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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高級中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計畫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請填寫完整校名)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95047台東市四維路一段 690號 

課程執行類別 

美感創意課程一學期 6-18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國民中學 

預期進班年級 高一高二高三 班級數 
學生數 4班 80人 

教師姓名 康毓庭 

教師資格 

□ 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 
□ 其他：                    

最高學歷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藝術碩士 

教學年資 20 

1.美感課程經驗 

□ 曾申請 105至 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 

■ 曾申請 109、110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色彩、構成、結構 

■ 未申請上開美感課程計畫，但曾申請其他美感課程計畫，如： 
教育部「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102學年第一期、103第二期、103第
三期種子教師，國教署 104「美感生活種子學校計畫」種子教師、110年跨領
域美感卓越領航計畫                                           
□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2.相關社群經驗 

□ 輔 導 團，您的身份為：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種子教師        
■ 校內教師社群：如： 美感設計社群 、創客Maker社群        
■ 校外教師社群，如： 學科中心基本設計社群、美感跨領域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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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級中學校美感創意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高一高二高三 

班級數：4班            學生數：80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跨班跨校選修課   

全新課程設計說明： 

■ 本人過去沒有施作的課程設計。 
■ 本人了解其他教師沒有相同課程設計。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跨領域 
2.跨構面 
3.結合在地資源 

課程名稱：「天空織鏡」-公共藝術(一) 

課程類別： 

美感創意課程一學期 6-18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12_小時 
□ 國民中學___小時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基本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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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     年級  
■高中 123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普通班:上過一年普通高中高一美術課程，對美的形式原理、美術史與藝術創作形式已具

有先備知識。 

美術班:上過基礎素描、基礎水彩、工筆水墨、基本設計等專業課程，對造形藝術、美的

構成與色彩感知具一定的能力。 

高中生對色彩已有強烈自主想法，也開始擁有自己獨特的色彩品味及品牌喜好；透過美感

課程發現生活日常色彩之反思；探索分析知名設計品牌色彩搭配與圖案設計美感元素；親

手操作調色配色練習，最後自己模擬當設計師，進行圖案設計，並應用於客製化帆布鞋，

讓美感課程結合公益，延伸至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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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概述 

 介紹生活中各種編織的類型，從毛線、藤編、竹編、月桃葉、麻繩、PE尼龍繩等編織作品， 

 釐清「質感」的定義。就是指物體材質所呈現在色彩、光澤、紋理、粗細、厚薄、透明度等 

 多種外在特性的綜合表現。以「五官記憶質感」-對象物（形象或物品）的表面性質，可經 

 由觸摸或視覺經驗的聯想而感受到。透過課程讓學生從日常生活中重新發現自然質感之 

 美與人工質感之美；並透過編織介紹加深印象。 

第一階段發現，以介紹「兒童遊戲網與編織」為課程開端。從大學建築系教授講述中，認識
兒童遊戲器材與人、周圍環境、與場域的關係。編織與文化關係；編織與質感的關係，(自

然質感與人工質感之美)；編織與色彩的關係。 
第二階段探索，從國內外大地藝術季中，介紹以編織作品為創作表現技法的藝術裝置；分析

台東縱谷藝術季與南迴藝術季中的編織創作，藝術家創作理念與地處場域分析。 
 第三階段各種編織技法與應用介紹，學習「手編編織」與「鉤針編織」織法，如(鎖針、短 
 針、長針、引拔、鎖針起針/輪狀起針)；並能理解「編織圖」。 
 學生能以手編完成「環保杯袋網」、以短針製作「圓形杯墊」、以長針製作「祖母方格杯墊」。 
 引導學生以臺東地景藝術，設計結合編織的裝置藝術，並製作裝置藝術模型，以簡報進行成 
 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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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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生活中的各種形態的編織作品。 

2. 從日常生活中重新發現編織中的自然質感之美與人工質感之美。 

        3. 探討兒童遊戲網、地景藝術裝置創作與環境場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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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織技法「麻繩手編菱形」。 

2. 「短針圓形杯墊」。 

3. 「長針祖母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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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texture）的定義。 

2. 美的形式原理(比例、漸變、統一、秩序、反覆、律動、對稱、均衡、調和、對比) 

3. 藝術裝置與場域美感關係。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1. 與美感跨領域合作學校課程交流。 

2. 結合在地藝術季策展活動。 

3. 美感研習活動推廣於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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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目標 
1. 生活中的編織類型介紹。 

2. 編織與色彩關係。 
3. 編織與質感關係。 

操作簡述 

1. 以生活中的編織美感範例簡報做為課程開端。 
2. 分析編織中的色彩構成。 
3. 說明「質感」的定義，以「五官記憶質感」。對

象物（形象或物品）的表面性質，可經由觸摸或
視覺經驗的聯想而感受到。 

4. 指物體材質所呈現在色彩、光澤、紋理、粗細、
厚薄、透明度等多種外在特性的綜合表現。 

2  單元目標 
1. 兒童遊戲網與編織。 

2. 「在環境中找到遊戲的本質」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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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邀請大學講師入班演講。 
2. 講述兒童遊戲網與場域關係。 
3.  介紹國內外遊樂設施與遊戲編織網結合案例。 
4.  編織網與結構關係。。 

3  

單元目標 
1. 編織與裝置藝術。 

2. 介紹大地藝術季中的編織藝術裝置。 

操作簡述 

1. 介紹國內藝術創作結合編織裝置。 
2. 介紹南迴藝術季編織作品。 
3. 介紹縱谷藝術季漂鳥 197藝術作品。 
4. 介紹編織材質與地景關係。 
5. 介紹編織材質與結構關係。 

4  

單元目標 
1. 手作編織介紹與實作。 
2. 「麻繩環保杯袋」-編織網實作。 

操作簡述 

1. 以上週課程引導，讓學生回家搜集相關資料。 
2. 老師講述與示範手編編織網。 
3. Youtube「編織網」影片。 
4. 學生以麻繩手作環保杯袋。 

5  

單元目標 
1. 各種鉤針編織法介紹與實作。 
2. 「圓形墊」、「祖母方格」編織實作。 

操作簡述 

1. 示範各種鉤針織法(鎖針、短針、長針、引拔、)。 
2. 示範各種起針(鎖針起針/輪狀起針)。 
3. 「編織圖」理解與講述。 
4. 以短針製作「圓形杯墊」。 
5. 以長針製作「祖母方格杯墊」 

6  

單元目標 
1. 「天空織鏡」-藝術裝置策展理念。 
2. 「2022南迴藝術季」。 

操作簡述 

1. 介紹 2022南迴藝術季「天空織鏡」作品。 
2. 引導學生以臺東地景設計結合編織的裝置藝術。 
3. 製作裝置藝術模型。 
4. 使用電腦後製，將模型與場域圖合成。 
5. 簡報方式，介紹創作理念與創作方法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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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介紹生活中的編織類型，從毛線、藤編、竹編、月桃葉、麻繩、PE尼龍繩等編織作

品，引起學習動機。 

2. 能了解與感受「質感」-物體材質所呈現在色彩、光澤、紋理、粗細、厚薄、透明度

等多種外在特性的綜合表現。 

3. 能從探討編織與兒童遊戲網、地景藝術裝置創作與環境場域的關係。 

4. 能欣賞大地藝術中以編織表現技法之裝置藝術品。 

5. 能學習「手編編織」與「鉤針編織」織法，如(鎖針、短針、長針、引拔、鎖針起針

/輪狀起針)； 

6. 能理解複雜宛如密碼之「編織圖」。 

7. 能以手編完成「環保杯袋網」、以短針製作「圓形杯墊」、以長針製作「祖母方格杯

墊」。 

8. 引導學生以臺東地景藝術，設計結合編織的裝置藝術，製作裝置藝術模型，並使軟

體將模型與場域進行後製合成合成。 

9. 以簡報進行成果發表。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鉤針初學者 花樣編片拼接盛典、林麗秀譯、新手作出版、2019。 

     2. 鉤針花樣可愛寶典、林麗秀譯、新手作出版、2016。 

     3. 如何培養美、漢寶德、聯經出版、2010。 

4. 原研哉設計、李柏黎譯、雄獅美術、2009。 

5. 設計幾何學、吳國慶譯、城邦出版、2008。 

6. 原來設計是一種品味、楊明綺譯、商周出版、2011。 

7. 芬蘭國寶設計全集、蔡宜真譯、商周出版、2014。 

8. Sou．Sou名物列、PIE BOOK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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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資源： 

教育部美感入門電子書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ebook/ 

學學文創 

     https://www.xuexue.tw/ 

漂鳥 197 參考網站 

https://margaret.tw/taitung-197-artfestival/ 

     麻繩編織餐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5bI7-M58s&ab_channel=WesseWorkshop 

梅花杯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g8LNU2GJA&ab_channel=%E6%97%A5%

E5%AE%89%E3%80%82%E6%BA%AB%E5%BA%A6%E8%A3%BD%E9%80%A0%E

6%89%80 

圓形編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kOw-l2kKE&ab_channel=SU%E6%89%8B%

E4%BD%9C 
 

 

第一學期-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天空織鏡」-公共藝術(一)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增加花布範例 - 日本名設計師皆川明的經典設計 

一、 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ebook/
https://www.xuexue.tw/
https://margaret.tw/taitung-197-artfestiv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5bI7-M58s&ab_channel=WesseWorksho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g8LNU2GJA&ab_channel=%E6%97%A5%E5%AE%89%E3%80%82%E6%BA%AB%E5%BA%A6%E8%A3%BD%E9%80%A0%E6%89%8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g8LNU2GJA&ab_channel=%E6%97%A5%E5%AE%89%E3%80%82%E6%BA%AB%E5%BA%A6%E8%A3%BD%E9%80%A0%E6%89%8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g8LNU2GJA&ab_channel=%E6%97%A5%E5%AE%89%E3%80%82%E6%BA%AB%E5%BA%A6%E8%A3%BD%E9%80%A0%E6%89%8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kOw-l2kKE&ab_channel=SU%E6%89%8B%E4%BD%9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kOw-l2kKE&ab_channel=SU%E6%89%8B%E4%BD%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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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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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C 課程關鍵思考： 

構成與美感 

 

 

 

 

 

 

 

課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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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兒童遊戲網與編織 

  堀內紀子（Toshiko Horiuchi MacAdam） 

 

 

 

 

 

 

 

台南立德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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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在環境中找到遊戲的本質」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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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編織與生活應用 

 
 
 
 
 
 
 
 
 
 
 
 
 
 
 
 
 

課堂 3 

3. 編織與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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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編織與裝置藝術 

塩田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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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介紹大地藝術季中的編織藝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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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編織結合藝術創作 

色彩構成 

 

 

課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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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工具材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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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手作編織介紹與實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圖騰色彩構成之美 

 

 

 

 

課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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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圓形墊」、「祖母方格」編織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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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24 

 

 

C 課程關鍵思考： 

編織與構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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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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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藝術裝置 

美感設計與生活的關係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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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培養學生觀察力，課程設計能與生活相連結。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學生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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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跟著日本時代建築大師走：一次看懂百年台灣經典建築、吳昱瑩、晨星出版、2021
	6. 老屋新顏：走過百年歷史的特色古建築，在巧思下活化再利用的台灣價值、橫山透、
	      尖端出版、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