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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南投縣立水里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呂佩芬 

教師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共 13班 (包含 1特教班) 

學生總數 全校 326名學生，施作 102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心社區 

施作課堂 視覺藝術 施作總節數 15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八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以提升學生個體美感體驗與設計思考為目的，提供美感實驗活動嘗試創造合乎理性的

美，綜合各領域所學建構對地方文化與價值的批判認同，期待培養具備美感素養的公民，

成長為美感行動家！學生首先透過綠建築規章審視校園，參考多元案例提出對比，接著堆

疊石頭、樹材或冰棒棍體驗結構與力學。建構生活觀察後，閱讀安妮新聞第 13期擴增對社

區的想像，然後走出校園踏查附近社區街巷與人文故事，運用五感發現生活中的美。回到

教室，融入 SDGs 引導學生理性思考，分組成立事務所確立社區規劃目標，分工蒐集資

料、合作設計心社區規劃與建築，並轉換不同比例尺在紙上畫出三視圖。各組根據理念產

出社區與建築設計圖之後，利用紙材製作心社區立體模型，最後拍攝短片介紹所學所想與

呈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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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能理解綠建築規章。 

2.能探索水里社區環境與人文內涵。 

3.能關心社區環境，反思永續議題。 

4.能運用藝術媒材與表現手法表達對社區的理解。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學生首先透過綠建築規章審視校園，參考台大圖書館、成大綠色魔法學校、太魯閣森林小學西寶

國小、高雄那瑪夏民權國小等多元案例後提出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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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堆疊校園常見素材如石頭、樹枝或冰棒棍體驗結構與力學，提醒學生欣賞單純之美與質感之

美。 

 

 

建構生活觀察後，閱讀安妮新聞第 13期擴增對社區的想像與好奇，促使學生探索家族與社區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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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校園踏查附近社區街巷與人文故事，運用五感發現生活中的美。途中路過眷村式住宅、林務

局水里工作站、日治時期老郵局，遇到熱情的 85 歲麵店阿嬤分享檳榔殺菌養生法，還幸運的採

訪到居民伯伯自稱受助戶，娓娓道來八八風災時新山村民受助於不同單位建造永久屋的故事，以

及專為村民設計的社區住宅規劃。 

 

 

回到教室，融入 SDGs 目標 11：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引導學生

理性思考，分組成立事務所確立社區規劃目標。多數組別選擇安全可負擔的住宅、具包容性的都

市、綠色的公共空間為主題，也有選擇保護文化與自然遺產、永續的交通運輸系統為題目的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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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成立事務所並分工 CEO、城市規劃師、兩位建築師、兩位助理，進行蒐集資料、合作設計

心社區規劃與建築，並轉換不同比例尺在紙上畫出三視圖。 

 

 

各組根據理念產出社區規劃與建築設計圖之後，利用各類紙材嘗試製作心社區立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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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製作心社區立體模型，最後拍攝短片介紹所學所想與呈現作品。影片先介紹事務所與成員，

闡述對水里社區的觀察並提出想改善的目標，接著說明心社區規劃理念，再介紹社區中的建築設

計，最後想像心社區的未來生活。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心社區課程以社區規劃與建築設計為範疇，正好能配合藝術課本內的建築單元，加深加

廣討論學習的案例，又有安妮新聞第 13 期引領學生討論對社區的想像，替課程築起穩固

鷹架。然而從生活中觀察、從案例中比較、從永續理念發想之後，該如何延伸課程不僅僅

在設計紙上談兵或實驗性空想，如何讓國中學生進行有意義的設計思考，是我不斷省思的

問題。適逢遇到桃園市光明國小廖健茗老師分享教案，引導我從中學習比例尺與三視圖的

應用，能讓學生模擬更真實的情境去思考設計，讓學生面對更多問題、努力思考更多解

方。 

      透過事務所分工 CEO、城市規劃師、兩位建築師、兩位助理，並由 CEO 分工和紀錄每

次每位組員的任務和進度，確實能讓學生學習領導與分工，然而仍常出現 CEO 分工不當或

是不擅長美工的組員被冷落，我想教師需要建立每節課更明確的任務與進度。 

      從比例尺到三視圖到繪製模型展開圖，學生和我都經歷了苦戰，當做出符合設計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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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體時，學生終於領悟到其實並不難，然而默默的三節課過去了。而社區規劃與建築最

後以全開壁報紙呈現，全年級共 19 組讓收納成為挑戰。最後採取影片紀錄兼呈現作品似

乎是唯一也最好的方式，不過僅剩兩節課的時間製作影片太過倉促，必須調整。 

        學生每次間隔一週再回到課程時，常因為繁忙的生活與課業而清空部分記憶體，模型

快做完了卻也把設計理念快遺忘了，流於想到什麼就做什麼。其實心社區課程在前面單元

向學生輸入許多基礎認知並引導思考，也累積多張學習單、紀錄表、設計圖，未來課程將

規劃各單張統整為學習手冊並增加練習頁面，希望能保存學習軌跡也能善用於分工空窗

時。 

        本次課程實施於八年級各班，希望學生能實際體驗空間並真實觀察，然而學校附近並

無著名景觀或建築設計可作典範，讓我覺得可惜。雖然沒有特定的美感參考景點，但若以

步行範圍進行符合比例尺的社區規劃，這樣的課程形式無論在任何條件的學校，或許都可

施行。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可以在上課時間到校外走走，心情很輕鬆，雖然有些路常常走，卻會有不一樣的發現，

或許是不同時間的關係吧，可以看到居民生活的樣子，很新奇。」 

「很喜歡安妮新聞，圖片豐富又好看，內容很有趣，後來才知道中間可以做成摺頁，非常

好玩。」 

「一開始要做立體模型的時候以為很困難，想要做到很好所以做很久，後來發現其實是曾

經學過的內容，只是要自己操作的時候，還是要花時間慢慢做。」 

「我們小組用原住民文化當作主題，雖然中間分工合作有點混亂，可是最後呈現出作品，

有講出原住民的事情，我覺得很驕傲，我也很高興可以跟好朋友一組。」 

「製作模型很有趣，可以組裝成不同的形狀，但有的好像不適合成為建築，除了造型，必

須考慮內部空間、門窗位置，最重要的是必須安全穩固。」 

「這次的課程有很多要想，每次小組討論都很熱烈，不過製作時間和技巧不好掌握，尤其

拍影片時間不夠，有些想法應該可以再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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