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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李婉琪 

實施年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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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時 

班級數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83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金光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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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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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分別於108學年度、109學年度、110學年度上學期修習過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108學年度上學期的美感構面為構成，了解其定義，分析生活中構成的美的因素，運用構成 

  手法創作具美感的個人和團隊作品。 

   108學年度下學期的美感構面為色彩，觀察環境色彩，分析、調配在地色彩，結合馬約利卡 

   磚的圖樣色彩和構成方式，設計具金門色的花磚作品，並運用珍珠板版印、氰版顯影技術 

   嘗試不同手法呈現具金門在地印象的花磚明信片設計。 

   109學年度上學期的美感構面為質感，藉由視、觸不同經驗出發，了解質感意象的產生因 

   素，以相異質感肌理配置、多肉水泥盆栽製作、植栽拍攝等方式，運用所學，創作具合宜 

   質感並融入生活的作品。 

   109學年度下學期的美感構面為比例，以閩式建築、風獅爺，讓學生覺察比例之美以及如何 

   被廣泛運用，以明信片版面配置、杯墊空間分割的實作課程，感受比例調整帶來的視覺變 

   化，並嘗試合宜的比例配置運用於生活中。 

   110學年度上學期的美感構面為結構，藉觀察閩式建築、橋樑結構，理解島嶼和在地建築型 

   式的關聯，嘗試創作橋梁承重設計與閩式建築結構，觀察力與美的交互作用，產生對環境 

   的感知與回應。 

* 先備能力：  

  1.學生具備基本的觀察力。 

  2.學生有參與構成、色彩、質感、比例、結構構面的美感實作經驗。 

  3.學生有小組討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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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先請同學觀察隨手可得的文具用品，其材質與元件組合方式，記錄於學習單。再以造型

各異的燈，請學生分組觀察討論其元件接合的方式，分析其功能是否影響造型，以及各部位

零件的接合是否恰當，接合方式還可以如何改變更具美感。接續介紹金門鬼月的普渡燈，融

合習俗與在地特色，請學生觀察其構造與組合方式，嘗試運用教師指定的材料，創作一個具

備金門在地意象的燈。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能觀察生活小物的各部位接合關係。 

2.以燈的造型作為構造主要觀察對象(包含燈罩與骨架的接合及燈本身的構造) 

 美感技術 

1. 能學會不同素材間的接合功能。 

2. 能嘗試運用不同方式使素材達到穩定的接合。 

3. 藉由燈的製作，接合各部位使成為具構造美感燈具。 

 美感概念 

                1.了解構造基本概念：接合功能、規律特性、材料特性、因地制宜。 

                2.構造功能與造型的合用之美。 

 其他美感目標 

                        暫無，本課程較適合跨域(結合自然、生活科技領域)，但仍有太多變因(經費

核 

                撥、材料購買、製作時間等)無法掌握，未來有機會再思考跨域結合的可行性。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6 3/14-3/18 

單元目標 

拆解與組裝 

以隨手可得的文具用品，拆解為小元件，理解各部位
接合構造與物件功能使用的關係，分享討論記錄於學
習單。 

操作簡述 

1. 拆解文具。 

2. 排列觀察元件各部位構造關係。 

3. 分享並記錄於學習單。 

7 3/21-3/25 

單元目標 

接合之間 

以線材、面材為主，讓學生分組製作一固定範圍的中
空容器，再請各組觀察、比較各組接合方式在穩定
性、美感上造成的不同差異，記錄製作過程與發現於
學習單。 

操作簡述 

1. 分組製作中空容器。 

2. 觀察、比較各組作品接合方式。 

3. 記錄過程於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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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28-4/1 

單元目標 

玩味光影1 

介紹造型各異的燈，以圖片讓學生觀察燈各部位元件
組成方式。再以可動關節的 IQ 燈，讓學生嘗試燈
座、燈架、燈罩不同部位的接合與組構，了解桌燈的
各部位如何接合，討論接合的目的與可活動、不可活
動的關節構造有何差異。 

操作簡述 

1. 教師介紹各樣燈。 

2. IQ 燈製作說明。 

3. 製作 IQ 燈。 

9 4/6-4/8 

單元目標 

玩味光影2 

延續上一節，分別製作 IQ 燈，觀察 IQ 燈不同部位
如何接合，並記錄組構的過程於學習單。  

操作簡述 
1. 製作 IQ 燈。 

2. 撰寫學習單。 

10 4/11-4/15 

單元目標 

構光築影1 

介紹金門鬼月的普渡燈，過去與現在樣式的變化，在
元件接合與造型上的調整，觀察後請學生加入金門在
地元素，以老師給定的素材，創作具有金門意象的立
燈或吊燈作品。 

金門意象的符號或元素，在過去的美感課程中有操作
過類似的主題，所以本節課會請學生回想所學經驗、
教師給予提示，不會給予太多限制。 

操作簡述 

1. 觀察金門普渡燈。 

2. 構思金門意象與燈的設計。 

3. 創作金門意象燈。 

11 4/18-4/22 

單元目標 

構光築影2 

延續上節，繼續製作金門意象燈，拆除 IQ 燈的燈泡
裝設加以固定，完成後插電關燈，欣賞彼此作品，討
論適合陳設的空間場所，記錄於學習單。 

操作簡述 

1. 製作金門意象燈。 

2. 欣賞彼此作品。 

3. 討論陳設空間場所。 

4. 記錄過程於學習單。 

四、預期成果： 

        學生能在過程中，觀察文具用品、燈的構造接合方式，建立構造與功能、造型間的邏輯

關係，並能進而思考燈的結構是否「適宜、合用」，運用所學結合金門意象，進行燈的構造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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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谷純(2018)，一張紙完成！3D立體摺紙設計，良品文化，桃園市。 

2. 李政憲(2019)，藝數摺學：18堂從2D到3D的「摺紙數學課」，讓幾何從抽象變具體，

發現數學的實用、趣味與美，臉譜，台北市。 

3. AKIHIKO TOYOOKA(2019)，文房具解剖圖鑑：23款經典文具「進化論」，圖解文具的

構造、形狀、演變歷程，譜出浪漫文具文化史！楓書坊，新北市。 

4. Roma Agrawal(2019)，如何在果凍上蓋城市？：從工法、材料到歷史，由地底到空

中，頂尖結構工程師帶你解開建物的構造奧祕，了解建築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臉譜，台

北市。 

六、教學資源： 

簡報、電腦單槍投影設備、剪刀、鉛筆、美工刀、鋁線、鐵絲、報紙、尖嘴鉗、膠帶、熱熔

膠槍、熱熔膠條、IQ燈材料包、厚紙板、風扣板、電線、燈泡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預定計畫 調整情形 

教學進度 教學進度 

週

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週

次 

上課

日期 

6 3/14-3/18 

單元目標 

拆解與組裝 

以隨手可得的文具用品，拆解為小元件，理解各部位

接合構造與物件功能使用的關係，分享討論記錄於學

習單。 
8 3/28 

操作簡述 
1. 拆解文具。 

2. 排列觀察元件各部位構造關係。 



7 

3. 分享並記錄於學習單。 

7 3/21-3/25 

單元目標 

接合之間 

以線材、面材為主，讓學生分組製作一固定範圍的中

空容器，再請各組觀察、比較各組接合方式在穩定

性、美感上造成的不同差異，記錄製作過程與發現於

學習單。 
10 4/11 

操作簡述 

1. 分組製作中空容器。 

2. 觀察、比較各組作品接合方式。 

3. 記錄過程於學習單。 

8 3/28-4/1 

單元目標 

玩味光影 1 

介紹造型各異的燈，以圖片讓學生觀察燈各部位元件

組成方式。再以可動關節的 IQ燈，讓學生嘗試燈座、

燈架、燈罩不同部位的接合與組構，了解桌燈的各部

位如何接合，討論接合的目的與可活動、不可活動的

關節構造有何差異。 

11 4/18 

操作簡述 

1. 教師介紹各樣燈。 

2. IQ燈製作說明。 

3. 製作 IQ燈。 

9 4/6-4/8 

單元目標 

玩味光影 2 

延續上一節，分別製作 IQ 燈，觀察 IQ燈不同部位如

何接合，並記錄組構的過程於學習單。  12 4/25 

操作簡述 
1. 製作 IQ燈。 

2. 撰寫學習單。 

10 4/11-4/15 

單元目標 

構光築影 1 

介紹金門鬼月的普渡燈，過去與現在樣式的變化，在

元件接合與造型上的調整，觀察後請學生加入金門在

地元素，以老師給定的素材，創作具有金門意象的立

燈或吊燈作品。 

金門意象的符號或元素，在過去的美感課程中有操作

過類似的主題，所以本節課會請學生回想所學經驗、

教師給予提示，不會給予太多限制。 

13 5/2 

操作簡述 

1. 觀察金門普渡燈。 

2. 構思金門意象與燈的設計。 

3. 創作金門意象燈。 

11 4/18-4/22 

單元目標 

構光築影 2 

延續上節，繼續製作金門意象燈，拆除 IQ 燈的燈泡裝

設加以固定，完成後插電關燈，欣賞彼此作品，討論

適合陳設的空間場所，記錄於學習單。 
14 5/9 

操作簡述 

1. 製作金門意象燈。 

2. 欣賞彼此作品。 

3. 討論陳設空間場所。 

4. 記錄過程於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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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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拆解所帶來的文具。 

2. 排列觀察文具元件各部位構造關係。 

3. 分享並記錄於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日常物件各部位間的接合關係。 

2. 思考構造功能與造型間，以及合用與否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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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組製作中空容器。 

2. 觀察、比較各組作品接合方式。 

3. 記錄過程於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嘗試不同素材或同素材單元型的穩定接合。 

2. 觀察各部位接合的功能作用與光線共構的美感效果。 



11 

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認識不同燈具類型與燈具各部位的接合關係。 

2. 了解 IQ 燈製作程序。 

3. 製作 IQ 燈。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辨識 IQ 燈片的接合方向。 

2. 觀察 IQ 燈片由單元型發展的各樣組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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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組裝燈罩、燈座或吊燈架，固定電線與燈泡。 

2. 插電測試。 

3. 撰寫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燈座與燈罩如何接合。 

2. 電線如何固定於燈座或燈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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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觀察金門普渡燈。 

2. 構思金門意象與燈的設計。 

3. 創作金門意象燈。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材料是否適用於欲傳達的意象。 

2. 不同材料間接合的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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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製作金門意象燈並欣賞彼此作品。 

2. 討論陳設空間場所並記錄過程於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材料接合方式不同對視覺上與穩定性的影響。 

2. 各材料接合後加上光影的美感呈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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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學生在第二節分組製作燈時，前面發想時間較久，使得後面欣賞各組作品時已接

近下課，因此只好在第三節時，前面先挪出一些時間回過頭欣賞作品，再把學習單完

成。另外原先預計購買的是可動關節的 IQ 燈，初期有聯繫到廠商，但後來廠商可能因

公司有狀況，突然失聯一段時間，導致得另向其他廠商購買，規格和原來預計讓學生觀

察的不同，後來購置兩款不同的燈座和吊燈架，讓學生至少能觀察到兩種不同的接合方

式。 

        最後在製作金門意象燈時，雖然學生最後有如期完成，但感覺在引導和留給學生

的發想時間還是太少，應該再預留一節課，讓學生能深入思考，呈現更簡化但面向更多

元的作品。 

 

(二)未來的教學規劃 

        燈的構造在透光與層次感的表現可與美感課程的質感構面相互結合，另外金門意

象的簡化可與標誌設計相關課程搭配，依此延伸更多樣的教學面貌，未來則可再規畫更

大的單元主題活動或跨域課程，相信整體課程設計會更加豐富完善。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課堂一：構造-文具剖繪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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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二：構造-接合之間學習單、小組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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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四：玩味光影學習單、IQ 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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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四：兩款 IQ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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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六：構光築影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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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六：金門意象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