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種子教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執行教師： 李倩雯 教師 

輔導單位： 南區 基地大學輔導 

 

 



1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1、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2、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1、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2、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3、 教學研討與反思 

4、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700 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 1 段 342 號 

實施年級 高ㄧ 

課程執行類別 
一、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綜合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5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8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迷你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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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級中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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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上學期將重心擺在人與空間的關係，體驗比例與質感的創作型態。這學期將重心擺

在發展與執行，引導學生透過顧客旅行地圖去探索使用者經驗的過程。最後將創意以紙

箱、瓦愣紙等材質去創作出產品初階的模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上學期經過空間體驗、發掘材料特性、感受美的角落等活動，學生對於美的概念不再僅限於

書本上的論述，大部分的學生都願意去提高自己的敏銳度去觀察自己的生活環境。 

1、 課程活動簡介： 

    明白好設計、壞設計與生活之間的關係，透過通用、無障礙、防呆、仿生與五感設計帶著

學生使用設計思考的方式，走過顧客旅行地圖的發想後，引導學生可以將概念透過具有厚度

的紙板等材料創造出產品的模型，最後拍攝 1 分鐘使用產品的微電影，放置平台與同學們間

分享與討論。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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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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生活器物的使用觀察，明白設計的影響力。 

2. 校園無障礙設備的體驗，同理行動不方便者的日常。 

3. 放大自己的五感經驗，述說自己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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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不同厚度的紙板，學著如何拼接與黏合又具有美感。 

2. 學生可理解到產品比例影響結構的組成。 

3. 簡易翻模可幫助學生正負空間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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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概念立體化，學生設計產品的使用動作實體化後，對「形隨機能」的抽象概念更為

落實。 

2. 對設計的原則「質感、空間、立體型態、平衡」有更深層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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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單元目標 Hello World! 

操作簡述 

使用教室有輪子的椅子，學生分組體驗校園無

障礙設施。以同理為主軸，體驗行為不便者的

日常，並拍攝 1 分鐘感想影片分享。 

2 4/13 

單元目標 五感的深度體驗-同理心與觀察練習 

操作簡述 

五感的體驗會影響好設計，因此帶領學生來思

考與椅子互動的種種行為模式，使用五感量表

曲線來紀錄生活各種物品的歷程。 

3 4/23 單元目標 測量空間的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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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說明「形隨機能」的概念。 

運用邱稚惠老師的繪本「鱷魚愛上長頸鹿」的

活動，引導學生使用捲尺去測量教室內部各種

物品與設備的長寬高，讓學生試著去計劃，如

何讓身高差異這麼大的兩位同學（長頸鹿和鱷

魚）共同在這間教室一起學習。 

4 5/19 

單元目標 起而行的椅子 

操作簡述 

以課本 32 張歷史的經典名椅為基準，讓學生試

著分析其喜好。再藉由介紹椅子的故事讓學生

去探討「構造」、「材料」與「外型」之間的奧

妙。 

5 5/23 

單元目標 概念發想與模型設計 

操作簡述 

線上課程：簡單介紹人體工學、姿勢對生活各

種狀況的影響，引導學生考慮坐姿的角度將腦

力激盪的創意彙整後，概念落實化。 

6 5/31 

單元目標 模型分享 

操作簡述 
想法具體化，「構造」的實體測試與呈現將成為

這階段的重點。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提高「同理心」與「觀察」的敏銳度。 

2. 藉設計思考的過程幫助學生釐清問題的主從性。 

3. 「構造」會影響產品外觀，體驗「形隨機能」的概念。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玉飼真一、村上竜介、佐藤哲、太田文明、常盤晋作、IMJ Corporation(2018)《UX Design 初學者學習手

冊》。旗標出版社 

山崎和彥、上田義弘、鄉健太郎、高橋克实、早川誠二、柳田宏治(2018) 《使用者體驗願景設計＿從 0 到 1 的

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創新手法》。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監修：中川聰 Satoshi Nakagawa、產品．環繞設計師 Tripod Design 代表 日經設計編著《通用設計的教科

書》。龍溪國際出版社 

六、教學資源： 

教學 ppt, 相關書籍, 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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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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預定本學期主題以「構造」為主，讓學生體驗瓦楞紙板紙材的特性，去

觀察結構與承重之間的關係。但因 Covid-19 後期停課，學生來不及將材料

帶回家製作，只有一個班級有做到切割結構的形狀，實驗結構的前半段活

動，後半段的課程將改以「人體工學」、測試坐姿的角度為主，製作巴掌大

小的迷你椅，作品放置網路線上展覽。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Hello World!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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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引導學生體認「設計」在生活周遭無所不在，以新石器時代手握石斧的工具，帶領學生

去思考好用的、實用的工具，尺寸大小是否需要符合成人手掌好掌握的大小，其尺寸是否

能聯想到每天待在身上的手機。接著讓學生討論無論產品好壞，可能因為自身的角度習慣

了長期使用的模式，忽略本身慣用行為與產品彼此間的互動。因此，讓學生分組使用輪子

的電腦椅，以一人坐在椅子上方，拿著八分滿的水杯，限制與改變行為模式與觀看的角

度，與其他同學輔助去體驗校園內的友善空間。進而思考一個具有輪子的椅子，是否就足

夠幫助行為不便的族群呢？思考人、環境與椅子之間的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什麼是好設計？什麼是壞設計？什麼是友善環境/空間？坐在椅子上觀看世界的時候，有

什麼不一樣的視野？椅子只有輪子夠不夠？需要如何改善？我們學校的空間該具有什麼條

件才可以讓所有族群的人都能友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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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五感的深度體驗-同理心與觀察練習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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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同理心的練習，以生活突發狀況的小例子引導學生共同腦力激盪，比如說吃飯的時候忘

記帶餐具怎麼辦等問題，以快速搶答模式，簡易塗鴉分享創意的答案。過程穿插介紹日本

創意的「珍道具」與「好設計「的差異，引導學生思考設計心理學家唐納絡曼的情感設計

與好設計的連結，以及五感對於提高生活體驗、設計創意產品的是否有實質上的幫助，邀

請學生一起來紀錄自己的「五感設計」活動。 

 

C 課程關鍵思考： 

    吃飯的時候忘記帶餐具怎麼辦？防疫期間口罩都沒有了怎麼辦？如果你是不舒服的孕

婦，在公車上遇到正義魔人要求要讓座給老人，你該怎麼辦？好的產品如何創作出來的？

什麼是情感設計？什麼是五感？生活中的五感該如何紀錄？如何使用五感去設計一款有趣

的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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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測量空間的初體驗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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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以無字繪本出發，引導學生針對繪本的內容給予換位思考的練習。「鱷魚愛上長頸鹿」針

對矮小的鱷魚、巨大的長頸鹿若同時在美術教室一起上課，該怎麼打造適合兩位同時可以

在間教室上課的空間為主題，給予學生一節課三人一組拿起捲尺開始空間測量並紀錄。接

著思考如何符合需求，讓學生透過此活動能理解「形隨機能」的真諦。 

 

C 課程關鍵思考： 

    試著體驗捲尺如何測量？測量的同時也請注意安全，給予勞工衛生安全的簡單資訊。請

同學上網收集鱷魚最大的尺寸？長頸鹿最小的尺寸？兩位主角的空間需求需要什麼條件？

理解使用者的生理與心理需求之後，開始著手設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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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起而行的椅子（線上課開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原訂此活動開始體驗材料的特性，腦力激盪各種結構如何承重。因疫情緊急停課後，改

以每位學生自家環境僅有的資源開始進行發想。藉由課本文中介紹的 32 張世界名椅，發想

之前先請學生針對這 32 張以直覺的方式挑出 10 張椅子，並請試著在 miro 版的十字量

表，給予四個形容詞後分析這十張椅子的特色。分析完後，再讓學生去理解每張椅子背後

的小故事，加深印象。 

C 課程關鍵思考： 

    這些椅子有哪些在第一瞬間先吸引了你的注意？無論其優點或缺點，只要是引起注意的

都可以挑出來。在十字量表中放進適合的位置，並針對每一張椅子可能的使用者年齡、職

業、生活型態、視覺舒適度與可能放置的空間一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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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概念發想與模型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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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藉由疫情人人在家大量運用 3C 裝置查資料、上課等，提醒學生姿勢不良可能造成的身體

不適，由此經驗引導去了解「人因工程」對人體的必要。讓學生尋找家中僅有的回收材

料，例如口罩紙盒的紙卡，製作出一個手掌大小成人的側身比例，使其關節都可以自由轉

動。運用紙卡人模組去實驗出自己有興趣的坐姿角度，針對此坐姿角度去收集網路上各種

與這個角度相當的椅子外型結構。並與同學運用線上討論的軟體，試著討論與分享自己有

興趣的主題、想製作的方向，並與同學在線上一起畫出迷你椅的創意草稿。 

C 課程關鍵思考： 

    什麼是低頭族？當你長期低頭的時候，脖子的承重重量是幾公斤？人體工學為何要運用

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各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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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模型分享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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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給予學生討論的時間，老師適度地進入討論是和分組的學生一起聆聽主題的方向，並確

定手中可以取得的材料可以製作出巴掌大的椅子即可。時時提醒，做出來的椅子必須要符

合一開始制定的坐姿。 

C 課程關鍵思考： 

    對什麼功能的椅子有興趣？使者者大概會什麼年齡層的間距？希望放在什麼空間？這樣

的坐姿角度有符合邏輯嗎？會不會產生更大的隱性疾病？家中的材料是否可以創作出這樣

的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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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原訂瓦楞紙板結構的體驗，在這學期沒有體驗到，會希望再下次能夠再玩

一次類似的遊戲，讓學生能夠自己發現結構的力量。原訂購的瓦楞紙板偏

厚、有兩層，對於簡單的體驗可能會拖長課程的進度，因此會考慮遊戲活動

的瓦楞紙板需比原本要製作成可乘坐的椅子紙板再輕薄一些。正式開始製作

可承擔成人重量的椅子後再拿出目前已經訂購的厚度。 

本次前次學生出門體驗校園空間的口頭回饋，有位同學分享的很好說「當我

坐在電腦椅，拿著八分滿沒有封蓋的水杯出門，滑在校園內膽戰心驚，手中

的水杯就是像是坐在輪椅上那個人的傷口，不能讓椅子滑動在路面不平的地

方。因為只要滑過去，手中的水杯就像是身上的傷口一樣，坑坑疤疤、搖搖

晃晃的會讓水杯裡的水打翻。而走在坑坑疤疤的路上，傷口就會裂開一樣，

所以我們反而要更小心。」 

    後來我們也嘗試用稚惠老師測量空間的活動，真實使用測量的工具，將腦

海中子以為的長度、寬度和高度重新確認過一遍。這是一個很棒的活動，下

次也會再繼續讓學生身體力行，試著自己量看看，近乎 6 成的小孩完全沒有

使用過捲尺工具。 

  



16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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