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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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執行教師： 李璟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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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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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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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李璟玫 

實施年級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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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11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326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串起石中懷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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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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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石中美感索引地圖為主軸，在 108 學年第一學期，透過蒐集校園的色彩歷程，將 

 繪製色卡以 70：5：25 比例，進行操作不同比例的調和和強調的各種主、副、從組合 

 ，完成一張心中的石中印象色彩書籤為紀念。108 學年第二學期，來一趟校園小旅行， 

 踏上尋找觸感之路，嘗試將紀念物的觸感留下來，以 Knolling 的排列美學完成一趟記 

 憶質感。109 學年第一學期，以"愜意"尋覓石中懷念味 ，運用合宜的構成美感，將石 

 中懷念味呈現於酷卡。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已經歷過蒐集校園的色彩、質感和懷念味歷程，除了豐富美感地圖內容外，期 

   望能嘗試將平面的地圖，以組構方式增加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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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構造是依功能需求，使用合宜的組構方式，讓設計想法落實。此課程聚焦賦予學生 

   表現任務，依階段性的不同表現任務，透過做中學的不斷操作，能依不同材料特性和功 

   能需求，完成兼具美感的接合方式。將嘗試平面懷念味版面改版成路徑軌道符合由 A 點 

   移動至 B 點的軌跡呈現，移動鈕需可上下左右旋轉，並能使同學和同學間的移動軌跡能 

   無限擴展，以符合可接可拆可動的簡易地圖組構形式，也利於收藏。藉地圖的移動軌跡 

   能無限擴展，可串起石中懷念味，以繪本說故事形式，口說和文字的描述，接接排分享 

   石中懷念味，完成一趟日常有感敘事。課程參考許懷之老師的「繪本中的可動「構造」 

   ─生活地圖翻翻書」，考量國中生程度，以路徑挖空平移概念，讓學生的懷念味地圖是可 

   連接的，而連接順序的改變，將產生日常有感敘事的不同樣貌，地圖的組構則強調為可 

   完全拆解形式，以延續美感地圖蒐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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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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和生活的關聯。  

        2.不同材料的接合方式。 

        3.依功能性考量的合宜組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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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點材、線材和板材，木塊的捆束與快拆組構因應。 

        2.依功能性、可接、可拆、可動的限制，操作瓦楞板的合宜組構。 

        3.因應地圖基本元素的構成和功能性，調整瓦楞板的組構，兼具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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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必須依照材料特性，選擇合適的組合方式。  

        2.合宜的組構方法，可構成縝密及結構平穩的物件。  

        3.良好的規律性有助於構造功能發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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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國文領域   

          練習口說和文字的懷念味描述，串起石中懷念味，以繪本說故事形式，接接排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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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23 

單元目標 依不同材料的特性，能選擇適宜的接合方式。 

操作簡述 

 捆一捆‧束一束Ⅰ 

 選擇適宜的組構方式，操作和圖像記錄。    

  1.木塊集合分兩組，一組規整，一組不規整做對照組。                      

  2.木塊加入橡皮筋的捆束。 

2 4/264/30 單元目標 依不同材料的特性，能選擇適宜的接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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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捆一捆‧束一束Ⅱ 

 選擇適宜的組構方式，操作和圖像記錄。    

  1.快組上一節的捆束方法，一組規整，一組不規整做 

   對照組。                      

  2.木塊加入橡皮筋和螺絲的捆束。 

3 5/035/07 

單元目標 依不同材料的特性和快拆條件，能選擇適宜的組構方式。 

操作簡述 

 捆束和快拆 

 限制快拆條件，選擇適宜的組構方式，操作和記錄。                                                       

  1.木塊的捆束和快拆。                          

  2.木塊加入點、線、面材的捆束和快拆。 

4 5/105/14 

單元目標 運用適宜組構，讓平面地圖產生可接的功能。 

操作簡述 

 地圖的可接 

1.機關書分析。 

2.接接排大挑戰，地圖構成元素的應用思考，訂出 

 地圖版面可接點。 

  3.在可接點限制下，嘗試可拆的因應。 

5 9/069/10 

單元目標 符合穩固、可拆、隱藏的條件，嘗試瓦楞板的組構方式。 

操作簡述 

 快拆和隱藏 

 依指定媒材(2 片 3mm 瓦楞板)和限制條件，操作和 

 紀錄。限制條件為: 

  1.瓦楞板列置上、下層，中層需中空、物件補強。 

  2.組構方式需符合穩固、可拆、隱藏。                                         

3.在可接點限制下，嘗試可拆的因應。 

6 9/139/17 

單元目標 符合穩固、可拆、隱藏的條件，嘗試瓦楞板的組構方式。 

操作簡述 

 地圖的可拆 

  1.在可接點限制下，嘗試可拆的因應，組構並修正。 

2.節點概念的可拆性因應。 

7 9/209/24 單元目標 嘗試地圖的節點概念的可拆可動性，並兼具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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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能依不同材料特性和功能性，完成兼具美感的接合方式。 

2.嘗試將平面懷念味版面，改版成可接可拆可動的簡易地圖組構形式。 

3.能團隊合作，串起石中懷念味，以繪本說故事形式，口說和文字的描述，接接排分 

享石中懷念味，完成一趟日常有感敘事。 

    4.經歷任務、部位、外觀、細節的嘗試和調整，進而將這歷程經驗檢視或改變生活中 

的物件。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立體書創作手冊   洪新富著   扶風文化  2020/03/01 

    2.找一找，線條在哪裡？  安迪‧曼菲爾著  青林  2017/05/04 

  

六、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圖卡、木材、厚紙板、瓦楞板、橡皮筋、螺絲釘、螺絲帽組、五金材料、 

釘扣、吸管、剪刀、鐵絲、透明縫衣線、打洞器、鉗子、螺絲起子……等 

操作簡述 

 地圖的可動 

以上學期石中懷念味酷卡主題為行進路線，由地圖可 

接點，進行路徑軌道可拆可動的組構，思考需符合: 

1.由 A 點移動至 B 點的軌跡呈現。 

2.移動鈕可上下左右旋轉。 

3.同學和同學間的移動軌跡能無限擴展。 

4.利於收藏。 

8 9/2710/1 

單元目標 地圖可接可拆可動功能修正，並兼具美感。 

操作簡述 

 懷念味接接排Ⅰ 

1.修正路徑軌道可接可拆可動的組構。 

2.討論以繪本說故事形式的呈現方法。 

9 無 

單元目標 嘗試以繪本說故事形式，接接排分享石中懷念味。 

操作簡述 

 懷念味接接排Ⅱ 

1.討論以繪本說故事形式的呈現方法。 

2.串起石中懷念味，以繪本說故事形式，接接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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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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第一堂課的組構任務延長為第一第二兩堂課施作。 

 2.原計畫共七堂，除前列增一堂外，再增加一堂地圖可接可拆可動功能修正，並兼       

  具美感，施作共計九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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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木塊集合分兩組，一組規整，一組不規整做對照組。                      

    2.木塊加入橡皮筋的捆束。 

    3.整理橡皮筋，完成說明圖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1.進行時的引導：生活中物件的組構，如何能達到構成剛剛好的縝密及結構平穩的物 

 件，思考剛剛好的捆束，當一組規整，一組不規整木塊集合後，需要的橡皮筋數量 

 會是多少？橡皮筋的尺寸呢？兩組木塊做對照組，也方便比較差異，試試剛剛好的 

 才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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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快組上一節任務一的捆束方法，一組規整，一組不規整做對照組。                      

    2.木塊加入螺絲後，橡皮筋的因應。 

    3.整理橡皮筋，完成說明圖紀錄。 

    4.發現或省思寫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操作的精神：上一堂任務一的捆束操作僅用到三種尺寸橡皮筋，依自繪說明圖 

 快組後，加入第二種零件螺絲的組構，螺絲的加入則必須發揮功用，不是裝飾物，橡 

 皮筋則勢必有所牽動，並與螺絲產生連結，達到穩固捆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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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木塊集合，點、線、板材任選兩種的捆束操作。     

2.符合快拆條件的因應，兼具美感。 

3.完成說明圖紀錄。 

4.將發現寫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操作的精神：點、線、板材任選兩種的捆束操作，表現任務為集合捆束和圖像 

     記錄，並符合快拆條件。因應孔洞部位，零件的操作在牢固捆束同時，外觀與細節 

     則須做調整，可經歷任務、部位、外觀、細節的嘗試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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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機關書分析。 

    2.接接排大挑戰，地圖構成元素的應用思考，訂出地圖版面可接點。 

    3.確認可接點路徑，裁切瓦楞板，接著裁切地圖路徑 0.2 公分寬，為可動機關的軌道。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課堂活動的目標：接接排圖卡具無限延伸性，藉每張圖卡相同接點的連接活動 

     ，學生可訂出地圖統一的可接點，可動機關的軌道路徑統一為 0.2 公分寬，方便節 

     點移動鈕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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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小組討論和分享依指定媒材(2 片 3mm 瓦楞板)和限制條件的組構，限制條件為∶瓦 

 楞板列置上、下層，中層需中空、物件補強。組構方式需符合穩固、可拆、隱藏、 

 限紙材、不可黏。  

2.參考講義製作紙零件。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課堂活動的目標：符合穩固、可拆、隱藏的條件，嘗試瓦楞板的組構方式。因 

 希望這地圖易於收藏，固加入限紙材和不可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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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嘗試可拆的因應，組構紙零件和瓦楞板地圖並做修正。 

2.節點移動鈕主角圖樣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課堂活動的目標：運用紙材進行紙零件組構，合宜的組構方法，可構成縝密及 

 結構平穩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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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由地圖可接點，進行路徑軌道可拆可動的組構，思考需符合∶由 A 點移動至 B 點的 

 軌跡呈現、節點移動鈕可上下左右旋轉或便於操作的裝置、同學和同學間的移動軌跡 

 能無限擴展。 

2.製作節點移動鈕便於操作的裝置。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操作的精神：節點移動鈕便於操作的裝置可以是?加入扣環或鈕?增加主角的厚 

 度?還有什麼方法?若限紙材和不可黏的因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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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試試個人節點移動鈕便於操作的裝置，修正路徑軌道可接可拆可動的組構。 

2.串聯同學和同學的地圖，試試個人節點移動鈕移動軌跡能無限擴展。 

3.討論小組以繪本說故事形式的呈現方法並分工。 

C 課程關鍵思考：  

1.進行時的引導：為下堂課小組接接排的分享，此堂課做分享前的分工。當地圖透過 

 單槍投影時，地圖和個人節點移動鈕的排列順序是？投影呈現分享限時四分鐘，分 

 享時如何能串成一回憶？口說者敘述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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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9 

A 課程實施照片： 

   

 

                         因疫情無法完整實施操作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小組分享前的預備。 

2.限時四分鐘，串起石中懷念味地圖，以繪本說故事形式，接接排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關於課堂活動的目標：地圖和個人節點移動鈕的排列順序，右推或左推入鏡後的投 

 影畫面，需考量呈現時的連貫性，搭配口說描述，如何能流暢呈現? 限時四分鐘的 

 分享，將可來場紙上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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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第一、二、三堂課的組構練習，在三個任務組構完成後須分別做圖像記錄，學生 

 反應組構時間不夠充裕，可調整需圖像記錄為只有任務一、二，或只有任務三。  

2.第四堂課地圖的可接任務，時間過於緊湊，課程施作中拉長為兩堂課時間完成。

3.課程最後的第八、九堂課原希望能透過小組串起石中懷念味地圖，以繪本說故事   

 形式，接接排分享。因疫情無法完整實施操作，於下一學期初只繼續完成地圖製作，  

 因時程捨棄小組分享，改為只在小組內分享，縮減為八堂課。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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