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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高中二年級 

班級數：1班            學生數：30人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學年度第     學期，    區               學校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參考美感構面：                    參考關鍵字：        、         、            

☑無                                                  

課程名稱：基本設計 

基本設計一學期18小時1學分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 無涉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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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二  年級 

高職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高一美術課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已於一年級修美感構面中的色彩與質感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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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帶學生從發現生活中的點線面開始,並探索點線面在設計中的可能性,應用 

設計的基本概念與美的形式原理原則、平立面構成的技巧與方式,實際應用於 

主題式的設計專題設計創作中,過程中帶孩子做具象的生活觀察與抽象思維的發想,讓孩子理

解設計構想的發想、操作步驟與成果分享、發表。讓學生有更多設計創作的想像空間並體

驗完整的設計流程。 

以 “牆” 為主題的設計專題進行設計執行,試圖打破牆的固有形式與承重的功能,賦予

“牆”可以是心象的呈現與造形表現的無限想像,並以抽象構成、仿生構成、軟雕塑試圖讓

牆轉化為有生命、有故事、非一定是堅固形式的設計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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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1.從生活中尋找點、線、面,進行觀察、攝影與組合 

2.從生活中觀察牆的功能性與造形表現的可能性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1.應用手機 app 軟體拼貼整理所觀察的影像 

2. 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進行創作 

3.平面與立面的構成概念 

3.立體模型製作技巧 

4.紙板的切割與接合技巧 

5.材料的應用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1.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2.平面構成概念-並置、分割、變形、繁殖 

3.立體構成概念-抽象構成、仿生構成、軟雕塑構成 

4.觀察力+創造力＝創意與創新 

 其他美感目標（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可依需要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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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0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發現生活中的點線面 

操作簡述 
從生活中尋找點線面進行觀察與攝影 

(觀察與實作) 

2 2/17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拼貼生活中的點線面 

操作簡述 
應用拼貼 app 將點線面分類拼貼並寫出設計構想 

（創意思考法-腦力激盪） 

3 3/3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建築牆面的空間語彙與光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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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觀察生活中的建築牆面與空間的關係, 

探索建築牆面的空間語彙 

發現平面轉化到立體空間的趣味與感性光影的對話 

4 3/10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認識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 

操作簡述 
（認識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稱、均衡、

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5 3/17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手繪練習 I-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 

操作簡述 

平面構成手繪練習（I）：認識與應用 

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 

反覆、漸變對稱、均衡、調和、 

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6 3/24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手繪練習 I I-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 

操作簡述 

平面構成手繪練習 II：認識與應用 

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 

反覆、漸變對稱、均衡、調和 

、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運用點、線、面創造視覺空間 

7 3/31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擺盤練習 I-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 

操作簡述 

1.擺盤練習：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2.將設計應用於生活中 

8 4/07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擺盤練習 II-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 

操作簡述 

1.擺盤練習：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2.將設計應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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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14 

單元目標 點、線、面狂想曲 I-設計練習 

操作簡述 

1.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練習說故事：反覆、漸變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學習單） 

2.激發視覺與心象的想像 

10 4/21 

單元目標 點、線、面狂想曲 II-設計練習 

操作簡述 

1.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練習說故事：反覆、漸變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學習單） 

2.激發視覺與心象的想像 

11 4/28 

單元目標 

美感構成-小實驗 

３維立體構成-魔幻10cm 小立方 

運用立體形態綜合造形與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進行立體

轉化小實驗 

操作簡述 

美感構成的立體轉化 

介紹立體形態綜合造形依循美的形式原理 

 進行立體轉化小實驗 

10cm 立方的立體創作小實驗 

12 5/05 單元目標 

美感構成-小實驗 

３維立體構成-魔幻10cm 小立方 

運用平面構成的方法與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進行立體轉

化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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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美感構成的立體轉化 

運用立體形態綜合造形 進行立體轉化小實驗 

10cm 立方的立體創作小實驗 

13 5/12 

單元目標 

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 

設計專題-牆    

操作簡述 

解題：讓牆轉化為有生命、有故事、非一定堅固形式的

設計主體 

構思與發想-抽象構成、仿生構成、軟雕塑構成 

設計製作-應用基本原理與探索,結合個人心向呈現的故

事與美感進行創作 

14 5/19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設計操作-圖稿繪製與構思發想 

15 5/26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設計操作-進行模型實作與修正 

16 6/02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設計操作-進行模型實作與修正 

17 6/09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設計操作-進行模型實作與修正 

18 6/16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成果分享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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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本課程希望學生能理解基本設計的原理,透由生活觀察美感概念的學習,進而實際操作應用 

課程最後以 “牆” 為主題的設計專題進行設計執行,試圖打破牆的固有形式,讓牆亦可能是

心象的表現,並以抽象構成、仿生構成、軟雕塑試圖讓牆轉化為有生命、有故事、非一定是

堅固形式的設計主體,結合課程所學的美的形式原理與構成概念、設計執行時設計構想的發

想、操作步驟與成果分享、發表,讓學生有更多設計創作的想像空間並體驗完整的設計流

程。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初學設計全攻略：設計入門一本搞定莊子萍 , 上奇資訊 , 出版日期: 2021-04-19 

方法對了,人人都可以是設計師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東華書局,出版日期: 2016-08-01 
  

六、教學資源： 

https://www.tcte.edu.tw/download/105year/105Range_4y/105-4y-Range-07-p2.pdf 

http://modern.csu.edu.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30293074598.pdf 

https://www.xinmedia.com/article/16697 

https://blog.xuite.net/quencychenkimo/twblog/116354777 

 

 

 

 

110-2  基本設計課程成果報告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2/10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發現生活中的點線面 

操作簡述 
從生活中尋找點線面進行觀察與攝影 

(觀察與實作)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adv_author/1/key/莊子萍
https://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type/001/key/莊子萍/area/mid_publish/pubid/shanchi/page/1/item/0010889535/idx/1/cat/001/pdf/1
https://www.tcte.edu.tw/download/105year/105Range_4y/105-4y-Range-07-p2.pdf
http://modern.csu.edu.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30293074598.pdf
https://www.xinmedia.com/article/1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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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在第一個單元中帶領孩子去觀察及紀錄生活中的點、線、面,校園是我們最熟習的環境但我

們卻經常忽略他,透就這個單元,讓孩子放慢腳步用心觀察,留意到了許多的日常與生活,慢慢去欣賞

校園慢慢去觀察點線面原來美這麼簡單就是用心感受細細體會。 

很幸運有機會將這套基本設計課程跑第二次,能讓上學期覺得較弱的不得已有機會補償,避免

有遺珠之憾,這學期想多一點點的詩意,也想多一點點的無彩色\大地色彩的觀察,讓孩子能有機會在

五顏六色的環境下還原最單純的色調而這也是基本設計中當色彩越單純更能凸顯點線面本身的造

型美感。 

不同時期的孩子雖然課程相同卻有不同的感受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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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7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拼貼生活中的點線面 

操作簡述 
應用拼貼 app 將點線面分類拼貼並寫出設計構想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這個世界是需要被觀察的,美感是從觀察與細細品味生活而來,基本設計要訓練的更是孩子敏

銳的觀察力,美感,不僅僅只是帶孩子發現美還要有所感,這個單元帶著孩子搜集美、拼貼美,更重要

的是要有所感並請孩子嚐試用文字將心中的感覺運用文字描述出來。 

 

這學期可能指令不夠明確,點線面的部分反而弱化了,繳交作業完成後有在課堂上澄清一次課程的

單元目標,以加深孩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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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4 

單元目標 探索與發現-建築牆面的空間語彙與光影對話 

操作簡述 

觀察生活中的建築牆面與空間的關係, 

探索建築牆面的空間語彙 

發現平面轉化到立體空間的趣味與感性光影的對話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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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要孩子觀察生活中的牆,城市中形形色色的牆面,也都是由點線面所構築而成,這一道道

的牆是好看的、是不好看的用眼睛去紀錄,並試圖提示孩子我們下階段的任務,點線面是基本設計

的重要功臣,其存在的並非只是單純幾何上的符號與數值,更是生活的應用,簡單的點線面卻能幻化

成包羅萬象的存在,能應用於平面設計、包裝設計、服裝設計是設計的基本單元。 

本學期已空間為主軸,如何應用點線面創造空間感與虛實之間的變化也是在這一單元所要傳達給

孩子的。 

• 本節重點： 

1.運用點線面的可塑性,從平面延伸至立體空間。 

2.運用美感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創造牆面的豐富語彙。 

3.運用虛實空間的轉換,創造空間光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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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3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認識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 

操作簡述 
（認識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稱、均衡、

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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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紹點線面應用的設計師與形形色色的設計創作。 

2.帶孩子認識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 

統一。 

 3.依循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於點、線、面的平面設計創作。 

4.上學期這個部分著墨較少,下學期這個部分談到的藝術家較多,增加孩子對於設計與時尚的 

連結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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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10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手繪練習 I-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 

操作簡述 

平面構成手繪練習（I）：認識與應用 

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 

反覆、漸變對稱、均衡、調和、 

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1.帶孩子認識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 

統一。 

 2.將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於點、線、面的平面構成手繪練習。 

3.孩子必需尋找相關參考資料與要創作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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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17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手繪練習 I I-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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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平面構成手繪練習 II：認識與應用 

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 

反覆、漸變對稱、均衡、調和 

、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運用點、線、面創造視覺空間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1.帶孩子認識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 

統一。 

 2.構成視覺空間的基本要素,運用點、線、面創造視覺空間。 

3.將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於點、線、面的平面構成手繪練習。 

4.孩子必需尋找相關參考資料與要創作的圖案。 

 

 

 

 

 

 

 

 

 

 

 

 

 

 

 

學生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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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24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擺盤練習 I-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 

操作簡述 

1.擺盤練習：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2.將設計應用於生活中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孩子便是孩子,在做完一連串的手繪練習後,孩子已經沒有太大的耐性放在畫畫上,雖然手繪練

習時那種成就感,雖然孩子發現只要畫點、線、面就可以有那麼棒的作品出現,沾沾自喜、不溢言

表,經過三張手繪的練習,雖然深化了孩子對於美的形式原理原則的概念,但也的確是累了不想畫畫

了。 

運用這一個單元轉變孩子學習的心境,對於食物是喜愛的,跟孩子分享我們要用食物擺盤玩

點、線、面,孩子的臉的亮了起來雖然我還是要求他們得先畫草圖（概念圖）依圖去買材料、執

行設計,堅持這個步驟真的希望能讓孩子理解完整的設計流程,但因為後面能開心的玩擺盤而且畫

的是食物孩子對於畫畫這件事也就不那麼在意了。 

課程中希望孩子增加文案,讓食物更有感看起來就更好吃了。 

這學期跟上學期比較不同的是,我沒讓孩子花太多時間在草圖上,比較希望是放在整體的擺盤

呈現和色彩文案的搭配與想表達的故事。 

學生擺盤作品記錄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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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31 

單元目標 點線面構成擺盤練習 II-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應用 

操作簡述 

1.擺盤練習：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反覆、漸變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2.將設計應用於生活中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這節課終於要動手擺盤了,孩子們迫不及待在課程執行的過程中也互相提醒美的形式原理與

原則有的孩子還將前幾週的點線面手繪圖稿放在旁邊作為擺盤的想法依據,看著孩子的笑容,相信

他們對這門基本設計課應該永遠難以忘懷。 

基本設計開在高三,孩子進到教室臉上幾乎充滿焦慮,難得看他們能開心地感受這堂課,點、

線、面也已深深烙在心裡了。 

學生擺盤作品記錄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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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07 單元目標 點、線、面狂想曲 I-設計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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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練習說故事：反覆、漸變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學習單） 

2.激發視覺與心象的想像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美感,除了美還要有所感,在基本設計課程中除了美的形式,更重要的還是精神的內涵,在這個

單元中除了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外,更要訓練孩子說故事的能力,一個好的設計,除了美還要能

感動人,說一個好故事感動自己、感動身旁的人。 

本單元在訓練孩子說故事的能力,應用創造力思考腦力激盪法,激發孩子點線面的狂想旋律。 

核心價值：說一個好故事、做一個好設計、感動自己、憾動人心。 

在這個單元中我不設限孩子所要使用的媒材,平常我的美術教室裡就會搜集各式各樣的素材,

我也鼓勵孩子多方嘗試與運用, ,但不要忘了美的原理與原則的重要指標與色彩限制在三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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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14 

單元目標 點、線、面狂想曲 II-設計練習 

操作簡述 

1.應用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練習說故事：反覆、漸變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 

（學習單） 

2.激發視覺與心象的想像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本單元在訓練孩子說故事的能力,應用創造力思考腦力激盪法,激發孩子點線面的狂想旋律。 

核心價值：說一個好故事、做一個好設計、感動自己、憾動人心。 

       閱讀還子的做品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在教與學的現場中,我總覺得孩子給予我的,多過了我所賦

予孩子的,看著孩子們創造出來的小故事、小視界往往給予我很大的感動與鼓勵,也是在教學現場

中一直不斷鞭策自己努力往前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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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21 單元目標 

美感構成-小實驗 

３維立體構成-魔幻10cm 小立方 

運用平面構成的方法與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進行立體轉

化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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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美感構成的立體轉化 

介紹立體形態綜合造形與範例依循美的形式原理 

 進行立體轉化小實驗 

10cm 立方的立體創作小實驗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這個單元是從平面轉成立體的起手式花很多時間和孩子介紹立體形態綜合造形 

一、幾何形體構成          二、抽象形體構成                                          

1．球體構成                   1．動態構成                5．仿生構成   

2．立方體構成               2．力學構成                6．軟雕塑構成  

3．柱體構成                   3．空洞構成                7．光立體構成   

4．錐體構成                   4. 空間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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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28 

單元目標 

美感構成-小實驗 

３維立體構成-魔幻10cm 小立方 

運用平面構成的方法與美的形式原理與原則進行立體轉

化小實驗 

操作簡述 

美感構成的立體轉化 

運用立體形態綜合造形 進行立體轉化小實驗 

10cm 立方的立體創作小實驗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這個單元可能是從幾何形體出發談立體構成,這學期透過不同的引導方式並鼓勵孩子多嘗試,

也看到比較多不同的表現成果。 

這個單元加入複製與套疊的概念,也呈現出不同的嘗試效果。 

有的孩子很認真,運用摺的概念創造出3維立體構成,甚至還能有不同的轉向,還分享了有趣而 

令人驚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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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5 

單元目標 
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 

設計專題-牆    

操作簡述 

解題：讓牆轉化為有生命、有故事、非一定堅固形式的

設計主體 

構思與發想-抽象構成、仿生構成、軟雕塑構成 

設計製作-應用基本原理與探索,結合個人心向呈現的故

事與美感進行創作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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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的牆,一道無形的牆,卻若有似無的存在.. 

生與死之間的隔離,新冠疫情下人與人之間的牆, 

牆似有形亦似無形,若有似無的存在,從具象轉化為抽象再轉為具象的創作擺渡,訴說生命的故事.. 

在這個單元中帶孩子做設計專題希望藉由設計專題孩子能體驗更深刻的設計歷程,設計除了

美感更有著對真實世界的感受,這節課程除了解題並分享國內外有情感的設計案例提供孩子參考 

立體創作的光與影也是立體創作時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光與、影虛與實的呈現讓立體藝術

創作發揮更多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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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12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設計操作-圖稿繪製與構思發想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這堂課讓孩子將自己的設計構想,透過圖稿呈現,並透過分組討論個自的設計提案 

設計是不斷地討論與修正,透過分組討論相互檢視自己的設計提案讓孩子在對話的過程中了

解對方的提案,也提出不同的將社與問題,讓彼此理解彼此的設計,也發現自己未看見的盲點修正設

計 

分組學習討論設計,發現對方設計中的問題,討論並學習如何解決。 

學生討論設計繪製設計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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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19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設計操作-進行模型實作與修正 

16 5/26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設計操作-進行模型實作與修正 

17 6/2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設計操作-進行模型實作與修正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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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15周開始孩子開始從圖面進行到模型製作,在孩子分組交流的過程中,孩子發現自己思考

時的盲點並進行第一次的修正,這三週是製作模型、不斷對話、不斷修正的過程,孩子的作品逐漸

成形,成就感也不溢言表。在修正的過程中難免有不耐煩、沒有耐心的時候,但很感謝孩子能和我

一起修正一起邁向進步。 

前面單元中美的原理與原則的概念也是後面作品呈現的基礎和依據,從平面逐漸轉化2.5D、3

Ｄ,創作的過程充滿了驚喜。 

在創作過程中提醒孩子使用鑲嵌、摺、光影、堆疊、破與立並鼓勵孩子在課餘時間尋找資料

做 case study 尋找自己想呈現的理想型,從學習中再發展變形成為自己想呈現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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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9 

單元目標 設計專題-點線面立體構成應用練習-牆 

操作簡述 成果分享與發表 

課程成果記錄與照片分享 

 

很快地學期進入了尾聲,孩子的作品也完成了,迫不及待地期盼孩子分享作品,這學期的課程經

過了許多次的校正因為在教學時孩子的反應和上課時的情緒與投入度是我最在意的,原本的教案

在編寫時放入了太多的學理,還記得去年在校正會議上評審給建議：1.學理＋小實作-修正-學理再

提醒+再小實作- 連結到最後實作可運用部分。2.課程的安排過度緊湊孩子沒有練習只是在聽

課。暑假備課時重新檢視了課程,課程讓孩子沒機會深入練習和理解,過多的練習也不免乏味,因此

課程中加入了許多不同形式的練習,雖然學習的都是點線面,卻有著更豐富的面向。 

這學期雖然後半段學生在家上線上課程,但由於前面時間有加速進行模型的製作,因此能有更

多的時間,讓同學在線上課程時完成後製,也把孩子精彩絕倫地故事完整地成現在成果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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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心得與反思 

很開心能有上下兩學期操作基本設計的機會,能彌補上學期部分課程的不足,但也

由於面對的孩子年斷不同個性特質不同,也會有不同的課程的調整,下學期因為是高二

的同學,在課程上需要更多的鋪陳及有趣的部份提起孩子的興趣,在設計與時尚就花了

比較多的時間,因此下學年就沒有辦法讓孩子在擺盤上從草圖開始進行,但也因為如此

在文案後製的部分反而有了更多的驚喜。 

也或許是上下學期的課程也彌補了彼此不足的部份,下學期的課程因為疫情變得

嚴峻,也為了加速模型的製作,許多細節反而無法一一提醒,但因為有上學期學長姐的作

品給孩子做參考,孩子在製作模型時也較快速上手,呈現出來的作品也能有一定的水平,

在接下來線上課程的時間,也能好好睇運用時間將作品與故事排版慢慢地完成,完整地

呈現出來。 

因為這幾年慢慢接觸了學思達的課程影響,我也將自學、反思、再動手做奉為圭

臬,課程上不斷提醒孩子找資料的重要性,不斷地反思,有了計劃之後再動手做,孩子也成

了習慣,因此創作出來的作品也更顯深度與個人的觀點和情感的呈現。 

雖然還沒辦法設計出學思達講義式的學習單,但重要的思維精神是我在課堂上希

望賦予孩子們的,而如何在課堂中每一個細節和步驟完整地呈現在文字上,也是我接下

要努力學習與克服的。 

因為在課堂中我都是透過不斷和孩子對話,幫忙孩子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協助找資

料解決問題的答案,雖然對話是很耗時的,但也因為這樣的對話,才能成就每個孩子不同

的特質與想法的呈現,在課堂上人數較多時,我也有在學期初進行分組,讓孩子習慣討論

彼此的設計,我會整理一些問問題的技巧與講義先給孩子,幫助孩子如何問問題。很感

謝這一年的嘗試,基本設計真的很好玩,修課的孩子也跟我一起 enjoy 在其中,更期待未

來孩子能將基本設計的概念在各個領域產生光暈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