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請填寫完整校名) 新竹市光武國中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300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512 號 

課程執行類別 

美感精進課程一學期 6 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國民中學 

預期進班年級 三年級 
班級數 
學生數 

14 班 400 名 

教師姓名 余慧真 

教師資格 

■ 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 
□ 其他：                    

最高學歷 碩士 

教學年資 15 

1.美感課程經驗 

  曾申請 105 至 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色彩、質感、構成、比例 
□ 曾申請 109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例：質感 
□ 未申請上開美感課程計畫，但曾申請其他美感課程計畫，如： 
                                           
□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2.相關社群經驗 

□ 輔 導 團，您的身份為：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 校內教師社群 
  校外教師社群，如：新竹縣市美感教育跨校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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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新實施實施年級： 三 

新實施班級數：     14       學生數：400  

新實施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精進課程說明： 

□ 參考本人課程 

     學年度第     學期，施作課程名稱：                   

 

 ▄  參考他人課程 

    學年度第   學期，   區學校：  

教師：陳昱瑩 課程名稱：一張紙的結構魔力 Case Study 

新實施課程名稱： 紙的結構力 

新實施課程類別： 

美感精進課程一學期 6 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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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 三 年級  
高中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構成、色彩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一年級時上過構成與色彩兩個美感構面的課程，經過兩年的視覺藝術課程，學生具備操
作刀片、剪刀切割紙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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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課程概述： 

    本課程從大自然與生活設計品學習結構材
料的選擇與形式的配置。使用紙張以「折」版
結構與「切」線結構……，讓平面的紙張透過
形變產生空間與質性上的改變；體會一張紙新
結構的承受力。從實作課程中，讓各班決定探
究的議題:一張紙或數張紙的力量與容量的挑戰
--舉如紙杯袋、紙容器、紙書架設計，了解使
「用」需求，決定其造型、選擇用紙與折切…
等其他方法，透過試驗是否能方便拿取、搬移
⽽不滾落、崩塌的容器或支架?感受結構與造
型的關係，學習造型配置的調整，其形狀尺度
適中、合理安全又不過度設計的結構巧思或不
完善設計……找出兼顧功能與美感適切的結構
設計，讓美感增加作品的價值。 

一、新課程概述調整： 

本課程使用摺切捲黏等技法，讓平面的紙張透

過形變產生空間與質性上的改變；體會一張紙

新結構的承受力。從實作課程中，學生藉由認

識橋墩結構的形式，了解課程中發想的創意紙

結構須符合的功能性，利用紙的折切捲黏…等

方法，讓紙結構產生力量與承載功能，透過小

組討論與合作感受結構與造型的關係，學習造

型配置的調整，兼顧功能與美感適切的結構設

計，讓美感增加作品的價值。 

二、原課程目標 
1. 發現關注大自然與生活用品的結構設計。 
2. 體會折與切等方法可改變材質的空間結

構。 
3. 了解合宜的結構設計，可讓生活便利有效

能更增添美感。 

二、新調整課程目標：（若有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
校本、跨域、學校活動，可列舉）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原課程對照 

(複製參考課程) 
新調整課程內容 

（填寫調整處即可） 

1  

單元目標 認識自然與人工的結構形式 認識自然與人工的結構形式 

操作簡述 

請同學嘗試一隻腳站立或雙腳自然
打開，什麼時候身體晃動不穩?什
麼時候會站的較穩? 一隻竹筷很容
易折斷，一把竹筷就很困難折斷 
請問幾隻竹筷就很難折斷?結構只
要剛剛好就夠。2. 實物觀察--自
然界與生活用品的結構設計關係 

教師讓學生分組創意激盪利用木棍
搭出橋梁，教師利用達文西橋的搭
設說明，解釋結構與力學的關係。 

2  

單元目標 
體驗一張紙的可能-一張紙「折」

板結構的可能 
 

操作簡述 

「是什麼原因讓一張柔軟易彎的紙
支撐重量?」 「折」的方式正是產
生奇異空間的構造方法。 「折、
捲」所展生的「加厚」也有助益。
實地體驗一張紙的摺版結構，即可
抵抗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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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元目標 
探究一張紙的容量- 一張紙切割結
構的可能 

 

操作簡述 

探究超商便利袋與空氣の器的相似
設計?超商便利袋靈感源自 2005
年一位蘇先生申請到十年專利的吊
塔設計被應用，似剪紙紙燈籠聖誕
彩飾 ，比較空氣の器、便利提袋
便當/茶飲有何異同? 

 

4  

單元目標 一張紙摺切的可能 一張紙摺切捲黏的可能 

操作簡述 

實作說明與體驗-環保提袋透過折
或切產生了空間結構，其圓弧設計
可卡住杯身，使其固定不易傾斜，
側邊的切折可放吸管，引導學生微
觀觀察。 

利用紙切黏捲起後可讓紙杯與吸管
一體成形的例子，引導學生思考與
觀察紙張如何從平面變身為立體結
構。 

5  

單元目標 一張紙折切的結構魔力 紙張的結構力 

操作簡述 

推薦鼓勵參閱設計摺學等書並大膽
嘗試，依物品使 用需求，實地以
紙張實作運用「折」「切」造型的 
配置與調整，增進功能需求的適切
結構與美感。 

教師介紹幾種橋墩的形式，小組實
作利用切、黏、捲…等各種方式改變
紙張原本的平面結構，兼顧美感與
功能需求調整結構的形式，讓小組
討論出來的結構能夠符合主題達到
能承重的功能性。 

6  

單元目標 結構魔力大鬥陣-作品發表與檢測 創意橋墩結構作品的組裝與測試 

操作簡述 

折或切的紙結構作品檢測與修整；
挑戰其結構形式 乘載力學或容量
的可能，從實地使用再修正設計實
地測試是否能方便拿取、搬移⽽不
滾落？ 紙手機架須能直式橫式支
撐手機不變形。 

學生檢測與修整作品的結構形式，
挑戰將設計的作品跨越兩張桌子，
且可利用教室的現成物增進原先結
構的乘載力學。 

 

四、原預期成果： 
1. 發現關注大自然與生活用品的結構設

計。 
2. 體會折與切等方法可改變材質的空間

結構。 
3. 了解合宜的結構設計，可讓生活便利

有效能更增添美感。 

四、新調整預期成果： 
1. 發現關注大自然與生活用品的結構設

計。 
2. 體會折、切、黏、捲等方法可改變材

質的空間結構。 
3. 了解合宜的結構設計，可讓生活便利

有效能更增添美感。 
五、原參考書籍： 

    設計摺學 
五、新參考書籍： 

     立體書創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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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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課程為創意橋墩結構作品創作，因疫情關係，無法進入美術教室上課，另外為

了因應隨時會調整為線上教學的情況，礙於大環境及作品收納的考量，於是把課程調整

為線上上課也能在家操作的形式，將最後的創意橋墩結構創作改為立體紙結構創作，讓

學生挑戰利用摺、剪、割、黏…等技法改變紙張的平面結構成為立體結構形式，且參考

立體書及立體卡片設計概念，作品須黏貼於八開卡紙上，且卡紙能夠對折開闔，打開時

呈現立體結構，闔上時回復平面，最後的作品由小組共同創作改為個人可在家執行。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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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讓學生分組創意激盪利用木棍搭出橋梁。 

C 課程關鍵思考： 

思考結構與力學有何關係，能撐起重量的結構需要具備那些條件。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小組討論嘗試利用「折、捲、、加厚、切割…」的加工方式讓平面紙張產生空間構造，

實地體驗一張紙經過摺版加工後能產生不同造型的結構且能抵抗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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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思考是什麼原因讓一張柔軟易彎的紙能支撐重量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利用空氣之器、塩田千春、洪新富設計的一體成形紙提燈作品以及 POP UP 立體書為

例，總結上周的各組討論結果，讓學生思考如何利用紙張的加工創作出立體結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生思考如何利用紙張的加工創作出立體結構以及結構與美感的關係。 

 

 



 8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組討論紙張如何從平面變身為立體結構，並試作模型，小組輪流發表討論結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思考與觀察紙張如何從平面變身為立體結構。 

 

課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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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利用回收紙試作立體紙模型，檢查是否能順利開闔?教師提醒學生注意紙張厚度對立體

結構的影響。 

C 課程關鍵思考： 

個人實作利用切、黏、捲…等各種方式改變紙張原本的平面結構，兼顧美感與功能需求調整

結構的形式。 

 

課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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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利用白色卡紙完成立體紙結構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結構不變的條件下，思考作品可如何調整(改變線條粗細、鏤空、比例關係、色彩…)，讓

作品可兼顧美感與功能性的需求。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結構構面跟空間還有力學有關，並不是每個學生一開始都能迅速理解的美感構面，第

一節課我在以木棍搭設橋墩活動中觀察到有些學生很快可以掌握重點，發現結構需要有支

撐點才能形成空間也才能承重，少數學生能跳脫框架，利用兩張桌子原有的結構來當成支

撐點，將橋墩搭設在兩張桌子中間，⽽多數選擇在桌面上搭設的同學失敗率比較高，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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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光滑沒有支撐點，因此難以達到我規定的 10 公分高度。這個活動學生非常有興趣，

很順利的開啟小組討論，不過因為教具有限，有些同學可能無法在小組中盡情嘗試創作、

表達自己的構想，但是若是每人一份教具，又少了小組合作討論的契機，組員人數與教具

的數量的比例需要再調整，從一組 5 人調整到 3 人可能會較適當。 

    以空氣之器、塩田千春、洪新富設計的一體成形紙提燈作品以及 POP UP 立體書為

例，帶領學生思考如何利用紙張的加工創作出立體結構時，因為學生以前多少都有剪紙的

經驗，學生很容易理解紙張可以利用剪、黏、折、貼、捲…等方法，或是增加紙張厚度，

讓紙張能夠形成不同的空間結構並能承重，也很容易理解每個零件的粗細、造形、大小比

例會影響整個結構形成的美感，不過對於學生來說，多數學生更重視的是結構是否能夠成

功，當學生成功設計出達到條件的紙結構後，願意再花時間調整零件結構樣式與細節的學

生並不多，這是我認為在這次課程中較可惜的一點。 

    結構構面因為不是一開始都能迅速理解的美感構面，因此需要更多的小組討論與合

作，但因疫情影響，我將最後成品由小組共同創作形式改為個人創作，原先設計先創作出

模型再做細部調整的這個部分，只有少數學生願意確實執行，因此若不考慮疫情因素，我

認為應當由小組共同創作一個立體紙結構，再利用小組討論與合作，一起完成細節的修

改，保留第一階段的模型用來比較，讓創作過程中能有更有美感討論與思考。所幸，多數

學生對課程都有正面評價，覺得能作出可開闔的立體紙結構十分有趣、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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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