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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江沛航 

實施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設計教育課程（6-18 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13 小時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9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入山尋美・編織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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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學二、三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國中第四階段藝術領域學習。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學生經過國中藝術領域課程後，多數具備基礎的手繪、勞作與審美感知能力， 

但因為本校位於城市邊陲，藝術資本較為不足，多數學生未曾接觸過美感教育課程，對於各 

個美感構面尚無認識，故嘗試連結社區環境，透過走訪後山的課程採集並感受不同自然物的 

紋理。而結構對於學生來說是相對抽象的概念，故課程設定以結構實驗為主，連結至日常生 

活物品中，嘗試結合不同材質進行結構探索。 

一、 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透過任務性提問，讓學生開始嘗試動手以不同的紙結構解決

問題，在因應不同任務產出不同結構的過程中，感受結構的力與美感。第二階段為了強化學

生的編織能力與材質體驗，邀請原住民師資介紹部落選取植物編織的經驗與技法，結合本校

原住民重點學校的特色，促進族群文化理解與交流，更整合學校擁有後山「類森林」的環境

特色，讓學生實際走訪觀察平時不曾駐足停留的周遭環境，採集「可用的質感」。也透過手作

與材質採集，反思人類使用資源的方式，養成對環境與自然的尊重。最後，請學生分組選取

採集的質感與教師提供素材，編織出具手感溫度的立體生活物件，分組規畫系列課程成果展

示內容，並相互觀摩日常生活物件運用編織技法所產生的合宜質感與結構之美。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建立學生觀察生活週遭環境並分辨不同質感之能力。 

2. 建立學生觀察合宜結構的力與美感之能力。 

 美感技術 

1. 引導學生透過不同的嘗試，思考如何運用交錯、扭曲的編織技法讓結構平衡。 

2. 透過原住民師資的介紹，讓學生對以編織技法組成結構更具概念。 

 美感概念 

1. 使學生能思考不同質感的特性，擷取合宜的質感進行編織。 

2. 引導學生運用不同材質，視日常生活物件需求設計合宜的結構。 

 其他美感目標 

1. 融入「環境教育」議題，透過對環境的實際走訪與觀察，喚起學生對環境的關懷，並引

導學生選擇友善環境的材質與生活模式。 

2.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題，讓學生透過原住民師資對於植物採集與編織技法的傳授，

實際體驗多元文化知識，落實文化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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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 

單元目標 
以任務性的提問，引導學生嘗試運用各式紙條、繩結

編織，初步認識結構。 

操作描述 

1. 教師提供各式紙條、毛線、麻繩等，進行任務提

問 1「選取手邊的媒材編織成可遮蓋一張 A4 紙

的平面」。 

2. 分組討論如何讓編織平面更加牢固。 

3. 進行測試競賽，垂直舉起並甩動後，編織材皆未

散落的組別獲勝。 

2 
10/10-

14 

單元目標 

 以任務性的提問，引導學生嘗試運用各式紙條、

繩結編織，初步認識結構。 

 引導學生觀察結構平衡時的力與美感。 

操作描述 

1. 接續前一節課的經驗，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讓平面

編織結構轉為立體？ 

2. 進行任務提問 2「請運用編織的方式製作一個能

裝載 700CC 水壺的提袋，可以改造上一節課編

織的平面，也可以重新編織」。 

3. 進行測試競賽，能成功裝盛甚至是能裝載更多水

壺的組別獲勝。 



 

4. 引導學生觀察裝載水壺時，編織結構受張力產生

形變的線條美感。 

3 
10/17-

21 

單元目標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題，讓學生透過原住民師資

了解各式植物用途以及採集方式，實際體驗多元文化

知識，落實文化實踐力。 

操作描述 

1. 邀請原住民師資分享原住民文化中如何運用各種

自然物。 

2. 由原住民講師帶學生至後山，實際示範植物採集

方式以及採集後的初步處理。 

4 
10/17-

21 

單元目標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題，讓學生透過原住民師資

對於植物處理方法的傳授，實際體驗多元文化知識，

落實文化實踐力。 

操作描述 

1. 邀請原住民師資傳授月桃葉纖維處理方式。 

2. 引導學生運用敲打、剝絲、彎曲曬乾等處理方

式，取得適合編織的月桃葉纖維。 

5 
10/24-

28 

單元目標 使學生能以自然材質進行編織，製成生活中的物品。 

操作描述 

1. 接續前一節課所處理的月桃葉纖維，將之剝絲處

理至均勻，取適量（直徑約 1cm）綁起成束。 

2. 以三股編的方式編織成月桃繩。 

6 
10/31-

11/4 

單元目標 

 帶學生至後山踏查，蒐集並觀察不同自然物的質

感，培養學生觀察並分辨不同質感特性之能力。 

 融入「環境教育」議題，透過對環境的實際走訪

與觀察，喚起學生對環境的關懷。 

操作描述 

1. 教師提出任務主題「以編織結構製成日常生活物

件」，請各組討論預計製作的物品。 

2. 請學生思考怎樣的材質特性適合作為生活器物的

編織材料？ 

3. 帶學生至學校後山分組找尋並採集可用以編織的

自然物，帶回教室進行基本的處理備用。 

7 
11/14-

18 

單元目標 
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題，讓學生透過原住民編織

技法的介紹，對編織出結構更具概念。 

操作描述 

1. 邀請原住民師資辦理編織工作坊，介紹基本的植

物編織技巧。 

2. 引導學生運用原住民傳統植物完成立體結構編

織。 

3. 引導學生思考所使用材質的特性，生活中還有哪



 

些物品適合使用此種材質呢？ 

8 
11/21-

25 

單元目標 

 請學生分組思考如何運用自身採集的材質進行編

織，設計出友善環境的生活物件。 

 使學生能考量生活物件的用途，擷取合宜的材質

進行編織。 

操作描述 

1. 引導學生綜整前幾節課對於結構與質感的了解，

思考如何運用編織結構製成各組所設定的物件。 

2. 請學生分組檢視所蒐集到的材質，挑選適合的材

質並確認是否需要其他材質輔助。 

9 
11/28-

12/2 

單元目標 
使學生能按照物件設計，運用編織技法組構成立體結

構。 

操作描述 

1. 引導學生按各組所欲完成的物件特性，選擇合適

的材質搭配編織。 

2. 提醒學生須注意材質特性是否與物品使用需求相

符。 

3. 鼓勵學生勇於嘗試，若無法直接織成想要的形

狀，也可以透過扭轉等方式塑形。 

10 12/5-9 

單元目標 
引導學生運用不同材質編織出合宜的結構，以符應日

常生活物件的需求。 

操作描述 

1. 引導學生分組綜整先前課程的編織架構持續編織

完成日常生活物件。 

2. 提醒學生須注意物件需求，考量織物結構受力形

變的特性，運用緊密或放鬆的技法進行編織。 

11 
12/12-

16 

單元目標 
引導學生運用不同材質編織出合宜的結構，以符應日

常生活物件的需求。 

操作描述 

1. 引導學生分組持續編織完成日常生活物件。 

2. 針對已經完成的組別反覆檢視與討論可以修正

處，試著讓作品更加牢固耐用。 

12 
12/19-

23 

單元目標 建立學生觀察合宜結構的力與美感之能力。 

操作描述 

1. 說明作品發表注意事項。 

2. 請學生分組進行系列課程成果發表，並設計製作

說明牌，介紹所用材質之特性、採集地與生活物

件設計功能與特色。 

3. 引導學生相互觀賞並給予回饋。 

4. 教師總結系列課程。 



 

四、預期成果： 

 學生能觀察分辨不同的材質與質感，分析其特性，並透過走訪活動進行材質蒐集。  

 學生能掌握不同質感，視需求運用編織技法設計製作結構合宜的生活物件。 

 整合多元文化教育與環境教育議題，讓學生透過實際走訪觀察與手作體驗不曾注意的材

質美感，喚起對環境的關懷以及對不同族群知識文化的尊重。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張玉璿。2014。《新打包帶編織帶編織包集錦》。新北市：民聖文化。 

 孫業琪。2004。《自然纖維編織造型全書》。臺北市：麥浩斯資訊出版。 

六、教學資源： 

 師資——原住民編織講師 

 設備——電腦、傳輸線、電視或單槍投影設備等 

 材料——紙條、毛線、各色麻繩、各色棉線…等編織素材；月桃葉、麻、竹…等原住民

傳統編織植物素材；其他製作生活物件必須材料如插座電線組、電池、燈座、燈泡、鐵

絲、膠帶、黏著劑…等。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本課程於 5 個班級施作，其中一班為一週 1 節，其他皆為一週 2 節課，考量課程設計十分緊

湊，為了避免壓縮學生報告分享與小組討論的時間，本學期課程提早二週開始執行，一週 2 節課的

班級給予較多的實作與討論回饋時間。 

與原計畫內容調整較多的是為了配合外聘講師辦的時間，辦理原住民編織工作坊的時程延後，

幸好校內亦有具原住民族編織專長之魯凱族教師，調整為請其協同教學 3 節課，實際帶領學生走訪

後山，認識原住民傳統植物用途，介紹植物纖維的取用方法與編織技巧。又先前預估取得纖維和纖

維處理為 1 節課，然與講師討論後發現纖維自採摘到處理至少需要 2 節課，因此延長授課節數，且

第一節課先教授纖維取得方式，第二節課統一由講師提供月桃葉以節省尋找素材的時間，學生具備

經驗後再參加編織工作坊，收到相當良好的成效。 

後續分組作品所需之纖維素材，則由計畫執行教師帶領學生至後山採集，另考量整學期授課時

數問題，至校園周邊田地搜集素材之課程則刪除。 

  



 

二、6-1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提供 6 張 A4 厚紙、毛線、麻繩等，進行任務提問 1「選取手邊的媒材編織成可遮

蓋一張 A4 紙的穩固平面，以用手甩動 30 秒不會散落為原則」。 

2. 引導學生運用教師所發下的紙材與線材思考如何運用各種技法創造出可遮蓋 A4 紙的讓

編織平面。 

3. 教師就各組設計提出注意事項，引導學生討論如何讓編織平面更加牢固。 

4. 進行測試競賽，以全校統一規格的 A4 點名板為基準，能遮蓋點名板者為合格。 

5. 請不同組的學生垂直舉起編織平面並大力甩動 30 秒，編織材皆未散落的組別獲勝。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節課旨在透過遊戲性的任務提問，引導學生試著運用不同材質的特性，組成不同的「結

構」。原訂一節課完成測試與 A4 平面製作，然多數組別皆需 10-20 分鐘的討論與嘗試時

間，以及 30-40 分鐘左右的製作時間，因此多數一週有 2 節課的班級皆延長為 2 節課，讓

學生有更多嘗試與討論的時間。原本教學設計時預測學生將採用編織方式組成平面，沒想

到部分組別設計運用了不同的「卡榫構造」，在結構強度的表現上甚至比單純採用經緯編

織的組別效果更佳，意外藉此機會進一步與學生討論構造的設計與結構的合理性。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提供各式紙張、毛線、麻繩等材料，進行任務提問 2「請運用編織的方式製作一個

能裝載 700CC 水壺的提袋，可以改造上一節課編織的平面，也可以重新編織」。 

2. 引導學生觀察並思考較為牢固的平面編織方式為何？引導學生分組討論運用前一節課

編織平面的經驗設計立體結構。 

3. 為了刺激學生投入與參與度，本次任務裝載標的改為 700CC 飲料杯，並且裝載最多飲

料杯的組別能夠獲得飲料作為獎勵。 

4. 教師就各組設計提出注意事項，引導學生討論如何讓編織結構更加牢固。 

5. 進行測試競賽，各組直接以設計結構裝盛 700CC 飲料，能垂直向上提起 50 公分高，

且未掉落任何飲料為挑戰成功，由裝盛最多飲料杯的組別獲勝。 

6. 引導學生觀察各組結構，觀察造型美感並討論其實用性，針對造型美感與實用度高的

組別亦給予飲料獎勵。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節課旨在透過遊戲性的任務提問，延續前一節課對不同材質的掌握度，設計出立體的盛

裝「結構」。原訂一節課完成測試與立體改製，然可能因獎勵誘因高，多數組別皆需 20-

30 分鐘的討論與嘗試時間，以及 40-50 分鐘左右的製作時間，因此全數班級皆延長為 2 節

課，讓學生有更多嘗試與討論的時間。原本教學設計時預測平面編織較為穩固的組別，再

飲料裝盛上也能有較好的呈現，沒想到在裝載飲料時，其中一個班級成功裝載最多杯飲料

的組別卻是因為底面積較大，以更為小心堆疊的方式裝載了更多飲料，因此後續也引導學

生注意觀察不同組別設計結構的造型美感，並思考實際應用的實用度，並加碼給予實用度

高、造型美觀的組別飲料獎勵。 

活動結束後，以線上學習單的方式請學生思考小組所使用的編織策略，並試著分析有何優

缺點，以及後續如何改進，作為未來日常生活物件編織的經驗參考。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由原住民講師帶領學生至後山，介紹原住民文化知識體系中，各式植物的特性、辨識

方法與利用方式，並示範採集方法。 

2. 引導學生觀察植物的生長型態與材質特性，鼓勵學生運用五感經驗自然中的植物質感

與美感。 

3. 原住民講師示範植物採集後的初步處理方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節課整合學校擁有後山「類森林」的環境特色，讓學生實際走訪觀察平時不曾駐足停留

的周遭環境，在樹林中開啟眼、耳、鼻、口與觸覺，感受自然材質的美感，建立學生與自

然物的連結經驗，喚起對環境的關懷。透過原住民講師介紹，讓學生能更近一步觀察植物

的紋理，認識不同部位的材質特性，了解如何依植物特性摘取，並進行初步整理。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接續前一週的月桃採摘與特性介紹，由原住民講師替學生準備每人一份月桃莖。 

2. 示範原住民文化知識體系中，月桃葉與月桃莖纖維的處理方法。 

3. 引導學生運用視覺、觸覺甚至是嗅覺體驗天然纖維的質感。 

4. 學生於課堂中運用敲、打，將月桃莖打軟、剝絲，綁起後置於通風乾燥處陰乾備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原課程的規劃概念是讓原住民講師在前一節課中介紹適合用以編織的植物，並示範纖維取

得的方法，與講師討論後才發現課程需要至少 2 節，並且不同植物的不同部位也有不同的

處理方式，因此以常見的「月桃」為主要介紹植物。由於學校後山的月桃數量不夠多，故

商討由講師提供月桃莖予學生練習。透過纖維取得的過程，讓學生感受自然材質的美感，

建立與自然物的連結經驗，也藉此引導學生可選擇友善環境的材質與生活模式。 

取得纖維的過程需要敲打，也容易產生許多植物碎屑，故上課場地選擇在室外空間，避免

干擾其他班級上課，植物碎屑也較易處理。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經過一週陰乾處理的月桃纖維取適量整理綁成束。 

2. 以三股編的方式將月桃纖維編織成「月桃繩」。 

3. 每人至少編織 1-3 條，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利用月桃繩的韌性製成生活用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自纖維取得至編織成月桃繩需要一定的經驗，可以提醒學生注意觀察剝絲的粗細程度對月

桃繩外觀與韌性的影響，以及觀察不同粗細程度的纖維，和同樣粗細的纖維所編織出的月

桃繩又有何種差別？由於多數學生是初次接觸此類工藝，教師需從旁協助學生處理前一節

課不夠細緻的「綁、剝絲」等細節。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提出任務主題「以編織結構製成日常生活物件」，請學生分組討論設計方向。 

2. 延續前三週纖維與基本編織的課程，請學生思考怎樣的材質特性適合作為生活器物的

編織材料？ 

3. 帶學生至學校後山分組找尋並採集可用以編織的自然物，帶回教室進行基本的處理備

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經過前 3 節的課程，學生對於纖維和編織結構已有初步的認識，然而在自然素材的選擇和

尋找上，仍然不熟，會有不知如何下手的情況。因此以鼓勵嘗試為主，也告知若搜集後認

為不足或不適宜，再以其他材料補充也無妨。除了原本已熟悉的月桃莖，許多學生選擇搜

集牧草、植物藤蔓等素材。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外聘原住民講師介紹月桃莖的特性，並介紹 2 種運用與處理方式：剝絲與裁成長條形

捲起備用。 

2. 學生可選擇熟悉的剝絲後編繩，並進一步利用針線固定成杯墊，或是選擇運用經緯編

織的方式編織隔熱墊。 

C 課程關鍵思考： 

本次講座配合講師時間調整，理想狀況是與前一週課程對調，但也有好處，學生可藉機詢

問講師是否有建議的素材或編織方式。原本預計另外教授並製作以經緯方式編織成月桃杯

墊或月桃置物籃，然而在先前課程執行時因為多數學生皆是初次接觸，未能正式完成一個

編織作品。因此辦理講座時雖介紹 2 種編織方式與方法，多數學生皆選擇延續先前剝絲的

技法，接續編織月桃繩，並以針線縫製成杯墊編織完畢。部分動作較快的學生，則可以嘗

試另一種編織技法，比較一樣是月桃莖所編織而成的杯墊，不同技法所呈現的不同感覺。 

 



 

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綜整前幾節課對於結構與質感的了解，與小組成員討論如何運用編織結構製成各組所

設定的物件。 

2. 檢視所蒐集到的材質，挑選適合的材質並確認是否需要其他材質輔助。 

3. 處理各式天然材質，用以製作日常生活物件。 

C 課程關鍵思考： 

前幾堂課的編織技法和經驗，讓學生對於材質運用和結構與造型有一定的了解，不過因為

嘗試使用未曾接觸過的材質，教師需要鼓勵學生嘗試，並且視情況給予建議，部份時候甚

至需要帶領學生一同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法。此一階段較為耗時，需要給學生嘗試失敗的時

間，也需要不斷鼓勵學生嘗試各種可能性。 

 

  



 

課堂 9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按照物件功能性，運用編織技法組構成合宜的立體結構。 

2. 按日常生活物件特性，選擇符合物品使用需求的材質搭配編織。 

3. 嘗試不同的材質與編織方法，若無法直接織成想要的形狀，也可以運用本次課程所習

得的編繩技法，運用綁、纏繞等方式固定成結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因為離自然材質取用已過一段時間，部分組別選擇的纖維材質出現破裂或脆化的情形，以

此則引導學生對照月桃莖的纖維，了解不同材質的不同功能。理想狀況是引導學生重新採

集合宜纖維，持續完成編織作品，然而因時間有限，故在此階段放寬准許學生選擇以紙

張、棉線等人造物繼續完成設計。 

 

  



 

課堂 10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延續先前處理、編織的天然素材，持續完成日常生活物件。 

2. 注意物件需求，考量結構受力形變的特性，運用緊密或放鬆的編織技法，或是運用其

他策略加固結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此階段除了持續與學生討論結構策略，也鼓勵學生就原本設計的物件需求，上網搜尋合適

的編織或加固手法，以能夠確實完成分組作品為主。 

 

  



 

課堂 1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組持續以各種編織、綁結、榫接等技法完成日常生活物件。 

2. 反覆檢視與討論可以修正處，試著讓作品更加牢固耐用。 

3. 觀察合宜結構的力與美感。 

4. 設計製作作品說明牌。 

C 課程關鍵思考： 

因為多數組別都經過反覆嘗試，部分組別甚至放棄使用一開始搜集的天然材料，改以紙

材、毛線等物編織，甚至是直接作為結構。思考本節課重點在於讓學生熟悉材料與結構，

只要能確實達到「日常生活物件」的設計前提，則不阻止學生進行各種嘗試，所以成果作

品的樣貌超乎一開始的預期。原以為多數學生會延續請原住民講師介紹的編織技法，以偏

向工藝的方式編織完成日常生活物件，結果大多數的組別都嘗試使用其他的編織材料，甚

至有組別直接撿拾樹枝削掉樹皮後運用麻繩綁結製成隔熱墊，也是一種有趣的結構練習。 

 

  



 

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組進行系列課程成果發表，並設計製作說明牌，介紹所用材質之特性、採集地與生

活物件設計功能與特色。 

2. 相互觀賞各組作品，替各組作品評分並給予回饋建議。 

C 課程關鍵思考： 

請學生分組上台發表時，需要先提醒學生務必講到設計發想、材質選用、結構特色與優缺

點。鼓勵發表學生與台下同學互動，也提醒各組除了發表時要注意講話內容，視覺上的呈

現樣貌也要謹慎處理，評分亦納入學生互評，能夠讓學生更加投入系列活動。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材質（質感）的美感經驗 

本系列課程帶領學生實際走入後山認識自然物，希望透過對周遭環境的踏查與觀察，以及「運

用自然物」創作的前提下，讓學生試著接觸更多不同自然物件的材質，並思考不同需求的生活

物件適合以怎樣的材質與質感製作、呈現。不同自然素材經過纖維處理和編織，除了呈現不同

材質特性，不同技法也呈現不同的質感，引導學生接觸練習並觀察質感，是課程中的重點，雖

然最後的日常生活物件製作有部分組別使用人造物如紙張、棉線，但多半為可回收物，或是直

接使用回收物再利用，也能選取合宜的質感搭配。 

 

2. 結構的美感經驗 

結構是本學期課程的重點，本次規劃從趣味性的結構練習競賽開始，請學生設計牢固的結構，

組成，但是因為學生的立體空間概念較為不足，因此對於毫無頭緒的學生則鼓勵其可使用最簡

單的幾何圖形，設計出能夠相互接合的「構造」即可。最後成果以小組為單位呈現，所有組別

皆能設計製造出實用的燈飾，算是相當成功的課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構造設計上，機電科學生

的設計創意發想、構造設計的接合穩固性與試做模型精準度明顯比幼保科學生更佳，此應與該

科學生已學習過電腦製圖相關。 

 

3. 環境教育與原住民族教育融入 

課程發想時希望融入環境教育以及原住民族教育議題，或許是因為學生接觸較多的環境教育資

訊，在環境倫理、友善環境議題上大部分能得到學生的回應與共鳴，然而與原住民族議題相關

的文化理解與尊重就需要更多引導。本次課程由認識原住民族文化知識體系切入，課程中原住

民講師介紹魯凱族工作刀性別禁忌時，也額外延伸了許多關於文化尊重和性別平等議題的討

論，算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4. 課程時間安排方面 

因為希望能在一學年的美感課程中介紹各個美感構面，本課程主要介紹構面包含色彩、質感、

構造。由於色彩與質感的概念學生較易接受，故此二構面安排共 6 節課進行教學；而構造因為

概念較為抽象，也希望透過實際動手做加深學生對於構造的認識，因此安排 6 節課進行，。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一）學生學習心得 

    學生在完成編織盛裝飲料任務後，以線上學習單的方式提問分組結構設計策略以及改善方法

（如下圖），學生皆能思考結構策略成功與不足之處，也能試著提出改善結構的方法，有助於後續

日常生活物件設計製作。 

 

 

 

  



 

（二）學生學習成果 

1. 結構實驗與練習 

 

 

 

2. 月桃莖編織實作 

  

 



 

3. 日常生活物件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