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109學年度第⼆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國中1.2.3年級  ⾼中⼀年級

班級數：4 班

班級類型：V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學年度第     學期，    區               學校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參考美感構⾯：                    參考關鍵字：        、         、            
V 無                                                 

課程名稱：吊床 好構

美感構⾯類型：（單選或複選）：□⾊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Ｖ構造 □結構 

課程執⾏類別：□美感通識課程（6⼩時）  □基本設計選修（18⼩時）

課程設
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
歷程
Ｖ探索為主的中階
歷程
□應⽤為主的⾼階
歷程

每
週
堂
數

Ｖ單堂
□連堂

教學對
象

v國⺠中學   789 年
級

V⾼級中學  1  年級

學⽣先修科⽬或先備能⼒： 
* 先修科⽬：

v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50~100字概述內容即可）
⼆、三年級的學⽣均在106-108受過美感教育⾊彩、質感、構成、結構等
計畫課的，已具備美感基本觀念。
v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年級新⽣，尚未接觸過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概述學⽣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由多元⺠族組成，藉由美感課程，分享與認識不同⺠族的⽂化，希望透過美感
構⾯的引導，提升美感⽣活的感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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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了解『構造』在⽣活中扮演的⾓⾊，讓學⽣從⽇常⽂具⽤品中，⼀⼀解構，
認識每個設計除了美感以外，還存在哪些必要的功能性。再藉由⽵筷、⽵
籤、紙板等條狀材料，讓學⽣練習設計『線與點』固定的⽀撐與可移動的⽀
點，探討其中構造關係。再以回收的舊衣服，透過結繩與編織的技巧，重新
設計應⽤，探討如何製作出⼀個有承載⼒的吊床，讓學⽣可以學習以美感再
⽣，活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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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建築、⽇常⽤品⾃動筆、椅⼦、背包等⽣活化物品觀察構造
的存在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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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可以透過實際操作學到結繩的⽣活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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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床存在校園，猶如⼀件公共藝術，學⽣可以藉此討論公共藝術
與環境的關係性。 
2.學⽣可以透過構造的設計，體感不同材質如何做到得宜的搭配且
具功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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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童軍結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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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單元⽬標 認識構造

操作簡述
透過美感電⼦書，讓學⽣了解構造的
定義。走探校園，尋找構造存在的位
置。

2 3/21

單元⽬標 ⽇常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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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時實驗課程執⾏紀錄 

2 3/21
操作簡述

請學⽣帶⽇常⽣活物品，試著解構，
同時註解功能性、裝飾性的分別。

3 3/28

單元⽬標 點線不分離

操作簡述
練習以不同素材，將線條的連結、⽀

撐練習。

4 4/11

單元⽬標 舊衣回收解構

操作簡述

請同學帶家裡回收的舊衣服，拆解衣
服，同時也認識衣服每個部位的組成
及功能性，再以⾊彩歸類，裁剪成條
狀，以利下次課程使⽤。

5 4/25

單元⽬標 吊床不掉製作

操作簡述
丈量樹與樹的距離，分組開始進⾏吊
床編織，同學可以探索哪⼀種編織
法，承載的⼒量會比較⼤。

6 5/9

單元⽬標 吊床不掉測試與分享

操作簡述
測試綁在樹上的吊床，探討構造的穩

定性。

四. 預期成果：
同學透過六堂課的引導，可以更了解結構和構成的差異性，同時對⽣活中的
物件挑選，不會只侷限在外觀的美感，⽽更能探討使⽤上的功能性、堅固
性，延長物品的使⽤期，提升⽣活品味的質感與量感。

五.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六. 教學資源：

課堂⼀：單元名稱：認識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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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透過教師ＰＰＴ介紹，認識構造在物件中所扮演的⾓⾊。 
2、學⽣在校園拍照採集校園物件所存在的構造，並以簡單的標
⽰，將採集的構造樣式描繪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構造在兩個物件中，扮演的⾓⾊是什麼？產⽣的功能是什麼？ 
2、所採集到的構造樣式，是否有共通性。？

課堂⼆：單元名稱：⽇常解構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學⽣將⽇常物品解構，觀察造型設計，並且分別紀錄物件的功
能性。 
2、學⽣解構後，須按他想要呈現的程序排列，可以是⼤⼩、形
狀、⾊彩，或是組合的順序。
C 課程關鍵思考： 
1、請辨識哪些物件是功能性？哪些物件是裝飾性？ 
2、不同的程序排列，是否可以幫助你更了解設計者的想法？

課堂三：單元名稱：點線不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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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練習各種結繩，並認識其應⽤在⽣活中的狀態。 
2、以任務型的⽀撐，練習結繩技巧，完成⽵竿的⽀撐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在有限的材料、條件下，搭架出有⽀撐⼒，最⾼⽵竿結
構？

課堂四：單元名稱：舊⾐回收解構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學⽣將⾃⼰帶來的回收⾐服，進⾏⾊彩與材質的分類。 
2、將回收的⾐物裁剪條狀，以利後續課程的應⽤。

C 課程關鍵思考： 
1、同⼀⾊調卻是不同材質的布料，可以混搭在網織裡嗎？還是需
要依照，功能需求分配？

課堂五：單元名稱：吊床不掉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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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課堂⼀：教師可以先開立雲端共編檔案，以利同學分享採集的構造相片，同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學⽣到校園樹林間，丈量兩樹之間，所要搭架網的距離。 
2、練習兩線之間，所需應⽤的結構結繩。 
3、開始進⾏，吊床的結繩網織。
C 課程關鍵思考： 
1、哪⼀種結繩⽅式，適合乘載較重的物件？ 
2、結繩與結繩間洞孔的⼤⼩多少，才能更安全？如果不均勻時，
可以運⽤什麼⽅式，加強它的安全性？

課堂六：單元名稱：吊床不掉測試與分享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學⽣持續完成網織，並且應⽤回收的⾐物，輔助編織在結繩的
孔洞，形成圖案也加強了安全性。 
2、學⽣進⾏作品的⽀撐測試。
1、 如何讓結網綁在樹上時，樹可以⽀撐我們躺在吊床上，⽽⼤樹不受傷？ 
2、除了綁在樹上，我們還有什麼⽅法可以⽀撐我們的吊床？ 
3、當我們躺在網織上，垂吊的⽀撐⾼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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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進⾏討論、歸類。 
 
2、課堂⼆：學⽣必須要選擇⼀種程序的排列，這樣可以幫助學⽣，更調理看待
解構後的物件。 
 
3、課堂三：此單元必須要有條件限制，每個⼩組約五⼈，配置六根⽵⼦，五條
繩⼦，⽽學⽣進⾏任務時，每個結繩必須具有意義， 
 
4、課堂四：剪布⽤的剪⼑，必須是中型的剪⼑，請學⽣帶時，要特別交代，不
然課堂進⾏時，進度會受影響。 
 
5、課堂五：每組學⽣只能帶⼀條童軍繩，學⽣必須⽤⾃⼰⾝體為丈量的只要⼯
具，⽬的是學⽣對環境空間會更有體感、互動。⽽童軍繩只是輔助。 
 
6、課堂六：吊床⾯的⼤⼩與固定的⾼度，會影響⽀撐，床⼼過⼤，垂墜感增
加，因⽽搭架⾼度要更⾼，以結繩單純綁在樹上，不容易有長久的乘載⼒，可
以採⽤越野掛鉤綁繩輔助，較為安全。


四、學⽣學習⼼得與成果： 
 
1、學⽣解構⽣活物品說明圖：

 
2、學⽣結繩構造練習以及吊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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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型網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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