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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南市立復興國中 

授課教師 李靜芳 

實施年級 七八年級 

課程執行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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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班 

班級類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數 3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度 

課程名稱：原民編織—點線面的構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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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力：  

學生的生活美感表現多為外力要求，或僅止於「知道」，尚無法以內省的態度追求生活美感

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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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以康軒課本為教材主要架構，並參考台中縣立文化中心出版，作者蔡玉珊「臺灣原住民

織物-織紋結構與圖案分析」一書，以臺灣原住民織物為題材，逐步帶領學生發現美感，並運

用所學美感知能「構成美感」的點、線、面設計手法，應用在實際生活中。 

1.能理解平面造形的構成方式，並在生活中發現平面造形的構成美感，以拓展多元視

野。 

2.能使用臺灣原住民織物的形式原理進行觀察，了解平面構成中點、線、面的造形表

現。 

3.能應用設計思考平面造形的點、線、面的造形表現技巧，運用至生活中表現觀點並解

決問題。 

期待學生具備美感素養與創作能力，善用點、線、面，就可構成一幅圖像，把複雜物體

輪廓化成簡易圖形，提高創意造型能力與審美力。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發現生活中的點線面造形，藉由藝術作品說明點、線、面造形意義。 

2. 從觀察台灣原住民各族發展出來的美麗織錦圖紋和色彩，進而模仿造形手法。 

 美感技術 

3. 能操作平面及立體造形設計手法。 

 美感概念 

1. 透過實際生活中的應用，能相當程度地掌握平面及立體造形設計的品味美感。 

 其他美感目標 

 

三、教學進度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度、教學策略、主題內容、步驟 

1 04/13~17 

單元目標 
學生能觀察生活環境中平面造形、點、線、構成的造形設

計手法 

操作簡述 

1. 觀察台灣原住民各族發展出來的美麗織錦圖紋和色

彩。 

2. 整理點、線、構成的造形設計手法常用的策略。 

2 05/04~08 

單元目標 「上帝之眼」編織—點線面的構成運用 

操作簡述 

「上帝之眼」編織—點線面的構成運用 

1. 曼達拉是南美洲的傳統工藝之一，又稱上帝之眼 (eye 

of god )，以彩色線繩，天然竹子所創造的編織工藝 

2. 以自然的竹子為材料，取自自然的環保概念，也同時

反映愛護地球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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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在美感知能方面，學生能建立構成構面之美感能力，覺察色彩如何影響生活美感呈現。 

2.在美感運用方面，學生能把構成之美感能力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建立好的生活美感習慣。 

3.在美感省思方面，學生能以有品味的眼光覺察生活環境的美醜，省思個人於環境的角色。 

 

五、參考書籍： 

1. 書名：臺灣原住民織物-織紋結構與圖案分析，出版日期：2006/12/01，作者：蔡玉珊，

出版社：台中縣立文化中心 

 

六、教學資源： 

1. 構成原理介紹 - 高職基本設計科資訊融入教學教材

https://www.media.yuntech.edu.tw/pages/design/style/2-1-1-1.html 

2. 台灣好好玩-原鄉美學 泰雅文化織布之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OltR1c6GA 

3. 巧手織布機編織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whx7HX8MA 

4. 蘭嶼的傳統串珠 【下課花路米 54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9ChnhNlZA

5. 【手作教學】織出美麗圖案的平面串珠 https://www.jumishop.org/2017/01/bead-

loom.html?m=1 

6. 立體造型-背包編織 https://52movs.com/mov/416349984.php。 

 

  

3. 運用編織手法體現平面造形、點、線、構成的造形設

計手法 

3 
05/25~06

/12 

單元目標 學生能操作臺灣原住民織布機(簡易型) 

操作簡述 
學生學習操作簡易織布機，逐步帶領學生發現美感，並運

用所學美感知能「構成美感」的點、線、面設計手法 

4 
05/25~06

/12 

單元目標 學生能操作臺灣原住民串珠工具 

操作簡述 
學生學習操作串珠工具，逐步帶領學生發現美感，並運用

所學美感知能「構成美感」的點、線、面設計手法 

5 
05/25~06

/12 

單元目標 學生能操作麻繩編織—點線面的構成運用。 

操作簡述 
學生運用最基礎的結(平結、斜層結)，進行增減法編結再

拼合。 

6 
06/29~07

/03 

單元目標 能把色彩、構成概念運用到環境布置的美感賞析中 

操作簡述 
透過分析自己作品，其中的色彩美感概念及呈現技巧，期

望學生能運用色彩美感概念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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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行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主要調整是加入以臺灣原住民織物為題材，逐步帶領學生發現美感，並運用

所學美感知能「構成美感」的點、線、面設計手法，希望學生能建立生活藝

術化，藝術生活化的概念。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行紀錄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操作流程： 

1. 請學生先蒐集原住民傳統服飾相關資訊。 

2. 教師利用網路資源在課堂上將原住民傳統服飾呈現。 

3. 以提問方式引導學生觀察台灣原住民各族發展出來的圖紋和色彩，歸納其色彩運用及

點、線、構成的造形設計手法。 

C 關鍵思考： 

藉由觀察台灣原住民各族發展出來的美麗織錦圖紋和色彩，歸納其色彩運用及點、線、構

成的造形設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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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操作流程： 

1. 利用網路資源介紹南美洲的傳統工藝-曼達拉，又稱上帝之眼 (eye of god )，以彩色

線繩，天然竹子所創造的編織工藝 

2. 教師提供各色毛線，並提示學生利用所學色彩概念，實際操作線構成的造形設計手

法。 

C 關鍵思考： 

藉由實際操作過程體驗體現平面造形、點、線、構成的造形設計手法。 

 

課堂 3-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操作流程： 

1.教師運用網路資源：台灣好好玩-原鄉美學 泰雅文化織布之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OltR1c6GA 介紹原住民傳統織布。 

2.教師利用網路資源：巧手織布機編織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whx7HX8MA，播放簡易織布機操作教學影片。 

3. 教師提供各色毛線，並提示學生利用所學色彩概念，實際操作點、線、面構成的造形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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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手法。 

C 關鍵思考： 

藉由實際操作過程體驗體現平面造形、點、線、構成的造形設計手法。 

 

課堂 3-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操作流程： 

1.教師運用網路資源：蘭嶼的傳統串珠 【下課花路米 54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9ChnhNlZA 介紹原住民傳統串珠。 

2.教師利用網路資源：【手作教學】織出美麗圖案的平面串珠

https://www.jumishop.org/2017/01/bead-loom.html?m=1，播放簡易串珠機操作教學影

片。 

3. 教師提供各色珠子，並提示學生利用所學色彩概念，實際操作點、線、面構成的造形設

計手法。 

C 關鍵思考： 

藉由實際操作過程體驗體現平面造形、點、線、構成的造形設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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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操作流程： 

1. 教師運用網路資源：https://52movs.com/mov/416349984.php 介紹立體造型-背包編

織。 

2. 教師示範繩結(平結、斜層結)打法 

3. 學生運用最基礎的繩結(平結、斜層結)，進行增減法編結再拼合。 

4. 教師提示學生利用所學色彩概念，實際操作點、線、面構成的造形設計手法。 

C 關鍵思考： 

藉由實際操作過程體驗體現平面造形、點、線、構成的造形設計手法。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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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操作流程： 

1. 學生透過觀察名家室內設計作品，了解作品佈置考量因素，牆面背景與作品之關係。 

2. 學生針對自己作品進行色彩分析，寒暖色調、明度、彩度….。 

3. 根據牆面背景與作品之關係，選擇適合布置的空間進行布置並拍照，完成學習單。 

C 關鍵思考： 

透過分析自己作品，其中的色彩美感概念及呈現技巧，期望學生能運用色彩美感概念於生

活中。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這次課程主要依據當初提報計畫時輔導單位提供之修訂意見與方向參考：

「傳統創造性的工藝藝術課程；若擇一操作，而適度擴編，建議能加入觀察性

的小練習，將課程調整為日常體驗的創作性詮釋。配合美感課程六大基本構

面，建議教師能預先決定單一構面的練習目標，方便學生有系統地理解美感原

則……」。於是選擇以臺灣原住民織物為題材，逐步帶領學生觀察台灣原住民

各族發展出來的圖紋和色彩，歸納其色彩運用及點、線、構成的造形設計手

法。從觀察發現美感，並運用所學美感知能「構成美感」的點、線、面設計手

法。 

上學期的美感色彩課程由於時間緊迫實施時已接近學期末，所以最後一節

是合併在這學期，另外為配合體驗傳統原住民織布機與串珠機課程，由於需要

每人固定一台機器且操作時間較長，於是利用社團時間進行課程。 

筆者第一次參加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對於如何實施課程或許還無法

掌握重點。整個課程的落實過程，計畫一修再修，操作課程內容時也一改再

改，總歸是經驗不足想要給學生太多，又不知道做得對不對，當初計畫修正委

員的建議：「一般美術課的有趣操作，但距離美感課程從日常出發的概念較

遠，則學生無法以日常生活觀察出發，最終的創作結果也難回到日常體驗之

中…」。這些話也一直在筆者實施課程時迴響。盡力而為下一次或許會更好，

期待學生在未來的生活中體現美感課程內涵，能觀察生活環境中不好和不美，

透過實際生活中的應用，能相當程度地掌握平面及立體造形設計的品味美感，

可以產生希望更好、更美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