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補助 

111-1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精選課程 

種子學校教學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書 

 

 

 

 

 

 
 

 

 

 

申請學校：高雄市立杉林國民中學  

計畫聯絡人：陳筱安 老師 

輔導單位：南區基地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計畫期程： 1 1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目錄 

壹、教學計畫概述 

一、第一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二、第二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課程執行紀錄 

三、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壹、111-1 學期教學計畫概述 

實施年級：七、八、九年級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實施班級數：6 (全校)                                    學生數：106 名 (全校) 

七年級授課教師：陳筱安    授課班級：▅普通班 2 班     □美術班_______班  

八年級授課教師：陳筱安    授課班級：▅普通班 2 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九年級授課教師：陳筱安    授課班級：▅普通班 2 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一、精選課程示例編號：○○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比例 

課程設定：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課程名稱：樹比.美筆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八、九年級曾參與美感實驗課程(色彩、構成)。  
* 先備能力：八、九年級生活科技課程曾製作魯班鎖，課程中則曾使用過手工具（線鋸、銼

刀、砂紙、夾具）及電動工具（線鋸機、砂紙機） 

一、 課程概述： 

腳掌裹著球鞋，隔離與土地的連結、握著塑膠筆桿，寫考卷學習長大的手……，生活中充斥著同

樣模板製作出來的塑膠製品，限制了我們對於物品的想像。如果可以，讓鉛筆盒裡，躺一枝獨

一無二的樹枝筆；如果可以，我們一起打造，專屬於自己人體工學的餐具吧！如同課程設計者

黃珮綺教師介紹：「從削、磨之中，感受不同樹皮的感覺，在留與不留的過程中，得到視覺呈現

最完美的比例的樣貌，以及最流暢、最舒適的、最合手感的線條比例。」從樹木到樹枝筆、樹

枝筆到餐具製作的比例關係探討，帶領學生去體會珮綺老師所說的「枝椏所呈現的比例之美」。 

二、 課程目標（若有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可列舉）  

1. 感知並關注比例之美在生活中的呈現。 

2. 能感知符合人體工學的比例。 

3. 物品中組合關係的比例美感。 

三、教學進度表（依參採課程示例，調整授課進度）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課程內容 

 

1 10/5 
單元目標 校園巡美 

操作簡述 在校園裡面，尋找屬於自己的十支樹枝。 



 

2 10/12 

單元目標 修飾樹枝比例的美感 

操作簡述 
感覺不同比例的削、磨，做出自己想要的樹皮層次的美感效果和使用所

需的曲線比例。 

3 
 

10/19 

單元目標 完成樹枝筆的功能性 

操作簡述 將樹枝中心鑽洞，並放入筆芯。 

4 10/20 

單元目標 收集數據資料 

操作簡述 

1. 將自製樹枝筆，找出最佳握筆處，用紙膠帶圈起來。 

2. 用電子游標卡尺，測量樹枝的粗細，並記錄於紙膠帶上。 

3. 收集所有參與實驗課程的學生樹枝筆，由最細排列至最粗。 

5 10/27 

單元目標 認識比例:以數據統計出，每個人對於筆桿粗細可接受範圍 

操作簡述 

1. 測量慣用手大拇指到食指最大寬度。 

2. 試筆：在大約兩百支不同粗細的樹枝筆中，測量出自己覺得最舒適

的筆桿粗細範圍。 

3. 人體工學：探討「比例」在生活中的功能意義。 

6 11/3 
單元目標 製作個人餐具 

操作簡述 將樹枝中心鑽洞，放入湯匙(或叉子)。 

7 11/10 

單元目標 從實物中探討比例之美 

操作簡述 
1.討論在美感比例和實際需求比例上的適切性。 

2.製作樹枝筆與製作餐具，比例關係的探討 

四、預期成果： 

1.發現生活周遭事物比例的關係，適當的比例可以呈現美感。 

2.器物合乎人體工學，可以讓使用者感到舒適。 

3.線條變化、大小組合適當，才能呈現比例的美。 

五、參考書籍：無 

六、教學資源：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106-2「樹比.美筆」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書 

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 108-2「比筆皆是美」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書 

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 109-2「吃吃的美」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書  

樹枝、砂紙、片鋸、美工刀、電鑽、筆芯、餐具、磨砂機、木頭保護油。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原本將「蒐集與統計數據資料」放在第一堂，因考量到教師無法提供大量、不同粗細的

筆桿，所以調整課程為：先讓參與實驗課程的所有學生，每人製作三支樹枝筆，就約有

兩三百支不同粗細的樹枝筆。而學生在試握數百支筆桿的過程中，去尋找出最適合自己

手掌大小與握筆方式的粗細範圍。 

2.原課程計畫，並沒有「製作個人餐具」。因為學生製作完樹枝筆、統計完數據之後，教

師覺得在「比例」上的探討，可以利用「樹枝+筆芯」、「樹枝+？」去做一個不同組合的

比較，進而更深入探討，不同組合所重視的不同比例之美。 

 

 

 

 

 

 

 

 

 



 

二、6 小時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漫步校園中，撿拾掉落的乾燥樹枝(最好是不同品種、不同粗細，十支)。 

2 使用片鋸、花剪、美工刀，初步修剪。 

C 課程關鍵思考： 

開啟你的五感體驗，在校園中尋找，什麼樣的樹枝：粗細長短、粗糙光滑、散發的味道、

樹皮顏色、彎曲線條，吸引你的目光？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鋸、削、磨......減法塑形中，用手、用眼睛，去感覺不同的比例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哪一部分要保留、哪一部分要去除？尋找最適合自己的美感比例。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使用電鑽，將樹枝中心鑽洞，放入筆芯。 

2 等待筆芯乾燥，穩固黏著。 

3 使用美工刀、砂紙，調整筆芯與樹枝之間的比例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筆芯與樹枝的比例關係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自製樹枝筆，找出最佳握筆處，用紙膠帶圈起來。 

2. 用電子游標卡尺，測量樹枝的粗細，並記錄於紙膠帶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平常書寫的時候，自己覺得最舒服、不費力的握筆處，是筆桿哪個位子？ 

2.這個最佳握筆處，會跟書寫的內容不同而改變嗎？(例如：考試、簽名、罰寫) 

3.不同粗細、長短的樹枝，所造成的不同重量，你的握筆處因此不同嗎？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測量慣用手大拇指到食指最大寬度。 

2. 試筆：在大約兩百支不同粗細的樹枝筆中，測量出自己覺得最舒適的筆桿粗細範圍。 

3. 將測量數據，紀錄於學習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人體工學：探討「比例」在生活中的功能意義。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在剩餘的七支樹枝中，找到一支適合製作個人餐具的樹枝(如果比較之後都不適合，再去

校園中尋找)。 

2 樹枝鑽洞、打磨、放入餐具、上油等待乾燥。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拿餐具的方式跟握筆有什麼不一樣之處？ 

2 拿湯匙跟拿叉子，要考量不同的握法。 

3 這個餐具，要拿來吃什麼，喝湯、舀果醬、吃飯……？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想像自己是一家高檔餐廳老闆，進貨了一批手工餐具。請老闆以方方面面的考量，將餐具

分四個等級(A++、A+、A、B++)，並說明各個等級的分類標準。 

C 課程關鍵思考： 

身為餐廳老闆，要考量顧客使用餐具的功能性、舒適度，還要考量手工餐具獨具的美感，

在挑選與淘汰的過程中，你所認為的產品之美，應該具備哪些元素？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樹枝粗細數據上的紀錄，遇到比較多困難。例如：測量最佳握筆處，用紙膠帶圈起

來。握筆處的定義，設定為筆桿躺在虎口或食指上的位子。但因為每個人習慣握筆的方

式不同，而不同的習慣，導致模糊的「最佳握筆處」，會讓我思考，測量出來的數據意

義。這時候就非常扼腕，自己沒有認識工業設計或產品設計的夥伴可以諮詢，只能在茫

茫網路海中，搜尋相關資料。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