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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鄭怡婷 

實施年級 1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構」思小節，「造」化萬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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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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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本校為職業群科學校，以工業群暨商業群為主，基礎美學知能說明如下： 

(一)色彩：對於色彩三要素色相、明度、彩度的認識能初步辨別，對於呈現美術作品偏好使用

高彩度之飽和色系，因此當色彩配置在一起時會引起視覺的疲勞，能引生活當中的例子讓

學生有感，逐漸構思配色習慣。 

(二)質感：強化培養對於物品用觸感分辨的紋路、肌理的質地能例，職業群科對手作能力重視，

祈能培養學生更強的觸覺敏感度，而不僅用名稱辨別物品。 

(三)比例：能比較物品形體不同，能認識比例的基本觀念，對於經典的比例，如黃金比例比值

有基礎的認識，在應用層面上則較薄弱。 

(四)構成：能初步欣賞視覺的構成，對於構成的視覺效果傾向固定、慣性(如置中、滿版)。 

(五)結構、(六)構造：能初步了解定義，工科學生對於結構的掌握度通常更快能抓到訣竅。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本課程設計六節課旨在培養學生對於美感核心基礎「構造」之下，藉由「構造」的物件舉

例、應用，具焦構造具有規律的特性，從細部到整體的規律性貫穿物件。觀察構造的細膩與巧

思，進而分辨良窳，而能重視思考物件接合「構造」所佔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構造」是將物件分析成單一單位後，接合起整體的組織方式，「通常為了功能需求而存

在，但只要在材料的堆疊創造層次與韻律上稍做變化，構造也能創造質感和視覺上不同的效

果，常被應用在當代的建築和產品設計上。」 
美感電子書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configuration/02-configuration/ 

 

    當學生能主動觀察物件組構的方式，所呈現的視覺秩序美感：統整、韻律等美感，增加對

組織細緻感受。本課程預計規劃前半部引導由生活觀察中物件的組構方式：黏合、穿插、卡榫

等，並請小組學生舉實例呼應，後半部帶領學生使用線材編織組成作品物件，實地操作成品統

整感受創造過程「構造」的規律、統整性。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指學生在該構面預期已經有的能力) 

一、已能分辨物品為一體成型或部件組成的能力。 

二、已能有黏貼、打結、裁量等基本手做操作能力。 

三、已能討論出選擇環境中不同構造的物件，跟全班共同分享。 

  

學生將會：  

一、能在沒有指示說明的狀況下，以美感素養辨識構造間的差異性。 

二、能學會以規律、秩序地方式按部就班，有計畫性的製造物品。 

    EX.結繩編織物品，學會裁量尺寸，計算數目加以構造。 

三、面對生活中元素物件的安排，能依其組裝良窳評價其美感價。 

    EX.室內裝潢木工黏貼與卡榫構造之分析評估。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構造」構面的美感─結繩 

 

學生不擅常注意物件間的接合、組織方式融

連結到視覺美感，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學生會注意從小單元組件，架構延伸成

完整整體的素養能力。 

學生藉由編織構造：了解由線組織成面的聯

結構造，應用於日常物件。 
 



 

應用美感素養-構造能

力，留意物件細節。 

 

教導學生認識結繩於生活運用所學編織

構造技能，創造生活中實用美觀兼具物

品，感受編織構造規律之美 。 

 

面對生活中物件，能觀察其組裝構造

評價其實用性、穩定性、美感價質。 

以生活物件拆解分析單元

組成，規劃六節課時間引導

學生觀察物與物間的接

合，連繫構造，透過舉例分

享、加深構造概念的用途與

目店。輔以作品製作體會繩

材編織構造的奧妙妙。 

 

增強美感「構造」構面、

重視細節、局部而擴及

整體。 

 

「構」思小節， 

「造」化萬端。 

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一)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1.引導觀察階段，列舉生活中的物件分辨是否含有「構造」。 

   2.用美感元素嘗試分類，列舉自然、人造、古今， 

    如：綠建築、仿生建築等案例作品。 

   3.請學生選擇不同構造物件、分享其構造方式特性，於下節課預告實作階段任務。 

   4.教導學生用繩材實際操作，介紹繩材編織物件方式。 

   5.學生丈量繩材、計算尺寸，預想擬定編織完成成品構造並實作。 

   6.展現成品：編繩提袋、桌墊、壁掛，同學間彼此觀摩，抒發中途出錯拆掉重構或繼 

     續完成的心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構造的聯結方式。 

2.透過繩材編織理解組織秩序。 

3.構造的規律與秩序如何在視覺經驗中創生美感。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構造接合方式、繩節之

美、架構安排整體規劃 



 

四、預期成果：  

(一)能體會構造意義，加以舉例使用構造的目的、組成方法。 

(二)能欣賞構造以小單位，架構出整體的功能與美觀，重視細節的落實。 

(三)運用所學編織構造技能，創造生活中實用美觀兼具物品，並使用之 。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趙惠玲(主編)(2016)。薈美‧融藝-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理論與實務。台北市：華藝出版社。 

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 

一、美感手冊 

二、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三、教育部美感網站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預定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1/7 

「引導觀察」─列舉生活中的物件分辨是否含有「構造」。將物件分

析成部件單位，使用美感電子書，生活物品實例，加以介紹構造種

種方式，凸顯其實用及所扮演的重要性。 

2 11/14 
「深入列舉」─列舉自然、人造、古今，如：綠建築、仿生建築等

案例作品，分析其「構造」巧思、美感。 

3 11/21 

「概念集思」─請小組選擇不同構造物件、輪流發表分享所選構造：

「方式」、「目的」、「美感」其構造方式特性，達成初步各種構造方

式概念，於下節課預告實作階段任務。 

4 11/28 

「構造應用」─提示任務，進行結繩示範，分析單位「線」經過編

織構造「繩結」，組成面的原理原則，教導學生丈量繩材、計算尺

寸，預想擬定編織完成作品，各組進行教學。 

5 12/5 

「預想實創」─以平結編織構造並實作提袋、壁掛、桌墊等實用作

品，過程中體會從繩結串結成面的構造規律與原則，引導學生體會

單位細節之重要性，構成完整整體。 

6 12/12 
「成品展現」─編繩提袋、桌墊、壁掛，同學間彼此觀摩，抒發中

途出錯拆掉重構或繼續完成的心得，期許學生注重細節、培養細心。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執行教案材料原定用介紹基礎繩結─平結，編造：線→手環、面→壁掛、體→環

保杯提袋，因成本與課堂時間考量，作出平結繩環與壁掛，本課程系列可延伸結

合結構，將編織構造與立體結構合成，繼續於同批學生課堂教授，可多比較並延

伸課程。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實際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1/7 

「引導觀察」─列舉生活中的物件分辨是否含有「構造」。將物件分

析成部件單位，使用美感電子書，生活物品實例，加以介紹構造種

種方式，凸顯其實用及所扮演的重要性。 

2 11/14 
「深入列舉」─列舉自然、人造、古今，如：綠建築、仿生建築等

案例作品，分析其「構造」巧思、美感。 

3 11/21 

「概念集思」─請小組選擇不同構造物件、輪流發表分享所選構造：

「方式」、「目的」、「美感」其構造方式特性，達成初步各種構造方

式概念，於下節課預告實作階段任務。 

4 11/28 

「構造應用」─提示任務，進行結繩示範，分析單位「線」經過編

織構造「繩結」，組成面的原理原則，教導學生丈量繩材、計算尺

寸，預想擬定編織完成作品，各組進行教學。 

5 12/5 

「預想實創」─以平結編織構造並實作提袋、壁掛、桌墊等實用作

品，過程中體會從繩結串結成面的構造規律與原則，引導學生體會

單位細節之重要性，構成完整整體。 

6 12/26 
「成品展現」─編繩提袋、桌墊、壁掛，同學間彼此觀摩，抒發中

途出錯拆掉重構或繼續完成的心得，期許學生注重細節、培養細心。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練習平結編織→線段構造→起草構思→繩結交織構造→平面掛飾 

C 課程關鍵思考： 

1.構造的聯結方式。 

2.透過繩材編織理解組織秩序。 

    3.構造的規律與秩序如何在視覺經驗中創生美感。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計畫對授課老師提供六大面向的構面探討，藉由美感課程實驗計畫，擴延

學生對於美感的定義，本次實驗課程定調於「構造」觀念，邀請同學共同觀察生

活中「構造」的呈現方式，並且經過「反覆」、「韻律」等手法調整出具有為美

感的線造編織作品。由課堂實作演練中，發現學生面對實作操作耐心、克服問題、

互相討論鑽研的方式，起初無給固定的編織圖案，而是請學生再觀察單一繩結、

聯環繩結、方向交錯或同方向編造後所呈現的視覺感受，而去組合運用，形成各

不相同的圖形─回應本主題「構思」小節，「造化」萬端的課堂鋪陳。從學生投

入關注的手法中，我感受到他們對於編織的手法越來越嫻熟，講求的不只是技法

的掌握，還有對於自我作品的了然於胸。能從不斷構造中反覆修正、自我要求。

潛在中的基本構成要素，如反覆、對稱、韻律等可見接感受對「美」的通感。因

此，合宜的「構造」如何運用在生活中的視覺生成，是可能請學生舉一反三再舉

措出類似的實例，以達美感的共識。如上課程調整內容所述，本次實驗課程系列

可延伸結合結構，將編織構造與立體結構合成，繼續於同批學生課堂教授，可多

比較並延伸課程，並讓學生再學會基礎繩節的運用上，小組合作以發揮更多創作

─從生活實際物品到純粹美術實驗作品結合運用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