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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謝宜珍 

實施年級 高中二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一、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 小時 1 學分）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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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小時 

□ □  國民中學___小時 

班級數 1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4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紙的不思藝—紙繩的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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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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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高一上學期修習過藝術生活課程，對發現生活中的美有認知和體驗，具有基礎的造型能力； 

  高二上學期修習過美術課程，認識紙張的發展和蜂巢紙的特性。 

一、 課程活動簡介： 

下學期以「紙的不思藝—紙繩的藝想世界」為創意課程主題，引導學生認識製作紙繩所使用

的材料與步驟；透過美感觀察中的視覺、觸覺，發現編織物件不同的質感、色彩配置與造形

結構；使用色相環色盤帶學生認識色彩的混色原理、補色、相似色等色彩搭配技巧，再透過

色票比對與色彩分析網站/APP，讓學生認識生活中的色彩，激發其配色靈感。 

聘請業界講師，帶領學生認識紙繩編織的紋樣結構，介紹紙繩於生活中應用的範圍，並與教

師共同指導學生運用紙繩等材料進行色彩配置與編織紋樣發想，創作紙繩編織餐墊。 

最後將紙繩編織餐墊作品展示於展示中心前櫥窗後，學生再進行學習歷程分享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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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紙繩的質感與特性。 

    2.發現生活中常見編織物件，觀察、紀錄其編織紋樣。 

    3.運用攝影取景，分析校園及生活中的色彩應用。 

 美感技術 

    1.運用攝影或紙筆紀錄生活中編織物件的編織紋樣技法。     

    2.運用紙繩創作色彩編織餐墊。 

 美感概念 

    1.認知美感元素—「色彩」配色手法。 

    2.認知美感元素—紙繩之「質感」。 

    3.認知美感元素—紙繩編織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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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單元目標 紙繩從哪裡來？認識紙籐發展的歷史、材料與步驟。 

操作簡述 

1.運用簡報、影片介紹紙繩的發展與製作過程。 

2.讓學生實際觀察紙繩的質感。 

3.體驗紙繩的特性，了解紙繩結構所能承受的拉力和

承重力。 

4.讓學生藉由生活中常見之編織物件，實際觀察編織

的紋樣。 

2 5/15 

單元目標 編織紋樣與配色技巧。 

操作簡述 

1.讓學生運用攝影或紙筆記錄編織的紋樣。 

2.運用色相環色盤認識補色、相似色、三等分、補色

分割、矩形。 

3.運用攝影與取景及色票及色彩分析網站，分析校園

及生活中的色彩應用，激發學生配色靈感。 

3 5/29 

單元目標 認識紙繩編織的運用範圍。 

操作簡述 

1.運用簡報、實品介紹紙繩編織的作品。 

2.教師教學生以單色紙繩編織基本結構練習十字編、

方格編、斜紋編、六角編等。 

4 5/29 

單元目標 紙繩編織餐墊創作。 

操作簡述 

1.學生之前利用色票與取色 APP 工具，讓學生發現

並收集校園及生活環境中的顏色，將配色截圖存檔作

為創作依據，再挑選適合紙繩質感之編織技法進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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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希望學生透過本課程的學習，認識紙繩的特性、編織紋樣的變化和色彩搭配的技巧；藉由實

際創作紙繩編織作品，了解其帶來的造形美感及不可思議的拉力和承重力。 

學生能從課程中學習如何發現美，用心生活，體驗生活物件中所包含的美感元素：再藉由櫥

窗展示作品，體會各種生活物件的組合構成，也會影響整體的空間美感；最後能整理自己的

學習歷程，表達自己的美感體驗，並與同學分享討論。 

五、參考書籍： 

籐で作るかごバッグ、かご雜貨，誠文堂新光社，2021 

はじめてでも作れるみんなの紙バンド雜貨 vol.1，ブティック社，2018 

はじめてでも作れるみんなの紙バンド雜貨 vol.6，ブティック社，2021 

籐かご教室「紡ぎ」の 籐編みのかご，日本，2018 

手工藤編各式技法圖解大全集，日本，2013 

六、教學資源： 

PANTONE 色票、色相環色盤、投影機、美感電子書、教學簡報、網路資源。 

 

彩搭配。 

2..學生進行紙繩編織色彩餐墊，過程中師生互相討論

其質感、結構與色彩組成之美感。 

5 6/5 

單元目標 紙繩編織餐墊創作。 

操作簡述 
學生進行紙繩編織色彩餐墊，過程中師生互相討論其

質感、結構與色彩組成之美感。 

6 6/12 

單元目標 紙繩編織餐墊創作。 

操作簡述 
學生進行紙繩編織色彩餐墊，過程中師生互相討論其

質感、結構與色彩組成之美感。 

7 6/19 

單元目標 紙繩編織餐墊創作與美感櫥窗展示 

操作簡述 

1.紙繩編織餐墊作品展示於展示中心外櫥窗。 

2.分享創作過程、遇到的困難、創作構想與結構美感

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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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原定課程計畫為 112/2/6 開始，每週 1 節，共 7 節課。 

因 111-2 經費較晚核定到校，又配合外聘講師時間與實作課程需較多時間進行，故調整為 112/5/8

開始，每週 1 節（配合外聘講師時間，5/15 的課程調至 5/29，連上 2 堂課），共 7 節課完成。 

二、7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本節課無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透過影片，認識紙繩製作過程。 

2.實際觀察和觸摸，體驗紙繩的拉力、承重力和編織紋樣。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改變或增加紙張的拉力和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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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操作色相環色盤，認識色相、補色、相近色等配色原理。 

2.學生在校園進行色票搜集，拍照後利用 APP 分析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生活中的色彩配置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練習紙繩編織的基本結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編織的結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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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自行搭配色彩做紙繩編織餐墊。 

C 課程關鍵思考： 

餐墊之同心圓與放射狀的色彩配置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繼續進行紙繩編織餐墊。 

C 課程關鍵思考： 

餐墊之同心圓與放射狀的色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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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繼續進行紙繩編織餐墊。 

C 課程關鍵思考： 

餐墊之同心圓與放射狀的色彩配置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紙繩編織彩色圓形餐墊展示於櫥窗。 

2.口述分享編織過程與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安排展示作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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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這樣的創意課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挑戰和問題。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問題，以及相應的對策： 

 問題 1：有些學生對紙繩編織的技術操作感到困難，導致在創作過程中受挫。 

對策：人數多的班級上課更要提前規劃漸進的技術教學，並隨時提供額外的支援和指導，確保 

每個學生都能跟上。 

 問題 2：有些學生在創意發想方面遇到困難，不知道如何設計獨特的色彩配置和紋樣結構。 

對策：提供豐富的設計風格和案例，鼓勵學生從不同角度思考，以產生更多創意的點子。 

 問題 3：紙繩編織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和耐心，學生可能在時間管理遇到困難，無法完成作品。 

對策：在課程中提前計劃好學生每個階段的時間分配，讓學生能夠有效利用時間。 

未來教學規劃參考： 

 主題延伸：將課程主題延伸，探討更多紙的應用領域，如紙的雕刻、摺紙藝術等。這樣可以激

發學生對紙藝的更多興趣，並擴大他們的創作視野。 

 學生展示活動：在作品展示後，組織一個學生展示活動，邀請其他同學、教師和家長參觀。這

不僅可以展示學生的成果，還能增加他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跨學科整合：將紙繩編織課程與其他學科整合，如藝術、科學、歷史等，創造更多的學習連結

和應用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