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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中市立四箴國中 

授課教師 吳俞青 

實施年級 九年級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7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請整理參考教材，調整為適合自身的課程） 

參考課程案例：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東區國風國中 

參考課程名稱：穿越花間                                                

課程名稱：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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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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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曾修習過美感教育構成構面「吐司

上的風景」自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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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僅接觸到構成與色彩兩個構面，仍對於其他構面少有認識，對於各種特殊媒材實作也較

無使用經驗。 

附件二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本課程以構面中的「結構」為教學核心，從現代建築中的窗戶思考窗的功能及意義，以中

國傳統園林建築中的花窗設計切入，帶領學生發現花窗的功能與美感。傳統花窗常使用於中國

園林設計，兼具實用與裝飾效果，除了本身透光通風的用途外還具有觀景借景的功能，可使兩

側相鄰空間似隔非隔，相互溝通、借資，使景物富於層次美感。而花窗本身的花紋樣式在不同

角度的光線照射下，虛實的變化的光影交織出活潑流動的園林美景。在台灣，60 年代的鐵花

窗是公寓美學的裝飾特色之一，不同於現今剛硬冰冷的不鏽鋼鐵窗，這些以鐵鑄成的鐵花窗充

滿溫度與視覺美感，各家各戶挑選符合自己品味的鐵花窗，運用鏡射、重複、縮放、旋轉等手

法創造出不同花樣，每幅手作窗都是師傅精心設計的作品。 

花窗除了支撐窗框的功能之外，部分結構更具有視覺美感。在教學活動中，先讓學生觀察

花窗圖案，從中發現具有支撐力量的結構圖形以及單純營造視覺美感效果的裝飾圖形，藉由教

學活動實作體驗結構支撐的力量，理解花窗中結構的必要性。最後嘗試利用有效的支撐結構設

計實用與美感並具的花窗圖案。 

 

 二、教學目標（建議精修原案）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面的學習目標描述)  

學生將會： 

1. 理解「窗」對於建築物的功能與意義。 

2. 觀察生活周遭各種窗型的形式美感。 

3. 辨別花窗中具支撐效果的結構與裝飾效果的結構。 

4. 透過實作嘗試設計出兼具支撐與裝飾效果的花窗。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理解「窗」對於建築物有何功能與其

人文義涵。 

2. 發現生活物件中結構的作用。 

3. 認識結構的實用功能與視覺美感。 

1. 穩定結構於生活中的重要性。 

2. 有限的材料下，如何製造出具有支撐力量

的結構？ 

3. 結構與美感如何兼具？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理解「窗」對於建築物的實用功能與

其人文義涵。 

2. 生活物件中結構的作用。 

3. 辨別花窗中具支撐效果的結構與裝

飾效果的結構。 

1. 能觀察環境問題並省思。 

2. 能利用紙材嘗試設計出具支撐力與美感

的結構 

3. 能針對自己與他人的作品進行檢視與修

正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01.建築之眼： 

思考窗對我們的功能與意義，透過中國園林花窗與台灣傳統鐵花窗的介紹，認識窗的不同形式

與樣態。 

02.什麼是結構？： 

從生活中的物件探索結構的必要性。 

以紙版折成四方形框，嘗試用紙板做出簡單的支撐讓方框具承受壓力。 

03.結構的力與美： 

 利用中國傳統園林建築花窗圖案，讓學生試著分析圖案中的結構線條與裝飾線條。 

04.花窗設計： 

嘗試設計具有穩定結構的花窗圖案，根據材料的特質，製做出不會變形具支撐力量又有美感的

花窗。 

05.花窗設計：嘗試設計具有穩定結構的花窗圖案。並思考所設計的花窗圖案是否具有實用支

撐結構與裝飾美感。 

06.作品分享：完成作品並進行分享，檢視結構的穩定性，再進一步做修正。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建築物都會設計窗戶，而「窗戶」的功能是什麼？  

（2）窗戶的存在對於建築物的美感有沒有影響？怎樣的窗才會好看？跟窗的造型、大小、顏

色、圖或質感是否有關係？ 

（3）中國傳統林園建築「園林之眼-花窗」的功能和目的為何？ 

（4）們現在常看到的不銹鋼防盜鐵窗與過去的鐵花窗有什麼不同？ 

（5）利用簡單的紙板練習，嘗試做出支撐的效果，你覺得哪些地方是需要補強的？你可以利

用補充哪些結構讓紙板方框更穩固？  

（6）我利用了許多支持結構讓我的紙板方框十分穩固，但是那些結構所形成的線條圖案十分

紊亂，你可以嘗試重新排列組合讓他們呈現整齊的線條或是有規律變化的圖案，如何讓他們看

起來不會很雜亂？是不是有些結構是不必要的？  

（7）試試看從中國傳統林園建築花窗圖案中你可以找出哪些圖案線條是具有支撐力的？而哪

些圖案線條只是純粹裝飾性？ 

（8）設計一個具有穩定結構的花窗，並且仔細考花窗的結構哪裡是支撐性的結構？哪裡是單

純的裝飾性圖形？  

（9）分享一下你設計的花窗圖案，為什麼選擇使用這些線條？哪些是具有具有支撐力的實用

結構？哪些圖案線條只是純粹裝飾性美感？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以「窗」為題，讓學生省思生活環境中結構的視覺美感與機能實用性。好的結構是實用與裝飾

相輔相成的，結構是與用有關的議題，而美感的選擇也須考量物件使用的功能性。讓學生利用

不同媒材嘗試力與美兼具的結構試驗，期望學生透過課程理解結構對物件的重要性。 



 

四、預期成果：（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 

蔡明潔老師的教案以窗為題，透過生活中常見物件探討結構的力與美，再透過紙的乘載力與金

屬窗框的結構練習讓學生感受材質的差異性與對結構的影響，這樣的教學內容與節奏能快素讓

學生帶入結構的概念裡，而我希望透過課程讓學生對生活周遭環境事物的美感有所覺察，能從

生活物件中探索結構的必要性與實用性，讓學生動手嘗試不同媒材的結構試驗，並在試驗的過

程中找到問題解決的方法，反覆修正，感受結構與造型關係，試著思考如何能將結構最適切的

呈現。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老屋顏: 走訪全台老房子, 從老屋歷史、建築裝飾與時代故事, 尋訪台灣人的生活足跡辛永

勝/楊朝景/ 馬可孛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2. 中國窗花（簡體書）吳良忠/上海遠東/2010 

3. 鐵窗花樣變家具 設計獲德紅點最佳設計獎 

教學資源： 

美感入門 www.aesthetics.moe.edu.tw/ www.pinterest.com/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1 

01.建築之眼： 

窗是建築之眼，透過窗方能看見外面的世界，以生活周遭建築的窗

戶形式以及窗戶設計探討其功能、意義。介紹中國傳統園林建築「花

窗」與台灣早期的鐵花窗，思考花窗設計的功能、意義是什麼，而

什麼樣的窗戶能兼具美感與實用性？ 

 

2 4/8 

02.什麼是結構？： 

(1)從生活中的物件探索結構的必要性，以美感電子書為基礎自編

ptt 介紹結構的概念。 

(2)以紙版折成四方形框，並練習用紙板做出簡單的支撐讓方框的四

邊可以承受壓力不致倒塌。利用承載重量測試學生設計的結構是否

具備足夠支撐效果。 

3 4/15 

 03.結構的力與美： 

 利用中國傳統園林建築「花窗」圖案，讓學生試著分析圖案中哪些

線條圖形具有結構的支撐功能以及哪些線條圖案僅是美觀的裝飾

圖形。 

4 4/22 04.花窗設計： 



 

 

利用前兩節課學習到對於結構的瞭解，嘗試設計具有穩定結構的花

窗圖案，並製做出不會變形的花窗及裝飾美感。 

5 4/29 

05.花窗設計：嘗試設計具有穩定結構的花窗圖案，製作出不會變形

的花窗。並檢討自己設計的花窗圖案是否具備實用的支撐效果與裝

飾美感。 

6 5/6 
06.作品分享：完成作品並進行分享，檢視結構的穩定性，思考是否

能進一步修正。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實作課程（鐵窗花設計與製作）因製作過程較為複雜，故比原計劃多一節製

作時間。 

2. 課程實際執行時間較原定時間延遲一週。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從「紙張結構的改變」為引起動機切入主題，透過影片與實驗發現紙張透過結構改變能使

紙張的乘載力增加。 

2.以自編 ppt 介紹中國園林窗花借景框景的功能到台灣傳統鐵花窗與人們情感間的連結，轉

而思考現今台灣最常見的白鐵窗有何優缺。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紙張如何透過結構的改變使其承載力增加？ 

2. 不論是中國庭園的花窗或是台灣傳統鐵花窗都巧妙的結合了結構的力與美，而台灣現今普

遍存在的白鐵窗是否除了其便利性外，是否能有更好的美感表現？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生活中的事例說明結構存在的作用，結構能改變力量傳遞的方向與體抗變形。 

2. 指導學生以圖畫紙製作 5cm 正方形外框。 

3. 思考結構力量傳遞方向，利用 5cm 長紙條製作正方形外框中的支撐結構。 

4. 放置空廣告顏料瓶，測試製作的方框中的強化結構是否能具支撐力量。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要如何使原本不堅固的方框透過方框中的結構而具有乘載力？ 

2. 透過廣告顏料擺放，思考結構力量傳遞的方向是否能有效達到支撐效果？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紙花框的作品討論與分享， 

2. 分析園林花窗的結構，利用色鉛筆勾勒出具支撐力量的部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具支撐力量的紙花框有什麼結構上的共通點？要如何兼顧紙花框結構的力與美？ 

3. 觀察園林花窗的圖樣，哪些是不可或缺的支撐性線條，哪些是增加美感的裝飾性線條？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從花窗結構設計學習單中先選出中間的圓型或方型作為內框。 

2. 連結內外框，設計花窗樣式，並以幾何的圖樣為主。 

3. 將具支撐性的線條用色鉛筆標記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用色鉛筆標記出來的部分為支撐性線條，若在製作過程有比較複雜的部分可將裝飾性線條

作刪減。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依照完成的花窗構圖利用銅片條製作窗框。 

2. 製作順序：外框內框內外框連接處與其他線條 

3. 可利用鐵尺或是筆管製造出轉折處，注意連接處需多留一段作為連接使用，可用雙面膠或

透明膠帶固定。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外框與內框先完成後再完成其他部分較能掌握窗框的造型比例，製作流程上會比較流暢順

手。 

2. 若在製作過程中無法完全呈現或較為複雜的部分，可適當簡化裝飾性線條。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作品作最後調整並完成。 

2. 最後展示大家的作品，分享製作過程，欣賞彼此不同的窗景。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相較於常見銀白色系的白鐵窗，銅片的色彩較為溫暖，製作出的窗框與白鐵窗有什麼不同

感受？ 

2. 金屬銅片是學生比較少接觸到的材質，在製作上比較需要老師指導細節，學生也比較需要

花時間在測量與接合上。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在與學生討論窗的功能與意義的過程中，學生對於窗的印象就是最常見的白鐵窗，在介紹

過中國園林的花窗與台灣傳統鐵花窗後，學生感受到原來窗戶除了窗的防盜、通風與採光

等功能外，其實是能夠結合更多的人文意涵與情感意義於其中。 

 

2. 學生在紙花框的製作過程中，非常投入在不斷實驗與修正的過程，認真思考如何將原本軟

弱無力的紙框支撐起來，當製作出能支撐廣告顏料的紙花框時，很能感受到學生的成就

感。 

 

3. 金屬是學生比較少接觸到的材質，學生會覺得很有趣，但在製作上需要一點時間熟悉媒材

特性，在製作技巧上也需要老師比較多的指導與提醒，像是銅片條的測量與接合，需要較

為仔細的計算。另外，製作過程因沒有使用鉗子，故以鐵尺替代，同樣也能達到不錯的轉

折效果，同時也能透過手邊現有的筆管製作出流暢的彎曲效果。 

 

4. 金屬窗框設計過程中，有部分同學會設計較為圖案性的圖像，考量到金屬材質的特性，需

提醒同學不要將圖案設計太複雜，以幾何性的圖樣為主，若無法將圖樣完全呈現出來，可

將較複雜的裝飾性線條簡化。 

 

5. 從窗的角度切入，是最日常但也最不會觀察的對象，透過課程除了對結構的認識也發現「窗」

的更多可能，期望學生能進而關心生活周遭的事物。 

 

 

 

 



 

經費使用情形 

一、107-2 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