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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精選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  二年級 每週堂數：■單堂   連堂 

實施班級數：        6                      學生數： 116 

一年級授課教師：___蔡佩玲____      授課班級：■普通班___3___班     □美術班_____班  

二年級授課教師：____蔡佩玲___      授課班級：■普通班__3___班     □美術班______班 

三年級授課教師：____蔡佩玲___      授課班級：■普通班__3___班     □美術班______班 

一、精選課程示例編號：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 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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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不紙一次─結構設計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視覺藝術、生活科技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於七年級時學習校園觀察、配色等色彩、質感等基本概念，在生活科技課程也學習

過如何用細木條連結一座橋，在二年級時引導學生學習除了基礎結構的探索，使用不同材質來

理解結構問題，可強化結構構面的概念，理解結構之外更需要美感的加乘效果，不只能欣賞結

構美，經由自己的設計更能訓練美感創造力。 

一、課程概述： 

此課程在讓學生了解「美感」與我們共存，再經由觀察與探索的過程中，了解結構存在生活裡

並從中發現結構之美，此課程透過觀察生活周遭的結構，了解其基本原則，懂得欣賞和創造力

與美的造型。引導學生欣賞特色造型建築與具結構性之產品設計，思考結構與美感並存的重要

性。 

課程中運用生活中隨處可得的紙張媒材，藉由紙的可能性實驗歸納出結構的基礎概念，檢視平

衡穩定的結構配置和均衡設計，讓學生將概念轉化呈現，並加以自省調整修正，創造出符合力

與美的立體造型紙燈飾，從過程中學會「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帶得走的美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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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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了解材料厚薄與結構的穩定性 

2.能理解物件接合的應用方式 

3.能理解產品設計中運用結構的概念 

4.能理解建築中結構的美感 

5.與自然科跨域結合了解燈具的電流原理與組成 

6.校慶師生美展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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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目標 結構美感 

操作簡述 

帶領學生觀看學校周遭的建築，和生活中常見的物件，再引導學生欣賞

特色造型建築與具結構性之產品設計，比較兩者外觀之美感， 思考結

構美感的重要性。並欣賞自然中的結構，與學生一起找尋其中的規則

性。 

2  

單元目標 一張紙的可能性 

操作簡述 
讓學生嘗試用一張紙演變成一個立體結構，突破 2D 平面，可與過 

去經驗產生連結、任意發想，並著手實驗，最後全班討論分享。 

3  

單元目標 不同紙材對結構的影響 

操作簡述 

學生每人會拿到 6 張 3 種不同厚度的紙材(奶瓶紙、西卡紙、影印 

紙)，經過思考與實驗，任選 3 張已非黏合的方式進行組裝產生具美感

造型的立體結構，最後全班討論分享。 

4  

單元目標 立體造型紙燈飾(一) 結構發想 

操作簡述 

全班 2~3 人一組，每人設計出一單位型，平面圖型或立體造型皆可，

將同組所設計出的單位型加以組織，發想出一「立體造型紙燈 

飾」，並為燈飾命名。 

5  

單元目標 立體造型紙燈飾(二) 結構補強與修正 

操作簡述 
學生複製所設計出的單位型，完成燈飾結構並思考結構中的失衡問 

題，進行調整與補強。 

6  
單元目標 結構造型的心理感受 

操作簡述 小組成果發表，並與他校進行縱向學習成果分享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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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能描述生活周遭的物件結構有哪些 

2.能辨認出何種結構將產生失衡 

3.能了解結構的強度差異 

4.能設計出兼具力量與美感的結構 

5.能聯想生活中的物品是否能做結構美感的修正 

五、參考書籍： 

1. 海倫．希伯特，玩紙趣：切、雕、折、貼，21 位世界頂尖紙藝家的手作藝術與創作祕技，積木，2015。 

2 保羅．傑克森，設計摺學 2：從完美展開圖到絕妙包裝盒，設計師不可不知的立體結構生成術，積

木，2014。 

3 保羅．傑克森，設計摺學 3：從經典紙藝到創意文宣品，設計師、行銷人員和手工藝玩家都想學會

的切割摺疊技巧，積木，2015。 

3.保羅．傑克森，設計摺學全書：建立幾何觀念，強化空間感，激發設計師、工藝創作者想像力和實

作力的必備摺疊觀念與技巧，積木，2017。 

4.高岡伸一、阪口大介、夜長堂、川原由美子、岩田雅希、西岡潔，樓梯，上上下下的好設計： 大師

傑作、工匠技藝、時代風華，內行人才知道的 40 座好樓梯，臉譜，2014。 

5.日經建築，解構！日本當代巨匠建築之美：設計的風景 X 窗際的想像，走訪五十座新時代名家話題

之作，山岳，2015。 

6.馬克‧庫什納，未來世界的百大建築，天下雜誌，2016。 

7.徐純一，打開魔宮寶盒的當代建築，麥浩斯，2014。 

8.何蕊，現代燈飾創意設計，化學工業出版社，2017。 

9.美感入門電子書 

六、教學資源： 

美感教育計畫電子書、教師自編 PPT、國內外建築/產品設計教學網路資源、建築參考書籍、

產品設計參考書籍、結構書籍、攝影棚、攝影器材、紙張、美工刀、單槍、學生用隨身碟、

其他相關物品。 

【Rookie's Guide 設計思考新手手冊】https://goo.gl/LUbQfz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adv_author/1/key/%E6%B5%B7%E5%80%AB%EF%BC%8E%E5%B8%8C%E4%BC%AF%E7%89%B9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F%9D%E7%BE%85%EF%BC%8E%E5%82%91%E5%85%8B%E6%A3%AE/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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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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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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說說結構是什麼並舉例 

2. 請學生尋找觀察校園的燈具美學 

3.紀錄校園(道路，牆、教室…..)的燈具與思考實用價值並拍照回傳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想想構成的定義？生活上有哪些狀態或物件屬於構成？影響構成的因素為何？ 

 2 先判斷好的構成需要的條件？發現結構與生活的關係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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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以團隊比賽激發試驗報紙如何站立？ 

2. 近一步用一張紙如何變成立體 

2.放置於另一張桌上排列，須優先考慮秩序與美感。 

3.共同欣賞與分類，想想視覺上整齊或雜亂的因素為何？ 

4.討論可如何調整？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切割的造型及大小在排列上，關係到秩序及美感。 

2 經由練習將構成概念逐漸內化，進一步思考如何利用構成，排列在平面矩形上。 

3 試著想想是否運運構成的原則？使用了那些技巧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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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老師運用手的連結活動，讓學生理解兩張紙的連結方式與原理 

2.利用不同厚度的考試答案卡回收，進行小組內的試驗 

3.進行小組討論並發表報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參考直接模仿有助於手部各種連結方法直接學習，感受連結產生結構排列的差異所造成的

視覺感，再紀錄的過程中，再次提醒與思考結構的重要性。 

2 思考該如何調整才能增強美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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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設計符合自己個性或特質的燈具 

2. 選擇自己想使用的紙張，使用工具製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思考紙張的組合效果，可有能產生何種形式變化 

嘗試實驗性的組成再做比較。應該如何運用才有美感，結構穩固？ 

2 不考慮色彩，單純以造型考量？  

3.想想是否牽涉比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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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燈具完成，組合燈泡 

 2.每人輪流上台發表，介紹設計理念與過程困難之處 

C 課程關鍵思考： 

運用上課所學，實際操作，調整結構的組合，能否克服困難解決問題，將創意與想像真實

實現。也能將此經驗學習遷移到其他日常生活上。 

 

  



 
12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結構」對於學生來說是很抽象的概念，所以一開始從基本的概念講解，

再將生活的各種相關資訊說明，先養成美感判斷的眼力，才能實現在自己的作

品中。但這個過程卻難以在幾節課中完全學習並實現。但學生也在過程中經過

一次次的試驗中，願意嘗試著解決結構的問題，在練習的當下偶爾可以有好表

現，只是需要一些累積。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