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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林思彣 

實施年級 十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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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小時 

班級數 五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15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因「泥」生活更美好！ 

課程設定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連堂 教學對象 □高級中學一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備能力：高中階段已擁有基本繪製造形的能力，能運用水彩、色鉛筆等媒材繪圖。 



 

一、 課程活動簡介： 

課程主要分成三個部分：認識設計思考觀察生活中的結構與質感混凝土產品製作 

第一部分。教師介紹「設計思考」五步驟，透過觀察身邊產品設計，反推設計師的設計理

念。 

第二部分。帶領學生觀察生活中的質感與結構。前者，以紙張搭配複寫紙拓印生活中的物

件（網狀鉛筆盒、粗糙的操場跑道、植物的葉脈等）；後者，透過「一張 A4 紙的立體可

能」讓學生將平面變成立體作品，思考結構與造型的關係，進一步觀察生活中產品包裝的

設計。 

第三部分。綜合前兩部分的學習，將材料限定為「混凝土」，學生分組設計一個可以解決生

活中問題的產品。 

結構的學習，輔助其能製作一個兼顧、承受水泥重量且符合所設計的造型的模具。 

質感的嘗試：在製作產品前先讓學生將混凝土加入生活中的材料（小石子、葉子等），認識

增加質感的方式，近一步將創作理念轉化為實際產品。 

質感的製作有兩種方式。一，製作模具的過程同時製作；二，於混凝土半乾燥時，透過外

力製造紋路。 

選擇混凝土的原因說明：希望產品可以真的被使用，所以考量到堅固程度，就沒有選擇石

膏。再加上因為混凝土是生活中常見的材料，學生在創作時容易與生活產生共鳴。最後是

因為材料容易取得、價格親民，若學生過程中失敗了，可自行取得材料。 

1.「自發‧自主行動—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觀察生活中的設計及需求： 

透過「設計思考」五步驟：同理心、定義問題、發想、製造原型、測試，加強對生活中設

計的觀察、探索及表達能力，結合人造物的材料：「水泥」，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2.「互動‧溝通互動—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觀察生活中的質感及材料： 

透過校園踏查與蒐集資料，讓學生觀察生活中的質感以及材料，感受質感與材料給人的氛

圍、情緒，了解生活的任何時刻都可以是美學，從生活發現美，進而製造美，培養美學的

生活態度。 

3.「共好‧社會參與—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設計表現與生活實踐： 

透過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考練習，觀察生活中他人的需求，分組以團隊合作的方式發

想、製作產品以解決問題。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 

1. 環境：校園質感採集（攝影、拓印）。 

2. 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發現他人的需求 。 

◼ 美感技術： 

1. 模具製作。 

2. 水泥產品製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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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設計思考，加強學習者對生活各類藝術型態觀察、探索及表達的能力。 

2. 帶領學生認識設計思考如何改變社會、改善生活（通用設計、社會設計）。 

3. 運用混凝土的材料製作產品。 

三、教學進度表 

週次 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單元目標 生活中的「設計思考」？ 

操作簡述 

1. 認識「設計思考」五步驟： 

(1)同理心 (2)定義問題 (3)發想 (4)製作原型 (5)測試 

2. 觀察生活中設計產品、行動：反推設計師想解決的問題。 

2  

單元目標 「泥」有看到：生活結構觀察與分享 

操作簡述 

1. 結構操作—一張紙的可能：從平面到立體的嘗試，認識結

構與力的關係。 

2. 結構觀察：生活中的產品包裝。 

3  

單元目標 「泥」到底是誰？ 

操作簡述 

1. 水泥的特性介紹。 

2. 水泥的日常應用。 

3. 水泥混合其他材料製造質感的嘗試。 

4  單元目標 「泥」可以更好：發現生活中的「需求」 



 

操作簡述 

分組訂定主題，發想解決辦法。 

1. 看：發揮同理心觀察他人的需求，定義根本問題。 

2. 想：發想解決的方法。 

例如一：桌面雜亂文具無固定擺放的空間製作一個文

具收納的產品（加入臺灣文化特色）建築造型筆筒

例如二：對於日期總是容易忘記家中沒有擺放日曆的習

慣製作一個迷你不佔空間且可以重複使用的萬年曆。

5  

單元目標 「泥」好堅固 

操作簡述 

1. 質感、結構設計：設計、製作模具。 

2. 模具製作：製作翻水泥用具的模具。 

⚫ 補充說明一：模具材料的選擇也會影響產品的質感和堅

固程度。 

1 賽璐璐片：容易取得、

裁切，黏貼時運用透明膠

帶。成品表面光滑圓潤，

在製作時不需考慮模具的

厚度，然較不能承受混凝

土的重量。 

2 珍珠板：成本較高，黏

著時需搭配保麗龍膠、熱

熔膠等。成品精緻不易變

形，製作模具時須考量材

料厚度，較能承受混凝土

的重量。 

⚫ 補充說明二：製作模具時先將紋

路同時製作於模具中的成品。 



 

6  

單元目標 「泥」灌好了 

操作簡述 

1. 混凝土的比例。 

2. 排除多餘的空氣。 

3. 靜置一週。 

7  

單元目標 磨練「泥」 

操作簡述 

1. 拆模：將模具與水泥製品分離。 

2. 打磨：以砂紙磨除多餘的水泥。 

3. 泡水三天：穩定結構、去除鹼性成分。 

8  

單元目標 豐富「泥」 

操作簡述 
1. 水泥彩繪：依照各組的設計以及需求。 

2. 拍攝作品完成照。 

9  

單元目標 逛逛屬於「泥」的市集 

操作簡述 
1. 同儕互評。 

2. 分組簡報。 

一、 預期成果： 

1. 學生能運用結構、質感的概念搭配設計思考及藝術知能，透過設計的水泥產品解決生

活中遇到的問題。 

2. 能運用製作模具、翻水泥產品的技法創作，展現創新性。 

3. 學生能學會運用「設計思考」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二、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初學者 OK！綠意花園水泥雜貨設計書（暢銷版）（二版），原嶋早苗，良品文化，

2022/04/07 

⚫ 圖解設計思考：好設計，原來是這樣「想」出來的！，艾琳．路佩登，商周出版。 

三、 教學資源：自製簡報、教學影片、案例分享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由於時間的規劃和課程安排，課程設計第二部分中原本預定的質感嘗試未能執行。相

反，為了確保模具的結構更加穩定，將時間調整，專注於加強模具的穩固性。 

 

二、6-1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A 課程實施照片： 

  

「泥」好堅固：依照需求選擇材料，製作個人的模具。 

  

「泥」灌好了：灌漿，去除水泥中的空氣。 



 

  

「泥」的磨練：依照需求修整水泥。 期末作品展覽 

 

學生作品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泥」可以更好＿發現生活中的「需求」：分組討論欲使用水泥解決的生活問題。 

2. 「泥」好堅固：依照需求選擇材料，製作個人的模具。 

3. 「泥」灌好了：灌漿，去除水泥中的空氣。 

4. 「泥」的磨練：依照需求修整水泥。 

5. 「泥」被豐富：後續的裝飾或是調整。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透過設計思考五步驟發現生活問題，進一步解決問題。 

2. 認識空間與結構的關係：利用水泥的重量來評估模具承受負重的能力。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場地的限制： 

1. 執行困難：晾乾作品的空間不足以負荷修課的學生數量。 

2. 課程修正：限制學生製作的物件大小。 

（二）工具的使用： 

1. 執行困難：觀察到許多學生在使用美工刀、剪刀等裁切用具方面缺乏熟練技巧。 

2. 課程修正：教導學生如何安全地使用裁切用具，避免潛在的危險情況。同時提升創作

的品質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