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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嘉義縣立新港國中 

授課教師 林芝霠 

實施年級 3 

課程執行類別 國民中學 

班級數 3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90 名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撐住的美角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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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已有美的形式原則概念 

一、課程活動簡介：  

新港鄉街上的老房子，保留許多台灣早期具有美麗幾何造型的水泥磚，以反覆、羅列的

方式點綴成女兒牆、陽台、圍牆，更因透光性良好，且材質堅固可防盜，亦可看到整面外牆

施作水泥磚的民宅。因此在教學活動中，想先讓學生透過實地走訪自己居住地的社區，觀察

平常所忽略的民居生活中美的細微風景，再藉由課程中運用生活中隨處可得的紙張媒材，操

作體驗結構上支撐的力量，藉由紙的可能性實驗歸納出結構的基礎概念，理解鏤空的水泥磚

中如何能承重在自身上的其他磚塊的重量，最後嘗試利用有效的支撐結構設計實用的作品。

讓學生從觀察生活周遭美的建築構件，了解其基本原則、創造力與美的造型，將概念轉化呈

現於創作中，並在創作過程中以自省調整修正，創造出符合力與美的立體造型燈飾。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校園中的水泥幾何磚 

2.街道民宅上的水泥花磚 

3.水泥磚形塑的幾何美感。 

 美感技術 

1. 學會具支撐效果的結構 

2. 習得非結構設計上的裝飾效果 

 美感概念 

1. 視覺美感與結構上之間的平衡 

2. 對生活物品的形式有理性瞭解的觀點 

 其他美感目標 

1.認識校園課程 

2.結合生活科技課程 

 

教學進度表 

次 
上課

日期 
課程進度、主題與內容  

1 11/26 

單元名稱  建築美感小巧思 

單元簡述 觀察校園水泥花磚在建築上的運用方式，以簡報方式認識一般建築上水

泥花磚的樣貌，再進一步認識其建築上的功能，進而引導學生從審美角

度欣賞其美的原則中的反覆對稱。 

2 12/3 

單元名稱  撐得住的美角(1) 

單元簡述  以紙版折成單一四方形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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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試著改變紙框內不同支撐位置、數量、

厚薄，從做中發現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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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欣賞作品後，再由全班票選出最美的作品。 

3 12/10 

單元名稱  撐得住的美角(2) 

單元簡述  承接上堂課，請將連續相同幾何方框彼此堆疊在一起，探討幾何方框成

面狀物體後的結構穩固效果，及其所形塑的整體韻律美感。 

4 12/17 單元名稱  造型花磚燈飾(1) 



 

單元簡述  以分組合作方式，小組討論各組花磚燈飾造型草圖。教師提供紙材，讓

學生自由規畫立體的燈飾結構。 

5 12/24 

單元名稱  造型花磚燈飾(2) 

單元簡述 挑戰力與美的花磚造型，設計過程中考慮結構中的支撐性問題，另外思

考如何在結合燈具後，考量燈光對造型的影響，如何在美感之間取得平

衡。 

6 1/7 
單元名稱  作品發表與分享  

單元簡述  分享各組創作理念、製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解決過程。 

7 14 
單元名稱  雷切花磚燈飾 

單元簡述  結合電腦課程，將設計稿轉成向量圖，再以雷射切割成作品。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對生活周遭環境事物展開美感知覺的探索，並陳述透過視覺觀察後的感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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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讓學生動手嘗試不同的結構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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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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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顏：辛永勝 楊

朝景 老屋顏 ，馬可孛羅 2015 

1. 保羅．傑克森，設計摺學 2 積木，2014。 

六、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美角:生活中的每一課 https://www.aade.org.tw/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原本計畫帶領學生走出校園觀察街上民宅上的水泥花磚，但考慮到六堂課時間的限制，加上校園內

的水泥花磚即可觀察到，因此將第一堂課的生活探索以校園的建築物為觀察對象。 

在造型花磚燈單元中，原本設計採分組合作方式進行，但實際操作第一班後發現小組進行時，發現

每個學生都想設計屬於自己的燈飾，因此後來即採個人創作模式進行。 

另外，計畫原本以完成紙花磚燈飾創作為課程結尾，然在實驗課程過程中，試著將學生的設計稿轉

成燈具，發現效果不錯，因此在六堂課結束後離學期結束不遠，但還是決定以一班為實驗延伸課程，讓

學生自己上機將設計圖轉成向量圖，之後老師在彙整以雷射機切割輸出學生作品。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建築美感小巧思 

A 課程實施照片： 

  

觀察校園水泥花磚在建築上的運用方式  以簡報方式認識一般建築上水泥花磚的樣貌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帶領學生發現校園的水泥花磚構件的蹤影，引導學生思考討論環境環境與建築物件的關係。  

2. 再進教室以簡報方式介紹水泥花磚普遍一般建築上的樣貌及運用的方式，說明其建築上的實用性

功能，進而引導學生從審美角度，發現水泥花磚中的反覆對稱之美。 

(在上面操作流程實施一個班級後，發現一節課無法完成，因此在實施第二班時，改將即將校園水泥



 

花磚用照片放在簡報上，在上課時以引發動機的方式，讓學生猜出位於校園那一個角落。) 

C 課程關鍵思考： 

1.水泥磚建築物件在建築的功能性。 

2.水泥花磚圖案構成的美的形式原理。 

課堂 2 撐得住的美角(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以紙版折成單一四方形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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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試著改變紙框內不同支撐位置、數量，從做中發現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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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欣賞同組作品後，請各組選出三件作品參加競賽，再由全班票選出最美的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在支撐的過程，如何具穩固性。 

2..在設計過程中，那些設計是為必要的結構，哪些是裝飾性圖案。  

課堂 3 撐得住的美角(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同組連續相同幾何方框彼此堆疊在一起，探討幾何方框成面狀物體後的結構穩固效果。 

2.測試堆疊後的支撐性與美感，請各組修正其結構及其所形塑的整體韻律美感。 

3.作品欣賞，票選最具支撐力與美感的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單一方框的支撐性與數個方框堆疊的支撐性，其中差異性。 

2..在組合過程中，在支撐性之外的修正，如何加入美感考量。 

課堂 4、5 造型花磚燈飾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給予學生花磚設計學習單，請學生在設計時，除了考慮單一花磚的圖案時，也請學生一

併在學習單下方，試畫出連續花磚所呈現的樣貌。 



 

2.將設計稿轉畫在磅數較高的紙材後，切割出鏤空花磚圖案，之後將各面花磚圖案粘接成一

個燈飾，至於燈飾底部與底蓋否鏤空，則由學生自己決定。 

3.裝上燈組，觀察燈光後原圖案所呈現光影效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1.單一花磚圖案與連續重複花磚圖案之間的關聯性 

2.在設計過程中，那些設計是為必要的結構，哪些是裝飾性圖案。  

3. 燈光對於造型美感之影響。  

 

課堂 6 作品發表與分享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每人上台分享創作理念、製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解決過程。 

課堂 7 繪製向量圖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課堂前先將學生手繪設計稿掃描成圖檔 

2. 示範如何將圖檔利用 coreldraw 軟體轉成向量圖檔。 

3. 學生運用 coreldraw 軟體完成檔案傳送至教師主機存檔。 

4. 老師事後將學生檔案一一以雷切機器輸出完成作品。 



 

5. 組裝上燈具。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在「撐得住的美角」單元裡，因給學生的紙張磅數會影響學生所能撐住的物體重量，剛開始

實驗第一個班級時，給與影印紙的失敗率很高，只能撐起鉛筆盒就算不錯了，第二個班級後直接給

與水彩紙後，學生所能支撐的物體大大提高，因此最後分組比賽時必須一直增加挑戰的重物才能分

出軒輊，另外一開始在個人單一框製作，未先說強調接下來的分組挑戰的相同連續幾何框，因此造

成有些組別的作品不一致，在分組組合成連續框時會有問題，這是往後上課時須注意的問題。 

2. 在「造型花磚燈飾」單元中，學生的創意真的是每每讓我驚豔，但有些學生會變成紙雕創

作，而失去水泥花磚原本簡單幾何的結構元素，因此這是往後在上這個單元時須隨時提醒學生在創

作時須注意的原則。 

3.最後在完成作品時，剛好看到生活科技課在使用雷雕製作名片，因此拜託生科老師可以教我

如何操作雷雕機器，讓學生的作品從手繪平面掃描轉檔成向量圖檔，最後可以做成 3D 的燈飾，而

做出來的作品加上 LED 燈之後，其效果也超我所預期的美好。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