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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 

壹.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何信儀 

實施年級 國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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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一)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圖地相容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教學對象  ■ 國民中學二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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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課程規劃：◎圖地相融(6 堂課) 

1.從生活環境中引導學生理解圖與地的概念。 

2.練習找出隱藏在日常建築與風景的美感，再適時的帶入魯賓之杯的視覺現象。 

練習一:現成物件(報章雜誌)找出有趣圖形並練習簡化線條。 

3 練習二:讓同學嘗試利用人臉的圖案畫出封閉的容器圖案。 

4 教師示範把設計出來的容器加上明暗立體感，讓同學練習實作。 

56 作業一:課堂最後把同學所設計平面容器轉化成立體或半立體的連續結構，裁切中線 

並黏貼靠近中心軸線處完成作品。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了解日常生活中輪廓線及造型的特性。 

2.發現造形之間有趣的變化及吸引人之處。 

  3.生活中的任何器物，經過美感思考後再安排組合就會有不同的呈現風貌。 

 

 美感技術 

  1.利用廣告小冊子或紙張作簡單的造形結構練習與創作，並能將自己的平面圖案 

自由發揮轉換成浮雕(半立體)或立體的構造。 

 

 美感概念 

  1.魯賓之杯中圖與地的完型理論 

  2.封閉圖案與所形成背景相關聯性 

  3.美的原理中連續的結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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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 單元名稱  圖地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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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單元簡述  1.從生活環境中引導學生理解圖與地的概念。練習找出隱

藏在日常建築與風景的美感，再適時的帶入魯賓之杯的視

覺現象。 

練習一:現成物件(報章雜誌)找出有趣圖形並練習簡化線

條。 

2 
11/4~ 

11/8 

單元名稱  人臉與杯子(投影練習) 

單元簡述  2 練習二:讓同學嘗試利用手電筒或燈光描繪人側臉的圖案

再利用對稱方式完成一封閉的容器。在人臉的比例中利用

正側臉及臉往上下網往左右的角度不同有許多的變化。 

3 
11/11~ 

11/15 

單元名稱  比例決定優美(學習單) 

單元簡述  3 練習三:修整練習二的人臉比例可依照自己的臉型或發展

出有趣的角度與臉部造型，教師協助同學找到適合形成連

續的線條，逐一檢查並提示同學利用 2B 鉛筆將圖形轉印

到學習單上。當作自己的用來大量複製的正確模板。 

 

4 
11/18~ 

11/22 

單元名稱  發展結構(一) 

單元簡述  4-1 教師示範把設計出來人臉杯子容器加上明暗立體感，
讓同學練習實作。用以檢視其杯子造型比例最後所呈現的
樣子。 
4-2 將杯子剪下，並把發下的丹迪紙按偶數風琴折方式折
成八等份，注意杯子半徑與風琴折的寬度是否合適。 

5 
11/25/ 

~11/29 

單元名稱  發展結構(二) 

單元簡述  5 大量複製同學最後確定的杯子模板，須注意杯子(圖)與人

臉(地)別顛倒，裁剪杯子的形狀約莫 50 組以上對稱杯子結

構。 

6 11/12~ 單元名稱 完成連續的杯狀球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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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學生對於對於從簡單的圖形，到了解圖與底的之間有趣的變化。更進而從 4 個小練習中， 

體會二維平面形狀與三維立體結構如何產生有趣的形狀，並產出一件獨特並有比例美感的杯

撞球型作品。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立體的組合式摺紙彩球設計 24 例、作者:つがわみお、 出版社: EB 新手作 (TW) 2019/07 

六、教學資源： 

Youtube:關鍵字-彩球結構 

 

貳.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課程設計有參照審查委員的建議，加入手電筒對於人臉的投影，

加深同學對於圖與底的概念，同學們對這部分反映很棒。其於細

部課堂的調整則用紅字顯示區別。 

 

 

 

 

 

12/16 單元簡述 6.重複連續的杯子紙型將其整齊疊好為雙數對折對稱型， 

並按其所挑選的顏色做色調的簡單排列，使用雙面膠或膠

水 

連接對折對稱杯子紙型的中軸內側。最後可以完成一組展

開來能站立的杯子立體造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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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找出隱藏在日常建築與風景的美感，再適時的帶入圖與地的視覺現象。利用現成物件

(報章雜誌)或投影片找出有趣圖形並練習簡化線條。並讓學生試著畫出封閉的剪影圖形以理

解圖與地的原理。 

C 課程關鍵思考： 

   【看見圖】視覺原理中：魯賓之杯=主題與背景=圖與地 的形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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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杯子形狀的理解，讓同學嘗試利用手電筒或燈光描繪人側臉的圖案再利用對稱方式完成

一封閉的容器。在人臉的比例中利用正側臉及臉往上下往左右的角度不同有許多的變化。 

練習變焦手電筒的投影，與投影後的描圖及修飾能夠符合杯子大致上的結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找出地】造型由繁入簡及線條的簡化，人臉比例為多少?如何調整使其最接近一個杯子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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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臉比例可依照自己的臉型或發展出有趣的角度與臉部造型，畫出對稱型，同學找到適合形

成連續的線條，逐一檢查並提示同學利用 2B 鉛筆將圖形轉印到學習單與厚紙片，當作自己

的用來大量複製的正確形板。 

 

C 課程關鍵思考： 

【圖地反轉】圖與地之間的互換思考，改變比例最後呈現的圖與地造型，也跟著出現不同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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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把描繪好的人臉型版描繪在厚紙並完成型版，將 4 開紙張的短邊三等份裁切好的
紙張按照色系發給同學，要求其完成所領紙張為偶數的風琴折，並描上杯子的輪
廓線，此時臉型鼻子面向對摺邊，杯型面向打開的一邊。 

C 課程關鍵思考： 

   【複製拷貝】如何利用風琴折，搭配剪紙技巧，大量複製杯子的形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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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大量複製杯子的相同圖案，利用剪刀或筆刀剪刻，挖剪杯子的形狀，反覆相同動作到約累

積有 50-75 個，對稱則的杯型，整理排列好自己喜好的顏色順序，並修飾整齊每個剪下的

杯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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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平面造型連續重疊發展為立體結構，立體結構如何轉變為類似彩球的立體結構。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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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將每一張 V 型對稱的杯子型紙於對折處上雙面膠或膠水(只需一面)一張張拼疊起來完成， 

若過高 50-75 張可以分成 3-4 堆最後再組成一個環型結構的立體杯子。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黏貼連續平面形狀使其產生立體結構的方法 –如書本裝訂型，便條紙型。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國中階段學生對於自己的外表常會加以修飾偽裝，最後完成的作品會看到近似於

狼人或鐘樓怪人的形狀，而杯子也跟著產生的怪異趣味美感，過程中有些同學挖剪

下來的人形也可收集起來，另外形成一個人臉的立體型，倒是意料之外的驚喜。最

後想要聯合所有的立體杯子紙型，形成一個一大片的有趣立體紙球花園，變成一年

級成果展，無奈疫情關係無法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