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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台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林珮璇 

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四個班 

學生總數 115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建築之旅前導課程之二 

施作課堂 視覺藝術 施作總節數 2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九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1. 教師先進行建築之旅單元的簡報，講述到會築巢的動物時，直接投影安妮美感報第三期

當中相關的部分。

2. 接著介紹各種人類因地理環境選用不同建築材料所蓋成的各式房子，此時教師到各組發

下事先影印好的印地安 Tipi 帳篷的模型紙張、竹籤和橡皮筋。

3. 學生事先並不知道什麼是 Tipi 帳篷，他們手上只有帳篷模型的展開圖，而製作方式和詳

細細節都已被教師事先裁切掉。小組成員必須共同討論如何組出這頂帳篷，達到老師

「既堅固、合需求又美觀」的要求。

4. 小組當中擅長繪畫的成員先開始設計帳篷的圖案和顏色。其餘可以嘗試用竹籤和橡皮筋

組合出帳篷的支架。

5. 搭蓋時間結束時展示出各組的帳篷，並運用電風扇作風力的測試。

6. 最後發下美感報，由學生仔細閱讀。

7. 後續的課程則繼續跑建築之旅單元。

 二、課程目標 

1. 透過教師的引導能思考建築與人類的關係。

2. 能夠在有限制的條件中，小組共同激盪思考，激發出創造力、想像力與同理能力。

3. 能夠分享，並與同學合作學習，再作加深加廣的探索。

4. 能夠實際動手操作，運用耐心與細心完成手作體驗。

5. 能夠探討並組構出符合力與美的結構。

6. 透過閱讀能夠發掘真相，適時比較找出自己組別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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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課堂流程說明： 

小組正在裝飾美化並用各自的方式去認識結構。 

由他們專注的神情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勇於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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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記錄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課堂流程說明： 

仍然是嘗試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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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這兩堂課是建築之旅前導課程之一的修正版，之所以會變換方

式，是因為想要更切中建築講求結構的核心。不先提供學生正確的

答案，而是完全由他們自己在過程中挑戰並嘗試出來，這種「做中

學」的方式更能讓學生獲得更深刻的學習成效――即使成果與正確

答案大相逕庭。 

     由於後面還有建築簡報和其他的課堂體驗要進行，真正運用美

感報也就只有這一小部分，期望教師自己有更多智慧與創意去善用

這份美好的智能報紙。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