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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林秀玲 

實施年級 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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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小時 

■ 國民中學_8_小時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58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變形金剛的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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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國民中學  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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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過美感課程-色彩及比例構面。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在課前學生已有相當的觀察及繪製能力的培養訓練，在此單元也透過學習單的導引再次強化

觀察分析的能力，並於其後進行模擬並在該基礎上進行創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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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活動簡介： 

近來國人國旅興盛，以露營方式度假的風氣更是蔚為興盛！因此注意到露營器具的物件

比起一般生活用品，來的更講究輕薄短小方便攜帶！而細思，發現生活中其實就有很多「可

收納」的物件，如摺疊傘、童軍椅等；而摺疊收納的重點便取決在構造。而構造其實最簡單

的概念就是「關節」，由此發展出「變形金剛」這個有趣且容易讓學生產生共感的主題。 

在這個單元，希望透過紙(箱)，這個便利的材料，讓學生玩組裝，展現其不同特性，讓

學生體驗構造！  

以此作為課程設計的起始點，透過大小不等各式造型的紙盒進行組裝收納，實際感受

「化繁為簡」的構成表現，並在實作過程中認識結構及構造這兩個構面，並在充分的認識的

基礎上運用其特性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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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椅/折疊椅…變形家具 

摺疊傘 

玩具-變形金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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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找出不同材質間的特質與形式，利用設計構造來完成穩固的結構 

構造-藉由簡單任務的操作，在動手的過程中學習操作紙張達到連結的目的後，整理

外觀與細節，展現視覺的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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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出符合構成美感的構造  

試驗出具有整合空間的構成美感 

設計出具有個人風格的色彩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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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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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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張的伸縮 

操作簡述 

任務一：伸縮金箍棒 

任務二：機關扇 

從簡單到複雜的體驗製作，  

理解伸縮的製程與邏輯。        

2  

單元目標 紙張的變形 

操作簡述 

 

任務一：伸縮球 

 

任務二：便攜收納盒 

 

 

藉由二種不同類型摺紙方式， 

感受構造及結構的所能成就的結構張力。 

3  

單元目標 變形金剛的秘密 

操作簡述 

1. 學生從生活中尋找可伸縮及變形的生活器具，透過

觀察及解析該物品可變形的原因。 

2. 透過教具的觀察、拆解，讓學生去找出變形金剛玩

具之所以可以變形的原因-空間的扭轉、部件的結

合 

4  

單元目標 製作我的變形金剛Ⅰ 

操作簡述 
利用大大小小的紙盒，透過大盒套小盒的概念，統合前

幾堂課的經驗，製作屬於自己的變形機器人。 

5  

單元目標 製作我的變形金剛Ⅱ 

操作簡述 完成基礎設置後，進行外觀的設計與色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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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1. 學生能理解構造的概念。 

2. 學生透過觀察分析，發現生活中構造的使用。  

3. 學生能模擬學習不同的紙張結構。  

4. 學生能將收集的材料物件進行構造設計以練習各種連結的可能性。  

5. 學生能進行創意設計完成自己的作品。  

6. 學生能藉由分享交流，培養與他人溝通合作的能力。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如何培養美感》、漢寶德著、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0  

2. 《談美感》、漢寶德著、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7 

3. 法國紙藝大師菲利普立體書全集(4 冊)、菲利普 UG、臺灣麥克出版社、2017 

4. Robot 魔法機器人紙立方公仔、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 

5. 紙折機器人 、（日）淵本宗司、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 

6. 一起動手做：恐龍+機器人模型 、約翰．馬蘭 、小天下 出版社、2020 

六、教學資源： 

自編 PPT、機器人玩具 

Youtobe 影片:  

伸縮金箍棒: https://youtu.be/J_4W9aU9xEI 

機關扇: https://youtu.be/zBMFKempHnY 

摺疊收納盒: https://youtu.be/hK0nPp1HtkQ 

6  

單元目標 作品觀摩與學習 

操作簡述 

小組將作品利用 APP: Stop-Motion 進行定格動畫

拍攝，以此做為成果檢驗及交流的依據。 

小組可將影片作業帶回進行後製(音效、字幕、配音) 

以小組影片作業播放的方式進行交流分享。 

老師進行講評，並討論作品設計的延伸使用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8F%B2%E5%88%A9%E6%99%AEUG/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aiwanmac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C%8B%E7%AB%8B%E4%BA%A4%E9%80%9A%E5%A4%A7%E5%AD%B8/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nctu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F%BC%88%E6%97%A5%EF%BC%89%E6%B7%B5%E6%9C%AC%E5%AE%97%E5%8F%B8/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46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B4%84%E7%BF%B0%EF%BC%8E%E9%A6%AC%E8%98%AD/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scwpc
javascript:setFollow('setFollowPublisherAjax','scw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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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當學生作品進入創作後，便體現到此單元作為構造構面的入門體

驗，可以很好地進行引導切入，但到實作時，既要考量作業的工作

量及製作時程，因此以小組方式進行分工製作實為必然，但作品的

精緻度卻無法顧及；學生手作後的作品顯得十分粗糙，雖將著色工

具進行調整為壓克力顏料或卡點西德黏貼，或許學生手駔模型能力

或自我要求度不高，因此作品質量不夠理想；為使後續班級操作能

漸入佳境，調整如下: 

1. 為使學生更確實掌握構造的觀察及應用，透過學習單協助引導

及記錄，讓每一個步驟都能確實銜接。 

2. 將作品發表改為影片呈現；教學生使用 APP :Stop-Motion 進

行定格動畫製作，可透過拍攝角度及後製，消彌製作時產生的

細節不良。 

3. 部分班級因實施時間不足，前置的體驗習作:伸縮棒、收納盒

等，改為回家作業；可以節省課堂時間；有心學習的學生可以

很好地進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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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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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材料，有效運用並充分理解說明後進行製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產生形變的關鍵因素為何? 

2. 造成作品差異的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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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觀察老師發下的紙模，並理解該設計的功能。 

按部就班完成每一條線的壓製、組合及搭配，完成伸縮盒的製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作品成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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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觀察變形玩具的變形之法；將之記錄下來，並交相比較，與組員進行討論，找

出相同及相異之處。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明確地進行變形?(不已暴力破壞之) 

2. 相關變形可作為作品借鏡的有哪幾種? 

3. 生活物件中常用到的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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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小組討論分工:分為設計師、結構師、攝影師、劇作師。 

2. 設計師、結構師須先行將設計草稿擬定完成後，根據設計，分工進行裁剪、

組裝。 

3. 攝影師、劇作師除協助製作外，也須將拍攝劇情擬定並製作相關道具。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將設計落實在作品之中，並流暢地進行「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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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檢視作品的呈現，並進行優化。 

2. 討論拍攝作品所需道具及布景，進行分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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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作品粗製部分該如何優化? 使用什麼媒材可有效進行美化修正?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根據事先討論完成的劇情(紙本為輔)，進行拍攝工作；組員須合作進行，方能

在有限時間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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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有效進行拍攝? 組員的分工及搭配該如何進行? 

2. 拍攝過程需注意的事項有哪些? 須避免發生的鏡頭是? 

3. 場地及光線的影響如何擷取?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1. 知識與創作的轉換： 

構造這個構面，對國中生來說，尤其是七年級生，普遍觀察、理解不

足，因此在創作上受經驗值所囿，若課堂上的引導又無法消化，則難以

進行為創作的能量。 

對策：透過學習單的使用，進行觀察後紀錄；且加以進行生活物件的配

對，加深其對不同構面的認知。 

2. 製作時程短：原本是希望學生能夠從零開始製作，期盼作品可以有一定

精緻度；但考量七年級生能力及每週僅一堂美術課，且製作時間若拖延

太長，學生表現力會跟著下降，課堂質量也跟著下降。 

對策：材料從原始的紙板使用，改為現成紙盒收集與運用；從老師提

供，改為組員自行收集，更貼近學生使用的需求。 

3. 作品精緻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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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學生單純使用不同功能的紙盒進行組裝，成品很像拼裝車! 

且，紙盒的厚薄有異，整體呈現的效益也有差異；鼓勵使用著色、貼

紙，但若技巧不佳則後製的著色都無法有效優化作品，此點仍無法有有

效的方法調整。 

紙張，對於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是很好用的媒材，相較於其他材料，

既便宜又無需繁重工具的操作，但即便如此，要漂亮的呈現紙張的

美，決不是完全不需要技巧；如何摺、裁、割、剪，紙張的結構、支

撐力、流暢性….還有許多可以在教學中被呈現。學生對紙質運用的敏

銳度未被強化，未來的教學規劃，希望透過更多的”紙張試驗”單

元，讓學生能有辨認、善用媒材的基本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