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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實驗計畫概述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 

授課教師 劉玉雲 

實施年級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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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2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80名學生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可貼原有計畫書內容即可，如有修改請紅字另註） 

實施年級：高二 

班級數：8 班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無                                                  

課程名稱：竹編（紙捲）屋頂結構/構造研究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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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每週

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中     年級  

�高中 二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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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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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高一無完整的美術相關課程，僅在部分多元選修有美術跨領域的合作。但是部分學

生可能在國中階段接觸過美感課程，故學生對於「美感構面」的認識程度不一。 

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我在閱讀建築書籍時看到，圓頂解決了公共空間大跨距的屋頂結構問題，而不同世

代的建築師，對屋頂的結構工法，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再者校內的建築，為因應 9

年國教成立後初始的建築，波浪三角形的屋頂，也成為學生對學校的重要記憶，所以想

從「屋頂」為出發，讓學生發現結構的美感。 

期待學生能以相機、手繪觀察生活周邊「接合」、「支撐」的例子，和老師所給的建

築範例，並使用傳統媒材「竹」片或竹條，以膠帶、麻繩、竹線等，結合基本竹編手法

完成構造，並體解媒材特性，由嘗試或失敗的歷程中，完成對在校園中搭建屋頂的挑

戰。學生經歷這次課程，能對生活中的結構/構造有感，由手作的課程中感知構造/構造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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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生活周邊「接合」的物件關係，例如家具的桌面、桌腳 

2. 觀察生活周邊「支撐」的物件關係。例如雨傘的傘面和傘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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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用夠教師提供的材料(白色膠帶、麻繩、竹線、竹棍)，使用圓頂、三角屋頂、

樑柱等方法，搭出暫時性的「屋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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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建築結構的美感，如水平、圓頂、尖頂等。 

2. 欣賞建築、家具之間結構美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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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學校新建大樓案，欣賞建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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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單元目標 觀察要點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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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教師說明課堂目標與評分規準 

2. 教師說明如何觀察、觀察要點、觀察記錄方

法。 

3. 請學生以手機在生活中找尋「接合」、「支

撐」的物件，拍照後並以手繪研究該結構方

法。 

2 10/08 

單元目標 觀察行動與記錄(一) 

操作簡述 

1. 校園內建築或物件「接合」、「支撐」觀察 

2. 手繪圖文並茂，研究該「接合」、「支撐」結

構 

3 10/15 

單元目標 世界上常見的「接合」、「支撐」範例 

操作簡述 

1. 欣賞建築範例，如圓頂、尖頂、平頂的屋頂

結構。 

2. 欣賞學校波浪尖頂。 

3. 從童軍「考驗搭建」觀察結構技巧，傳統竹

編技巧。 

4 10/22 

單元目標 嘗試使用竹棍的搭建和練習 

操作簡述 
1. 嘗試竹棍、膠帶、麻繩、竹線的媒材嘗試 

2. 體會竹棍的材質特性：富有彈性、可彎曲。 

5 10/29 

單元目標 結構完成與分享(一) 

操作簡述 

1. 使用竹棍與適當接合構造工具，建築出屋頂

結構。 

2. 將屋頂結構搬到校園空間裡，完成校園空間

的暫時轉換。 

6 11/05 

單元目標 結構完成與分享(二) 

操作簡述 

1. 和同學分享結構完成照片，並說明對材質的

感受和理解 

2. 拆除結構，以便其他班級使用或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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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學生由觀察、賞析的過程中，發現結構/構造 在不同型抗(使用結構達成作用力的平衡)

帶來的視覺美感。也希望學生能就這次經驗，理解到對「竹」這項媒材與結構的關係，

並對生活中的結構美感有所知覺。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盧靖枝,  莫永崇,  翁明輝，長編竹夢：關廟竹編藝師技法專輯誒, 臺南：台南市政府文
化局，2016 
 原口秀昭，漫畫結構力學入門，積木文化，臺北，2009   

原口秀昭，圖解建築結構入門：一次精通建築結構的基本知識、原理和應用。臉譜文化，台

北，2014 

六、教學資源： 

1. 網頁資源：Information about Geodesic Dome Structure, http://www.creative-

science.org.uk/skbmb.html 

2. C 篁城竹簾/ 素材 https://www.grand-curtain.com 

3. 學習單、電腦與投影機 

4. 竹棍、白膠帶、麻繩、竹線、美工刀等  

 

三、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編號 原課程內容 實際課程實施 

1 請學生以手機在生活中找尋「接

合」、「支撐」的物件，拍照後並以

手繪研究該結構方法。 

學生使用手機拍照、Chrome Book完成接合

與支撐投影片，以文字說明。 

2 校園內建築或物件「接合」、「支

撐」觀察 

手繪圖文並茂，研究該「接合」、

「支撐」結構 

改成以實驗動手做的方式，使用竹筷子，創

意發想如何解決「接合」、「支撐」結構的方

法。 

要學生使用竹筷子做成平行四邊形，在有限

的材料下「不能使用對角線結構支撐」，如何

做出堅固的四邊形結構。讓學生動手做，突

破思考框架求得答案。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9B%A7%E9%9D%96%E6%9E%9D/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8E%AB%E6%B0%B8%E5%B4%87/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BF%81%E6%98%8E%E8%BC%9D/adv_author/1/
http://www.creative-science.org.uk/skbmb.html
http://www.creative-science.org.uk/skbmb.html
https://www.grand-curt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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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上常見的「接合」、「支撐」範

例 

鑑賞常見的「接合」、「支撐」範例 

4 嘗試竹棍、膠帶、麻繩、竹線的媒

材嘗試 

體會竹棍的材質特性：富有彈性、

可彎曲 

因為竹棍切割較為困難，改以紙捲替代。 

5 使用竹棍與適當接合構造工具，建

築出屋頂結構。 

將屋頂結構搬到校園空間裡，完成

校園空間的暫時轉換 

依計畫完成，但是素材改成紙捲製作。 

6 和同學分享結構完成照片，並說

明對材質的感受和理解 

 

依計畫施作完成。學生完成作品並上傳作品

至 Google Classroom並完成學習歷程檔案。 

 

(二)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一 

請學生以手機在生活中找尋「接合」、「支撐」的物件，拍照後並以手繪研究該結構方法。學

生使用手機、Chrome Book完成接合與支撐投影片，以文字說明。 

Ａ. 課程實施照片 

（局部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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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使用 Chrome book 完成接合」、「支撐」的研究。 

下方為學生投影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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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觀察日常生活周邊的接合、支撐的例子，讓學生對生活中的結構有感。 

以繪畫方式的確可以讓學生在描繪過程中看得更仔細，但因為課程施作時間實際考量，後改

成拍照與投影片製作，學生使用語言描述，去將結構「言說」將看到的說出來之後，用來確

認學生的確看到、觀察到結構的特質。 

 

課堂二 

校園內建築或物件「接合」、「支撐」觀察 

手繪圖文並茂，研究該「接合」、「支撐」結構 

改成以實驗動手做的方式，創意發想如何解決「接合」、「支撐」結構的方法。讓學生以動手

做中求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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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課程實施照片： 

以實驗動手做的方式，使用竹筷子，創意發想如何解決「接合」、「支撐」結構的方法。 

要學生使用竹筷子做成平行四邊形，在有限的材料下不能使用對角線結構支撐，如何做出堅

固的四邊形結構。讓學生動手做，突破思考框架求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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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使用面的結構或是點的結構，去解決四根筷子做成

平行四邊形，卻不穩定的問題。 

 

或是使用外來物件協助支

撐，力如將竹結構物件黏在

桌上。 

或是包裹結構的方式，求得

結構的穩定。 

也有同學在不違反「不能做

平面」對角線的規定下，以

立體的結構完成支撐和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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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從 Youbike1.0 到 2.0 的鎖頭設計，讓學生看到設計思考「定義問題」、「創意思考」在

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從 Youbike 的上鎖的結構改變，變成使用上更加便利的案例出發，

給予學生解決四邊形結構的問題，讓學生在有限的資源下，發揮創意，理解結構問題，

進而突破線性思考，以實做為出發，做出更穩定的結構。 

 

 

課堂三、四 

世界上常見的「接合」、「支撐」範例 

鑑賞常見的「接合」、「支撐」範例 

1. 將接合支撐的範例，聚焦在圓頂的結構和審美。 

2. 採用紐約時報對於圓頂的結構練習，讓學生自己計算與搭出圓頂。 

A．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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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學生操作流程 

由鑑賞圓頂建築歷史中，學習圓頂的建築語彙與工程成就，教師說明圓頂搭建方法，請學生

自行決定大小，使用三角函數算出所應對應結構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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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行決定大小與組合方式，有的組別先從小構件開始， 

完成眾多構件之後再組裝成圓頂。有的組別則是由下到上一層

一層蓋上去。多數的同學都可以完成圓頂，但是有同學無法將

原定的聚縮成一點，就成了現代版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了。也有

的組別最後底座也聚縮在一起，學生笑說看起來台北流行音樂

中心。 

 

 

 

 

Ｃ.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生從四邊形的實驗，嘗試錯誤以手作找出答案。這次屋頂建築的課程中，則是讓學

生聚焦在原訂的建築結構，加入數學計算來計畫圓頂的大小、長度變化，在接合的過程

中，著尋適當的「工夫」技巧，以紙捲將圓頂完成。 

課堂五、六 

 

使用紙捲製作完成屋頂結構。將屋頂結構搬到校園空間裡，完成校園空間的暫時轉換和同學

分享結構完成照片，並說明對材質的感受和理解 

學生完成作品並上傳作品至 Google Classroom並完成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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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課程實施照片與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作品製作完成後，先由同學互相測試圓頂結構，同學將圓頂於中央提起，看看能不能提

起。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在完成圓頂之後多半顯得開心，能夠將線狀的結構，轉變成立體的網狀解構覺得奇

妙。完成之後學生對於移動圓頂顯得小心翼翼，只要圓頂的接合處有粘接穩固，和圓頂

的構建是大小勻稱，通常要移動不是問題。 

大大小小的圓頂在教室裡形成有趣的風景。課程中也將部分圓頂搬出教室外面，有班級

學生想將圓頂固定在牆面上，從水平變成垂直的結構下，大型的圓頂無法支撐。最後只

有小型的圓頂可行。有學生便聯想到位於士林的表演藝術中心，雖然不是圓頂，但是圓

弧狀的結構一定是建築上的難題。 

 

四、 教學研討與反思 

1. 在實驗過竹棍之後，發現竹棍或竹筷裁剪困難，所以改將竹棍作為學生實驗

結構的第一個小作品使用，即是讓學生用四根竹棍，加上紙張和膠帶，做成

結構堅固的平行四邊形。在屋頂建築的單元中，則使用紙張捲成紙捲，作為

基本建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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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在學期末指導學生將課程經驗，製作成學習歷程檔案，讓學生和老師都重

新回顧課程內容，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也給老師反思課程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