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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林秀玲 

實施年級 九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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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16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神奇的紙力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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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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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對於美感的六大構面已有清楚的認知，在色彩的搭配、比例的配置、構成的組成、

質感的表現、構造的接合都有基本的操作經驗。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 學生能表現曾學習美的形式要素。 

2. 能憑藉生活中的體驗及觀察實例進行分析思考。 

3. 能敘述、分享生活中的審美經驗。 

4. 能操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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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由課程的引導，讓學生去發現生活中常接觸使用卻忽略的結構美感設計：本課程主要以生活

中的結構美感設計作為本體思考，透過美感試驗活動的體驗學習，認識生活中結構的實用

性、與所傳達出力的乘載與秩序的結構美感。 

1. 透過瓦楞紙材試驗結構與美感概念，練習抽象思維與結構運用摺、疊、卡、接等概

念，進行結構力學平衡與美感形式練習，學生也能從腦力激盪與動手嘗試的過程，學

習設計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法。 

2. 讓學生互相挑戰，去挖掘生活中的需求並進而學習解決問題。 

3. 透過參觀紙藝文創園區，藉由園區中的各式展品尋找解決問題的突破點，並欣賞設計

師的巧思。 

4. 學習從事例中汲取經驗，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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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紙盒的功能設計: 雞蛋盒、酒盒、蛋糕盒、紙箱 

紙藝的開創-紙藝文創園區的展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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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造的運用:卡接、黏貼加固、凹折、堆疊 

適當的比例對造型的表現和力的承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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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宜的設計-適當的比例 

功能與造型的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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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結合環保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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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單元目標 收到會暖心的手工立體卡片 

操作簡述 

透過立體卡片的介紹及解析 

讓學生了解基本的立體結構作為導引 

 

體驗:做一張立體卡片 

挑戰與嘗試:給每一組學生不同磅數的紙張進行操
作，讓學生直接感受紙張不同磅數的承載力。 

2  

單元目標 紙盒包裝的解碼遊戲 

操作簡述 

教師給予每組不同的紙盒設計，讓學生去拆解、發

現、認識紙盒的設計。 

透過小組分享，進行連結思考，建構更多紙盒的結構

設計方法及增加紙盒的功能結構的認知。 

如: VW型>可增加承重力 

緩衝/防震設計-蜂巢設計、隔板、紙團

    

紙托-量身定作，结構穩定，缓衝保護效果好 

 

 

紙漿的再製 

延伸思考: 紙塑包裝的優缺點、紙的溫度 

可結合環保議題進行延伸思考 

3  
單元目標 手提物件的挑戰設計 

操作簡述 挑戰活動 1-紙張的支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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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一、 

1.學生能清楚地認識何謂結構及結構與力的關係。 

2.藉由認識進而能開啟他們對生活中的結構有更多的覺察力。 

3.學習從錯誤中修正調整，尋找最合適的解決方法。 

4.能以結構的角度重新對生活中的使用物件做分析與思考。 

5.能認同好設計的的價值不單只在於解決生活問題的智慧，更具有美感價值 

未來選擇物件時，對結構要求，也能有美感的追求。 

十字卡榫的挑戰 

 

挑戰活動 2-紙張的保護力 

12 顆雞蛋的運載、6 罐玻璃瓶、五個大瓷盤 

 

透過挑戰活動，直接學習運用結構技巧—穩固地基、

強化接榫點、補強作業 

 

祕密活動作業:讓學生互相出題，給彼此紙盒包裝提袋

的挑戰題目作為本次的設計作業。教師審定後根據各

組能力發給各組挑戰題目。 

4  

單元目標 訂做一個專屬提盒 

操作簡述 
各組同學要根據老師給予的題目，為題目的物件設計

專屬提盒。 

5  

單元目標 參觀紙箱王創意園區 

操作簡述 

透過實際參觀園區中的各項設置，更進一步去了

解紙的運用及在產生的結構美感表現在生活中的

實際設計。 

在園區中去尋找: 

觀察 1-紙張的可塑性 

觀察 2-如何增加紙張的堅固性、承重力、韌性 

觀察 3-作品如何持久使用(紙張的維護) 

6  

單元目標 修正再設計與分享 

操作簡述 
根據參觀後獲得的經驗去檢視作品的質量，進行
修正改造後完成並與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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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王無邪(1980)。立體設計原理 。台北：雄獅  

佐藤大(2015)。「!」的設計。台北：平安文化。 

 張長傑(1988)。立體造型基本設計。台北：東大。  

朝蒼直已(1998)。藝術設計的立體構成。台北：龍溪。 

六、教學資源： 

美感教育 https://www.aade.org.tw/ 

美感電子書：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美感入門》結構篇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RFoxbn3jOw 

 

  

https://www.aade.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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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即可） 

<因應疫情停課後的第五堂課的調整> 

單元目標 檢視提盒的製作及再修正 

操作簡述 

因為無法實際參觀紙箱王園區中的各項設置，去了解紙的運用

及在產生的結構美感表現在生活中的實際設計。 

因此在線上透過個別作品的討論進行作品檢視及再修正: 

檢視 1-紙張的可塑性 

檢視 2-如何增加紙張的堅固性、承重力、韌性 

檢視 3-作品如何持久使用(紙張的維護) 

因為線上課程實施的成效不彰，在開學恢復實體上課後，挑選一

班二年級進行實際課堂操作，但因學生的程度差異及執行效率的

不彰，而調整了單元中的體驗活動，如<祕密活動作業>出題的部

分則因為課堂操作時間不夠而刪減。且因為課堂時間不足，未能

有成果呈現，安排中場報告以檢視學生操作成效並給予修正建

議。課堂執行記錄中的成果(第 6堂課)仍以線上成果進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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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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組組員分別使用同一模組不同紙張（磅數不同）製作立體卡片 

觀察不同紙張的承載力：不同磅數的紙＂立起來＂的方式有何不同及其原因。 

C 課程關鍵思考： 

決定紙張承載力的關鍵因素是紙張的厚薄？ 

什麼厚度的紙張站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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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每一組會拿到不同的紙盒(老師事先蒐集好) 

>>組員們共同探討紙盒的功能設計>>將討論結果記錄在白板貼上 

>>推派代表將討論結果跟所有同學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紙盒的功能設計中，分別使用什麼方式表現：承重力、支撐/緩衝力、耐震力 

功能設計成功的關鍵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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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使用一般的 A4 影印紙所裁切的紙條，進行撕、割、剪、組裝…的實驗動作。 

將實驗後的成果記錄在本子上。 

每組挑出最新穎的手環(構造)設計，進行分享報告。 

C 課程關鍵思考： 

除了一般的切割造型外，還可以怎麼做會更出挑? 

裁剪過後的接口，如我所設想一般達到目的？若無，原因為何？如何克服或避

免失敗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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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討論任務(雞蛋/酒瓶/盤子,三擇一)如何完成 >> 分工 >> 切割製作提盒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分配工作讓每位組員都能協助完成設計？ 

提盒的設計如何兼顧承重力、支撐力、緩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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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中場發表> 根據自己操作的狀況進行中場的檢討報告 

透過各組的呈現，學生可以參照他組的設計進行自己作品的檢視及修正。 

老師也能透過學生的呈現及說明，給予建立及其他角度的思考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 

小組作業的作品優缺點為何？有什麼解套方式可以將缺點進行修正？ 

其他組的設計有否可以做為自己作品修正的參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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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根據老師課堂中所導覽的紙箱王園區及個人對紙材的理解，運用家中現有的材料進

行任務體驗。完成作品設計後上傳雲端進行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創作作品的限制是? 我所缺乏的設計思維? 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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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此課程設計安排在期中進行，原定在會考後，安排帶學生到大坑紙

箱王進行參訪(在第五節課時)；可是疫情爆發之故，直到學生畢業前

都未能返校進行實體課程，更遑論進行校外教學了！因此只能在線

上進行現場照片的分享(教師探勘時所拍攝)，並讓學生使用家中所能

找到的素材進行創作；而學生的表現，成效十分不佳! 主要是學生

學習心態不慎積極，畢竟已是國三生，在會考成績已經抵定的狀態

之下，創作又非大多數學生的意向，因此不管是成品或上課狀態都

十分被動消極！ 

關於這部分，教師自身也進行檢討，對於臨時的變動，沒有有

效的因應之策，只能在既有的狀態下去完成，主要是變動太大，與

期望和預想落差很大，沒有有效的經驗法則可以參照，只能用當下

最便捷的方式進行；而教案設計安排在國三階段本身也是一個敗

筆！原來的設想安排很美好，希望在會考後．畢業前讓學生可以有

一次出遊參觀的機會，在愉悅的心情下進行布一樣的學習，但現實

是殘酷的~疫情影響力太大！ 

但仔細審視自己的教案設計，其實仍有可為之處，因此在開學

之後，安排在二年級的班級再行操作，整體課程進度都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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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表現也較之以往表現佳！在結構及構造上的體驗活動，有助

於學生在進行創作設計時，有經驗值可以參照。而此課程也預計在

１１０年度安排在二年級再實施一次，更進一步調整細節操作，以

補不足！ 

操作過程中發現學生缺乏跳出框架的思維，都是拿到材料工具

就用，不會去想其他的可能性，如除了切割直接使用，是否可以將

紙板拆解成細條進行編織…等。因此在創作前的前置作業上，可以

設計材料發展的小活動，協助學生有更多元的創意思考！…其實這

部分事後對照評審給予的建議時，發現評審已有所提醒：「建議能將

各個紙張的操作，與其對應的結構形式及特性區分得更加明確，如

此能使『紙結構』的探索及了解得已更加深入。」，因此操作課程之

前，應更完整地、細部地去檢視自己的課程設計，方能於課前解決

這可能會有的問題，給予學生更好的創作體驗！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學生學習回饋）-無 

  


	紙托-量身定作，结構穩定，缓衝保護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