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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顏惠菁 

實施年級 八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6-18小時）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國民中學 8 小時 

班級數 2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6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幽默與幻想-平衡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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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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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曾修習美感質感與構成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具備美術原理原則及基礎素描、色彩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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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Calder 的動態藝術著重材質應用與理解， 動態藝術（Kinetic Art）在1950年代開始蓬

勃發展，強調視覺新意與結構動靜，引進光學與機械表現，重視雕塑之形體、顏色、密度與

軌跡間的靜態差異與動態分離；Betero 圓滾美學筆下描繪的膨脹的體積， 他的變形視同形式

的原則以「反比例就是比例」、「變形就是造型」、「模仿就是創造」的逆向思考；而

Oldenburg 把生活中物件放大或變形並以新形式再現， 將二者的風格統整，透過「引導」的

方式，啟發學生可以有不用視角的思考創造力， 

本課程以質感與構成的美感構面為主軸， 利用異材質如:氣球、棉花、線條、塑膠、保利

龍、羽毛、壓克力等等，進行第一階段漂浮體驗-平衡桿創作與實驗遊戲，體驗物件輕重間的

關係。第二階段探就表面質感的應用與造型創作，以表面性美學概念及異材質質感錯覺，讓

學生透過材料的實驗性探索，進行視覺平衡的觀察與探索，並引導學生對組織物件的應變與

創造能力。最後以平衡物件在動態平衡之上進行視覺與重力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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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發表自己對於構成直觀分析 

2. 能覺察生活中美的質感 

3. 能對質感與構成產生實驗性的美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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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質材的不同面向與應用 

2. 創作思考及綜合技巧的研究  

3.分組進行創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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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質感的多變性 

2.形式風格的創新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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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科技教育與綜合領域跨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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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單元目標 美感導論 

操作簡述 
1.以質感、比例、構成美感電子書說明構面 

2.同學發表自己對於質感直觀分析 

2 
3/14 

 
單元目標 輕親不倒翁 
操作簡述 1. Calder 平衡雕塑動態 平衡桿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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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氣球、棉花、線條、塑膠、保利龍、羽毛各
種材質的重量遊戲，學生自由組合平衡狀態 

3.漂浮感的雕塑作品-平衡桿不倒翁練習 

3 3/21 

單元目標 構成平衡 

操作簡述 

1.Betero 藝術圓滾特色，變形視同形式的原則 
2.利用型態（圓）與質感（硬或軟）的討論與操作 
3.如何透過質感置換輕重錯覺，調適「立體構成」
中不對稱的平衡關係 

4. 平衡的表現形式: 槓桿原理、平衡桿、不倒翁、蹺

蹺板 

4 3/28 

單元目標 平衡雕塑 

操作簡述 

1. Jeff koons 比硬更硬的軟-氣球狗  
2.平衡雕塑以「視覺質感」的輕重關係，讓學生到
生活環境中去尋找、紀錄與討論可利用材質 

3. 設計構圖分組討論 

5 4/4 

單元目標 表面性美學 

操作簡述 

1.以 Oldenburg 的軟雕塑，探討表面性質感 
2.進階探討「視覺質感很輕」或「視覺質感很重」
的構成 

3.重中之重，重新建立平衡，定義平衡的穩定性 

6 4/11 

單元目標 異質世界 

操作簡述 

1. 美感實作:拚貼縫、粘黏技巧 
2. 作品質感分析及構成要素 

3. 異材質結合技法與質感錯覺應用，完成平衡物件 

7 4/18 

單元目標 飄浮與平衡 

操作簡述 

1.平衡視角的試驗-實際重量與視覺重量 
2.呼應 Calder 平衡雕塑動態的組合 

3.進行動態平衡雕塑的視覺與重力感呈現 

8 4/25 
單元目標 成果展示 

操作簡述 
1.作品操作解說 

2.作品分享與展示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覺察生活中美的構成及直觀分析 

2. 能思考異質材的不同面向與多元應用 

3. 理解變形形式原則與比例關係 

4. 能運用平衡概念進行構成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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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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頓藝術啟蒙認知：亞歷山大•考爾德的數字>英國費頓出版社。湖南美術出版社。

2019/11/01 

<魔幻寫實藝術大師：波特羅> 曾長生。藝術家。2014/04/14 

<Pop Art> Frigeri， Flavia。Thames & Hudson。2018/09/25 

<放眼荷蘭設計：創意是一種生活方式>王紹強。太雅出版社。2013/12/11 

<巴布的藝術大戰！> Marion Deuchars。三民。2021/04/09 

<刺繡基礎針法 X 運用 BOOK> 盧莎希亞。旗林文化。2019/05/02 

 

六、教學資源： 

＜名畫開麥拉 波特羅＞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0Wr6d86dU 

＜Alexander Calder B 亞歷山大·考爾德 (1898-1976) Kinetic art Americ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gRghSIOY-c 

＜藝術館裡的宇宙之美，考爾德的動態雕塑 Alexander Calder's Mobile | A day in muse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pp9wJVAU 

Melissa & Doug 益智 - 彩虹平衡翹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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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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校行事曆規劃期程調整，執行期程為4月初至學期結束前完成。 

2.執行課程期間，行政協助並整合更多教學資源至本課程並提供多項支援。 

3.課程執行期間在不影響課程主軸下，適時調整授課流程與教材滾動式修正。 

4.因COVID-19疫情影響，部份實作課程未能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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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質感、構成美感電子書說明美感構面 

2.同學發表自己對於質感與構成直觀分析 

C 課程關鍵思考： 

1.美感知識的加深加廣，學生分享心得 

 
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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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介紹 Calder 平衡雕塑動態作品 

2.利用氣球、棉花、線條、保利龍各種材質的重量遊戲，學生自由組合平衡狀態 

3.平衡桿及氣球不倒翁練習， 說明平衡的表現形式: 槓桿原理、平衡桿、不倒翁、蹺蹺板 

C 課程關鍵思考： 

1.利用平衡小道具，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 

2.學生可發揮團隊合作默契，挑戰不同的平衡遊戲 

 
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型態（圓）與質感（硬或軟）的討論與操作 

2. 平衡雕塑以「視覺質感」的輕重關係，讓學生到生活環境中去尋找、紀錄與討論可利用

材質，學生利用家中現成物進行平衡實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利用現成物達到平衡作品的設計，雖然取材生活用品卻是趣味十足 

2. 學生對於平衡概念不甚清楚，需不斷引導修正 

 

課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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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介紹 Jeff koons 比硬更硬的軟-氣球狗所呈現視覺上的平衡感 

2. 如何透過質感置換輕重錯覺，調適「立體構成」中不對稱的平衡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學生體驗利用紙材及比例原則，剪摺出平衡作品 

 

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以 Oldenburg 的軟雕塑，探討表面性質感 

2.進階探討「視覺質感很輕」或「視覺質感很重」的構成 

3.重中之重，重新建立平衡，定義平衡的穩定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1.討論質感所能呈現出視覺上的效果，讓學生有多元的媒材選擇應用 

2.構圖時需將材質羅列，並進行討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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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美感實作:拚貼縫、粘黏技巧，可利用紙漿、珍珠版或紙版、鋁片（線）等完成基座 

2. 作品質感分析及構成要素討論 

3. 異材質結合技法與質感錯覺應用，完成平衡物件 

C 課程關鍵思考： 

1.建立一個穩定基座，再建構出平衡的物件 

2.媒材選擇性多元，可討論美感元素，如何符合美感？進行實作課程 

 
課堂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平衡視角的試驗-實際重量與視覺重量 

2.呼應 Calder 平衡雕塑動態的組合 

3.進行動態平衡雕塑的視覺與重力感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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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需強調並指導注意安全，避免因操作工具而受傷 

2. 平衡桿構成鋁線容易塑形彎摺但易變形，平衡支點結構宜使用白鐵絲較為堅固 

 
課堂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作品操作解說 

2.作品分享與展示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學生展示並操作說明自己平衡作品  

2.分享交流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本課程因 COVID-19疫情影響，部份單元實作課程未能完成。 

2.表面性美學進階探討「視覺質感很輕」或「視覺質感很重」的構成，因未能返回實體課

程操作，未能進行。 

3.平衡概念利用不倒翁的原理引導，學生能在遊戲中進行思考，激發想像力。 

4.利用 Calder 平衡雕塑概念，學生在實驗過程遇到挫折時，能相互討論並克服困難完成

作品。 

5.學生發揮創意作品，難度偏高且耗時， 未來將簡化操作技巧，讓學生便於學習。 

6.學習心得因疫情線上，改採電腦操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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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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