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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蘇郁涵 
實施年級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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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小時 

班級數 ４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2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石碇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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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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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一） 部分學生上過比例構面的美感課程，另一部分上過結構構面的美感
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於高一時上過一學期的美術課必修課程，和一門美感融入的校本課程-茶封創意，少部分 
學生曾在高二修過基本設計課程，美感經驗落差極大，本身的各項能力也有程度明顯落差，
進行課程時需要差異化教學以及小組互助以利帶動學習。 
 



 

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本課程藉由生活圈的街道傢俱為素材，讓學生產生與環境的連結，提升認同感及藉由規劃

身邊的設施提升學習興趣，運用設計思考發想適合的改造企劃，把親身在石碇的三年體驗轉化

成為公共設計。 

    教學活動配合本校學生的特性，以觀察及實作課程為主，在動手嘗試的過程中歸納整 

理出具體概念，同時以異質分組進行合作學習，透過操作、小組討論再操作的過程加深學 

習印象，並在過程中培養問題分析解決的能力，課程兼具實作及論述結合數位融入教學， 

期待學生能更容易將所學應用至未來情境中，並能在歷程檔案裡妥善呈現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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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碇高中公車站的環境色彩。 

2. 石碇高中公車站適合運用的質感。 

3. 怎樣的版面能更有效地傳達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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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規劃 

2. 版面編排 

3. 設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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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安排適當的色彩和質感在環境當中。 

2. 如何安排圖文使版面具有美感且清楚易讀。 

3. 如何利用圖文的大小變化，清楚描述相對應的資訊（如遠近距離、停留時間

等）。 

4. 如何讓設計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並兼顧機能與美感。 

 

 其他美感目標（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可依需要列舉） 

無配合其他課程，於藝術生活課程中（非美術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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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31 
（兩連堂） 

單元目標 認識街道傢俱，觀察學校周邊公車站。 

操作簡述 

1. 認識街道傢俱 
2. 藉由不同國家、功能的街道傢俱討論公共空間

的社會性。 
3. 比較防躺長椅和有活動遮版的長椅的背後的

社會思考，好處以及各自面臨的挑戰。 
4. 小組整理出理想街道傢俱的樣貌。 
5. 作業：觀察石碇高中旁的兩個公車站設計，以

及紀錄同學們在公車站的行為樣態。 

2 
4/3~4/7 
（兩連堂） 

單元目標 藉由資料搜集、歸納整理，訂出設計發想的方向 

操作簡述 

1. 將觀察到的等車同學行為描述和同學分享，
小組完成等車活動流程圖。 

2. 小組從一連串的行為中，列出使用者需求。 
3. 將使用者需求分類整理。 
4. 小組發想如何滿足使用者需求的發想，並在

點子牆展示、瀏覽全班的點子。 
5. 各組將點子牆上其他吸引自己的新想法貼到

小組發想單上，擴充小組內容。 

3 4/10~4/14 
（兩連堂） 

單元目標 能分析在地的環境生態並整理成圖表，並將蒐集
整理的資訊應用至設計當中。 

操作簡述 

1. 小組進行石碇環境分析，蒐集整理生態以及
氣候地形景色、人文歷史等資料。 

2. 將資料整理成資訊圖表。 
3. 檢視上週點子牆紀錄，補充在地資料並尋找

可發展的想法。 
4. 各組組長留在位置上介紹小組設計，其他成

員移動到其他組別，聽取別組的方案，並給
予回饋便利貼，包含支持的論點以及疑慮項
目。 

5. 小組成員共同檢視其他同學的回饋，重新整
理公車站設計發想。 

4 
4/17~4/21
（兩連堂） 

單元目標 石碇好站提案製作 

操作簡述 各組繪製公車站設計圖、說明圖或模型。 



 

5 4/24~4/28 
（兩連堂） 

單元目標 石碇好站提案製作 

操作簡述 完成石碇好站提案報告。 

6 5/1~5/5 
（兩連堂） 

單元目標 石碇好站發表 

操作簡述 
1. 各組發表作品。 
2. 小組互評回饋。 
3. 整理歷程紀錄，上傳本學期歷程檔案。 

四、預期成果： 
1.學生能認識街道傢俱，並能理解機能與美感必須共存。 
2.學生能運用構成之美妥善安排圖文。 
3.學生能認識設計思考。 
4.學生能完成石碇好站設計，完成提案計畫。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家具：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 5。林盛豐、官政能、姚政仲、張基義、曾成德、劉惠媛。行

政院文化部。2010 

街道：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 4 林盛豐、官政能、姚政仲、張基義、曾成德、劉惠媛。行政

院文化部。2010 

畫城市：跟著建築師，認識全球特色城市&友善設計，畫出你的光榮城市。史帝夫‧波凱特。

原點。2019 

建築：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 1。林盛豐、官政能、姚政仲、張基義、曾成德、劉惠媛。行

政院文化部。2010 

景觀：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 3。林盛豐、官政能、姚政仲、張基義、曾成德、劉惠媛。行

政院文化部。2010 

城市的意象。凱文‧林區。遠流。2014 

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找回以「人」為本的大街小巷，創造人與人的互動連結。查爾斯‧蒙

哥馬利。時報出版。2016 

 
六、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教學影片、學習單、平板電腦、紙卡、色鉛筆、顏料、調色盤、畫筆、小白板、 

白板筆、板擦、奇異筆、透明片、印表機、切割墊、口紅膠、剪刀、刀片等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請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即可） 

根據修正建議，延長一週創作時間，比原計劃多一周(兩堂課)製作公車站模型，提升作

品完整度。 

 

二、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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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認識街道傢俱。 

2. 藉由不同地區、功能的街道傢俱案例，小組討論公共空間中的設施如

何在造型及材質上兼顧實用與美感。 

3. 比較防躺長椅和有活動遮版的無家者友善長椅，上網搜尋相關新聞及



 

討論，分析背後的社會思考，小組討論兩者的好處以及各自面臨的挑戰。 

4. 小組討論思考街道傢俱如何兼顧不同使用者，整理出理想街道傢俱的

樣貌。 

課後作業：觀察石碇高中旁的兩個公車站設計，詳細紀錄同學們在公車站

的行為，可以錄影或拍照、文字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1.什麼是合宜的街道傢俱？ 

2.觀察學校周邊的街道傢俱，思考該設施是否能妥善運用。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觀察到的等車同學行為紀錄和同學分享，小組完成等車活動流程

圖。 

2. 小組從一連串的行為中，列出使用者需求。 

3. 將使用者需求分類整理，並將小組討論出的核心需求放至圓心。 

4. 小組發想如何滿足使用者需求，各組在點子牆展示後，瀏覽全班的點

子。 



 

5. 將點子牆上其他組吸引自己的新想法寫在便利貼磁鐵上，貼到小組發想

單上，擴充小組發想內容。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資料搜集、歸納整理，訂出設計發想的方向。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小組進行石碇環境分析，蒐集整理生態以及氣候地形景色、人文歷史等

資料。 

2. 將資料整理成資訊圖表繪製到白板上。 

3. 檢視上週點子牆紀錄，補充在地資料並尋找可發展的想法。 

4. 各組組長留在位置上介紹小組設計，其他成員移動到其他組別，聽取別



 

組的方案，並給予回饋便利貼，包含支持的論點以及疑慮項目。 

5. 小組成員共同檢視其他同學的回饋，重新整理公車站設計發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分析在地的環境生態並整理成圖表，並將蒐集整理的資訊應用至設計當中。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分工繪製公車站設計草圖在白板上。 

2. 互相給建議，最後修改設計。 

3. 小組分工製作說明圖以及模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小組分工，將設計完整呈現。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製作模型，繪製設計圖。 

2. 完成石碇好站提案。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將設計完整呈現。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發表作品。 

2. 小組互評回饋。 

3. 整理歷程紀錄，上傳本學期歷程檔案。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整理設計歷程、如何完整描述設計理念。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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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課程素材選擇學生每天上學通勤都會使用到的公車站，和日常生活

環境關係密切，藉由自由挑選學校山腳下的不同公車站，各組提出改造計畫。

讓學生能依據使用者觀點思考如何改造，過程中對設計思維有更深刻的體會。 

日常生活的元素往往是學生最能深刻觀察的設計素材，能夠較輕鬆地入

手，並且更積極參與相關討論。未來的課程也將繼續挑選生活中的素材，以幫

助學生更好地融入課堂學習。 

在這次的課程中，起初繪製平面設計圖，學生的想像力常常無限延伸。然

而，開始製作模型時，小組才發現空間有限，或者難以容納所有預想中的設

備。立體模型的設計製作階段能更切實際引導學生思考，有助於學生具體考慮

空間限制和實際可行性。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心得省思 （摘自學習歷程檔案） 



 

 



 

 

 

 

學生課程作品： 

使用者需求整理 



 

 

 

在地文史生態環境整理 

 



 

 

 

公車站設計草圖 



 

 

公車站設計圖 

   



 

    

 

 



 

公車站模型 

 

 



 

學生歷程檔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