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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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江國際中⼩學 
執⾏教師： 鄭淑璟 教師 
輔導單位： 中區 基地⼤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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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計畫概述 

 
⼀、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請填寫完整校名) 彰化縣立鹿江國際中小學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50570 彰化縣鹿港鎮自由路 300 號 

課程執⾏類別 

■  中等學校（國⺠中學暨普通型⾼級中等學校）之單⼀構⾯美感通識課程 
■國⺠中學 
□ 普通型⾼級中等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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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術型⾼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級中等學校 

□ 普通型⾼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 
預期進班年級 ⼀年級 班級數 3 

教師姓名 鄭淑璟 
教師經歷 
教學年資 8 

教師資格 

■國中藝術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科 
■⾼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級中等學校「藝術⽣活」科 
□ 其他：                    

最⾼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學士 

1.美感課程經驗 

■曾參與 105 ⾄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 105 學年度□儲備核⼼ / □種⼦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106 學年度□儲備核⼼ / □種⼦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107 學年度□儲備核⼼ / □種⼦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108 學年度□社群教師 / ■種⼦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不曾參與 105 ⾄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但曾參與其他美感課程

計畫，如： 
                                           
□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2.相關社群經驗 

□ 輔 導 團，您的⾝份為：                    
□ 學科中⼼，您的⾝份為：                    
■校內教師社群 
■校外教師社群，如：   彰化縣美感教師群                 

3.專⻑及特質簡述 視覺藝術設計及創業經歷 

4.曾執⾏的美感構⾯ 
構成 

  



3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八 

班級數：3 班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南投縣⽴旭光⾼級中學，陳煜尊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不紙這樣      

參考美感構⾯：      結構              參考關鍵字：        、         、            
□ 無                                                  

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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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執⾏類別：■美感通識課程（6 ⼩時）  o基本設計選修（18 ⼩時）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o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o應⽤為主的⾼階歷程 

每週
堂數 

■單堂 
o連堂 教學對象 ■國中 八  年級  

o⾼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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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概述內容） 
o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概述學⽣預想現狀及需求） 
 耐⼼與良好的觀察能⼒。 
 
⼀、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此課程在讓學⽣了解傳統藝術之美感與⿅江共存，經由認識及探索的過程中，思考如何
將傳統⼯藝的精神以新的⾯貌呈現在⽣活應⽤中。藉由觀察⽣活事物，發現⽣活物件的
結構之美，進⽽引導學⽣欣賞特⾊造型傳藝燈籠與具結構性之產品設計，思考傳統⼯藝
與現代美感並存的重要性。以「傳藝創新」的概念，呈現出思考性、延伸性、創作性、
在地性、廣博性的形式出發，運⽤媒材的轉換，保存傳統⼯藝-燈籠之精神。 
 
此美感課程習得如何觀傳統⼯藝-燈籠的結構，了解其基本原則，創造出兼具傳藝精神
與美感兼具的⽴體造型紙燈飾，並且在製作過程中⾃省調整修正，學會「問題解決」的
能⼒，以及帶得⾛的美感能⼒。 

 



4	

⼆、課程⽬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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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規劃⾸先探索⽣活中具結構性之產品設計，思考組成之⽅法及
其中不可或缺的美感，接續觀察傳統⼯藝製作並分析其⼯藝項⽬結構
變化及構成形式，理解傳統⼯藝精神。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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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到燈籠結構空間虛實的變化及光線的流動之整體設計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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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與使⽤的相關連結，希望學⽣透過理性了解的觀點來認識⽣活物
品，以使⽤者的⾓度來探索產品設計的奧秘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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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學期⾛讀⿅港-⼯藝篇課程，透過多科教師協同教學，帶領學⽣實
地⾛訪傳藝⼤師⼯坊，並於課堂上進⾏傳藝⼯藝探索、反思及創新，期
末結合探索世界課程所設計的地球進⾏校園情境佈置，藉由紙燈籠與地
球的規劃擺設，創造出『⾛出⿅港，點亮世界』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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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1 

單元⽬標 了解結構美感 

操作簡述 

透過⾛讀⿅港-⼯藝篇，帶領探索⿅港⼯藝-燈籠，
實際觀察燈籠製作並分析其⼯藝項⽬結構變化及構
成形式，再引導學⽣欣賞⽣活中具結構性之產品設
計，思考結構美感的重要性。並欣賞⾃然中的結
構，與學⽣⼀起找尋其中的規則性。 

2 05/25 

單元⽬標 了解紙張結構⼒與美 

操作簡述 

讓學⽣嘗試⽤多種材質紙張，如：鋁箔紙、⽡愣

紙、報紙、餐⼱紙…等特殊紙張，建構⽴體結構造
型並著⼿實驗，最後全班討論分享不同紙張特性及
建構時所遇到的難題，然⽽最後透過何種構成⽅式
克服。 

3 06/01 
單元⽬標 了解單位形的造形與結構 

操作簡述 
藉由上週課程，選擇其⼀特殊材質做為燈籠單位形
結構材料，激發結構體想法的可能性 

4 06/08 
單元⽬標 了解結構的設計及耐⽤性 

操作簡述 學⽣透過所設計出的單位形，完成燈籠結構並思考
結構中的失衡問題，進⾏調整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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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6/15 

單元⽬標 了解空間虛實搭配燈光所產成的變化性 

操作簡述 請學⽣將⽣活科技課所電焊的ＬＥＤ燈加⼊到作品

中，測試光影呈現的效果並進⾏調整 

6 06/22 

單元⽬標 營造場域氛圍並解說作品 

操作簡述 
結合探索世界課程所設計的地球進⾏圖書館情境佈
置，藉由紙燈籠與地球的規劃擺設，創造出『⾛出
⿅港，點亮世界』的意象。 

四、預期成果： 
以 PBL 主題課程模式： 
透過專案式學習，培養有邏輯有系統的思考與問題解決能⼒。 
實作探索： 
透過傳藝融合跨⽂化藝術動⼿實作，學⽣發揮創意增進對跨⽂化的理解與欣賞。 
運⽤多元評量以培養多元智能： 
透過實作、⼩組合作、作品展現、學習單及展演培養多元能⼒。 

 
五、教學資源：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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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了解結構美感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實地⾛訪⿅港⼩鎮，引導學⽣欣賞⽣活中具結構性之物件，思考結構美感的重要性，探索中
的結構脈絡，並與學⽣⼀起找尋其中的規則性。 
返校後，針對⿅港⼯藝-燈籠，進⾏觀察燈籠製作並分析其⼯藝項⺫結構變化及構成形式，並
於燈籠上創作，實際體驗繪製燈籠之步驟，感受⾃⾝藉由畫筆於燈籠構造上遊⾛之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分析美感的六⼤基本構⾯。 
2. 發現構成的美感源⾃於視覺元素有秩序的安排。 

 
課堂⼆：了解⽣活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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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線上課程）： 

 
B 學⽣操作流程：  

1. ⽣活質感的介紹 
2. 透過拓印的⽅式，探索⽣活周遭質感、構成及結構組織之單位形。 
3. 將作品上傳⾄classroom並且製作出解說簡報⽽後進⾏作品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探索⽣活中美感之所在。 

課堂三：了解紙張結構⼒與美 
A 課程實施照⽚（線上課程）： 

 
 

B 學⽣操作流程：  
4. 讓學⽣嘗試⽤多種材質紙張，如：鋁箔紙、⽡愣紙、報紙、餐⼱紙…等特殊紙張，談討

其個紙張之質感。 
5. 使⽤以上材質建構⽴體結構造型並著⼿實驗。 
6. 最後分享不同紙張特性及建構時所遇到的難題，並討論可以透過何種構成⽅式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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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探索紙張材質並於建構物件時之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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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四：了解單位形的造形與結構 
A 課程實施照⽚（線上課程）： 
 

 
 

 
 

B 學⽣操作流程：  
1. 進⾏單位型解說 
2. 單位形設計及實作 
3. 燈籠結構並思考結構中的失衡問題，進⾏調整與補強。 

C 課程關鍵思考： 

單⼀視覺元素的設計與構成，並腦⼒激盪其結構的多元創意，創造美感的秩序。 

課堂五：了解結構的設計及耐⽤性 
A 課程實施照⽚（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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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操作流程：  
延續上週課程思考，討論實作結構中的失衡問題，進⾏調整與補強。 
 
C 課程關鍵思考： 

2D 平⾯及 3D 空間，期兩者之間的轉換。 
結構單位形之間應如何排列，才能使其結構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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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六：了解空間虛實搭配燈光所產成的變化性 
A 課程實施照⽚（線上課程）： 

 
B 學⽣操作流程：  
將⽣活科技課所電焊的ＬＥＤ燈加⼊到作品中，測試光影呈現的效果並進⾏調整。 

C 課程關鍵思考： 
結構物件與燈光之間的變化，藉⽽營造出不同氛圍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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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1. 原訂這套課程以實體上課，但因應疫情關係改為線上授課，突然⾯臨到教學模式的改變，

其中採取的應變措施為，透過每節課的學習單讓學⽣可以準時上課，並專注於實作探索
中。 

2. 課程步驟說明需⾮常詳細，並且在教學簡報上要將每個步拆解更精確，透過影⽚輪播⽅
式，協助學⽣於課程步驟上可以⾃⾏複習。 

3. 上課節奏也因線上課程調整速度，實質課程時間原定 45 分鐘壓縮⾄ 30 分鐘，時間減少間
接影響整體課程進度，教師講解語速也須緩慢，確保每⼀位學⽣均能了解課堂任務。 

4. 疫情當急，全台開啟停課不停學模式，換個⾓度，調整好⼼態、改變教學⽅式及節奏，所有事
情更貼近現實⽣活，讓學⽣更貼近⾃⼰的⽣活，去發現週遭⽣活的美，再者去帶動家⼈⼀起改
變看待⽣活的⾓度。 

	
未來的教學規劃：	
本次課程規劃，在結構組成後實作，希望以後能⽣活科技 3D 列印課程，透過電腦建模將結
構建構更為完善，並讓美感的學習能運⽤到跨領域課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