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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高中水水家園好羅馬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水水家園好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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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1， 無需先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2， 基本的美感經驗，有基本操作積木的經驗與能力。 

3， 對生活環境的幾何型有敏感度 

1， 對媒體、文件與圖像有美感判斷經驗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使用製圖工具的基本能力 

  2，閱讀地圖能力與方向感 

  3，對生活環境的小旅行興趣 

一、 課程活動簡介（300字左右）： 

       不同時代的美感特質，皆有其存在的時空背景。就像幾何形在羅馬時期、文藝復興

時期與新古典主義時期，都有不同的

用法。課程六節中，1節教授美感的

六大要素。第 2節解析羅馬建築中幾

何元素的運用。第 3節衍伸至桃園生

活圈裏的幾何風格建築，以圓拱為

例，飽滿的弧度與不飽滿的，檢現不

同建築物上的用法。第 4至 6節，以

羅馬水橋的結構、構成與構造為例，

點出從實用目的出發時，在古代美感

呈現的特徵為何。 

第六節，將水道橋加以連結。重現

羅馬水道橋行進的景像。 

水道送水，一直是居家環境與生活

品質之生命維持與衛生水準之首

要。它的造型，其實是很羅馬的。 

申請學校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姜昌明 

實施年級 高一 

班級數 二十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一班音樂班     

學生人數 八○○名學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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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建立學生對美感構成的自信。 

學生將會：  

一、覺知並分類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美感特質典型。所謂的潮流。 

二、學習並熟練測繪、製圖的技巧。 

三、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自信地改造視界。 

四、覺知美感的標準與潮流的關係，尊重並包容不同時空因素調製的美感色盤。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不同時代的建築母型與語彙 

不同時代的審美觀：潮流的概念 

潮流背後的文化脈絡 

建築母型與語彙如何形成 

面對潮流的態度之隨波逐流與中流砥柱 

面對文化與潮流的態度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一，幾何元素在建築上的運用 

二，製圖原理 

 

一，測繪、製圖的原理與實作 

二，如何用多元觀點包容視界。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第一節，認識色彩、質感、比例、結構、構造與構成。 

第二節，認識羅馬建築中的美感六大要素。以簡報與電影片段來說明。 

第三節，行走武陵社區，蒐集幾何形在環境中的應用實例。在民生建築中，幾何造型的 

應用的研究。認識社區建築中目前的美感六大要素。 

第四節，羅馬水道與城市構成。 

第五節，羅馬水道的結構美感。 

第六節，論羅馬水道的構造之後，那茄苳溪水道與社區如何呢。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 

(1)田野調查中，有那些美感的元素可以被發現，它的特徵與語彙為何。 

(2)不同時代的建築與工程，美感的要素有那些時代的特徵。 

(3)美感要素，以文化分析理論，試理解其形成的背景。焦點是民生用建築。 

(4)羅馬水道橋與城市面貌的關係，水道結構的美感基礎。 

(5)構成中的幾何，扮演的角色。圓頂、圓拱在工程上的出發，會有那些意義。 

3.課程意圖。 

         美感，是一種載體。它是時代變遷與文化發展下的必然，是時空與文化的多元面相

賦予各種高低、好惡、美醜的指標。唯文化才是賦予它意義的原因。包容之，比摧毀之、

嘲笑之更符合現代社會多元觀點的文化思維。 

以民生建築水道橋為例，是希望美感的論述從實用角度出發。不要與現實脫節。課

程設計的意圖是希望學生，在“覺知”視界中的“美”與“不美”時，能與現實感受保

持連繫。而非高調的文青空評。有能力與涵養去靜思“不美”形成的原因。包容不美，

比創造美，更有積極的社會與文化意義。 

四、預期成果： 

一，從羅馬建築的例子了解美感、幾何學與風格的關係。 

二，測繪、製圖，將美感的認知用製圖的方式驗收學習成效。 

三，辦理成果發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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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 大型出圖機。 

2， 大型工作桌與各種製圖工具。 

3， Google map衛星圖。 

4， 美感教育補助經費。 

5，袖珍博物館與桃園在地博物館。 

教學進度表 

   

 

實際課程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1月 6日起 

第一節，認識色彩、質感、比例、結構、構造與構成。 

1，美感是浮動的概念。 

2，面對浮動狀態的美感，當我們有天也會成為古代時，我們如何看古

代的美感。 

2 11月13日起 

第二節，認識羅馬建築中的美感。以簡報與電影片段來說明。 

1， 美感六大要素只適用在當代的此刻嗎? 

2， 我們在閱讀古代美術時，是否用的是當代觀點? 

 

3 11月20日起 

第三節，行走武陵社區，蒐集美感要素在環境中的應用實例。 

1，在社區的建築為例，美感要素扮演的角色。 

2，發想，以武陵社區為例，美感可以讓社區如何如何…? 

3，再發想，如何已設定美感的功能，是否會讓我們漏看了沒有沒感的

世界的種種可能性? 

4 11月27日起 

第四節 羅馬水道與城市構成。 

1， 羅馬城市構成的機能。 

2， 宏觀的城市視野之下，水道的角色。 

3， 羅馬城不只是羅馬城時，國家形象與進步感…，美感的意義何在? 

5 12月 4日起 

第五節，羅馬水道的結構美感。 

1， 水道結構有那些。 

2， 結構的美感與工程的關係。 

6 12月11日起 

第六節，羅馬水道的構造。 

1，水道的構造的接合、規律、材料特性與因時地制宜。 

2，水道構造的應用有那些。 

3，茄苳溪與武陵社區比鄰，羅馬分析的概念如何襄助茄苳溪水道與社

區的美感理解。 

4，預定 12月 23日，挑選表現優異同學擔任種子學員參加模型製作營。

並參觀袖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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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2 月第 1 週 
水道橋結構概念與羅馬水道橋歷史。成員分組，水道橋模型結

構的說明與冷凍板材料分配同時完成。 

2 12 月第 2 週 模型建材準備，橋拱模型裁切與斜率掌握完工。 

3 12 月第 3 週 橋拱模型主架構立體建置完工。 

4 12 月第 4 週 橋柱磚模型結構材料準備與建置。 

5 1 月第 1 週 橋拱結構與橋柱磚結構的組合 

6 1 月第 2 週 各組水道橋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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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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間的調整與材料的調整是邊走邊修正。講授部份降低，操作部份提高。 

(二)設定的計畫，與學生的回鐀之間，也是邊走邊修正。發展各結構模型製作 sop。提高效率。 

(三)課程架構之外的學習是學生在分組時彼此互相的激發、組與組之間的競賽。分組的設計也是一

種結構的概念，不同能力的分工。模型施工時的人力分工，也是建築施工的人力分工。材料掌握，

也是成本掌控的模擬。都該列入輔學習的評量項目。 

(四)因應實況，以上調整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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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生先分組。分組的原則是，每班分六組，每組七人。不同能力與特質的學生，必須平

均分配。讓每一組的工作效率平均，以確保品質能夠平均。 

二，教師提供有效的工作方法與 sop。第一節，學生的學習是成果的標準化。水道橋完工後

必須能夠組裝，所以必須維持標準化。 

三，水道橋拱以模板裁切，這是比較節省時間的方式。並分析羅馬式半圓型拱與羅馬字母的

數學幾何關係。 

四，學生必須能計算如何去規畫在固定有限的材料中，有效分配面積，裁出最多有用材料。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依組織能力、製圖能力、運算。能力、結構能力、合作潛力分類與組成，就像有機結構

的基本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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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一，材料與高密度保麗龍，

又稱冷凍板。 

二，水道橋橋柱與橋拱分工

製作與達成工作效率。 

B 學生操作流程： 

一，水道橋分橋柱與橋拱部份。拱

模型部份，每組需與它組相連

結。然後完成連結的修整。 

二，橋柱則是分階段式縮減。由大

而小，逐漸如筍狀堆疊。第二

節時各組先為需求準備好冷凍

板材料。 

三，每班每組負責製作的水道橋高

度均一致，每組分配 60 公分長

度。每班合計共 360 公分長。

360 公分間，則需維持由首至

尾下降 3 公分的千分之 8 的斜

率。 

四，每組七人，每班分六組。每組中挑出一人，與他組合作畫出左右岸斜率線。 

五，每組其他成員分配完成橋柱各種尺寸冷凍板的裁切工作。同步進行。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冷凍板本身，容易裁切但也容易成為不易處理之垃圾。 

二，課程要求學生每組不得出現扔去的廢材。 

三，分組工作，學生必須思考如何節省材料，如何在一定材料中浪費最少的作法。評量方式

則是用秤重。 

四，最後零碎的廢材，最後將混合樹脂與碎紙成為“混凝土”概念的材料回填到橋柱的空洞

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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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一，使用膠材黏合組裝。 

二，務求準確與標準化。 

三，使用水平儀的測量。 

B 學生操作流程： 

一，拱製作的說明，是逆向操

作。它不同於羅馬拱圈先

搭鷹架，而是先造拱圈直

接堆疊出拱型。是節省時

間方式的修正。分析羅馬

式拱與羅馬字母的數學幾

何關係。 

二，學生在拱圈砌磚時，必須

考量弧形，必須為每塊石

磚磨出角度。 

三，兩片拱圈在黏合時，必須

維持平行與水平。利用水

平儀。 

C 課程關鍵思考： 

組與組之間的規範，讓橋拱的製作必須維持一定的品質與水準。交互驗証品質，才能確保完

工後，六橋能連結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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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一，橋柱加速建置。 

二，磚材快快備齊。 

B 學生操作流程： 

一，以砌磚為手段，建構出空心橋柱。 

二，砌磚的要領是表面必須平整。符合美感的一致性要求。 

三，階段縮減的橋柱，皆空心。空心中填廢材。 

四，使用保麗龍膠黏合時，想方法解決沒乾時會變形的狀況。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羅馬紅磚結構的學習。也說明英式砌法、法式砌法與日式砌法的差異。附加說明砌法的

原則與建築風格的差異。 

二，建築過程中，每一組對於砌磚的美感要求會不一致。美感的一致性與不一致性，皆必須

學習與包容。學生的組織、效率、合作，是可以學習的。但製圖、分工、運算計算的方

法則不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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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一，階段性評量。橋拱完工程

度的秤重流程。 

二，水平與否。 

B 學生操作流程： 

一，同學的水道橋拱模型的製作

時，需了解要求。磚與磚的連

結必須沒有空隙。黏結必須水

平。 

二，穩定的結構之後，材料是否有

浪費也是要求。所以結果是用

秤重方式檢查。 

三，橋拱的製作，教師提供完成的

範例，提供學生模倣。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橋拱的建設過程需隨時水平儀檢驗。 

二，製作的標準化之後，美感如何提高作品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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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一，學生將橋拱與橋柱結合。 

二，全都完成後，再把各組連

結起來。 

三，砂紙的用法，如何應用物

理觀點，有效利用。可以讓橋

型更美觀與達到一致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大量拱的連結之後，產生不斷延伸的節奏感。 

三，反思拱的結構，在生活環境中的實用性與藝術性實例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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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經費的補助對課程的發展肯定是有好處，以計畫撰寫方式，提供課程不一樣的可能性也是好的。

計畫若有經費的資助，課程將可以朝理想方式發展。 

(二)執行計畫需要花費額外時間精力，並不討好。計畫的補助若有額度調整的空間，會有鼓勵的作用。

完成後的計畫，可以透過分享讓更多老師知道，不要再只是主辦單位的宣導。 

(三)水道橋的標準化製作過程，反而考驗教師在分組工作的調度能力、 

(四)結構，不只是建築的結構，也包含分組隊員的結構。構成，不只是橋拱、材料的構成，也包含成

員的不同能力的構成。 

(五)探索與實作課程精神，在水道橋計畫中，學生必須完成構圖、使用裁切工具、品質精緻化、合作

效率與執行能力提升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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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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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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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至 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同意無償將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之成果報告之使用版權為教

育部所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立交通大學(核心規劃實務工作小

組)於日後直接上傳 Facebook「105-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粉絲專頁或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

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摩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請學校不得異議。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                        (請用印) 
(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  

聯絡人及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2 月 2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