創作靈感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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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作品分享─立體作品中的「構造」元素】 

每人 2 分鐘，以說書人的角色，講述屬於自己的「美感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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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物件「裝置性」與「裝飾性」的敘事差異。 

第三階段：從「工人」到「職人」─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15.【日常有感─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帶領學生檢視課程主題「日常有感」，在生活環境中累積美感經驗、意識美感

元素，都能成為正向能量。107-1 美感實驗課程，藉由分組討論、歸納與分

析美感元素，建構個人的「日常美感」創作；設計動態構件中的嘗試與修正，

都是有意識的經歷了美感體驗，引導各職業類科學生提升專業能力(家政科─

嬰幼兒教具設計、機械科─綜合加工實習；室內空間設計科─模型設計與製作

實習等)。使得美感素養對於「職人」養成有正向的助益。 

提問與反思：1. 因應時代的「職人」，除專業能力的提升之外，創新設計能力

對於各專業領域上能有哪些加乘作用？ 

四、預期成果：  

依職業學校的學生特性，從美感意識的建構，到「構成」、「色彩」等基本能力的

培養，應用於立體化的「構造」嘗試，是為循序漸進的擴散過程，最後回歸至「職人」

專業養成必備的美感素養。期望學生以美的視角對於「日常有感」，並嘗試從平面轉為

立體的構造設計，比較物件「裝置性」與「裝飾性」的敘事差異，增添閱讀作品的趣

味性。以「作中學」增加學生自信，進而反思美感素養提升專業職人的創新能力，依

各職業科群的不同，發展出合宜的美感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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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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元為題，單元安排之週次可自行修正）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子題 

第一階段  引導美感意識 

1 9/18 【日常生活的美感敘事】 

2 9/25 【組構美感元素】 

3 10/2 【版面整體配置】 

4 10/9 【色彩的情緒反映】 

5 10/16 【濾鏡與氛圍】 

6 10/23 【生活有感】繪畫創作 

第二階段  平面美感的動態嘗試 

7 10/30 【摺疊卡的厚度與深度 1】 

8 11/6 【摺疊卡的厚度與深度 2】 

9 11/13 【摺疊卡的自動彈出功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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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20 【摺疊卡的自動旋轉功能設計】 

11 11/27 【日常美感的立體呈現 1─平面到立體的轉化】 

12 12/4 【日常美感的立體呈現 2─書冊成形】 

13 12/11 【作品成型】 

14 12/18 【作品分享─立體作品中的「構造」元素】 

第三階段  從「工人」到「職人」─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15 12/25 【日常有感─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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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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與國文教師合作的寫作練習，期待學生書寫個人化的生活感知，

以「最難忘的…」為主題，利用每周一堂「閱讀與寫作」課程進行書寫。但文

章完成時間已接近學期中，與原有課程計畫時程難以配合，故另安排導讀王安

憶《長恨歌》，重新書寫一日美感經驗。 

1-2 與 1-3 課程著重於提取元素並重新組構，讓學生分組並以「美感經驗」

或重新改寫童話故事做為文本，從文章中擷取元素並重新組合配置。圖像化的

過程對於學生是很大的挑戰。為了避免增加學生的挫折，故以黑色卡紙雕刻外

型，省略表情或動作細節，也為色彩單元進行鋪陳。 

第一階段後續課程以「色彩」為主題，講述色彩情緒及應用。將電影海報

以灰階處理，猜測該片的戲劇類型，爾後以恢復原色的海報作為印證，討論色

彩帶來的視覺影響。最後利用水彩渲染技法搭配先前製作的剪影，進行重新配

置並小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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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內容紀錄 

主題一  引導美感意識─「構成」及「色彩」 

單元 1-1 【日常生活的美感敘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散文或線上遊戲中，場景元素分析空間氛圍的細微的差異，以圖文相輔書寫並嘗

試記錄，累積對於各項因子之美學敏感度─將「名詞」(元素)、「形容詞」(感覺)，「副

詞」(對應關係)及「動詞」(交流)，以不同的色筆圈出，請小組歸納出一句最貼近全

文的註解。(課後另請國文教師進行 2 節跨領域課程進行美感書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文學或線上遊戲中的場景是否真實存在？嘗試以不同情緒改寫經典童話。 

2. 以 500 字書寫一日生活的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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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2 【組構美感元素】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分析場景的組合元素與排列(構成)，從畫面重點(至少包含均質呈現與主體型塑)、，

引導學生意識可視性空間的美感元素，並重新進行組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畫面重點而言，均質呈現與主體型塑各會造成那些不同效果？ 

 

單元 1-3 【版面整體配置】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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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場景的組合元素與排列(構成)，從整體配置(單一主體、斜線、對稱、弧形、不

規則)等主題，引導學生意識可視性空間的美感元素，並重新進行組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畫面重點而言，均質呈現與主體型塑各會產生那些不同效果？ 

 

單元 1-4 【色彩的情緒反映】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電影劇照的色彩的表現，探討場景氛圍以及顏色造成的情緒反映，讓學生利用軟

體重新賦予色彩，引導學生分組聚焦於各種可視性空間。 

c. 課程關鍵思考 

動作片、科幻片、驚悚片、愛情片，各有哪些常見的色彩運用？ 

 

單元 1-5 【濾鏡與氛圍】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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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延續前周主題，讓學生拍攝與電影劇照相同的版面配置，並以不同濾鏡及人部表情

變化，將電影劇照重新賦予色彩，並比較前後差異。 

c. 課程關鍵思考 

除了濾鏡和主角表情的轉換，還有哪些色彩因子影響視覺情緒？ 

 

單元 1-6 【生活有感】繪畫創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層層剖析方式進行美感敘事。利用「構成」及「色彩」等基礎練習，創作「生活

有感」平面創作。(課前另請輔導教師針對「自我認同」主題進行 1 節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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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具脈絡的序列性思考是否能應用於平面創作中？ 

2.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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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二 / 平面美感的動態嘗試─「構造」 

單元 2-1 【摺疊卡的厚度與深度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在紙卡上畫出橫向中心線，並於中間畫出 2 條等長直線，試著以山折線及谷折線

將它立體化。 

2.嘗試在紙卡中創作大小、高低各不同的三個立方體。 

c. 課程關鍵思考 

嘗試將紙卡立體化的過程中，觀察到哪些立體成型的規則？成型的立方體有時會超

出原有紙卡對折後的大小，應如何修正？ 

 

單元 2-2 【摺疊卡的厚度與深度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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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卡片的立體化是呈現書冊趣味的第一步。利用深度與高度的演練，在平面紙卡上

嘗試單層樓梯設計。 

2.從紙張中心線開始，上緣長度與下緣長度恰與物件高度與厚度有關。請嘗試利用

此一原理，於平面紙卡上設計雙層樓梯。 

c. 課程關鍵思考 

測量教室的桌椅尺寸，嘗試以縮小比例方式使其立體呈現於紙卡。 

 

單元 2-3 【摺疊卡的自動彈出功能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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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書冊的左右拉力，會誘發構件突出並立體呈現於眼前。利用觀察繪本中的既有

構件，創作具自動彈出的折疊卡。 

c. 課程關鍵思考 

1.紙張的切割與接合均會影響動態的順暢性及準確度 

2.如何能於作品中加入多個彈出物件，或讓彈出的物件具層次性？ 

 

單元 2-4 【摺疊卡的自動旋轉功能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打開書冊的左右拉力，會誘發構件突出並立體呈現於眼前。除了直線彈出，亦有可

能如小蛇一般螺旋形讓物件旋轉向前。利用觀察繪本中的既有構件，創作具自動旋

轉的折疊卡。 

c. 課程關鍵思考 

「自動彈出」設計可如何與「自動旋轉」功能相呼搭配？ 

 

單元 2-5 【日常美感的立體呈現 1─平面到立體的轉化】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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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已具有多角形的製圖能力，練習讓多角形得以立體呈現，從簡單的三角錐、立

方體到各式立體型，在禁止使用黏膠的狀態下，嘗試自行於紙卡中繪製並使其成為

可以攤平的立體盒子。進而嘗試讓盒中的多角形能層層展開，期待都能像洋蔥一般

層層發現美感驚喜。 

c. 課程關鍵思考 

1.參考同學做法，請整理出各種接合方式。 

2.從平面到立體的創作過程，最困難的是哪一環節？ 

 

單元 2-6 【日常美感的立體呈現 2─書冊成形】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9 

從早期的竹簡到近代書冊，其裝幀技巧有多種形式。依適教學主題，讓學生嘗試精

裝硬頁書殼的簡易裝釘，讓學生看到既有成品，分組回推構成方式，將流程紀錄於

學習單中，並仿造該種方式重新成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柔背、硬背、腔背的精裝書本，各有哪些細節上的差異？ 

2. 封面本身帶槽或無槽，是否影響翻頁手感？除外觀不同外，實際使用上還有哪些

細微的差異？ 

 

單元 2-7 【作品成形】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利用前幾週的構造方式，將平面創作轉為立體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從平面到立體的創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細節？ 

2.因應預期成品的外觀不同，曾在作品成型的過程中進行了那些調整？(大小、形

狀、翻閱方向等…) 

3.從他人作品中，是否給你新的創作靈感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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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8 【作品分享─立體作品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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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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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物件「裝置性」與「裝飾性」的敘事差異。 

主題三 / 從「工人」到「職人」─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單元 3-1 【日常有感─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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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帶領學生檢視課程主題「日常有感」，在生活環境中累積美感經驗、意識美感元素，

都能成為正向能量。107-1 美感實驗課程，藉由分組討論、歸納與分析美感元素，

建構個人的「日常美感」創作；設計動態構件中的嘗試與修正，都是有意識的經歷

了美感體驗，引導各職業類科學生提升專業能力(家政科─嬰幼兒教具設計、機械科

─綜合加工實習；室內空間設計科─模型設計與製作實習等)。使得美感素養對於「職

人」養成有正向的助益。 

c. 課程關鍵思考 

因應時代的「職人」，除專業能力的提升之外，創新設計能力對於各專業領域上能

有哪些加乘作用？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校學生以工科為多，對於美感經驗較為缺乏，也少有細膩覺察美感的能

力。因故設計三階段的主題課程，期待學生歷經「覺察美」累積美感經驗、分

析美感因子，進入主題課程以實務動手「創作美」，進而「應用美」於各職群以

提升專業能力。 

考量教學對象，調整教學資源 

107-1 課程以家政科一年級、畜保科一年級、資訊科二年級及室設科二年

級學生為主要對象。過往經驗中，發覺不同職群的學生對於各項課程主題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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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有很大的落差。或許因高職入學時，已依照興趣能力等條件進行分班，

又因各職群培養之專業能力有所不同，故教師進行教學時，得以預先考量學生

特性而提出適合的教學資源。以畜保科學生而言，因缺乏圖學相關課程，進行

「摺疊卡的厚度與深度」課程時，適當採用方格紙輔助能減少挫折，並專注於

嘗試該堂課程的學習重點。 

協同教學夥伴間的配合 

本學期課程申請時，原提出與國文教師配合進行寫作練習。但因核定計畫

時已開學，各科教學進度難有調整空間，僅能以不影響主要課程下進行微調，

以至於未能如原申請計畫時程進行課程 1-6「生活有感繪畫創作」。是故另安排

一堂課美術課程導讀文學作品後進行「一日有感」短文寫作。 

高職課程中，「閱讀與寫作」每周僅有一堂，學生以文字表達美感覺知略顯

吃力，須不斷鼓勵、協助於敘事短句中增加可視性或抽象性的形容詞，方能組

織完整的美感圖像。 

增加挑戰題，提升學生成就感 

本校學生學習動機不強、自信心不足，理論講述式的課程難以引起學生興

趣。本學期課程藉由實際動手操作動態構件，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主要單元中

雖以「平面紙張的立體構成」為最終成品，但單元式的課程設計讓學生不因該

堂進度未完成而造成隔周進度落後的狀態。各項紙卡的立體與動態操作雖有難

易，但對部分學生而言，亦有靈光乍現而突然開竅的興奮。另外也將 106-2 課

程中操作的「扣」、「釘」、「轉」、「拉」等平面構件視為課堂挑戰題，讓進度快

速的學生能夠腦力激盪不間斷，也能豐富期末成果的動態構成。 

因應學生特性，設計「美感有感─日常生活的美感敘事」主題課程。最後

引導「創新設計能力」對於專業的加成。引導學生於生活中覺察美感元素、累

積美感經驗，藉由個人書寫、分組討論、整合美感元素到設計動態構件的創作，

都是有意識的歷經了美感歷程。期望能讓學生體認「美」不僅是抽象、個人化

的心理感受，藉由思考問題、分析需求進而提出解決方式，更是培養高職學生

未來進入職場的美感應用能力，將美感素養累積於日常，為職人養成奠定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