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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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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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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80 名學生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百變的美「塑」世界 

課程設定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2 年級 施行課堂 ■視覺藝術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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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靠海，對於海洋塑膠的意識； 

2‧對生活中常見塑膠用品的理解與掌握；  

3‧家政課的服裝設計立體概念；  

4‧一年級美術的立體雕塑創作，具備基礎「質感」、「結構」概念； 

5‧機器人社選手學生對「結構」的熟悉； 

6.「歲末聯歡」、「枋中之星」校內表演活動的認識。 



2 

一、課程活動簡介： 

身處在海濱，不能不關心我們的所在之地。 

此教案以「塑膠」貫穿，帶領學生由海洋塑膠議題嵌入，關心塑膠對生活的巨大影響，要如

何回收資源再善加利用，已成為現今刻不容緩的課題。  

本校每年皆舉辦「歲末聯歡」、「枋中之星」兩大型校內表演活動，令學生自定主題，發揮塑

膠「質感」差異特色，結合「結構」組織概念，定製個人專屬環保服飾。 

先讓學生初步認識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各種類塑膠材質，進而蒐集手邊的塑膠廢材，簡易依「質

感」分類，尋找其再造的可能性。 

硬質塑膠有良好的支撐性，可任意堆疊拼組架構。 

軟質塑膠有良好的延展性，可抽拉撕扯，膨脹或收縮。 

利用這些特質，在 kit兩堂試驗中形塑出立體「結構」概念，並將摸索出之結構法，思考表演

主題，實踐於整體造形設計上，創造出具有個人特色，且結合質感之美與結構之美的環保服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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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家政課的服裝設計立體「質感」、「結構」概念。 

美術課的立體雕塑創作，具備基礎「質感」、「結構」概念。 

機器人社選手學生對「構造」構面的熟悉。 

學生將會： 

發現塑膠「結構」之美，運用不同「質感」特性，型塑出實用之環保服飾造型設計。 

知道自己能在哪些部份對物或環境的美化表示尊重、提出建議甚至進行創造。 

美感的發現，由美感的覺察、知能培養及初步應用，逐漸培養議題思考與建構價值觀。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合宜的生活美感。 

2. 「質感」、「結構」構面的能力。 

3. 環境塑膠的有機結構造形。 

4. 貫徹「循環經濟」概念。 

1. 生活中，哪些是「塑膠」？ 

2. 「塑膠」如何影響生活環境？ 

3. 「塑膠」有哪些不同的質地特性？ 

4. 如何簡單使用塑膠，賦予新生命？ 

5. 如何有效利用軟硬塑膠「質感」，「結構」

出造型的力與美？ 

6. 如何結合「質感」與「結構」美感，創

作出個人專屬環保服飾？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塑膠的種類及其影響力。 

2. 塑膠的「質感」與「結構」的關聯性。 

3. 穩定「結構」的方法。 

4. 「結構」造形的美感塑造。 

1. 塑膠「結構」的穩定技巧。 

2. 「結構」與造型兼具之立體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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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相關策略設計與書寫說明： 

1.請列出課程各項單元 

2.其中一單元應包含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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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塑化世界 

１‧神奇的塑化世界 

２‧發覺塑化之美與哀愁。 

二、塑化力 

３‧軟硬皆可型。 

４‧回收塑膠的ｎ個小妙用。 

５‧實驗硬質塑膠結構。 

６‧實驗軟質塑膠結構。 

７‧循環經濟的無限可能。 

８‧小塑膠大變身－個人環保造型主題發想。 

三、美塑的移動城堡 

９‧小塑膠大變身－個人環保造型設計Ｉ。 

１０‧小塑膠大變身－個人環保造型設計ＩＩ。 

１１‧個人環保造型設計走秀會。 

１２‧個人環保造型綜合評比與省思回饋。 

 

提問與反思： 

1. 生活中，哪些是「塑膠」？ 

2. 「塑膠」如何影響生活環境？ 

3. 塑膠有哪些不同的質地特性？ 

4. 如何簡單使用塑膠，賦予新生命？ 

5. 如何有效利用軟硬塑膠「質感」，「結構」出造型的力與美？ 

6. 如何結合「質感」與「結構」美感，創作出個人專屬環保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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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體認塑膠軟、硬質地之「結構」美，並能運用「結構」概念型塑出適合人類使用之再生物。 

經由回收的塑膠結構，令學生產生資源再利用的覺知，並反思人類對環境的傷害，進而懂得珍

惜資源。 

遵循著循環經濟的可能性，利用「質感」、「結構」兩構面認知，將塑膠媒材重複使用，再生出

燦爛光芒。 

令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中都能有所成長，最終內化出尊重環境、謙卑自我的終極目標。 

參考書籍： 

環境資訊中心（網站）http://e-info.org.tw/taxonomy/term/569 

塑膠質感在視觸覺上之感性研究（論文）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s=id=%22100NCK

U5038072%22.&searchmode=basic 

基本概念體系：建築結構基礎（第二版）／鄭琪／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6/12/01 

超級表面：折疊在建築、產品和服裝設計中的造型應用／（希）索菲亞·維佐維蒂／江西美術

出版社／2015/10/01 

教學資源： 

圖片、投影機、實物、案例、講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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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 「塑」化世界－環保意識探討 

1 9/10 
由唾手可得之塑膠用品引起動機，探討生活中使用範圍、了解塑膠

的製成原理。 

2 9/17 小組討論分享塑膠為生活帶來的影響。 

單元二 「塑」化力－結合美與結構，將塑膠製品重製再利用。 

3 9/24 蒐集回收塑膠並簡易依質感分類，感受其質感差異。 

4 10/1 
依照塑膠質感不同，發想塑膠容器回收再利用的可能性。 

－軟、硬塑膠的可分解性與可塑性。 

5 10/8 
Kit1:兩種以上塑膠堅固特質之結構應用。EX:巴克球、屏東紅塑膠

椅裝置藝術。 

http://e-info.org.tw/taxonomy/term/569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s=id=%22100NCKU5038072%22.&searchmode=basic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84%AD%E7%90%AA/adv_author/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123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F%BC%88%E5%B8%8C%EF%BC%89%E7%B4%A2%E8%8F%B2%E4%BA%9E%C2%B7%E7%B6%AD%E4%BD%90%E7%B6%AD%E8%92%82/adv_author/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415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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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15 
Kit2:兩種以上塑膠塑性、柔韌性、彈性特質之結構應用。EX:充氣、

拉絲 

7 10/22 藉由社會事件與環保藝術創作分享帶出「循環經濟」的概念。 

8 10/29 
結合「歲末聯歡」、「枋中之星」大型校內表演活動，發想別具特色

的環保主題，完成設計草圖。 

單元三 百變的美「塑」世界 

9 11/5 
小塑膠大變身－個人環保造型設計Ｉ。 

利用軟硬塑膠質感搭配造型美感能力，結構出個人化整體造型。 

10 11/12 小塑膠大變身－個人環保造型設計ＩＩ。 

11 11/19 個人環保造型設計走秀會＆「歲末聯歡」、「枋中之星」表演。 

12 11/26 個人環保造型綜合評比與省思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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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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台灣燈會在屏東，原先設定為環保服飾的呈現修改為環保燈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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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內容紀錄 

主題一：「塑」化世界－環保意識探討 

單元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思考與理解生活周邊常見的塑膠製品。 

藉由老師講述與學生思考問答，體會神奇的「塑」化世界。 

c. 課程關鍵思考 

塑膠與生活的密切關聯性？ 

可以怎麼做為我們的環境盡一份心力？ 

生活中有什麼與塑膠有關的小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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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小組討論與發想 

小組討論及分享塑膠為生活帶來的影響。 

小組工作分配與塑材預想。 

觸碰軟、硬質塑膠質感差異，發想出結構草圖 

c. 課程關鍵思考 

思考塑膠為生活帶來的影響？ 

軟、硬質不同「質感」的塑膠要如何「結構」出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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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塑」化力－結合美與結構，將塑膠製品重製再利用 

單元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Kit1:硬質塑膠探索 

重新定義硬質塑膠，藉由不同的構造工具（膠帶、釣魚線、釘書機等等），結構

出上節課發想之立體造形，從中摸索硬質塑膠的結構點及支撐力。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從小試驗中，結構硬質塑膠？ 

嘗試不同硬質塑膠部位，摸索使用怎樣的構造方法較適合且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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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Kit2:軟質塑膠探索 

重新定義軟質塑膠，將之裁碎或塑形，從中思考作為燈具時，從何找出支點及支

撐力，及作為燈罩的可能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從小試驗中，結構軟質塑膠？ 

嘗試不同軟質膠部位，摸索使用怎樣的構造方法較適合且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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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３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軟硬塑膠質感塑形綜合應用，從實驗中歸納重點： 

硬質塑膠：良好支撐性，適合堆疊拼組。 

軟質塑膠：良好延展性，適合抽拉、膨脹。 

加上塑膠材質本身的透光性感受美，進而思考燈飾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 

軟、硬質塑膠分別適合做哪些結構表現？ 

如何針對兩種特質選用合適的構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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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４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燈泡試燈之發現與探討 

藉由檢討與欣賞燈泡放入小習作中呈現的樣子及位置，可理解作品在結構、透光

等各方面要如何能更「美」。選擇最合宜的結構方法，並考慮進燈泡擺放的位置。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改進原先的想法，使塑膠燈飾更美？ 

如何挑選適宜的質感及構造方法，結構出完整的燈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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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５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重新思考整體結構問題，尋找適宜的構造方法，合作製作出美觀而完整的燈飾作

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兩節ＫＩＴ小實驗，如何修正原本構思，使其更美觀完整？ 

如何發揮各組巧思，找出擅長使用的塑膠製品，將之拼組成立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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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６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依據草圖結構作品。 

嘗試不同塑膠部位的質感呈現，利用ｋｉｔ實驗摸索出的結構方法拼組成美的燈

飾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質感的塑膠製品，要如何重新結構出草圖的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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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７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組合成造形後，進行細節規劃：注意作品的配色、美觀、透光性、及結構穩定

度測試。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考量配色、美觀、透光性、結構穩定度等等，使作品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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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百變的美「塑」世界 

單元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試燈大會 

完成作品結構及細節規畫後，借用老師的燈泡嘗試在發光時，作品呈現的樣子，

再進行微調。 

c. 課程關鍵思考 

加入燈光條件後，作品的透光性夠嗎？結構夠穩固嗎？整體是否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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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作品賞析與分享會 

作品裝上燈泡與吊繩後就完成了。互相觀摩討論，欣賞大家的創意巧思，票選出

兼具美觀及穩固結構的燈飾。 

c. 課程關鍵思考 

自己與別人的作品分別有何優缺點？ 

是否還有能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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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３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屏東燈會枋寮區校園燈飾展示。 

對照屏東大鵬灣燈會的綠能環保燈區作品，檢視自身創作與綠能藝術創作的不同

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環保燈飾創作，從中學到些什麼？ 

為何要選用塑膠材質創作？ 

不同質感塑膠的結構法，能否應用在未來的立體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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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教學中同學總是質疑自己是否能把他們眼中的「垃圾」循環成「藝

術」。藉由優秀作品分享及 kit實驗的不斷嘗試，學生終能相信自

己，用美的眼光化腐朽為神奇。 

未來課程如能結合生活科技，讓學生 

自己練習接燈，體會藝術造形與生活的密切結合，會更有成就感。 

如時間允許（燈會與計畫時間不一致），也能一起至大鵬灣參觀燈

會，親眼欣賞綠能環保燈飾，感受塑膠燈飾魅力，並帶出在地屏東

人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