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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請填寫完整校

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

號)

330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144號

課程執行類別

創意課程/設計教育課程一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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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工科與高二農科 班級數

學生數

10

370

教師姓名 匡雅麗

教師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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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

教學年資 22



1.美感課程經驗

□ 曾申請105至107學年度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1) (2) (3)

█ 曾申請108至110學年度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1) 質感 (2)色彩 (3)比例

□ 未申請上開美感課程計畫，但曾申請其他美感課程計畫，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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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內教師社群

█ 校外教師社群，如：桃園美感社群

二、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創意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高一工科與高二農科

班級數：10班 學生數：370

班級類型：□普通班□美術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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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氈手作體驗羊毛質感的變化

2.創作守護獸主題帶來生態保育觀念

3.設計融合機能的動物羊毛氈日常物件

課程名稱：羊羊得藝-守護獸

課程類別：創意課程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_6_小時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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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涉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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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 年級

▓技術高中 年級

□綜合高中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先修科目：具備色彩配色概念.認識比例與質感

*先備能力：學生已上過認識動物的五官與身形比例課程，具備色彩搭配基礎概念

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學生上過110-2美感設計課程-汪星人集合之後，對於動物的五官與身形比例有所認識，進而由

平面延伸到立體，由電繪延伸為手作。藉由觀察林務局的野生動物主題月曆設計與台鐵里山列

車動物立體裝置，理解動物圖像如何由平面延伸到立體的表現方式。羊毛氈是具有長久歷史的

生活工藝，更是環保永續的綠色素材，課程介紹學生較少接觸的羊毛氈媒材，運用羊毛素材，學

生學習羊毛氈的針氈技法，體會軟雕塑的創作型態，也融入質感元素的認識，藉由撫摸羊毛原始

的柔順質感，到使用針氈技法改變素材的質地，體會羊毛質感由蓬鬆到堅實的變化過程，期待學

生能感受媒材的樂趣。

創作羊毛氈動物之初，學生先觀察歸類日常可見的立體動物造型商品，教師引導學生構思將動

物形象與日常生活結合，羊毛氈作品不僅是裝飾物件，需考量動物造型與羊毛特徵，搭配實用功

能，將之設計成生活可使用的物件，課程中教師以立體的MEMO留言夾，與半立體的胸針為示

例，讓學生依據個別需求，設計個人所需的物件。學生練習以幾何造型手法，簡化動物的不同身

體部件，思考合宜的比例構成，運用針氈融入立體空間概念，組合完成心目中喜愛的守護里山動

物形象。每種動物都是與我們共生共榮的小夥伴，期待透過課程也能引發學生心中對生物多樣

性的共鳴，去沉思動物與自己的關係帶來覺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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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觀察動物形象的外型比例與質感

2.能體驗羊毛氈多元的質感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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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認識羊毛的針氈技法與質感效果

2.能學習組合羊毛氈部件的技巧

3.能掌握動物立體或半立體造型的比例

4.能考量機能，設計出生活中可用的羊毛氈物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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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軟雕塑

2.綠色設計概念

■ 其他美感目標

1.生態保育議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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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週

單元目標 動物的形象設計

操作簡述

透過林務局的野生動物主題月曆設計與台鐵里山列

車動物立體裝置，認識里山倡議與野生動物造型設

計，觀察里山動物的平面造型與立體造型之差異，理

解視角，分辨前視.上視與側視圖。認識簡化造型

的幾何立體方法。



2 第11週

單元目標 認識羊毛氈作品與構思繪製設計圖

操作簡述

觀察歸類日常羊毛氈動物商品的設計功能與創意。

認識羊毛氈與綠色設計概念，選擇里山動物為主題，

考量動物造型與特徵，賦予物件功能與實用性，並規

劃色彩，繪製羊毛氈作品的設計草圖。

3 第12週

單元目標 實作1-認識軟雕塑與針氈技法

操作簡述

認識針氈原理與工具，理解立體與半立體的差異。針

氈基礎型介紹-球體.橢圓形.方形.三角形...造型技

法。觀察針氈過程的形體與質感變化。

4 第12週

單元目標 實作2-配色與針氈造形

操作簡述

學生修正設計草圖與基礎形，學習羊毛混色方法，配

置羊毛份量與色彩，針氈作品各部件基礎造形，綜合

型實作。

5 第13週

單元目標 實作3-針氈動物部件組合

操作簡述

學生觀察動物作品的質感效果是否符合需求，調整

各部件比例，繼續運用針氈技法將各部件適切的組

合牢固，完成動物的整體造型。

6 第13週

單元目標 實作4-配件功能與比例

操作簡述

教師以動物立體MEMO留言夾為例，引導思考配件

與羊毛氈本體搭配的尺寸與重心平衡，須掌握局部

與整體的合宜造型比例，另以半立體胸針為例，說明

半立體效果與胸針機能合宜的尺度搭配。

7 第14週 單元目標 實作5-配件組合與修飾



操作簡述

教師示範MEMO夾具.胸針.磁鐵.吊飾...的配件組裝

技法與修飾技巧。學生添加組合適合的配件，確認物

件機能正常，修整細節完成作品。教師說明拍攝重點

，學生選擇合適的場景，拍攝羊毛氈動物成品在生活

中的運用，照片上傳雲端。

8 第14週

單元目標 作品分享與反思

操作簡述

學生作品陳列展示，並分享成品拍攝影像，介紹作品

構想，師生針對是否掌握適合的比例質感，傳達出守

護里山動物的形象特色，並具備合宜的日常實用機

能或巧思給予回饋。

3、 預期成果：1透過撫觸羊毛與毛線..等媒材，感受媒材的特質。

2.體驗針氈技法加工後的質感變化，擴大對質感的應用能力。

3.增進以動物造型設計日常物件的觀察與創造能力。

4、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立體的呦！動手戳戳可愛又迷人の羊毛氈迷你動物：36隻森林系x非洲野生系x北極冰上

系x寵物系動物大集合！作者：須佐沙知子 譯者： 張鐸.出版社：雅書堂 .出版：2014

● 1小時完成！學會21隻萌系羊毛氈小動物 作者： はっとりみどり.譯者： 洪鈺惠 .出版社

：Elegant-Boutique新手作 .出版：2017
● 靈性動物神諭卡:作者： 柯蕾特‧拜倫里德 Colette Baron-Reid 譯者： 黃寶敏. 出版社：生

命潛能 出版：2019

5、 教學資源：

動物牌卡.里山動物月曆.電腦.平板.手機.影片.影像編修與繪圖軟體。

羊毛氈針氈創作素材與工具配件。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計畫原先安排6節課，因應疫情影響與實際進度，課程實際操作延長為8節課更為充裕與完整。

二、6-18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動物的形象設計

A課程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介紹動物守護牌卡，請學生選擇牌卡，並認識守護獸背後傳達的意義，小組同學相互交
流。介紹里山動物列車與里山意涵，認識生態保育議題。引導學生觀察平面設計的動物造型
與立體造型間的差異，理解立體造型三視圖的呈現方式。學生思考手中牌卡與里山動物的關
聯性，選擇一個動物作為創作主題。

C課程關鍵思考：
1.所選的牌卡是否給了自己啟發或共鳴？
2.選擇一個與自己相呼應的動物主題。

課堂2認識羊毛氈特性與構思

A課程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觀察坊間羊毛氈的創作作品，辦別立體與半立體作品，歸類風格與功能性。教師介紹何
謂軟雕塑與綠色設計，說明羊毛氈永續環保與可塑型的特性，講解針氈工具與氈化的技法步
驟，讓學生了解羊毛針氈的創作流程。學生構思守護獸特徵，並考慮實用功能與色彩規劃，繪
製簡化的動物造型三視草圖。

C課程關鍵思考：
1.為何隨著羊毛氈化的程度不同，羊毛質感會由鬆軟變的堅實？
2.羊毛氈的創作作品有哪些不同的風格？可以具備哪些功能呢？

課堂3認識軟雕塑與針氈技法

A課程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領取針氈材料與工具，教師示範講解如何規劃毛量配置，練習捲毛、用針的正確方式與
注意事項，學生操作基礎型如圓形、橢圓形、圓柱形、方形…等氈化成形技法。

C課程關鍵思考：
1.搭配所需造型與形狀，羊毛捲毛成形的方式有何不同？
2.戳針有哪些種類，使用的步驟與正確用針的方式？

課堂4配色與針氈造形

A課程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介紹羊毛混色概念與方法，示範混色與鋪毛技法，學生繼續完成立體造型的各個局部，
並加以氈化組合。

C課程關鍵思考：
動物角色的立體造型比例是否適切？是否有傳達出動物的特徵？

課堂5針氈動物部件組合

A課程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介紹細部造型與線條技巧，巡視學生創作情況，給予個別示範指導與提醒，學生繼續完
成立體或半立體動物造型，並添加細節。

C課程關鍵思考：
創作中的半成品與原本繪製的設計稿，兩者之間的差異性與完成度如何？

課堂6配件功能與比例

A課程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說明舉例立體的MEMO留言夾，與半立體的胸針作品差異，提醒造型與功能性配件搭配

的合適性，學生繼續修正作品細部與調整造型，完成立體作品。



C課程關鍵思考：
1.作品的質感有何變化？氈化的程度符合自己的需求嗎？
2.動物造型還可以添加什麼細節以增加它的功能性、獨特性與美感呢？

課堂7配件組合與修飾

A課程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說明羊毛氈本體搭配功能性配件時，需留意尺寸與重心平衡，須掌握局部與整體的合宜

比例。介紹功能配件如吊飾、別針、鑰匙圈等的縫合與組合方式，學生視自己的設計，

選擇合適的配件組裝完成，測試牢固性。並選擇合適的場景，拍攝動物羊毛氈作品形象照
，與使用情境的照片。

C課程關鍵思考：
1.配件的安裝位置，與作品的比例關係如何搭配，才具備平衡與美感？
2.完成的守護獸作品要如何安排背景與拍攝角度，以呈現作品的特色？

課堂8 作品分享與反思

A課程實施照片：



B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拍攝自己的成品照與使用情境照之外，也進行小組作品的集合欣賞與拍照，並上傳至雲
端繳交影像，小組派代表同學跟大家分享創作構想與心得，同學票選出欣賞的作品，師生給
予回饋或建議。

C課程關鍵思考：
1.你欣賞誰的作品？作品具備什麼特色呢？
2.哪些同學的作品，在創意、美感與功能性上突破框架、獨樹一格呢？
3.自己製作羊毛氈守護獸的創作過程中，有什麼發現與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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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課程引起動機的方式，選擇運用動物牌卡來連結創作主題，較易於喚起學生與動物的情感
連結，依此次目的，教師事先篩選過選用的國外設計牌卡的動物類別，與蒐集並提供台灣里山動物
圖像資料給學生參考，有助於結合在地里山動物的主題，期望課程能融進對本土生態保育的關心。

活動設計讓學生先繪製構思草圖的目的，在幫助學生學習圖像設計與確認主題造型與色彩，但
對於少數學生而言，直接創作立體造型更容易上手，反而是先完成羊毛氈動物作品，再來依作品修
改繪製設計草圖，老師在這部分或許可保留創作步驟的彈性。

多數學生是首次接觸羊毛氈針氈創作，雖然事先已告知與提醒正確用針方式，但在工具的使用
上若沒留意，偶而會發生斷針的情況，教師在工具準備上需要預先備份來因應。而在課堂創作過程
中，部分學生常有被戳針搓到手指的經驗，只是輕微的皮肉傷，學生也因此留下深刻的印象，雖然
很考驗學生的耐心與毅力，但多數學生頗喜歡這次的創作體驗，或許多少有一點幫助學生達到抒壓



的效果 。

設計羊毛氈作品時有引導學生考慮結合日常運用，來發想實用性功能，但此次結合功能配件時
，多數學生喜好選擇吊飾，僅少數學生設計成髮圈、胸針...等不同功能，或許是教師在配件提供的
選擇項目上較有限，未來教師在構思引導時，可考慮依照動物造型特色產生功能性，也可以提供更
多元化的功能性配件選擇，期許在作品面貌上能更具創意與生活實用性。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學習單回饋



111至112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1學年度基本設計/創意課程/設計教育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同意無償將111學年度1、2學期課程實施計畫之成果報告之使用版權為教育部所擁有，教

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總計畫學校）於日後直接上傳

Facebook「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粉絲專頁或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摩

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請學校不得異議。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 (請用印)
(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

聯絡人及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