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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雲林縣正心中學 

授課教師 廖定詳 
實施年級 高一 

課程執⾏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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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6_小時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數 60 名學⽣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課程設定 
o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o應⽤為主的⾼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級中學  1  年級 

學⽣先修科⺫或先備能⼒： 
* 先修科⺫：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少數同學之前國中的時候曾經在課堂中實⾏過美感教育，故對⾊彩及質感課程有⼀定程度
的了解，多數同學或是⾮本校直升學⽣，國中時未進⾏美感教育課程，所以在課程的操作
上以定位修⾏美感教育課程來進⾏操作，將美感基本的概念從基礎開始建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 

在國中的視覺藝術課程中所學習到的美感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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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活動簡介：	
高一的學生剛進入中學的校園生活，藉由帶著學生踏查校園發現結構的活動，讓他們可以更
快的融入中學的校園及生活，並開啟對生活周遭美感發現的觸角，觀察在生活中各物件所呈
現出的結構美感，引導學生找到身體的重心進而發現如何藉由有效的結構來達成平衡，並利
用彈性材質練習製作拱，來了解拱的承重方式，發下相同的紙材讓學生試著製作出可以承重
的結構體，並分析大家完成的作品，討論其所使用到的構造型式，及其所呈現的結構強度，
而後提供其他各種紙類材料，並討論及分析其加強結構及構造的各種可能性。 
利用課後時間蒐集校園及家庭中關於構造之美的例子，於課堂中將物件間常用的連結方式進
行分類，並討論其與美感之間的相關性，以教室中的桌椅討論如何以四隻椅腳達成力的平
衡，例舉其他椅腳造型的椅子及違反重力畫面的嘗試案例，讓學生思考接下來的分組作業，
如何設計書桌上的裝置筆架，並著手收集相關材料。 
待學生將所收集到的材料帶至課堂中，引導學生分組進行討論，研究兼具美感的構造方式將

組件結合的可能性，並改良筆架的結構造型，使其完成穩固的結構體並兼具造型美感。最後

能將定案的設計具體呈現，並討論各組間透過不同的構造結合完成的結構造型是否兼具美感

及基本的功能性。 
 ⼆、課程⺫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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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校園中存在但容易被忽略的結構造型 

發現生活中各種物件所具備的構造與結構美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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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操作紙張的不同構造方式來達到連結的目的 

藉由試驗找出不同材質間利用設計構造來完成穩固的結構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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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出符合構成美感的構造 

設計出對抗重力結構概念所產生出的視覺美感 
n 其他美感⺫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標，可依需要列舉） 

與自然科跨域合作 

配合校慶進行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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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單元目標 重力挑戰賽 

操作簡述 
藉由活動引導學生找到身體的重心進而發現如何藉由
有效的結構來達成平衡 

體驗用彈性材質練習製作拱來增加其承重的極限 

2 3/10 

單元目標 紙張的可能性 

操作簡述 
利用相同的紙材練習製作出可以承重的結構體，分析
完成的作品，討論其所使用到的構造型式，及其呈現
的結構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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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其他各種紙類材料，並討論及分析其加強結構及

構造的各種可能性。 

3 3/22 
單元目標 尋找生活中的構造 

操作簡述 
蒐集校園及家庭中關於構造的例子，將物件間常用的

連結方式進行分類，並討論其與美感之間的相關性。 

4 3/29 

單元目標 美感筆架設計 

操作簡述 

以教室中的桌椅討論如何以四隻椅腳達成力的平衡，

例舉其他椅腳造型的椅子，及違反重力畫面的嘗試案

例，讓學生分組思考如何設計書桌上的裝置筆架，並

著手收集相關材料 

5 4/22 

單元目標 材料大集合 

操作簡述 
引導學生分組將所收集到的材料進行討論，研究兼具

美感的構造方式將落葉結合的可能性，使其完成穩固

的結構體並兼具造型美感。 

6 4/29 
單元目標 美感加工廠 

操作簡述 
將最後定案的設計具體呈現，並討論透過不同的構造

結合完成的結構造型是否兼具美感及基本的功能性。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1.學生能發現重力的存在及生活中對抗重力的方式。 

2.學生能學習拱的力學結構。 

3.學生能將收集的材料物件進行構造設計以練習各種連結的可能性。 

4.學生能理解構造的概念與產生的美感並記錄發現。 

5.學生能藉由操作不同材質間的組合方式進行承重結構的構造練習。 

6.學生能在小組的構造與結構探索課程後，培養與他人溝通合作的能力。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如何培養美感》、漢寶德著、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0  

2. 《談美感》、漢寶德著、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7 

六、教學資源： 
自編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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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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訂於國一美術班兩班進行操作，但因這學年配課的關係只配到一班，故以高一的班級

及美術選修課程來進行課程操作	

⼆、6⼩時實驗課程執⾏紀錄	
（請填寫表格 x6，可參考美感練習誌第⼀冊12~17⾴） 
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將每位學⽣領⽤單⼀張紙張來完成簡易的結構造型，並利⽤⽊塊來測試耐重的
程度 

C 課程關鍵思考： 
什麼樣的結構可以承載較⼤的重量？ 
如何在實⽤與美感中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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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２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利⽤拱的概念和學⽣討論重量與結構上的關係，讓學⽣進⾏分組利⽤單⼀張⿊
⾊的厚卡紙，練習透過不同的結構與構造設計，製作⼀座能承載重量的橋 

C 課程關鍵思考： 
練習操作構造中的卡接概念 
利⽤有限的材料，來完成具備承重功能性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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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３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將學⽣透過分組製作完成的橋樑模型跨接在桌⼦兩側，透過觀察不同橋樑間的
結構處理⽅式，討論其承重的可能性，並說明在作品中所使⽤到的構造概念 

C 課程關鍵思考： 
使⽤不同的構造對橋樑的耐重性有何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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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４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給每⼀位學⽣⼀張⼯業⽤錫箔紙，透過之前的結構與構造概念，在不使⽤其他
材質的前提下，製作⼀個具收納或陳列功能的筆筒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定功能性這個要求下，如何利⽤優美的結構及構造設計具視覺美感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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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５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學⽣透過提案及討論，如何將落葉重新整理後，利⽤之前所提到的構造與結構
的概念製做⼀件⼩型的公共藝術，最終的提案為利⽤拆卸下來的班級⾨框固定
在地⾯使⽤校內⽯墩進⾏夾固，將切割後的圓形落葉利⽤環氧樹脂進⾏封印，
整⿑的排列及黏貼在透明的壓克⼒板上， 應將其懸掛在⾨框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保持落葉平整，並進⾏加⼯ 
使⽤環氧樹脂進⾏灌注來呈現重複及具規則性的美感 
如何將⾨框牢固地矗⽴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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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６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裁切與⾨框⼤⼩⼀隻的透明壓克⼒板，將製作完成的落葉環氧樹脂零件，整⿑
的黏貼在壓克⼒板上，壓克⼒板上事先進⾏打孔，使⽤強度較⾼的細鋼索進⾏
懸掛，製作作品說明牌，完成『落葉的細⾬聲』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透過選擇來展⽰作品的⾓度和光影的關係 
利⽤校園內閑置的材料，來製作⼀個穩固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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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之前的嘗試和練習較屬於個⼈的操作模式，若要⼀起完成⼀件⼩型的公共藝
術作品，天⾺⾏空的想法會說短了可操作的時間，討論過程中針對如何對落
葉進⾏加⼯就花了不少的時間，更提出了是否利⽤懸掛、捆綁、 直⽴等⽅式
來呈現作品， 若下次操作時可縮減 學⽣的思考範圍， 使他們可以專注在有
效的解決結構及構造問題即可。 
四、學⽣學習⼼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修 蔡宛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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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宜宸 

 
 
⾼⼀⾝ 31陳奕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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