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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中平國中 

授課教師 黃秉儀 

實施年級 九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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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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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紙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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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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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學生曾經學習構成此一構面，對於畫面中物件的排列變化，能夠分辨說明，感受和位合宜

的美。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一、課程活動簡介： 

在本課程中，期望能引導學生發現生活中結構的美感，這些器物不只有擁有其功能性，

同時也能兼顧美感。 

藉由瓦楞紙箱的切割、卡榫、黏貼，做出可以承載 5 本課本重量的承載物，由動手做發

現結構的變化。 

提供學生紙管、紙繩、紙板、硬紙箱、蛋箱等，引起學生思考這些不同造型的紙板，如何可

以設計出可承載自己重量的紙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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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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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運用觀察實體橋的結構，認識結構在生活中的影響和運用 

2. 透過紙橋的設計，發現結構的美 

3. 了解裝飾美和結構美的不同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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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黏著劑的方式，以卡榫和折縫的方式來連結紙張，請同學試著運用紙張做出一座橋 

2. 認識紙材的特性與形成方式，了解如何藉由結構增強耐重性 

3. 結構美感的呈現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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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載物是否能同時兼顧功能與美感 

2. 養成觀察生活中的結構美 

3. 能夠思考承載物的更多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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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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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單元目標 紙張的可能 

操作簡述 
認識紙張的特質，瞭解可以運用紙張做出不同結構的

變化 

2 10/21 

單元目標 紙橋(一) 

操作簡述 
讓學生學會卡榫、折紙等可以連結紙張，並運用紙一

技法製作紙橋 

3 10/28 
單元目標 紙橋(二) 

操作簡述 測試紙橋是否可以乘載 5 本書 

4 11/4 
單元目標 打造專屬於我的椅子(一) 

操作簡述 運用紙管、紙繩、紙板、硬紙箱等打造一把紙椅 

5 11/11 
單元目標 打造專屬於我的椅子(二) 

操作簡述 運用紙管、紙繩、紙板、硬紙箱等打造一把紙椅 

6 11/18 
單元目標 發表會 

操作簡述 分享與測試組椅子，過關者即獲得小禮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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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認識何謂結構與結構的類型 

2. 學生能夠發現結構所產生的美 

3. 學生能夠運用結構解決功能上的問題 

參考書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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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Pleats，作者： 保羅．傑克森，譯者： 李弘善，出版

社：積木，出版日期：2017/03/30，定價：1000 元 

2. 設計摺學 4：對摺、切割、展開、彈起，給所有設計師的 POP-UP 大師課，Cut and Fold 

Techniques for POP-UP Designs，作者： 保羅．傑克森，譯者： 曾雅瑜，出版社：積

木，出版日期：2018/03/03，定價：550 元 

3.建築：造型空間與秩序，作者： FRANCIS D. K.CHING  譯者：楊明華、莊展華 出版社：       

 茂榮  

 

教學資源： 

1.紙張結構設計師 

https://www.mattshlian.com  

2.紙箱王創意園區 

https://www.cartonking.com.tw/stores.php?func=sd_show&sd_id=1&sdc_id=2 

3.紙的支撐結構 

https://www.pinterest.com/abonedog13/%E7%B4%99%E7%9A%84%E6%94%AF%E6%

92%90%E7%B5%90%E6%A7%8B/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FRANCIS+D.+K.CHING&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A5%8A%E6%98%8E%E8%8F%AF%E3%80%81%E8%8E%8A%E5%B1%95%E8%8F%AF&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aulung
https://www.mattshlian.com/
https://www.cartonking.com.tw/stores.php?func=sd_show&sd_id=1&sdc_id=2
https://www.pinterest.com/abonedog13/%E7%B4%99%E7%9A%84%E6%94%AF%E6%92%90%E7%B5%90%E6%A7%8B/
https://www.pinterest.com/abonedog13/%E7%B4%99%E7%9A%84%E6%94%AF%E6%92%90%E7%B5%90%E6%A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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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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三堂課皆能順利完成，在紙橋的製作過程中還能增強學生的信心，幫助

學生接下要使用紙板製作紙椅，但因為討論時間和製作時間需要更長，需要

多將近 2-3 堂課才能完成。另外，因為沒有找到紙筒，瓦楞紙不容易捲曲，

所以作品中能以運用這個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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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紙的運用，例如坂茂的建築與傢俱，提供學生了解紙張的特性與其可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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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承載物設計有哪些問題要解決？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介紹不用黏著劑的方式，以卡榫和折縫的方式來連結紙張，請同學試著運用紙張做出一座

橋。 

C 課程關鍵思考： 

關於承載物的結構部分有哪些需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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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持續上周的作業，完成各組設計的紙橋，進行承載 5 本書的實驗，請各組分享觀察其他組

同學作品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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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關於承載物的結構部分有哪些需要思考？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兩兩一組進行討論，設計規畫自己喜歡的椅子。再由全班同學設計的紙椅設計圖進行討

論，選出最喜歡的 5 件設計稿，將全班分成 5 組。 

C 課程關鍵思考： 

欣賞同學作品之後，挑選一個你願意一起製作的作品，試著說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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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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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持續紙椅的設計與製作，並且和學生討論比例與視覺美感的觀念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讓紙椅具有功能和裝飾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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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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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各組分享紙椅的特色，並由同學坐上一分鐘，不垮掉即可獲得小禮物一份 

C 課程關鍵思考： 

欣賞同學作品之後，挑選你覺得這個作品具有美感，試著說明是來自哪些因素？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課程開始的時候非常擔心學生沒辦法執行，但過程中發現，一段

一段的引導，學生可以在製作過程中，修正自己的設計圖，重新

整理，修正結構，讓紙椅更加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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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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