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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方惠權 

實施年級 七、八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三、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國民中學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46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彈紙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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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本校七八年級已有美感認知基礎能力之基礎技能與知識概念，因此在實施課程較能掌控。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 

■手部能力的認識 

  1. 學生的手繪能力不陌生，因此讓學生練習俄羅斯新興創意，神經學繪畫。 

  2. 介紹藝術家神經學繪畫作品。 

  3. 摺紙教學 : 萬花筒設計 

■查詢藝術網站的方法 

  學生能從 pinterest 挑出自己認為很棒的作品範例─例如主題：生態。 

■紙立體構成 

 1. 神經學創作  

 2. 美國神經學人腦創作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學生對植物的構成、結構的感知更加了解。 

2. 學生於生物課期間透過顯微鏡放大的圖像，再次觀察細胞的圖案。 

3. 學生能夠分享植物圖案與細胞的線條、造型、色彩等。 

 美感技術 

紙立體的實作 

 美感概念 

1. 學生能認識相關藝術網站。  

2. 紙立體的實作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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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4 
單元目標 神經學繪畫認識 

操作簡述 觀察力體構成、構造的形式 

2 03/10 
單元目標 認識抽象線條意義 

操作簡述 體驗與操作課程-欣賞立體構成的流暢度 

3 03/24 
單元目標 色彩與媒材 

操作簡述 媒材的操作課程-線條的立體感 



四、預期成果：  

1. 色彩帶給人的情緒反應，能藉由色彩呈現傳達情緒 

2. 建立自己的獨立判斷性，重新認識美的真實價值，不被物質左右才能提升真實

素養，並提升文化自主性及主體性。 

五、參考書籍：無    

六、教學資源： 

  1. https://www.bijutsu.com.tw/explore_creative_guide/index.html 

  2. https://www.pinterest.com 

 

  

4 04/07 
單元目標 探討紙張結構的變化與運用-廢考卷再利用 

操作簡述 學習單-摺紙萬花筒的創作。 

5 04/21 
單元目標 蒐集應用資料 

操作簡述 結合上學期繪畫與立體概念。  

6 04/28 
單元目標 摺紙紙張與環境的融合性 

操作簡述 素描練習構成的多樣性。 

https://www.bijutsu.com.tw/explore_creative_guide/index.html
https://www.pinterest.com/search/pins/?q=paper%20work&rs=typed&term_meta%5b%5d=paper%7Ctyped&term_meta%5b%5d=work%7Ctyped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下學期課程是延伸上學期立體摺紙概念，目的是讓學生能再次理解紙張構

成、紙立體的結構得認知與創新，摺紙後，讓學生的手繪能力能不淡忘，因此

再規畫素描繪畫課程，讓手繪能力的訓練再強化。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繼上學期觀察校園樹葉的色彩，下學期以微觀角度，來認識神經脈絡的美感。  

2. 請同學進入網站找尋不同神經學色彩之作品，並進行分享之經驗。 

3. 學生利用跨領域生物科的顯微細胞觀察，進行神經學之繪畫。 

4.透過神經網絡的認識，結合摺紙的結構概念。 



5.設計摺紙萬花筒。 

6. 素描之繪畫，手繪能力不陌生。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認識神經學、植物葉脈的構成異同。 

2. 以色彩、線條線型思考，觀察力立體構成的之相關性，是否有符合美的原理原則。 



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能辨識立體、構造並進行分類。 

2. 透過作品素描模仿，練習立體概念。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能從半立體的構造中了解對稱、漸變技能。 

並從摺紙與切割中理解紙借由凹折能創造出的色光變化。 



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從半立體至立體的摺紙操作，延續植物與細胞的幾何圖形為創作主題。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利用摺紙的方式能夠產生大量的對稱圖形？ 

如何讓作品能夠穩定於桌面呈現？ 

    立體應用的視覺效果。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下學期，透過平板帶入課堂。學生可以認識更多美感的網站，更多教學的

網站可以學習，讓學生進而感到美的體驗。 

2. 學生的潛能無限，上述兩者課程都是因活動而臨時增加給學生學習之課

程，發現學生都能完成。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收穫滿滿，尤其在疫情的威嚇之下，學生還能對美的事物產生感動，並能

認真學習，實在難能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