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09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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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執行教師： 姜昌明 教師 

輔導單位： 北區 基地大學輔導 

 



1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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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經費使用情形 

一、 收支結算表 

 

同意書 

一、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二、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如有請附上） 

 

   109 學年度種子



1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姜昌明 

實施年級 一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搭配美感通識 

班級數 十八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7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破解美術史-萬丈高樓之前世今生目擊現場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v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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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高級中學一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 先修科目：西洋史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1，具有將意象換算成比例的能力，並且能製圖構成。將比例數據展開為二度空間零件。並組成之。 

2，利用方格式與三角板製圖。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1，無需先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2，基本的美感經驗，有基本操作積木的經驗與能力。 

3，對生活環境的幾何型有敏感度 

4，對媒體、文件與圖像有美感判斷經驗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使用製圖工具的基本能力 

  2，閱讀地圖能力與方向感 

  3，對生活環境的小旅行興趣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1，108 學年度我校新教學大樓動工。利用這機會，以設計圖論圖，從比例的構面出發。去發覺純尺寸的比例關係，主題與符  

號之間的比例關係。不同材質被運用的比例關係。再從比例關係，論新大樓的設計思考。 

2，109 學年度則是從建築史出發去思考，論大樓高度競賽與材料與構成關係發展史。 

3，解讀設計藍圖，材料的發展史為文明發展史同步的結論，發現新大樓在構成上的設計思考。例如玻璃的使用，例如採光與

自然風的關係。 

4，以羅馬建築例，沒有玻璃建材的當時，自然景與自然風的應用，domus 與 villa 的案例如何做為社團田野調查的基本素材。

如何應用流通空氣的設計思考。 

7，作業規劃: 田野調查側繪。參觀設計展、設計博物館實例，風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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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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調查中去感受流動空氣。到公園與社區發現應用風的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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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生態如種子的例子發現飛行的要領，探索建築中的白努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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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鈴的音量、音質、音色與旋律，從假設、實驗中去歸納。風動的姿態如何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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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校區與社區的校本課程設計。流體力學的應用。銅鈴利用化學腐蝕製作色澤效果。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四、預期成果：四、預期成果： 

一，從校園與社區實例，明白玻璃的應用的益處。並且用聲音去詮釋風的存在。進一步學生與社區友好互動。 

二，重新發現流通空氣，在防疫與居家舒適的意義。舖陳 1916 年美國紐約土地分區使用法所保障的空氣流通權。明白建

築史的演化。 

三，校內新大樓的興建，若是用風與流通空氣去思維，它的欠點與利點為何。重新探索身邊世界。 

  三，辦理成果發表一次。風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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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六構面之結構 

操作簡述 
認識色彩、質感、比例、結構、構造與構成。破解建築結構中，新材質

的開發如何成為結構同時也改造結構的設計思考。以玻璃為例。 

2  
單元目標 從羅馬庭園開始 

操作簡述 走在校園裏，發現 domus 與 villa 的結構，如何在校園空間規畫中發現。 

3  
單元目標 走在風道上 

操作簡述 走在社區公園發現抗風與應用風的設計。 

4  
單元目標 風鈴設計 

操作簡述 流體力學的跨域實作探索。 

5  
單元目標 風鈴的美感設計 

操作簡述 銅鈴腐蝕效果，讓風鈴搖擺的翅膀，將美感設計多重應用。 

6  
單元目標 課程評量 

操作簡述 驗收與成果發表。發表中需述明應用的原理與知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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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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ques marseille 著 (1999)《世界藝術史》台北，聯經出版社。  
傅朝卿，《西洋建築發展史話》台南，台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3。  
愛德華，吉朋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布林頓等著，劉景輝譯《西洋文化史》第一卷上古。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  
摩塞司哈達斯著＜羅馬帝國＞《人類的偉大時代叢書》紐約時代公司出版。  
傅朝卿《西洋建築發展史話》台南，台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3。  
陳志華《義大利古建築散記》台北，三言社，2004。  
《中國古代科技史》 (1991)劉洪濤編。天津，南開大學。  

《人類大史蹟》第一冊。洪文慶編。台北，錦繡出版社。 
參，跨領域思維參考書目 (二 ) 
《古文明七十奇蹟》克里斯。史卡瑞編。洪玲玉譯。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大地瑰寶  羅馬古城》台北，錦繡出版社，1999。  

《歐洲文化史》下冊，辛達謨譯。台北，國立編輯館，1995。 

 

六、教學資源： 

1，大型出圖機。 

2，大型工作桌與各種製圖工具。 

3，Google map 衛星圖。 

4，美感教育補助經費。 

5，袖珍博物館與桃園自行車設計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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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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計畫配合我校新教學大樓施工。利用這機會，可以就土論土。發現土顏色。

因為行事曆與其他美感計劃的分配，這學期改利用我校女廁意向牆設計工程，以

展場與展場意向的設計為題，將預計在課程中實施的六節課，調整為三個周末進

行的探索課程。並應用在實際設計中。 

1，為生態意向牆增加生物插圖並參觀生物插圖展。 

2，以原計畫中的風意向，帆船的故事與海的故事。參觀自由中國海與海科館參

觀。 

3，以原計畫中的校園建築為發想，參觀微型模型展。一口氣看完各種建築風格。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修正 

(一)生態意向插圖-科學繪圖?!營 

第一/二節，認識意向牆與設計發想。 

第三/四節，生物插圖製圖/成品安裝。 

第五/六節，科學繪圖?生物插圖! 

第七/八節，參觀繪自然，台博館南門館特展。 

(二)自由與海洋營 11/14 

第一/二節，博物學自然史主題策展的設計思考。 

第三/四節，風創造的故事，自由中國號的戶外展的設計思考。 

第五/六節，海科館與故宮合作案的設計思考。 

第七/八節，海科館展覽。 

(三)微觀世界 

第一/二節，模型的世界。 

第三/四節，袖珍博物館建築模型中，風的問題的因應案例。 

第五/六節，長榮海事博物館的帆船故事。 

第七/八節，海事博物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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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一) 

第 1/2 節 

  

  
B 學生操作流程： 

1，意向牆分五層樓，象徵五種海拔高度。 

2，為生態意向牆，加上動物插圖。 

3，不同高度必須安排不同海拔習性的鳥種。 

B 學生操作流程： 

1，設定鳥種後，放大鳥插圖並轉印。 

2，著色後加上厚度，美化之。 

3，加上配件，準備要安插在不同樓層。 

C 課程關鍵思考： 

1，生物習性與海拔高度的觀念要有。 

2，衍申這種動物行為的概念在以人為本的空

間與建築設計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轉印。 

2，生物插圖的條件與任務。 

第 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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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意向牆設計的說明。 

2，女廁的色調與空間的設計。 

3，女廁鏡面的應用。 

B 學生操作流程： 

1，鳥圖的安置。 

2，生物的習性的活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1，意向牆設計分析。 

2，女廁的色調與空間的設計思考。 

3，女廁鏡面提供的多元思維。 

4，空間感與立體感的妙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1，鳥圖的安置的考慮面相。 

2，生物習性的確認。 

3，延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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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 節 

 

 

  

B 學生操作流程： 

1，科學繪圖與生物插圖? 

2，英漢對照中的科學繪圖與生物插圖的語源

分析。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尋找博物館中的科學繪圖與生物插圖關鍵

字。 

2，策展者思維中的科學繪圖與生物插圖。 

C 課程關鍵思考： 

1，中文與英文背後的指涉為何。 

2，科學繪圖的實底為何。 

3，人類文明史中的圖鑑角色為何。 

C 課程關鍵思考： 

1，策展人的素養與展覽信念的關係 

2，圖與文的角色與關係，與認知行為的關係。 

3，策展人如何去面對求知慾，及其設計思考。 

(二)第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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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抵達基隆自由中國號 

2，欣賞自由中國號紀錄片 

3，核對真實的自由中國號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對應自由中國號與近代台灣史 

2，對應自由中國號旅程與世界史關係 

3，對應歷史中的發現者與台灣的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1，基隆的地方風格 

2，故事與策展形式的密合度 

3，戶外展的形式的設計思考 

C 課程關鍵思考： 

1，設計的內涵 

2，內涵的設計 

3，自由中國號的故事，展覽中還欠缺了什麼? 

(二)第 5/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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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以上課程學習單) 

1，海科館與故宮合作 海錯奇珍展的閱讀 

2，發現海科館的故宮文物。 

3，發現故宮裏的博物物。 

B 學生操作流程： 

1，科學館與博物館的分野。 

2，設計與展示的展館功能。 

3，學習單的完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1，海錯奇珍展，中國古代的博物學概念。 

2，今時代，海科館與故宮的角色對比。 

3，博物收藏與知識視野的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1，科學與博物念的分野。 

2，設計展與展示館的角色，它滿足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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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4 節 

 

 

  
B 學生操作流程： 

1，參觀袖珍博物館 
2，微觀世界的發現 
3，觀察參觀路線的設計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習單的回答 
2，使用工具包與剪貼工具完成作業。 
3，設計一條重組的參觀路線。 

C 課程關鍵思考： 

1，縮小的世界與放大的世界 
2，打破比例的設計思維 
3，參觀路線的多元考量 

C 課程關鍵思考： 

1，改變比例的展示，實物的展示 
2，生物插圖的合比例的意義 
3，參觀路線的設計，要考盧多少面相。 

(三)第 5/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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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經典展品的閱讀。 
2，帆船歷史找重點。 
3，筆記的撰寫。 

 
C 課程關鍵思考： 

1，蘭嶼舟的尺寸，材質的文化分析。 
2，世界史中的大海戰與船模型的展示，如何可以更周全。 
3，展覽館的視野與設計性。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全班實施的課程，受限於空間與時間，只能在教室的一周一小時內實
施，這學期經費集中於周六的實驗課程設計。學生更專注成效更集中，
動機強，成效就會好。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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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生物插圖與意向牆學習單 

 

 

課程(二)海科館與故宮合作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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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三)袖珍博物館海事博物館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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