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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新實施實施年級： 8 

新實施班級數：1            學生數： 29 

新實施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可貼原有計畫書內容即可，如有修改請紅字另註） 

 參考他人課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區學校：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教師：江沛航       課程名稱：校園美感改造 

新實施課程名稱：木設計  

新實施課程類別： 

美感精進課程一學期 6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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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二 年級  

□高中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於 110-1 修習 15 節美術設計課程及安妮報課程，能觀察並分析環境色彩、

質感、比例，能用傳統木工工具，完成指接木箱。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已進行過 15 節美術設計課程及安妮報課程，對於環境觀察和設計構成已有經驗。然而

學生可能還無法將環境觀察的經驗套用至自身生活經驗，意識生活環境中的問題，甚至更近

一步針對環境問題提出美感解決提案。故希望透過本課程讓學生進一步觀察生活中的雜亂環

境，試著透過秩序、色彩、質感、比例、構成重組，提出環境問題的解決提案。 

一、新課程概述調整： 

本課程設計接續前一學期所介紹過的「色彩」、「質感」、「比例」、「構成」等概念，帶領

學生實際走入教室，引導學生觀察、發掘出生活環境中應改善的雜亂之處。 

透過分組討論，實際針對生活中的問題環境，討論解決辦法，嘗試透過色彩與材質試驗，以

物件色彩、質感之空間比例、構成重新規劃的方式， 提出改善方案，落實對環境「有感」而

後「行動」。最後以分組進行提案，並利用木材及已有木工的技巧，完成教室改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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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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觀察 

1. 學生能觀察並提出環境景觀的問題或可改善之處。 

2. 學生能觀察環境中的各種色彩與材質。 

█ 美感技術 

1.學生能夠從設計或美的形式原理，進行設計發想。 

█ 美感概念 

1. 能認識、體驗美的構面，提昇對結構的美感程度與涵養。 

2. 學生能因應環境需求，思考合適的色彩、材質、比例與構成方式，以美感的角度提出改善

教室的設計。 

█ 其他美感目標 

跨領域與建築老師共同合作執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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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單元目標 環境考察、資料搜集-孩子對生活、校園環境的看見 

操作簡述 

／整體課程簡介與分組（成立校園結構調查小組）。 

 ／老師講解關於結構知識，校園踏察概念說明。  

／孩子對生活、校園環境結構的認識。 

2 3/10 
單元目標 質感探索——用多種感官感受各式木材質的特性 

操作簡述 ／提供四種木片作為底板，引導學生觀察木片本身 的紋理與質感。 

3 3/17 

單元目標 學生能發掘環境問題，共同設計改善設計 

操作簡述 
分組提出改造主題，利用各種透視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比例

圖、爆炸圖畫出原型，實際做出等比小模型。 

4 3/24 
單元目標 

應用所學，包含木工技能、練習觀察分析、完成透視圖等，完成改造

教室空間的任務。 

操作簡述 小組工作：依照工作分配，組員們依設計圖及材料單完成作品。 

5 3/31 
單元目標 

應用所學，包含木工技能、練習觀察分析、完成透視圖等，完成改造

教室空間的任務。 

操作簡述 小組工作：依照工作分配，組員們依設計圖及材料單完成作品。 

6 4/7 

單元目標 
應用所學，包含木工技能、練習觀察分析、完成透視圖等，完成改造

教室空間的任務。 

操作簡述 
／學生分組上台發表改造作品。  

／相互觀摩並就日常生活經驗，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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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調整預期成果： 

1. 學生能透過實地訪查對生活環境「有感」，指出須改善的項目。 

2. 學生能分組針對所觀察到的教室環境問題，進行改造作品。 

五、新參考書籍： 

六、新調整教學資源： 

增加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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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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活情境出發，覺察自己與環境的關係。 

2.學習發現問題，並主動找尋方法解決問題。 

3.應用所學，包含木工技能、結構力學、人工力學、練習觀察分析、完成透視圖等，完成改造

教室空間的任務。 

二、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活動照片及文字說明 

  
辨識木材- 

從香氣和木紋判斷不同木頭的種類，這次使用的種類有台

灣杉、日本柳杉、福州杉、山黃麻。 

放樣練習- 

1.確定木箱的方向。 

2.劃出需要裁切、組合和指接榫要留下的地方，標記

起來，以便之後鑿出「齒縫」。 

3.盡量精準，後面裁切及組合會方便許多。 

  

鑿刀操作 

1.我們使用平鑿時，平的刀面朝向自己，使鑿出的口平

整。 

2.鑿刀使用完不可放置在檯面上，以防掉落損壞，且須清

理檯面。 

搬運上課工具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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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及文字說明 

  

練習嵌槽鉋夾具 

1.練習身體的協調性，使用最小的力氣鉋出嵌槽。 

2.注意嵌槽深度需平均。 

用平鉋刀鉋出底板 

1.底板選用台灣杉木。 

2.鉋出底板角度以便嵌入木箱底部。 

3.使用完不得朝下放置，需倒放，以防損壞刀片。 

 \  

F 夾運用 

1.為固定木板用，以便使用鉋刀、銼刀等工具，木板不會

晃動。 

2.需夾在不會妨礙到身體活動的地方。 

把手製作 

手搓鑽(電鑽的前身之一, 頭是三角型的)鑽握把區塊

─ 

為了作手把而做的記號，方便使用大、小電鑽時，有

個記號。 

  

電鑽使用/握把區塊 

先使用小的電鑽作出記號。 

電鑽使用/握把區塊 

這是一個非常需要兩人互相配合和合作的一個步驟。 

由於電鑽的馬達大，一人負責操作，另一人負責固定

電鑽和施力 

鑽洞時為避免木板破損，必須分成兩個步驟進行，從

正反兩面鑽，木頭才不會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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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及文字說明 

  

白膠膠合 

把需要接合的地方，塗上白膠，組合後再把多的白膠抹

掉，可以增加作品的品質。 

固定 

使用 F 夾教組合好的木頭作最後的固定，操作時需

注意夾的位置及力道，否則木板會因為受力不均而破

裂。 

  

木箱成品夾和 設計發想 

  

山林木材介紹  

1.老師介紹樹的枝條被割斷後，外面的皮是不會包住受傷

部位。 

2.介紹工作地點 (木材來源地)。 

3.山林基本工作流程、分工等。 

4.過程中的小技巧(如何切倒樹木、如何讓它在自己想要的

地方倒下)。 

5.介紹工具。 

山林工作操作示範 

老師穿為裝備，使用由油貢獻動力的電鋸，準備開始

割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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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及文字說明 

  

0 山林分佈介紹 
0 山林工作操作示範 

開始示範如何切出木頭，該如何切最省力，單手肘不

動，前手上下，不要雙手一起，以免割傷自己。 

  

3 學生初步設計發想,下學期實踐。  學生初步設計發想,下學期實踐。 

 

三、教學研討與反思 

●教師省思： 

1.操作工具能建構手腦連結，是實證經驗的必經之路，也是開啟思考的必要條件。 

2.高比例的手動工具是有益的，越多的關節、肌肉、骨骼被運用，能解除更多思考的遮蔽。 

3.掌握技能後，無法持續量化，停止操作後，身體記憶逐漸模糊。 

●未來修正：增加感官思考整合性課程，培養學生觀察力，進一步引導學生自我覺察，感受自

己與原始森林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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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學生課程插畫紀錄 

 

 

 



10 

學生課程插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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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插畫紀錄 

從第一節課開始就可以感覺到木工老師在學習器具使用時，讓我們能夠有很多的嘗試

空間，課堂結束時我們會一起用很輕鬆的放式找出當天的問題，讓我理解「很多事情

可以用不一樣的方法進行」的觀念，也讓我不只侷限在一種解決方法。 

／盧謙 

第一階段傳統木工-對老師和課程還很陌生，放樣看似簡單但其實有很多細節需要注

意才可以畫出最精準的刻度。切割木頭時，因為線鋸機沒有那麽多台，老師開始帶我

們思考有什麼不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因此決定教我們用鑿刀取代線鋸機我各人較喜

歡用這個方式，而且這樣我們也可以學到不同的木工技巧。接下使用平刨等傳統木工

工具，一一將木材組裝完成。 

／宋沐云 

這不單純是個木工課程，我們不只學到了使用工具的相關事項，還與大自然產生了隱

形的連結，這是很棒的體驗，而我也樂在其中。 

／陳映亘 

木工課，我不只學會如何製作，還認識了木材的品種、木材的來源地等，除了木材以

外，也學會使用以前沒見過的工具，在過程中我學到的不只是技巧，還有精神、體

力，每次的製作都是一個訓練，我很享受也很開心。 

／彭韋晴 

這幾個禮拜的課程，除了基本的工具使用，更重要的則是「團隊的分工」、不凌亂、

不吵雜並且互相配合、達到最好的工作環境及效率，是老師想教授傳達的部分。 

／葉鎬仁 

木工課程讓我學到什麼是木工記號，和我太小看一個木箱了，第一次時還覺得要做一

個木箱子是多難的事，但在自己實作後才發現，這考驗著我的耐心、精準度、臂力、

專注力、手的靈活度、身體的協調條件、思考方法好壞能力，還有美感。 

／何秉澄 

學會如何體會與別人一起工作的氛圍，且學會一開始暖身的協調是工作前的重要基

礎，木工是一個需要細心的工作，總是特別專注以免誤傷手或使木頭不完整。速度也

是做木工的重要關鍵，時間要掌控好。 

／彭鈞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