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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龍華國中 

授課教師 鄭淑心 

實施年級 國中三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 

班級數 8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4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結構有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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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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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們在國一已接受過「色彩」構面的美感教學，在認識色彩、調色及配色都有基本概 

  念，另外對於形式美的秩序美感也有一些認識。國二上學期接受了「質感」構面的美感 

  教學，對於課程中的質感與手作體驗有基礎概念。國二下學期接受了「比例」構面的美 

  感教學，在課程中累積審美經驗，並喚醒自身的「美感需求」，在生活中繼續探索，甚至 

  影響別人。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有美的形式概念。 

  2.能使用美工刀。 

  3.能耐心的觀察與思考。 

   希望透過學習活動，帶入對生活中不同「結構」美感的觀照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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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引導，讓學生思考紙卡如何站立，並能和其他紙卡有依序的構成組合，成為有承載的結構，然後透過

觀察其結構的方式，創造能產生有秩序與美感的結構。在 KIT1 中先安排用餅乾橋活動，讓學生從中發現

如何以餅乾和蛋白糖霜堆疊出能承重的結構。在 KIT2 中單純以紙卡做堆疊的活動，讓學生從中發現紙卡

可以站立的構成的訣竅，並能有穩定的結構承重。在 KIT3 中嘗試以卡榫方式連接紙卡，增強其結構性，

創作出有美感的構成構面。經由操作體驗，深化觀察結構的美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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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發美感知能：學生將建立「結構」美感，覺察到結構如何呈現美感。 

    2. 累積美感知能：學生能以「結構」的視野觀察視覺對象物，累積美感經驗。 

    3. 建構美感問題解決力：學生能把「結構」概念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增進生活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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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從紙卡堆疊站立，建立結構中的美感特性。 

2. 能製作有紙卡的卡榫，小組共同完成具有結構的美感創作。 

3. 能表達個人創作的組合元素與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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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美感的結構形成方式。 

    2. 具備美感的結構都具有秩序性。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通識課程至少 6 小時、基本設計以 18 小時為原則）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10/19~23 
單元目標 了解「結構」影響美感。 

操作簡述 觀察生活物件的結構，並從中討論其結構的美與不美。 

2 10/26~30 

單元目標 觀察「結構」的承載。 

操作簡述 
從搭建餅乾橋中觀察結構如何承載，並以裝滿水的礦泉水

瓶搖晃作測試其承重力。 

3 11/2~6 單元目標 從紙卡堆疊中加強對「結構」的敏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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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藉由結構配置美感的了解，針對教師提供的紙卡進行排列

與堆疊，並檢視其結構的配置及美感呈現方式。然後能通

過可口可樂易開罐的承重，並能討論其呈現的承載的結構

特性。 

4 11/9~13 

單元目標 探索結構的其他可能形式，並嘗試製作紙卡的卡榫。 

操作簡述 
觀察日常物中的卡榫結構，延伸至紙卡，嘗試以美工刀製

作割出卡榫。 

5 11/16~20 

單元目標 從紙卡組合中展現結構的美感。 

操作簡述 
小組利用紙卡進行卡榫接合的組合創作，並依題目創造出

三種不同的結構。 

6 

 

11/23~30 

 

單元目標 
了解「結構」存在於生活的各場域，影響著我們的審美感

受。 

操作簡述 
小組分享創作脈絡和形式，並說明結構的配置和其構成的

美感。 

一、預期成果： 

希望透過課程的安排，重新省思生活中的結構配置，並能思考結構的美感所呈現的不同可能性。比原教

案多一個 kit，是希望學先從餅乾橋中獲得實體的更多觀察，有助於理解結構的特性。其他兩個 kit 的設

計安排，讓這個課程，在只使用模型紙卡下，從中思考如何表現不同的構成方式，來體現不同的美感效

果。 

希望學生能將結構的美感運用在生活中，學習立體造型的變化，並能提升自身的生活美感。 

二、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立體書創作手冊(作者： 洪新富、出版社：扶風文化、出版日期：2020/03/01) 

2.從平面到立體技巧--設計師必備的折疊、作者： 編繪:[英]保羅杰克遜、出版社：上海人民美術出版

社、2012/03/01。 

3.紙藝物語：立體設計的裁切與折疊技術、作者：（英）保羅·傑克遜、出版社：印刷工業出版社、

2015/04/01。 

三、教學資源： 

1.美感入門電子書 

2.美感入門網站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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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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原本計畫中【第一堂：結構之美】加入讓學生分組使用彈性繃帶拉構

成，從中理解結構如何組成。在用力拉繃帶構成中，最後會拉出橋樑的

結構，讓學生對於橋樑有一些基本的結構概念，來承接第二堂課的餅乾

橋。 

     【第五堂：紙卡卡榫製作和測試】學生依據小組的討論，決定小組的卡榫

位置和數量。老師教導美工刀的使用方法，學生開始製作 

卡榫。製作完畢，小組討論組合方式的可行性，並從實做中觀察紙卡卡

榫結構呈現的美感。這部分因為學生需要做紙卡的切割， 

故要至少三節課才可完成。 

【第六堂：紙卡卡榫組合創作】學生依據題型，在時間內完成紙卡的卡榫

組合創作，為了讓學生有完整的時間可以討論創意發想，以及統整脈絡理

念，和跟全班分享創作過程，故要至少兩節課比較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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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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用一條彈性繃帶，拉出老師指定的造型，從中思考這個造形如何構成，以及它的結  

  構如何存在，最後即興拉出橋樑的造型，為下一週的餅乾橋活動做觀念的啟發準備。 

C 課程關鍵思考： 

  1.立體的造型在視覺的 2D 圖樣和動手用一條繃帶拉出的 3D 立體圖形?它們之間如何轉 

   換? 

  2.用繃帶拉造型，美感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3.造型中繃帶的連接點有什麼重要性? 

  4.橋樑中哪些結構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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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使用餅乾、蛋白糖霜，創造出餅乾橋樑，老師再用裝滿水的礦泉水瓶放置橋樑上，  

  搖動餅乾橋下方的 PP 瓦楞版十秒，測試承重，看餅乾橋的結構是否能承重。 

C 課程關鍵思考： 

  1.餅乾橋施做過程中，為何要用蛋白糖霜黏接?可以使用其他糖漿或果醬嗎? 

  2.蛋白糖霜要如何黏接才可以黏緊? 

  3.餅乾橋的構成中，有哪些是必要結構? 

  4.餅乾橋的橋墩在施作上要如何增加它的承重力? 

  5.餅乾橋的橋面在施作上要如何才能橫跨在橋墩上，而不會斷掉? 

  6.餅乾橋為何能承載裝滿水的礦泉水瓶，還能被搖晃十秒而不會倒下? 

  7.為何有些組別的餅乾橋無法承載裝滿水的礦泉水瓶，還會在搖晃十秒後倒下?為何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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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的餅乾橋無法承載裝滿水的礦泉水瓶，直接倒下?他們的餅乾橋的結構哪裡出現問 

    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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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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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組進行紙卡堆疊活動，先進行長度的延伸結構，再進行高度的延伸結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讓紙卡站立，讓紙卡排列做長度延伸的訣竅為何? 

2.如何讓紙卡站立堆疊高度，高度延伸的訣竅為何? 

3.紙卡的排列結構為何不會倒下? 

4.紙卡的排列結構的美感如何呈現? 

5.如何克服風吹來，造成紙卡不穩定而倒下?紙卡在排列堆疊時，要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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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組進行紙卡堆疊活動，在紙卡堆疊的結構中思考承重點在哪裡，最後再以鋁罐

可口可樂進行結構的承重測試。 

C 課程關鍵思考： 

1.紙卡堆疊結構中的承重點在哪裡? 

2.紙卡堆疊的結構若無法承重要如何加強承重力? 

3..紙卡堆疊結構的美感如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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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組討論紙卡如何加強結構承載力，然後各組一聚討論出來的卡榫的形式，用美

工刀製作紙卡的卡榫，再以各式卡榫進行紙卡的組合，並思考紙卡卡榫組合的美感如

何呈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1.紙卡的銜接有哪些方式? 

2. 如何製作紙卡卡榫?如何使用美工刀製作卡榫? 

3.不同形式的紙卡卡榫如何進行組合? 

4.紙卡卡榫組合出結構的美感如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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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組討論【未來的城市】的組合要素，然後以各式卡榫進行紙卡的組合，構成功

能性和美感的創作，最後各組分享創作的脈絡及呈現的結構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未來的城市要以什麼樣的造型要素來表現? 

2.未來的城市要呈現怎樣的氛圍?要如何去表達? 

3.不同形式的紙卡卡榫如何進行組合?紙卡組何要如何操作才不會倒下來? 

4.紙卡卡榫組合結構的美感如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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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這個課程在國三實行。滿受學生喜愛。在思考結構的美感過程中，因為課

程活動的趣味性，有助於紓解面臨大會考的考試壓力。 

2.學生在面對餅乾橋的結構問題，因為活動結束後有餅乾可以吃，加上測試

承重時搖晃餅乾橋的刺激，都非常熱烈投入活動。 

3.學生在面對紙卡的結構問題，只要小組的結構在鋁罐可口可樂的承重測試

中不會倒塌，就能獲得可樂暢飲的誘因，都能熱烈投入活動。 

4.發展到紙卡的卡榫活動，因為學生對於美工刀的使用較為陌生，教師需要

加入工具的介紹和使用方式，提醒注意安全。學生切割卡榫的作業時間普

遍不足，需要增加作業時間。 

5.最後一個創作活動，題目是以紙卡組合一個未來城市，需要引導學生思考，

在呈現紙卡的結構美感中，未來城市中建築的發展、建築的功能性和造型

･･････等各項因素，如何影響造型上結構上的美感呈現。最後統整報告，

學生的想像力和表達力完整說明了他們內在的想法。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餅乾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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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卡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