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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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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妏 

實施年級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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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0__小時 

□ 國民中學___小時 

班級數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8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一見鐘情，錶裡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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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學校一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無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在創作方面，抽象的能力較弱，思考方式與作品呈現多以具象為主，很少學生會去摸

索發現生活中的小細節，比較事物之間的相同點與相異性，對生活相當無感，美感方面也停

滯不前，因為這樣的發現，我想安排課程讓學生學習多多觀察與比較，針對抽象設計部分，

以點線面作為主軸設計課程，日常生活為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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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手錶慢慢被人遺忘，以前手錶是必需品，是最佳的贈禮、紀念品，甚至是榮耀，但手機的

出現取代手錶的必要性，手錶的定位不同以往，不再是時間唯一的表現。 

        透過設計一門課程給予手錶新的生命，課程「一見鐘情，錶裡不一」的設計理念是懷古

創新，讓手錶不再只是單純的時間表示與規格化，它可以兼具時尚的與客製化，課程讓學生

學習觀察與摸索，發現手錶的美感，並創作出個人風格的手錶。課程規劃分成構成與質感兩

大構面，讓學生學習構思手錶造型外，也思考材質的特性與表現，跳脫傳統手錶的規格。單

元一到四中，讓學生以設計較大面積的鐘面出發，利用點線面去規劃鐘面，找出合適的比例

大小和材質，搭配上指針上的比例規劃，創作具美感與實用性作品；單元五、六認識錶帶材

料的質感與表現手法；單元七到十開始思考錶帶的選擇與製作，完成個人手錶。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觀察鐘錶的基本構成。 

2.觀察材料的質感特色。 

 美感技術 

 錶帶如何以縫、編、織、串、釘等方式呈現。 

 美感概念 

      點線面的構成與應用。 

 其他美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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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1/5 

單元目標 認識錶面與鐘面的構成 

操作簡述 

 介紹點線面與錶面和鐘面的搭配。 

 給予任務讓學生思考鐘面構成，以草稿構思指針

與刻度的關係。 

任務一：不能以數字作為刻度，必須以點或線設

計。 

2 
11/8- 

11/12 

單元目標 鐘面的構成設計 

操作簡述 

 先以鐘面的草稿設計出發，讓學生理解構成的美

感，並思考如何在任務一和任務二的規則下，設

計出具美感且實用性的鐘面。 

 設計過程中，思考鐘面、指針與刻度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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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15- 

11/19 

單元目標 找到合適的鐘面材質 

操作簡述 

 材質的比較與分析，找出合適材料作為刻度；找

出合適線材作為指針；找出合適的面材作為鐘

面。 

 將鐘面、指針與刻度結合。 

4 
11/22- 

11/26 

單元目標 完成鐘面製作 

操作簡述  完成上週課程，並安裝機芯使指針開始轉動。 

5 
11/29- 

12/3 

單元目標 認識錶帶的質感 

操作簡述 

 認識錶帶的質感種類與特色（皮革、布料、塑

膠、金屬、紙、串珠等）。 

 給予題目讓學生思考錶帶的呈現，分別是： 

(1)親情 (2)友情 (3)愛情 

6 
12/6- 

12/10 

單元目標 認識錶帶的表現方法 

操作簡述 
 介紹錶帶因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呈現，分成縫、

編、織、串、釘等。 

7 
12/13- 

12/17 

單元目標 找到錶帶的合適的尺寸與材質 

操作簡述 

 發給學生百元手錶，並給予以下任務思考錶面與

錶帶的關係。 

任務一：思考如何設計錶帶，提升原本手錶的美

感和價值？ 

任務二：錶面與錶帶的搭配的合宜性。 

 根據錶面選擇合適的材料作為錶帶。 

 思考錶帶的寬度比例與錶面的關係。 

8 
12/20- 

12/24 

單元目標 設計與製作錶帶 

操作簡述 
 以自己的手腕作為測量，思考理想的錶面比例。 

 思考錶帶的表現方式，開始製作錶帶。 

9 
12/27- 

12-31 

單元目標 設計與製作錶帶 

操作簡述  繼續上週課程完成錶帶製作。 

10 
1/3- 

1/7 

單元目標 設計個性化的手錶 

操作簡述 
 完成手錶製作。 

 展示與發表手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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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學生會觀察與比較，找出合適的材料。 

2. 學生能夠利用點線面設計作品。 

3. 學生能善用結合材質的技巧，完成作品。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無 

六、教學資源： 

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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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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鐘設計加強構成和比例的構面 

        在時鐘設計的部分修正內容，刪減指針的部份，課程以構成與比例為重點，著重在

鐘面與刻度的點線面變化，以及比例上面的和諧性。 

2. 增加與改變錶帶的設計環節 

        在製作錶帶的部分增添了為對象設計的前提，讓作品更加貼近生活，並根據三個不

同的對象去思考，讓錶帶設計更加多變，原定的個人作業改成小組去規劃，以團隊的方

式去觀察、摸索、設計、製作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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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片： 

  

規劃鐘面的大小 構思刻度與鐘面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透過 PPT方式介紹點線面設計的鐘面並分析其特色。 

2. 發給每位學生一人一張 A4大小的白紙、圓規、方格尺與量角器，在紙上規劃出理想鐘

面的大小和刻度的數量與角度。 

3. 給予學生任務思考，不能以數字或具象符號作為刻度，必須以點或線設計刻度，並且

能讓人清楚判斷時間。 

4. 學生認識與選擇材料，以塑膠片作為鐘面(黑/白/灰)，搭配不同尺寸的線膠帶與圓點貼

紙、卡典西德等去設計時鐘。 

C 課程關鍵思考： 

時鐘的比例與構成 

       學生設計時鐘時，除了思考鐘面的大小比例外，在刻度的表達上，需要考量到刻度的

多寡，是要呈現十二個刻度？還是凸顯某些重要的刻度(如：3、6、9、12) ？亦或者把刻度

再細分成60個，清楚分辨幾分幾秒？不論是哪種方式，學生都需要考量到實用性，在測量

刻度上不能有誤差，而這過程中的測量就是分割的數學概念，使整個鐘面呈現出一種比例

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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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規劃合適的刻度比例 思考刻度與鐘面的比例與構成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將上週所規劃的草稿呈現在塑膠片上，裁剪下後開始刻度與鐘面設計。 

2. 規劃鐘面的配置時，須考量到點線面的美感，思考要以怎樣的方式去分割，是要以顏

色區分？用線條區分？還是變化材料？ 

3. 選擇適當大小與色彩的材料作為刻度，可利用不同的工具(美工刀、剪刀、圓規、量角

器或打洞器等)加工，設計出具有變化且辨識度清楚的刻度。 

C 課程關鍵思考： 

點線面搭配 

        學生在設計時，須考慮到點線面的規劃，「點」「線」能運用在時鐘的刻度，讓觀者

能清楚辨別外，造型上更加生動；「面」則是鐘面的平面規劃，能利用分色塊、線框、鏤

空等方式將鐘面進行分割，設計出的區塊除了具美感外，也兼具辨識時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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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搭配點線面設計鐘面的構成 找出合適材料與比例作為刻度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繼續上週課程，將鐘面的底做好後，開始刻度的組合。 

2. 過程中，學生觀察刻度造型與平面分割在視覺上的效果，其重點為： 

(1)鐘面設計與刻度是否衝突？ 

(2)刻度與指針的辨識度是否清楚？ 

C 課程關鍵思考： 

比例的選擇 

        材料部份以幾何形為主，不同尺寸與顏色的圓點貼紙和線膠帶作為點與線的刻度，然

而刻度設計並非只是單純的黏貼，學生仍須思考刻度的大小、長度與間距，方便他人辨識

時間，此外，在造型上可以透過堆疊、裁剪或組合，讓刻度有變化，不是簡單的圓形與線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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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安裝機芯 拍照記錄作品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在鐘面的中心開洞，安裝機芯、時針、分針和秒針，並扣上電池使時鐘開始轉動，完

成作品。 

2. 拍照紀錄作品，學生根據指定任務拍攝兩張照片上傳至平台。 

(1) 時鐘作品照 

(2) 時鐘與環境 

3. 學生上台分享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鐘面與環境 

        在拍照記錄作品的部分，讓學生除了拍下自己的作品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將作品與生

活環境融合，讓學生想想怎樣的環境或空間適合放置自己做的時鐘？擺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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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材質的摸索 三個不同的題目的錶帶規劃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將學生以5到6人為一組，讓小組成員共同設計手錶的錶帶。 

2. 教師提供每組白紙作為構思與設計的草稿，給予題目與任務讓學生創作。題目為贈與

三個不同的對象，分別是(1)親情(2)友情(3)愛情，讓學生思考不同錶帶的呈現；任務

則為需要二種以上的質感呈現。 

3. 教師準備多樣化的材料讓學生去摸索不同材質的特色，並思考怎樣的材料能與題目搭

配，在材料的提供上有「線」材與「面」材，學生除了能思考點線面的構成外，也嘗

試不同的組合搭配，呈現錶帶的表現方式也更加多元。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的表現 

        以小組為單位，給予每組不同的百元錶，讓小組去觀察造型，設計合適的的錶帶，並

對應到親情、友情與愛情的題目，然而在材料上的選擇非單一性，可能有不同媒材搭配，

學生需要摸索找出合適的結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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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媒材合宜的表現方式 使用工具製作錶帶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利用不同媒材製作錶帶，透過不同的工具摸索合宜的表現方式，嘗試縫、編、

織、串、釘等不同的變化。 

2. 透過觀察手錶的錶帶與錶面的構造，思考如何將錶帶與錶面結合？思考錶帶要如何固

定在手腕上，是利用扣環相扣？綁在手腕上？錶帶相互間交錯？ 

C 課程關鍵思考： 

材料的呈現與變化 

        相同的材料也有著不同的表現，再加上不同的工具，變化出多樣的組合，在實驗的過

程中，找出符合題目表現的材料與表現方式是關鍵，需要兼具美感與實用性，設計出好看

又好配帶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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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7、8、9、10 

A 課程實施照片： 

  

小組討論 手腕測量比例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發給每組一個百元手錶，學生先將手錶的錶面與錶帶分解，觀察其構造後，再開

始著手其錶帶的製作。 

2. 學生在製作錶帶的過程中，需要考量錶面與錶帶的關係，要考量如何將百元的錶搭配

合適的錶帶，提升原本錶的美感與價值。 

3. 在製作時，每組須完成三種不同的對象設計，設計上會有不同的表現(媒材和手法)，但

因為錶面是一致的，因此需要考慮三種設計的變化性外，還得考慮到整體的美感。 

4. 需要考量錶的實用性，學生透過彼此測量手腕與錶帶，思考理想的錶面比例。 

5. 完成作品後，拍照紀錄與展示手錶，拍照時可以布置背景，使手錶展現更加有質感與

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手錶的效果分析 

        在完成手錶後，除了外觀好看外，也得戴在手腕上去觀察在手腕上的視覺效果，可能

會有好看卻帶起來不合適的問題發生，而這個問題可能是比例關係、可能是媒材的問題、

也可能是穿戴的不方便等，讓學生比較分析問題，並找出改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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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一見鐘情的單元中，因為對時鐘的印象大多為圓形，再加上提供的材料中有圓形貼

紙，因此學生會在設計上以圓形為主，思考其他幾何形狀的變化較少，教師須在這方面多引

導學生去變化形狀的可能性，如果使用圓點的貼紙，可以透過剪裁或堆疊的方式，讓形狀的

更有變化性，就有位學生利用幾何形的角度去代表時間，三角形是三點；六邊形是六點；九

邊形是九點；十二邊形是十二點，讓時鐘設計富有巧思，兼具趣味和數學。 

        到了錶裡不一的單元時，花費了很多時間去摸索材料、嚐試組合的方法，但因為學生

的生活經驗較少碰觸編織和縫紉，容易出現想法不錯卻做不出來的窘境，教師須花時間教

學，讓學生有初步的概念後，才能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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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作品一：一見鐘情 

 

 作品二：錶裡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