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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怡如 

實施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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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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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區   福科國中   學校   張雅喬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不紙一次         

一、參考美感構面：  結構              參考關鍵字：  紙張  、  立體   、  燈飾    

□ 無                                                  

課程名稱：美感｢燈｣對了！玩紙.摺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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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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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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概述內容） 

107-1 面紙，不再無「固」出走！  

軟包裝的衛生紙容易離家出走，造成教室內雜亂，要求學生思考解決方法，引導出重複使

用硬面紙盒及如何固定在桌子邊的接合構造。「何處好安身？」設定了「不晃、好      抽、

易、 換、能拆、耐用、耐看」階段性任務，漸進式思考「合用」是要符合很多條      件

的，符合條件才是合用，合用才是符合構造的生活美感。 

107-2 「食，在美力！」即是「飲食，重在美感力！」 

以點、線、面基本設計元素為基礎，引導學生嘗試轉換為具情感層面如溫暖、安定、冷

靜…等畫面構成，並運用於淋醬、甜點擺盤實作，以漸進的方式帶領學生學習合於美感的

擺盤組合；讓學生能感受到美感源自生活的用心體驗，更與自己切身相關。 

108-1 察顏觀色  顏知有悟 

藉由上下學路徑探索與觀察居家城市與校園，發現環境中出現的色彩，引發孩子對生活環

境有感，利用色票找出環境中的色彩並對生活中的色彩進行分析與討論，找出具有美感的

色彩配置，體認色彩調和的重要性，並能初步應用和諧的色調與衝突的色調，進而轉化為

切入創作的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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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學過「色彩學」、「美的形式原則」、「點線面」等課程。 

二、 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此課程在讓學生了解「美感」與我們共存，再經由觀察與探索的過程中，了解結構在

生活中的運用，同時從中發現「結構」之美，並引導學生欣賞特色造型建築與具結構性

之產品設計，思考結構與美感並存的重要性。課程中運用生活中隨處可得的紙張媒材，

藉由紙的可能性實驗歸納出結構的基礎概念，檢視平衡穩定的結構配置和均衡設計，創

造出力與美兼具的立體造型紙燈飾。 此美感課程習得如何觀察生活周遭的結構，了解其

基本原則，懂得欣賞和創造力與美的造型。 讓學生勇於創作，將概念轉化呈現，並加以

自省調整修正，創造出符合力與美的立體造型紙燈飾，從過程中學會「問題解決」的能

力，以及帶得走的美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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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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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內能站立的物品：人、桌椅、畫架、杯子、餐袋、書包、鉛筆盒、籃球... 

    觀察其能站立且穩定的原因，經討論找出物品的點、線、面結構關係。 

    例 1：人、桌椅、畫架~不同數量的腳及支點間的結構關係 

    例 2：杯子、筆袋、球~面與面相接的結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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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塊疊疊樂：幾何對稱造型與力量分布及重心位置的操作體驗 

2.梅花片組織：單一元素連接成一中空體，面與面間嵌合法的思考刺激 

3.紙張摺學：將原本柔軟容易彎曲的平面紙張折出一條線，變成一片折版， 它就

能自己站起來，能夠抵抗變形，支撐有重量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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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作用，是在建立一個傳遞力量的路徑，越是均質分布的結構配置，力量分   

         布越平均，就會越穩定； 

        2.幾何對稱的造型，也有助於確保力量被平均分攤，不會因為重心偏移而造成受力 

         不均，對稱造型與規律配置是穩定結構的基本原則。 

        3.簡單的點、線、面造就紙張剛剛好的「體」，體與體間的反覆連結造就美美的紙燈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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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領域：幾何、對稱形                自然領域：力學、電學 

        生科領域：電燈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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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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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目標 第一堂：結構美感 

操作簡述 

1.疊疊樂小組活動：每組 15 根木頭，看哪組   

  堆疊的最高，老師會從最下層抽去 2 根測  

  試結構穩定度。學生從搭建出高度與穩定度 

  兼具的立體造型，從過程中理解穩定結構的 

  必要條件。   

2.介紹自然界中演繹結構作用的例子，了解什 

  麼是結構與結構的重要性，學生小組討論歸 

  納出自然界結構的規則。  

3.欣賞世界名建築，以比較的方式，讓學生陳 

  述具有美感的部分，討論出結構美感的條

件。 

 

2  

單元目標 第二堂：一張紙的可能性 

操作簡述 

    讓學生嘗試用一張紙演變成一個立體結構，

突破 2D 平面，可與過去經驗產生連結、任意

發想，並著手實驗，最後全班討論分享。 

1.將手中的紙嘗試以任何方法，變成可站立的 

  立體造型。 

2.以「摺」的概念作發想。 

3.組員的結構組合，產生新的造型。 

 

3  

單元目標 第三堂：不同紙材對結構的影響 

操作簡述 

    學生每人會拿到 3 張 3 種不同厚度的紙材

(奶瓶紙、西卡紙、影印 紙)，經過思考與實

驗，任選  2 張進行組裝，製作出能乘載

「330ml 奶茶」具美感造型的立體結構，最

後全班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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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元目標 第四堂：立體造型紙燈飾(一) 結構發想 

操作簡述 

1.結構發想：教師提供「不同厚薄的紙材 1」， 

  讓學生設計出「可站立 2」的結構燈飾，並 

  思考「燈泡擺放的位置 3」，小組討論設計出 

  燈飾造型草圖。(1、2、3為主要題目與任務) 

2.紙燈飾製作：找尋適合的紙張，嘗試紙張硬 

  度與透光度是否符合構想，並解決結構問

題。 

5  

單元目標 第五堂：立體造型紙燈飾(二) 結構補強與修正 

操作簡述 

3.修正與補強：思考結構失衡問題，找尋解決 

  辦法(可上網蒐集資料)，進行結構的調整與  

  補強，並在結構穩固與美感之間取得平衡。 

6  

單元目標 第六堂：結構造型的心理感受 

操作簡述 
    小組上台介紹燈飾名稱、創作理念、分享問

題解決過程，同學與教師提問。 

五、預期成果： 

1.學生能對物體的觀察與發現，展開美感知覺的探索，內化並陳述透過視覺觀察後的感知。  

2.學習主題活動中，延伸出物件的新造型，主動發覺物件本身結構之平衡性。  

3.學生主動的試驗與發掘，從中分享討論與修正調整。  

4.建構引導、探索、綜合活動循序漸進的美感主題課程。  

5.學生能對物體的觀察與發現，展開美感知覺的探尋，內化並陳述透過視覺觀察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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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保羅．傑克森，設計摺學 2：從完美展開圖到絕妙包裝盒，設計師不可不知的立體結構  

  生成術，積木，2014。  

2.保羅．傑克森，設計摺學 3：從經典紙藝到創意文宣品，設計師、行銷人員和手工藝玩 

  家都 想學會的切割摺疊技巧，積木，2015。  

3.保羅．傑克森，設計摺學全書：建立幾何觀念，強化空間感，激發設計師、工藝創作者 

  想像 力和實作力的必備摺疊觀念與技巧，積木，2017。  

4.高岡伸一、阪口大介、夜長堂、川原由美子、岩田雅希、西岡潔，樓梯，上上下下的好 

  設計： 大師傑作、工匠技藝、時代風華，內行人才知道的 40 座好樓梯，臉譜，2014。  

5.日經建築，解構！日本當代巨匠建築之美：設計的風景 X 窗際的想像，走訪五十座新時 

  代名 家話題之作，山岳，2015。  

6.馬克‧庫什納，未來世界的百大建築，天下雜誌，2016。  

7.徐純一，打開魔宮寶盒的當代建築，麥浩斯，2014。  

8.何蕊，現代燈飾創意設計，化學工業出版社，2017。  

9.美感入門電子書 

 

七、教學資源： 

八、美感教育計畫電子書、教師自編 PPT、國內外建築/產品設計教學網路資源、建築參考

書籍、 產品設計參考書籍、結構書籍、攝影棚、攝影器材、紙張、美工刀、單槍、學

生用隨身碟、其 他相關物品。   

九、【Rookie's Guide 設計思考新手手冊】https://goo.gl/LUbQ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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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 

課堂1    美感觀察/不倒才行！木塊疊疊樂 

增加   課堂2   卡的好好！梅花片組織   

          (讓學生體驗嵌合結構、理解中空體、感受物件間的力與平衡的關係 

課堂3   紙張站好    一張紙的可能性 

課堂4   奶茶不倒  不同紙材對結構的影響 

課堂5  .6 立體紙燈   立體造型紙燈飾  (一) 結構發想 (二) 結構補強與修正 

修改    課堂7   美感｢燈｣對了！紙燈販售會 

            (用購物台形式來賣自己做的燈，學生較容易說出作品的優點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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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美感觀察/不倒才行！木塊疊疊樂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任務1   美感觀察 (細讀以下說明，並圈出重點詞句) 

分組挑論後，寫出教室內能站立的物品(至少10項)並觀察其能站立且穩定的原因，經討論

找出物品的點、線、面結構關係來進行分類。 

a.面與面相接的結構關係：b.不同數量的腳及支點間的結構關係：c.其他......的結構關係：   

 任務2   不倒才行！木塊疊疊樂  面與面相接的結構關係 (細讀以下說明，並圈出重點詞句) 

二人一組，每組 15 根木頭，看哪組堆疊的最高，老師會從最下層抽去 2 根測試結構穩定

度。學生從搭建出高度與穩定度兼具的立體造型，從過程中理解穩定結構的必要條件。 

   限時內每組有二次挑戰機會，挑戰成功奶茶各一瓶(限量是殘酷的) 

C 課程關鍵思考： 

美感技術：幾何對稱的造型，也有助於確保力量被平均分攤，不會因為重心偏移而造成

受力不均，對稱造型與規律配置是穩定結構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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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卡的好好！梅花片組織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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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任務3   卡的好好！梅花片組織  不同數量的腳及支點間的結構關係 

一人一組，每人50片梅花片，組成一個中空結構，承載巧克力球， 

   不掉落、不滾出、結構不散落。 

限時內每人有二次挑戰機會，挑戰成功最多顆的，巧克力球歸他所有(若遇數量相同則

均分) 

 

C 課程關鍵思考： 

  單一元素連接成一中空體，面與面間嵌合法的思考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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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紙張站好    一張紙的可能性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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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任務5   紙張站好    一張紙的可能性 

學生嘗試用一張紙演變成一個立體結構，突破 2D 平面，可與過去經驗產生連結、任意

發想，並著手實驗，最後全班討論分享。 

5-1  從平面到立體：每人一張影印紙  5〞 

     將手中的紙嘗試以任何的方法，變成可站立的立體造型 

5-2  動手做做看：每人二張電腦回收卡  10〞 

     將手中的電腦卡嘗試以「摺」、「割」的概念方法， 

     做出「透」的立體造型結構 

5-3  同桌組合：2~4人  10〞 

     將個人「透」的結構與同桌同學組合，組合成一個結構並打燈。 

     觀察此結構產生的光影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一張紙能產生什麼樣的立體造型？       

2.如何用單位型組合出富有美感的結構？  

3.觀察立體造型的光影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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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奶茶不倒  不同紙材對結構的影響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任務6   奶茶不倒  不同紙材對結構的影響   

6-1  2~3人一組，每組3 張不同厚度的紙材(奶瓶紙、西卡紙、影印紙)，   

     進行思考與實驗。 

6-2  討論後，每組任選 2 張進行組裝，提供透明膠帶、雙面膠 

     帶製作出能乘載「400ml 奶茶」具美感造型的立體結構。 

     限時內每組挑戰成功的，奶茶每人各一瓶(限時、限量是殘酷的)  

 

C 課程關鍵思考： 

1.材料厚薄與結構的穩定性？    

2.物件接合的應用方式？     

3.結構能承載重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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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  .6 立體紙燈     (一) 結構發想   (二) 結構補強與修正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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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終極任務7      

教師提供「不同厚薄的紙材 1」，讓學生設計出「可站立 2」的結構燈飾，並思考「燈泡擺

放的位置 3」，小組討論設計出燈飾造型草圖。  (1、2、3為主要題目與任務)  

7-1 結構發想：小組內(2~3人一組)每人畫一個結構基本型或提出造形概念，討論創作方

向，並繪製燈飾草圖。  

7-2 紙燈飾製作：找尋適合的紙張，嘗試紙張硬度與透光度是否符合構想，並解決結構問

題。  

7-3修正與補強：思考結構失衡問題，找尋解決辦法(可上網蒐集資料)，進行結構的調整

與補強，並在結構穩固與美感之間取得平衡。  

 

C 課程關鍵思考： 

1.結構力與美如何兼具？    

2.紙張硬度與透光度是否符合構想？   

3.失衡結構如何補強？    

4.能清楚表達自我觀點及傾聽他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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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7   美感｢燈｣對了！紙燈販售會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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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結構造型的心理感受    

小組上台介紹燈飾名稱、創作理念、分享問題解決過程，同學與教師提問。  

C 課程關鍵思考： 

1.不同的結構能產生什麼樣的美感？ 

2. 結構如何調整會更富美感？   

3.燈飾造型可延伸運用於哪些有功能性的物件上？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2人一組小任務的結構經驗堆疊，有助於最後紙燈的創作靈感及呈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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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心得或分享 

課堂1    美感觀察/不倒才行！木塊疊疊樂 

          

          

課堂2   卡的好好！梅花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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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紙張站好    一張紙的可能性 

        

課堂4   奶茶不倒  不同紙材對結構的影響 

         

         

課堂5  .6 立體紙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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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7   美感｢燈｣對了！紙燈販售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