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種 子教師 
 

 

 

成果報告書 
 

108-2 力與美的窗花學生課程實作花絮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台東縣立知本國中 

執行教師： 劉吉益 教師

輔導單位： 東區 基地大學輔導 
 



1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課程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東縣立知本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劉吉益 

實施年級 七年級、八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綜合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搭配美感通識 

三、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7 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6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東 區花蓮縣立國風國中學校 蔡明潔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穿越花間    

參考美感構面：    結構  參考關鍵字： 支撐力 、 虛實力   

□ 無    

課程名稱：力與美的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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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七、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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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學生均曾參與 107-1｢重拾被遺忘的技藝(樹皮衣)｣、107-2 

｢優雅的盛會｣課程，主軸為「質感」「比例」「構成」的美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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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七年級學生對於美感的六個構面中，在國小階段只約略認知色彩部分，其他五

個構面在學習歷程與智能中，多數沒有使用經驗，技術熟練度仍然不足。 

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台東地處歐亞大陸板塊地震非常頻繁、想藉由防震體驗讓學生知道甚麼是支撐力並運用在花

窗結構虛實上。本課程設計以「結構」為教學核心主軸，從窗景的窺視省思現代建築窗戶的功能

及意義，再介紹中國傳統園林建築的花窗設計帶領學生發現花窗結構虛實的美感。傳統花窗常見

使用於中國園林設計，不僅可以使單調的牆面上產生虛實的變化，而且由於它隔了一層窗花，可

使兩側相鄰空間似隔非隔，景物若隱若現，富於層次美感。花窗本身的花紋圖案在不同角度的光

線照射下，會產生富有變化的陰影，成為點綴園景的活潑題材。 

但是除了視覺美感之外，窗花的某些圖案結構也負有支撐窗框的功能。因此在教學活動中， 

先讓學生透過解構窗花圖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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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教學活動實驗操作體驗結構支撐的力量，認識窗花圖案結構的必要性。最後嘗試利用

有效的支撐結構設計實用的花窗圖案。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1） 我們蓋房子都會設計幾個窗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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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窗花才會好看？跟他的形狀、大小、

顏色、圖案、有關嗎？ 

（3） 中國傳統林園建築窗花的設計圖案，他的功能和目的為何？你認為有沒有必要？ 

◼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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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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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

圖案線條只是純粹裝飾性？ 

（3） 設計一個具有穩定結構的花窗，並且仔細考慮你想要的圖案是否為必要的結構？或只是

裝飾性圖形？ 

◼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1） 我利用了許多支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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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享一下你設計的窗花圖案，為什麼選擇使用這些線條？哪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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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完成後，你認為這個美麗的窗花可以穩定的支撐

多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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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1） 能從窗花圖案中發現支撐結構及認識結構支撐對於窗框的強化效果。 

（2） 透過課程練習設計能有效的結構圖形組合。 

（3） 省思建築中｢窗｣的美感結構功能及生活意義。 

1、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4/06-4/10 

 

單元目標 

以生活周遭常見的窗戶形式探討「窗」的功能及意義並體驗

窗戶的重要性。介紹中國傳統園林建築「窗花」及臺灣老屋 

的「鐵窗花｣與現今台灣最常見的白鐵窗之差異。 

 

 

操作簡述 

以生活周遭建築形式為例，探討的建築物窗戶形式，以及窗

戶設計的功能、意義。介紹中國傳統園林建築「窗花」，並

討論窗花的設計的功能、意義以及傳統建築形式在現代建築

的運用。省思什麼樣的窗戶能兼具美感與實用性？介紹完中

國園林窗花及臺灣老屋的「鐵窗花」後，讓學生省思現今台 

灣最常見的白鐵窗有何優缺？美嗎?不美在哪裡? 

 
2 

 
4/13-4/17 

單元目標 
用圖畫紙折成四方形框練習做出簡單的支撐結構，並測試效 

果。 

 

操作簡述 

用圖畫紙折成四方形框，練習做出簡單的支撐結構讓方框的

四邊可以承受壓力不致變形。利用承載重量測試(一廣告顏料) 

試驗，讓每位學生設計的結構是否具備足夠支撐效果。 

 
3 

 
4/20-4/24 

單元目標 解構窗花圖案的支撐結構及裝飾圖形。 

 

操作簡述 

利用中國傳統園林建築「窗花」圖案，讓學生練習解構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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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5/01 

單元目標 設計穩固結構的窗花圖案。 

操作簡述 
利用前兩節課學習到對於結構的瞭解，嘗試設計具有穩固結 

構的窗花圖案，並製做出不會變形的花窗。 

 
5 

 
5/04-5/08 

單元目標 檢討自己設計的窗花圖案是否具有實用結構及裝飾美感。 

 

操作簡述 

嘗試設計具有穩固結構的窗花圖案，製做出不會變形的花 

窗。並檢討自己設計的窗花圖案是否具有實用結構及裝飾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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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15 

單元目標 完成作品並分享自己設計結構圖形的經驗。 

操作簡述 完成作品並分享自己設計結構圖形的經驗。 

2、預期成果： 

1. 學生學會對生活周遭環境事物的視覺美感有感知。 

2. 學生能具備發現探索生活物件中必要的支撐結構的能力。 

3. 認識結構的實用性，並嘗試結構美感的創造。 

4. 發現結構的組合規劃對空間的改善與改變的可能。 

3、參考書籍： 

1. 園冶：破解中國園林設計密碼（彩繪圖本），計成（胡天壽譯），華滋出版，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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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顏，馬可孛羅，2015 

3. 再訪老屋顏：前進離島、探訪職人，深度挖掘老台灣的生活印記與風華保存，老屋顏，馬

可孛羅，2017 

4、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設備、平板電腦、熱熔槍、熱熔膠條、圖畫紙、剪刀、刀片、雙面膠、膠帶、釘書機、

延長線、影印紙、學習單、不同顏色瓦楞板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利用原住民的傳統服飾來進行色彩的配色學習，是一項結合原住民色彩美

學之學習和應用的課程。教學策略提到，從原住民的傳統服飾、頭飾介紹

色彩搭配的美感。 

2、 第二堂課「布布驚奇」運用不同顏色素材，引導學生認識色彩在畫面佔的大

小比例會不會影響視覺美感。 

3、 第四與五堂課的製作毛線球實作中，物件大小與色彩的搭配有何不同，是

否達到美的精神。 

4、 第六堂課是以各小組作品分享的呈現。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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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 : 探討「窗」的功能及意義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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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讓學生認知「窗」的功能及意義，並體驗有窗無窗的個別差異。 

【認知「窗」的功能】教師將班上電燈、電風扇、窗戶、窗簾全部關上或拉上，使其教室呈現

陰暗效果，讓學生體驗沒有窗戶時室內的效果；讓學生說出沒有窗戶的感受?接著將窗戶全部

打開，窗簾拉開讓學生說出兩者差異在哪裡?用文字敘述出來! 

              

                     

  

2. 介紹中國傳統園林建築「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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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介紹臺灣老屋的「鐵窗花」。 

           

 

4.介紹完中國園林窗花及臺灣老屋的「鐵窗花」後，讓學生省思現今台灣最常見的白

鐵窗有何優缺？ 美嗎?不美在哪裡? 

 

C 課程關鍵思考： 

西元1950、1960年經濟起飛時期所打造在台灣，當時許多人開始有能力把農地拿

來蓋房，但在類似的建築外觀中希望「同中求異」，常會在鐵窗上設計特別圖案，

也表現出某種生活態度和品味，也是5.60年代的鐵窗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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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太一致性，這些用鐵鑄成的鐵窗花充滿溫度與

視覺美感，各家各戶挑選符合自己品味的鐵窗花，每幅手作窗都是師傅精心設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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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 四方形框支撐結構練習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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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未授課前｢什麼叫支撐力｣、｢什麼叫虛實力｣，讓學生先體驗利用圖畫紙折成四方

形框，做出簡單有支撐結構四方形框，讓方框的四邊可以承受壓力而不變形。最後每

組進行測試，利用承載重量(一瓶廣告顏料重量)測試，試驗讓每位學生設計的結構是

否具備足夠支撐效果。 

2.操作流程分 4 小組進行，每個桌上擺放剪刀、刀片、膠台、圖畫紙；引導學生將美

術紙對折後用刀片對切切成兩張，拿出裁切後紙張再進行對折對切，最後成為四片

長條形紙張。取出裁切 1/4 張紙張進行對折，折成四方形後用膠條黏貼上，簍空部分

利用剩餘紙張做支撐， 完成四面均能承受一瓶廣告顏料重量，就終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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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體驗完後，老師拿出學生作品有支撐力與無支撐力作品讓學生相互比較，順便說

明支撐的結構力量，並指導學生利用圖畫紙怎麼設計紙張會比較有夠支撐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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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教學活動中先讓學生了解窗花除了支撐窗框的功能之外，部分結構更具有視覺美

感。藉由教學活動實作體驗結構支撐的力量，理解窗花中結構的必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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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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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圖畫紙做成的紙框原本非常柔軟沒有支撐力，需要如何補強結構才能讓原本軟弱的方框變

得堅固？透過實際測試放置重物，體驗自己做的結構是否有效？紙張如何透過結構的改變使

其承載力增加？ 

2.想想看結構力量的位置、形狀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形成支撐力量。 

3.仔細觀察自己完成的結構造型，想想看如何讓這些線條更具美感。 

4.不論是中國庭園的花窗或是台灣傳統鐵窗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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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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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 解構窗花圖案的支撐結構及裝飾圖形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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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老師說明複雜的結構中要如何判斷哪些是有支撐效用的造型線條，並以花窗圖案為

例解釋哪些線條為支撐結構，哪些線條僅為美觀功能的裝飾圖案。 

2.利用中國傳統園林建築「窗花」圖案的學習單，讓學生練習解構圖案中哪些線條圖形

具有結構的支撐功能用紅筆將它畫出來，以及哪些線條圖案僅是美觀的裝飾圖形也用

藍色筆將它畫出來。 

3.利用學習單測驗瞭解學生對於結構教學的理解程度。 

 

C 課程關鍵思考： 

1.美感『結構』是個較複雜的概念，一件物體的結構支撐可能包含很多面向，要做基

本的練習測驗必須讓問題點聚焦，要清楚設定問題是支持某一個「點」「線」

「面」的結構為主， 這樣學生才能清楚思考正確答案。 

2.前面的課程講解加上實作，學生在操作上多數能夠發揮創意表現手做能力達成教學

任務， 但對於『結構』這種觀念性的問題是否真的有夠過操作理解，學習單的測驗可

以作為教學成效的檢討。 

3.用顏色區分有無支撐力，讓學生以紅色線條畫出主要結構線，在答題作業上可以

比較清楚了解學生是否清楚支撐力。 

4.觀察園林窗花的圖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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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學生設計的窗花圖形僅僅是簡單的直線交叉，顧設計兩層框的連結造形以

增加圖案的複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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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 設計穩定結構的窗花圖案 
 

 

A  課程實施照片： 

 

 

 

 



16 
 

B 學生操作流程： 

繼續上一堂課時作課程：參考圖 

1.利用前兩節課學習到對於結構的瞭解，嘗試設計具有穩固結構的窗花圖案，並設

計出不會變形的窗花。 

2.第一步驟： 學生先選擇中央的方形或圓形圖案其一，以紅色、藍色線條繪製圖案，紅色 

線條表示有支撐功能的結構，藍色線條為增加美觀的裝飾性圖案。 

3.老師解說窗花設計圖的繪製方式：先選擇中央的方形或圓形圖案其一，再畫出結構線條。 

4.將圓形（或方形）圖案剪下，貼在大正方型框中央，並畫出大正方形框與小圓形（或方

形） 框    之間的連結結構線條 

 

 

 

C 課程關鍵思考： 

1.藉由教師說明解釋引導學生作品錯誤地方更正，再次提醒支力點的重要性。 

2.提醒學生依照自己設計圖化繁為簡的構圖設計，為下一堂課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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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 設計窗花圖案結構及裝飾美感課堂實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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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老師解說熱熔槍、熱熔條、延長線等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以及安全注意事項。 

2.學生嘗試依照自己的設計圖用瓦楞板折出圖形後，用熱熔槍、條固定。 

 

C 課程關鍵思考： 

1.用PP瓦楞板作為支撐素材、以有顏色圖畫紙作為裝飾素材，材料的選擇以PP瓦楞板

質感， 學生學習上不同的感受體驗，並且PP瓦楞板也比較好塑形，依照其厚度差異

適合學生以熟習的工具：剪刀、熱熔槍、熱熔條及有顏色圖畫紙完成作品。 

2.提醒學生注意自己的設計圖上，紅色線條為主要支撐結構，藍色線條為裝飾性圖

案線條， 如果在製作上因為圖案太複雜無法完成，可以省略精簡不影響結構的藍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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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 完成作品並分享自己設計結構圖形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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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指導學生做最後的整修並完成作品。 

2. 將完成的作品陳列，並讓學生彼此觀摩分享自己製作PP瓦楞板窗花的經驗。 

3. 最後展示大家的作品，分享製作過程，欣賞彼此不同的窗景。 

4. 完成作品呈現與發表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PP瓦楞板比較好塑形，原本想用不同鐵絲或銅絲、鋁絲來做，銅絲、鋁絲在台東想找這些素

材比較困難才改用PP瓦楞板代替，但沒想到有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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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美感的培養看似是件小事，卻可以大大影響我們的教育，甚至影響到國家未來的發展。近

年率先談論美感的建築師漢寶德老師特別強調：「美感跟工業品質是息息相關的，工業水準越

高的國家，都是國民美感越高的國家。」，而美感的體驗會觸發我們思考，培養我們具備獨特、

智慧和敏銳的眼光，並與外界產生溝通與連結；不論個人或群體，美感都能從「外造」成為「內

化」，融為氣質與個性的一部份。 

 

從｢力與美的窗花｣課程中，以｢窗｣的角度切入，是最日常但也最不會被察覺的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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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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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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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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