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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江沛航 

教師主授科目 美術、藝數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11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不可能的圖形 

施作課堂 

（eg.國文） 
藝數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由於本學期校內恰好辦理「艾雪的奇幻視界」特展，故結合展覽內容，先帶學生實際觀

賞展覽，從藝術家作品與藝術家介紹中認識「不可能的結構」。接著以第五期〈眼見為

憑？〉主題為內容切入，介紹不同的「視錯覺」圖像，透過讓學生分組閱讀報紙〈眼見

為憑？〉，讓閱讀報紙文本與觀展經驗結合，讓學生加深對「視錯覺」的好奇心，接著對

照艾雪作品〈相對論〉與〈瀑布〉，引導學生觀察圖形邏輯畫出潘洛斯三角形，讓學生在

不可能的圖形描繪中加深成就感。最後因疫情關係改採線上教學，故透過任務提問，請

學生在提示與限制下，試著剪出「不可能的結構」，讓學生在動手嘗試中找出解決問題的

方法。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認知：從實際觀展與教師簡報中認識「視錯覺」藝術與藝術家作品。 

 情意：能欣賞藝術作品並從閱讀報紙中連結自身經驗，加深學習印象。 

 技能：能夠繪製「潘洛斯三角」，並針對「不可能的結構」任務提問找出可行的方

式，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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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B 課堂流程說明： 

1. 結合本校「艾雪的奇幻視界」特展，帶領學生至本校文史館觀展。 

2. 教師於展場先行介紹藝術家背景與系列創作主題，引導學生觀察作品中的「不可能的

結構」與「不可能的圖形」。 

3. 學生自由觀展並從「蜥蜴拼圖」中體驗週期密舖的不同形式，教師從旁引導。 

4. 請學生分組閱讀《安妮新聞》中的〈眼見為憑？〉，引導學生討論展覽中見到的作品與

「潘洛斯三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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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介紹潘洛斯三角的繪製方式，並引導學生實際畫出。（第 1-2 節結束） 

6. 教師運用簡報再次介紹各個「不可能的圖形」，連結學生先前閱讀經驗。 

7. 教師揭示任務「不可能的結構」實驗，展示成果照片，請學生以一張約 A4 大小的紙剪

出圖中立體結構，提示學生「剪三刀」與「需要彎折」，提醒學生不能黏貼。 

8. 學生完成後拍照上傳 google classroom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 認知層面 

本次課程於機電科、普通科施行，各科學生普遍對於「視錯覺」主題感到

有興趣，能夠從展覽作品中觀察並嘗試分析艾雪「不可能的圖形」。在普通

科提及「潘洛斯階梯」時更是在展場中討論熱烈。遠距課程以簡報上課再

次提及「視錯覺圖案」時，甚至有學生提出曾經看過網路文章稱「旋轉蛇

錯覺為轉得越快壓力越大」，教師也能藉此機會與學生討論視錯覺的生成原

因，並釐清網路文章的誤區，提醒學生分辨資訊內容真偽的重要性，也算

是即席的「資訊教育」吧！ 

2. 情意層面 

或許是喜歡走出教室的展場氛圍，學生於展場中多半能融入觀賞畫作情

境，甚至與同儕討論畫作內容、使用展場中的教具進行學習等。而「視錯

覺」具實驗性質，學生於同時比較二張圖片時的反應很好，能夠積極參與

課堂討論。 

3. 技能層面 

在成果呈現上無論機電科或普通科的學生皆可於觀展完後依循教師引導完

成「潘洛斯三角」繪製，在執行課程時鼓勵學生可嘗試自行思考繪製，在

反覆嘗試中找出規則與方法，若無下筆頭緒，再按教師揭示步驟描繪，所

有學生皆能完成。在「不可能的結構」實驗上，因為執行時已是線上課程

實施期間，故規劃較為單純的實驗性質活動，並以「只能剪三刀」和「可

彎折」為限制和提示，引導學生自行思考做法，約三分之二的學生能夠自

行完成正確的剪法，部分學生需要反覆引導其觀察造型、思考作法，才能

正確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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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 潘洛斯三角與延伸之不可能的圖形繪製 

 

 

 

2. 「不可能的結構」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