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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蔡孟恬 

實施年級 一、二 

課程執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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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4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紙玩結構與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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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一普，一、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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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美術班學生曾於高一課程中融入美感色彩與質感關鍵要素觀察與探索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授課學生為 109 學年度高一新生，教學對象設定為學生未修習過美感教育相關課程。於

課程開始之前將先調查同學於國中時期修習美感教育課程之經驗。 

 

* 先備能力： 

1.具備基礎造型創作能力 

2.具備運用裁切剪黏工具的基本技能 

 

學習需求： 

1. 練習觀察日常生活中立體造型結構與構造之美的素養 

2. 能夠運用結構構造的相關知識完成一件美感與承載功能兼具的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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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以 一張紙站立的五種方式 →紙結構與構造的疊高承重實驗  →紙結構的結合─製作可乘載 

物品重量的檯座或容器 三個階段任務的練習，透過運用紙材質的實作實驗與設計思考的教學 

模式讓學生理解關於「結構」與「構造」關鍵要素之內涵與美感，並嘗試為生活中會遇到的 

設計需求找到解決的方案。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教室中的物件，例如桌子、椅子、承重的結構設計。 

2.校園中的建築，例如教室的梁柱、大型建築物的結構設計。 

3.設計師設計的積木組合實作體驗有關結構與構造之美的作品案例。 

 

 美感技術 

1. 以摺紙的方式加強結構。 

2. 紙的切割與接合產生的結構美感。 

3. 物件與物件的鑲嵌製造更穩固的紙結構。 

 

 美感概念 

1. 平衡穩定的結構配置─形成穩定結構的規則 

2. 講究均衡的結構設計─失衡與補強 

3. 結構外觀造型之美感-兼顧結構與美感的造型設計 

 其他美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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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單元目標 一張紙站立的五種方式 

 

操作簡述 

讓學生嘗試用一張 A4 紙透過折、分割、組合成 

一個突破 2D 平面的立體結構, 可與過去經驗產

生連結、任意發想,並著手實驗並分享。 

評量：紙結構的多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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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05 

單元目標 觀察結構與構造之美 

操作簡述 

帶領學生觀看學校周遭的建築,和生活中常見的物件, 

欣賞自然中的結構，找尋其中的規則。再引導學生運

用疊疊樂的積木試著親身體驗結構穩固與造型之間的

關係。 

評量：找到穩定結構的方法。 

3 10/02 

單元目標 紙結構的疊高實驗(塔) 

操作簡述 

三人一組，以上一節課讓紙站立的經驗延伸，以 

不黏合的方式嘗試讓紙長高。訓練學生在紙與

紙接合構造上的思考。 

評量：用十張紙製造最高的塔。 

4 10/02 

單元目標 紙結構的承重實驗(橋) 

操作簡述 

三人一組，以上一節課讓紙站立的經驗延伸，以 

不黏合的方式嘗試讓紙承重。訓練學生在紙結

構加強上的思考。 

評量：以 10 張紙搭橋的承重度。 

5 10/09 

單元目標 物件與物件結合後的承載 

操作簡述 

任務：一手帶走三罐可樂的紙結構構造，以減塑

為題，讓同學思考購買飲料時如何一手將 三罐飲

料帶著走。 

材料：教師提供不同的紙材讓同學選

擇。評量：有功能性並具備結構與構造

之美。 

6 10/09 

單元目標 展示與分享 

操作簡述 

作品經過結構穩固測試、修正及調整後，同學展 

示分享自己的設計，並說出紙材選擇的考量，

造型與功能的設計構想。 

評量：能完整說出對於紙結構的理解與設計

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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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透過結構的觀察探究與操作實驗，希望同學可以用生活中常見的〝紙材質〞主動發覺物件本

身結構之平衡性，在分享、討論及修正調整後，體認更多關於結構構造關鍵要素的美感原 

則。學生在對物體的觀察與發現之後，展開美感知覺的探尋，內化並陳述透過視覺觀察後的

感受。 

五、參考書籍： 

1.設計摺學：保羅．傑克森/積木/2012 

2.設計做為藝術：布魯諾‧莫那利/臉譜/2020 

3.設計基礎原理：立體造型與構成/林崇宏/全華圖書/2017 

六、教學資源： 

參考網站：http://zacharyabel.com/sculpture/clippedcorners.html 

丈夫な構造を見つけよう找到堅固的結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gUDr1nVDyw&list=PL94m4vsnG- 

ywodHjt_OLQauuc6vYaaqUV&index=3 

丈 夫 な 構 造 を 見 つ け よ う 2 找 到 堅 固 的 結 構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A29DOgtkU&list=PL94m4vsnG- 

ywodHjt_OLQauuc6vYaaqUV&index=5 

纸片的承重力  小发明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JobMSLcxY&list=PL94m4vsnG- 

ywodHjt_OLQauuc6vYaaqUV&index=7 

结构的力量：风琴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nQWxCZBZEc&list=PL94m4vsnG- 

ywodHjt_OLQauuc6vYaaqUV&index=11 

http://zacharyabel.com/sculpture/clippedcorner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gUDr1nVDyw&amp;list=PL94m4vsnG-ywodHjt_OLQauuc6vYaaqUV&amp;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gUDr1nVDyw&amp;list=PL94m4vsnG-ywodHjt_OLQauuc6vYaaqUV&amp;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A29DOgtkU&amp;list=PL94m4vsnG-ywodHjt_OLQauuc6vYaaqUV&amp;index=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A29DOgtkU&amp;list=PL94m4vsnG-ywodHjt_OLQauuc6vYaaqUV&amp;index=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JobMSLcxY&amp;list=PL94m4vsnG-ywodHjt_OLQauuc6vYaaqUV&amp;index=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JobMSLcxY&amp;list=PL94m4vsnG-ywodHjt_OLQauuc6vYaaqUV&amp;index=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nQWxCZBZEc&amp;list=PL94m4vsnG-ywodHjt_OLQauuc6vYaaqUV&amp;index=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nQWxCZBZEc&amp;list=PL94m4vsnG-ywodHjt_OLQauuc6vYaaqUV&amp;in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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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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課 

調整讓同學用一張 A5 的電腦卡練習「一張紙的站立」，並觀察分享同學使用

的各種方法。再讓同學練習以摺紙的方式體驗紙結構的視覺美感與承受力。

第二堂課 

調整提供兩組不同的積木，讓同學練習積木組合與疊高以體驗形成「結構」

的規則與方式。 

第三堂課 

調整為 5 張 A5 的電腦卡，限時 15 分鐘讓同學練習利用卡榫接合的方式連

結素材。 

第四堂課 

調整為 5 張 A5 的電腦卡與 80 本課本的任務，讓同學思考如何製作高度五

公分以上的紙結構能支撐 80 本課本，其中思考點包含紙結構的樣式與紙結

構的擺放。 

第五堂課 

教師讓同學思考： 

1. 紙的厚度 

2. 與包裝任務→可樂的色彩搭配 

3. 包裝的結構與構造 

4. 整體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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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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提供 A5 電腦卡，讓同學嘗試讓紙張站立的各種方法。 

 

2. 練習用「設計摺學」的版型，依照有秩序的摺線摺出可能具有功能的紙結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透過折、分割、組合成一個突破 2D 平面的立體結構。 

2. 思考有秩序的紙結構可以承載什麼或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具備甚麼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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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三人一組。 

 

2. 嘗試練習分別將兩組造型不同大小與造型的積木堆疊，組成一個完成不可分割的結構。 

 

3. 拍照記錄每一組堆疊出來的造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體驗在大型的結構體中如何安置小元件以找到穩固與造型之間的關係。 

 

2. 思考小物件要如何擺放才能達到立體造型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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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兩人一組。 

2.用 5 張 A5 電腦卡可以分割、裁切、組合，嘗試疊到最高。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同學思考關於「接合」的問題，一個由單元組合的結構如何透過構造之間的接合，才能

穩固並且擴張其尺寸大小。 



10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課程紀錄影片 01 https://youtu.be/v0bj-GsAFbI 

課程紀錄影片 02 https://youtu.be/X0YzDdElxxA 

課程紀錄影片 03 https://youtu.be/Ct6V9n0kZVM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兩人一組。 

2. 嘗試用五張紙製作可支撐課本重量的結構，結構的高度須在五公分以上。 

3. 同學可以將紙捲成柱體或以風琴摺的方式來操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比較柱體紙捲與風琴摺哪一種結構可承受更大的課本重量。 

 

2. 比較柱體紙捲的密度，哪一種類型可以支撐較重的重量。 

 

3. 柱體紙捲與風琴摺擺放的位置如何影響整個承重力。 

https://youtu.be/v0bj-GsAFbI
https://youtu.be/X0YzDdElxxA
https://youtu.be/Ct6V9n0kZ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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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兩人一組。 

 

2. 觀察原來市售包裝的結構構造，思考兩張 A4 的卡紙如何製作成穩固的包裝結構。 

 

3. 選擇卡紙的厚度及色彩的搭配。 

4. 包裝造型上要兼顧實用及視覺美感的思考。 

C  課程關鍵思考： 

 

1.讓同學將前四節課所學到關於結構與構造接合的概念運用在商品包裝上。 

 

2.提供相同材質上有色彩的選擇，讓同學做出來的嘗試可以有更多元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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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包裝可樂的結構完成，並測試結構的強度是否能用一隻手拿著走。 

2. 失敗的同學，思考應該如何改變接合的的方式來增加結構的強度。 

3. 紀錄完成的影片及照片。 

C  課程關鍵思考： 

1.思考材質的厚度在包裝製作上的優勢與劣勢。 

2.不同的接合方式對結構的穩固程度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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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1. 課程前期，在摺紙的階段同學對於〝結構〞的認知尚不清楚，不知道摺紙變

立體可以做甚麼。經過教材修正，讓同學觀看網路上「關於結構在生活上的

描述」影片再讓同學筆記重點，就比較能夠對結構的概念多做思考。 

2. 在兩張 A4 紙一手拿三罐可樂的任務中，教師有試做幾個範例讓同學理解要做

的任務具體形象，但是同學看過後較難跳脫教師範例的框架。經過修正教學

指引，同學產出的作品跳脫了一般的思維，產出簡潔有力但令人驚豔的成果。 

3. 教材的提供較著重於結構的理解，有些同學會失敗於物件之間的銜接，如果

有機會再做一次課程，應該會增加一個讓同學練習構造關係的單元，再進行

實作任務以減少失敗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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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