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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教師： 杜敏學、張儷薰 教師 

輔導單位： 中區 基地大學輔導 

 



2 

目錄 

一、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霧峰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杜敏學 

實施年級 二、三年級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04 名學生 

申請學校 霧峰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張儷薰 

實施年級 二、三年級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5 名學生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比例展示箱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本期計畫以初階單一

構面學習為主）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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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一同學未曾修習過美感課程。 

   國二同學曾在一年級時修過構成與構造兩個構面的課程，對這兩個構面有基本認識。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 學生知道對稱、均衡、主從、分格構成的幾個基本概念。 

2. 對單元形的組構方式有接合的操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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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本課程首先著重於美感結構的體驗活動，第一堂課先以各種厚、薄紙張利用折、疊、切

割等方式，形成一個可以承載冰塊的容器，讓學生體驗承載物體必須注意到的結構問題與條

件。例如：承載物體之後會不會因為重量而有倒榻的現象呢?容器會因此變形嗎?第二堂課利

用結構相關案例，讓學生了解結構的組成方式有哪些，案例中是利用何種方式使結構有了抗

地心引力和抗變形力。第三、四堂課讓學生運用第二堂所學習到的結構方式與概念，進行雞

蛋承載容器的實作，針對所製作出的容器必須要考量如何使結構體堅固、穩定、能承重並且

挑戰最大承載容量，以此實作方式讓學生體驗美感結構的形式。第五堂課針對各組結構實作

作品進行討論，並選出最好看的作品，並且引導學生說出具有美感的地方？以此連結美感構

成與結構的學習經驗。並經由問題討論讓學生思考如何選擇適當的材料和結構方式進行結構

練習？第六堂課則讓學生進行各組的結構作品成果發表，學生可從彼此展現的作品中分享與

體驗結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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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知道美感的基本條件。 

 

學生將會：  

1.能夠察覺比例的概念，並且初步應用。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結構  構面的美感 

2. 合宜的  比結構 構面 

3. 結構的抗變形力與抗地心引力 

1. 生活中那些事物與結構有關? 

2. 合宜的結構如何抗變形力？ 

3. 合宜的結構如何抗地心引力？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結構的概念 

2. 不同的組構方式會影響結構力的穩

定度 

3. 不同的組構方式會影響力量的傳輸

方向 

1. 切割、組構板材的技能 

2. 能運用學過的構成觀念做適當組構素材 

 



4 

三、教學策略：（表現任務及歷程） 

相關策略設計與書寫說明： 

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 本課程首先著重於美感結構的體驗活動，第一堂課先以各種厚、薄紙張利用

折、疊、切割等方式，形成一個可以承載玻璃珠的容器，讓學生體驗承載物體必須

注意到的結構問題與條件。 

第二堂: 第二堂課利用結構相關案例，讓學生了解結構的組成方式有哪些。 

第三堂: 讓學生運用第二堂所學習到的結構方式與概念，進行雞蛋承載容器的實作，

針對所製作出的容器必須要考量如何使結構體堅固、穩定、能承重並且挑戰最大承

載容量，以此實作方式讓學生體驗。 

第四堂:  繼續第三堂課的操作課程 

第五堂: 針對各組結構實作作品進行討論，並選出最好看的作品，並且引導學生說出

具有美感的地方？以此連結美感構成與結構的學習經驗。 

第六堂: 第六堂課則讓學生進行各組的結構作品成果發表。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生活中有哪些事物（包括建築或器物）與結構力量有關? 

2.結構的力量傳輸與什麼因素有關? 

3.結構的穩定度有什麼因素有關? 

4.結構的抗地心引力與什麼因素有關?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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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1. 學生能了解構造和結構的關聯。 

2. 學生能了解影響結構力量的因素。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105年版美感教育電子書 

教學資源： 

1. 105 年版美感教育電子書 

2. 新北美術館 打造蘆薈叢中現代建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H24_lbCnQ 

 

教學進度表 

 
 

週

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11 KIT 活動體驗：玻璃珠溜溜 

2 10/18 結構 PPT：經典案例抽絲剝繭 

3 10/25 結構實作活動：加蛋不用錢 I 

4 11/1 結構實作活動：加蛋不用錢 II 

5 11/8 綜合討論：最佳金「容」獎 

6 11/15 成果發表：視覺饗宴大匯集  

 

三、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第一堂 第二堂 
 
     以各種厚、薄紙張利用折、疊、切割等方式，形成一個可以承載玻璃珠的容
器，讓學生體驗承載物體必須注意到的結構問題與條件。但學生在剪裁、黏貼
各式紙張時好像在執行構造的任務一樣，並沒有很了解結構和構造任務的差別。 
 
    利用結構相關案例，讓學生了解結構的組成方式有哪些，案例中是利用何種
方式使結構有了抗地心引力和抗變形力。玻璃珠的重量較輕，製作容器容易不
易引起學生在學習重點〈抗地心引力和抗變形力〉上的關注。所以在此有了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H24_lbC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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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上的限制，以不用黏著、貼的方式來進行任務，以達成學生了解結構中
力學的影響。 
 
第三堂 第四堂 
 
    原定讓學生運用第二堂所學習到的結構方式與概念，進行雞蛋承載容器的實
作，針對所製作出的容器必須要考量如何使結構體堅固、穩定、能承重並且挑
戰最大承載容量，以此實作方式讓學生體驗美感結構的形式。我們希望把學生
對彈珠的關注引導至抗變形力和慣性矩的力量傳輸上，因此在第二階段的操作
任務設計上作了以下的改變，學生必須分組討論出可行的方案，設計出能讓彈
珠滾動傳輸力量的彈道並以卡榫結構完成一個彈珠玩具。 
 

 彈珠重量雖然輕，但是它具滾動的不確定特性卻引起學生高度的興趣，因
此在第二階段課程雞蛋任務中我們決定繼續以彈珠為主軸，以延續第一階段的
kit 操作發展更進一步的結構練習。 
 
第五堂 
    
    課針對各組結構實作作品進行討論，並選出最好看的作品，並且引導學生說
出具有美感的地方？以此連結美感構成與結構的學習經驗。並經由問題討論讓
學生思考如何選擇適當的材料和結構方式進行結構練習？ 
 
第六堂 
    
    讓學生進行各組的結構作品成果發表，應給學生更多的時間製作，不過實施
時已經學期末，所以學生成品結果較受限。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單元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學生嘗試各種材料做卡榫結構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卡榫結構的思考：不同材質的磨擦係數不同，卡榫方式的微

調差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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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設計彈珠容器 

c. 課程關鍵：思考彈珠的滾動情形和力量的傳輸關係。 

單元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操作彈珠軌道 

c. 課程關鍵思考 ：彈珠的滾動方向和力量的傳輸關係 

 

單元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彈道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材質運用與結構的關係 

 

單元5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彈道設計的轉載 

c. 課程關鍵思考：力量傳輸的轉換與結構的關係 

單元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完成任務 

c. 課程關鍵思考：彈珠轉換力量與結構的關係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一開始在結構的引導課程中，引用建築案列，除了建築師的建

築作品認識之外，其實還可以舉其中一個建築特別出來解析其結構

體，了解其連結與力量程載，學生才不會接受到很多很廣的知識而

沒有較深的理解與認識。 

      在彈珠載重的體驗活動中，可以將執行活動的規則再做更清楚的

指定或限制，如載重的器物製作時不可使用黏著劑(如:膠帶、雙面膠、

膠水等。)因為黏著劑的使用，可能流於材質的拼貼而無法體驗到因

重力而帶來的變形與結構是否穩固。 

      彈珠重量雖然輕，但是它具滾動的不確定特性卻引起學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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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興趣，因此在第二階段課程任務中我們決定繼續以彈珠為主軸，

以延續第一階段的 kit 操作發展更進一步的結構練習。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美感教育，使我在欣賞作品時，可以從許多角度當中，去觀察出它

的細節，以及整體上的美感，也能藉由學習到的美感，讓自己有動

手做美術的衝動，而美感教育，重要的地方在於欣賞別人的作品時，

能夠找它的美。 302羅盛憲 

 

我這三年學到的主從、對稱、均衡、對比、和諧等等，在我們的活

中到處都能見到，像離我們學校很近的林家花園，它很常用到對比

和重複，不但簡單不繁雜，而且又不會讓人感到畫面太過雜亂，如

教室的窗簾、制服整套、地板上的磁磚之類的，如果能在更多地方

用上這些美，就能夠看到更完美的世界。 302 張芝瑜 

 

美感夠讓我們學習到許多能和日常生活聯想的畫面， 

因為有了這些視覺構造的結合，而使得我們的視覺生活更加舒適。     

304 張鈺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