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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授課教師 許懷之 

實施年級 一年級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設計群       

學生人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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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     學期，  中  區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陳煜尊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構造與包裝                                                  

參考課程案例：        學年度第     學期，  北  區   新竹市新竹高中 / 吳安芩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三張紙與一打柳丁     

課程名稱：物件與姿態的和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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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一 年級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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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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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因自信心不足而難以發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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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107-1 對於「構造」構面的嘗試，發覺階段性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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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以具有實

務研究精神的「汽車科」一年級為教學對象，另外以較具有美感能力的「室設科」作為

對照。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探討物件與人為姿態的和諧關係，希望讓物件「可以被盛裝」並「可以帶著走」。最後引

導學生思考各職類中人因對於機具、物件設計的影響，並思考成為專業職人所需具備的

創新能力。 



 

 二、教學目標（建議精修原案）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覺察物件與姿態的和諧關係 

學生將會： 

 覺察各種物件與姿態的和諧關係。 

 因應不同物件，設計出與姿態連接的構造─可攜帶的「包裝」。 

 思考各職類中人因對於物件設計的影響。 

 反思專業職人的創新能力。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構造」的定義：涉及了「任務─

部位─外觀─細節」。 

 合宜的構造。 

 設計力對於專業技能的提升。 

 創造物件與姿態間新的連接關係。 

 不同材料間應藉由合宜的「構造」與其

他材料產生新的關係。 

 因導學生思考設計力對於專業領域的提

升。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包裝因應「姿態」與「物件」而有

不同的構造設計。 

 不同材質間合宜的接合方式。 

 設計力及美感經驗對於專業職人養

成的助益。 

 因應特殊姿態設計出連結物件的構造。 

 各種材料間合宜的接合方式。 

 在專業領域中應用設計力及美感經驗，

培養創新思考能力。 

 



 

三、教學策略：【做】 

1.【「一顆柳丁」(球體)的包裝】 

「先與柳丁拍張照吧！」依著照片的姿態，請設計一個構件，讓柳丁不直接接

觸身體，但可以穩定的被帶走。(材料限制：僅能使用道林紙，不附加其他黏

著耗材) 

提問與反思： 

1. 一顆柳丁，可以用哪些姿態與手部(或身體各部分)產生關係？ 

2. 若要帶著走，請設計一個合適的包裝吧！ 

3. 若是太困難的姿勢，或許也要考慮加設不讓身體痠痛的其他構件！ 

4. 易放易取也是設計的考量。 

5. 「身體姿態」與「柳丁」之間，藉由「紙張」與「紙張」之間不同的構造

方式產生連結關係。 

2.【「一罐水」(圓柱體)的包裝】 

「先與水拍張照吧！」有了第一週的經驗，猜測大部分學生會朝向保守的姿態

拍照。依著照片的動作，請設計一個構件，讓水瓶不直接接觸身體，但可以穩

定的被帶走。(材料限制：僅能使用道林紙與棉繩，不附加其他黏著耗材) 

提問與反思： 

1. 一罐水，可以用哪些姿態與手部(或身體各部分)產生關係？ 

2. 若要帶著走，請設計一個合適的包裝吧！ 

3. 若是太困難的姿勢，或許也要考慮加設不讓身體痠痛的其他構件！ 

4. 材料中增加棉繩，能否創造出不同的接合方式？ 

5. 易放易取也是設計的考量。 

6. 「身體姿態」與「瓶裝水」之間，藉由「紙張」與「棉繩」之間不同的構

造方式產生連結關係。 

3.【「一株盆栽」(有機形)的包裝】 

盆栽沒有固定型態，包裝設計必須因應植栽特性而調整。有刺的(麒麟花)、垂

墜的(嬰兒的眼淚)、多葉的(合果芋)、長形的(虎尾蘭)各有其設計的限制。請為

盆栽量身定做一個合適的包裝。(材料限制：僅能使用塑膠板、棉繩及鐵絲，

不附加其他黏著耗材；考量道林紙易溼影響強度，故以塑膠板替代面狀材料) 

提問與反思： 

1. 一株盆栽，可以用哪些姿態與手部(或身體各部分)產生關係？ 

 



 

2. 若要帶著走，請設計一個合適的包裝吧！ 

3. 材料中增加鐵絲，能否創造出不同的接合方式？ 

4. 易放易取也是設計的考量。 

5. 「身體姿態」與「盆栽」之間，藉由「紙張」與「棉繩」與「鐵絲」之間

不同的構造方式產生連結關係。 

4.【回饋與分享】 

各組針對單元主題進行分享。從各項作品中分析物件與身體關係，並提出美感

與機能的修正策略。 

提問與反思： 

1. 你最喜歡哪一個作品，為什麼？是身體與物的姿態吸引你？或是構造方式

令人覺得具有創意？嘗試分析作品的美感成因，並給予調整與建議。 

2. 從美感出發，讓「構造」強化主體的美感，而非喧賓奪主取代主體。  

5.【「如果有一堆呢？」修正設計】 

根據同學的分享，選擇幾個你感興趣的包裝方式，嘗試讓「一堆柳丁」、「一堆

水」或是「一堆盆栽」可以共同被包裝並與身體產生新關係。 

提問與反思： 

1. 從「一個」進階成「一堆」，應注意那些設計上的調整？ 

2. 考量「方向性」、「避免相互碰撞」、「便於一個一個拿取」等等的限制，能

否有更多的設計創意？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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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美感實驗課程，藉由分組討論、實際演練後，

理解物與人之間的對應關係，皆是有意識的經歷了美感體驗，從中引導各職業

類科學生提升美感能力，使得美感素養對於專業養成有正向的助益。 

提問與反思： 

1. 「設計」是為了創造合宜的使用方式。考量人因工程後，有哪些設計上的細

節提升了專業精緻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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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與） 

參考陳煜尊教師「構造與包裝」，省略前半段「發現」課程，直接進入「探索」部分，

藉由實際操作引導學生思考物件與物件的連接關係，並將「延伸與探討」提早於第四週

進行，以利第五週操作「一堆」物件的設計修正，並在第六週將課程主題引導至職校專

門科目的應用。 

另外，雖也參考吳安芩老師「三張紙與一打柳丁」的課程構想，但本課程著重於「物

件與人」的連接關係，雖以「柳丁」、「瓶裝水」與「植栽」為物件，但物件重量不是首

要考慮的因子，故將構面設定於「構造」；依據吳安芩老師提出的課後省思：「男校需要

理性與感性兼具的題目、可簡可繁的作品表現、有時間上與設計上的限制挑戰都是重要

因素」。幾乎全班皆為男生的汽車科，若要獲得相同的結果可能會有許多不同的步驟(如解

決引擎熄火與修護方式)，一邊思考一邊動手的操作方式應可提升學習興趣，即使成品外

觀相似，也期待能有不同的思考脈絡。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朝倉直巳(1994)。《藝術、設計的立體構成》。龍溪圖書。 

  2. 朝倉直巳(2007)。《紙：基礎造型、藝術、設計》。新形象。 

  3. 張長傑 (1988)(1988) (1988) (1988)。 立體造型基本設計台北：東大。 

  4.  Nancy Skolos 等(2014)。《圖解設計行為》。商周出版。 

  5. 佐藤大(2015)。「!」的設計。 台北：平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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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12 「一顆柳丁」的包裝 

2 3/19 「一罐水」的包裝 

3 3/26 「一株盆栽」的包裝 

4 4/9 回饋與分享 

5 4/16 「如果有一堆呢？」修正設計 

6 4/23 日常有感─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課程設計參考陳煜尊教師「構造與包裝」課程，修正為著重於「物件與人」

的連接關係，藉由實際操作引導學生思考物件與物件的連接關係。原計畫以「柳

丁」、「瓶裝水」與「植栽」為承載物件，但各班進度不一，植栽照顧不易，飽

含水分的土壤容易滲出水來，紙張微濕後支撐力降低。故後來調整為「一顆柳

丁(網球)」、「一罐水」、「一堆柳丁(網球)」、「一堆水瓶」之操作順序。(修正進

度如下表) 

 

 

1

-

2

與 

 

另外，原先預期以汽車一作為教學對象，但於 107-2 期初授課後，發現班上

學生學習狀況不太穩定，實習課連堂後常有學生請公假影響美術課程進度，故更

換為特質相似的機械三進行實驗課程。 

  

週次 預定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修正後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一顆柳丁」的包裝 「一顆柳丁」的包裝 

2 「一罐水」的包裝 「一罐水」的包裝 

3 「一株盆栽」的包裝 「如果有一堆呢？」一堆柳丁的包裝 

4 回饋與分享 「如果有一堆呢？」一堆水瓶的包裝 

5 「如果有一堆呢？」修正設計 回饋與分享/修正設計 

6 日常有感─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日常有感─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一顆柳丁」(球體)的包裝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先與柳丁拍張照吧！」依著照片的姿態，請設計一個構件，讓柳丁不直接接觸身

體，但可以穩定的被帶走。(材料限制：僅能使用道林紙，不附加其他黏著耗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一顆柳丁，可以用哪些姿態與手部(或身體各部分)產生關係？ 

2. 若要帶著走，請設計一個合適的包裝吧！ 

3. 若是太困難的姿勢，或許也要考慮加設不讓身體痠痛的其他構件！ 

4. 易放易取也是設計的考量。 

5. 「身體姿態」與「柳丁」之間，藉由「紙張」與「紙張」之間不同的構造方式

產生連結關係。 

 

 



 

課堂 2「一罐水」(圓柱體)的包裝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先與水拍張照吧！」有了第一週的經驗，猜測大部分學生會朝向保守的姿

態拍照。依著照片的動作，請設計一個構件，讓水瓶不直接接觸身體，但可

以穩定的被帶走。(材料限制：僅能使用道林紙與棉繩，不附加其他黏著耗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一罐水，可以用哪些姿態與手部(或身體各部分)產生關係？ 

2. 若要帶著走，請設計一個合適的包裝吧！ 

3. 若是太困難的姿勢，或許也要考慮加設不讓身體痠痛的其他構件！ 

4. 材料中增加棉繩，能否創造出不同的接合方式？ 

5. 易放易取也是設計的考量。 

6. 「身體姿態」與「瓶裝水」之間，藉由「紙張」與「棉繩」之間不同的

構造方式產生連結關係。 

 

 



 

課堂 3 「如果有一堆呢？」：「一堆柳丁」(球體)的包裝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根據先前的經驗，嘗試讓「一堆柳丁」可以共同被包裝並與身體產生新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從「一個」進階成「一堆」，應注意那些設計上的調整？ 

2. 考量「方向性」、「避免相互碰撞」、「便於一個一個拿取」等等的限制，

能否有更多的設計創意？ 

 

 

 

 



 

課堂 4 「如果有一堆呢？」：「一堆水罐」(圓柱體)的包裝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根據先前的經驗，嘗試讓「一堆水罐」可以共同被包裝並與身體產生新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從「一個」進階成「一堆」，應注意那些設計上的調整？ 

2. 考量「方向性」、「避免相互碰撞」、「便於一個一個拿取」等等的限制，

否有更多的設計創意？ 

 

 

 



 

課堂 5 回饋與分享─修正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各組針對單元主題進行分享。從各項作品中分析物件與身體關係，並提出美

感與機能的修正策略。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你最喜歡哪一個作品，為什麼？是身體與物的姿態吸引你？或是構造方

式令人覺得具有創意？嘗試分析作品的美感成因，並給予調整與建議。 

2. 從美感出發，讓「構造」強化主體的美感，而非喧賓奪主取代主體。 

 

 

 



 

課堂 6 日常有感─創新設計能力的養成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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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美感實驗課程，藉由分組討論、實際演

練後，理解物與人之間的對應關係，皆是有意識的經歷了美感體驗，從中引

導各職業類科學生提升美感能力，使得美感素養對於專業養成有正向的助

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設計」是為了創造合宜的使用方式。考量人因工程後，有哪些設計上

的細節提升了專業精緻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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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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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執行的班級多於前一學期已有美感物件經驗，教師也熟悉各班基礎

能力，可直接進入課程主題。 

考量教學對象，調整引導方向 

107-2 課程以室設科三年級、機械科三年級、資訊科二年級為主，另外利

用室設二「創意潛能開發」課程進行相同主題。過往經驗中，發覺不同職群的

學生對於各項課程主題的操作能力有很大的落差。設計群學生在切割紙張時，

很注重整齊與對稱，反而少了型態變化的靈活度；機械科學生平時熟悉的材料

為鐵劍與機具，對於以紙材作為結構練習感覺很新鮮，操作過程中能讓紙材承

重也是學生本來意想不到的結果；資訊科學生對於型態有很大的嘗試與變化，

或許因部分同學熟悉 3D 繪圖軟體，已經先備平面轉為立體的空間概念，進行

課程時能有更大的發揮。 

同組夥伴互相學習 

課程發想時，即設定每人僅有一張 8 開的道林紙作為承載主體。學生發現

單張紙材較薄不易承重，在無法增加材料的狀況下，盡可能以折疊、黏貼等方

式增加堅固性。 

加入棉線是很有趣的嘗試，部分學生雖然沒有開發出創新造型，直接以常

見的紙袋為基礎加上棉繩，貪快用美工刀割洞的狀況下，因紙張產生直裂缺口，

容易從提把處破裂。學生發現紙袋上的小洞位置也有玄機：接近袋口容易扯破、

接近袋底不易保持平衡、洞距過窄無法肩背、洞距過寬容易變形……，等等種

種的發現，紙袋穿洞位置與承重關係又成了小組實驗的主題。 

以簡單接合作為設計限制 

進行課程的材料，只有道林紙、棉繩、釘書機和黃色紙膠帶。接合材的限

制讓學生更能聚焦思考。部分同學直接在紙上打洞後以棉繩編綁，可依照物件

大小調整洞距，形成秩序性的美感；釘書機是最簡單的接合工具，學生也注意

到接合處強度問題，除了多留面材外，多補釘針也是方法之一。黃色紙膠帶有

意想不到的效果，熟悉使用的品牌缺貨，只好購買黃色紙膠帶，顯眼的顏色反

差反而容易讓人檢視接合部位，也方便小組討論及意見回饋。 



 

 

帶領學生關注課程核心「日常有感」，從簡單形體的物件，探討其與人(手

部)的關係，設計是為了創造合宜的使用方式，從簡入繁、再從繁轉簡，學生

實際操作後，雖然呈現的是很簡單的提袋或把手，但設計過程並沒有想像中簡

單。實際拿上手後，才更加注意人因工程的尺度關係。藉由操作簡單物件，思

考設計問題，進而提出解決方式，再經由討論或回饋修正設計，都是有意識地

經歷了美感歷程。回歸到各科專業，皆會有不同的工具能力及美感視角，期待

學生將此內化過的美感歷程應用於未來職場，強化創新設計能力，以「一生懸

命」的職人精神為目標。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