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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家商 

授課教師 莊佳琴 

實施年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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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教育課程（6-18小時）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6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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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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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年級 

□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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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這門課程適合任何對手工藝和創意藝術感興趣的人，並且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背景知識或技

能。一般雙手健全的學生皆可應對，唯需要因應學生程度調整學習時間。 
* 先備能力：  

        具備金屬線工具的使用能力，學生知悉手作工具的種類、功能和操作方法。在使用這些

工具時，應該保持安全意識，掌握正確的使用方法，以避免意外事故發生。另外，需要以正

確的使用概念來保護工具和設備，以確保它正常和延長使用壽命。包含清潔、維護和保養工

具及設備，並在使用完畢後進行正確的存放和保管。最後，需要確保在使用工具和設備的過

程中不損壞及浪費材料，以及盡可能地遵循製作的技巧和原則，以創造出高質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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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活動簡介： 

        金屬加工之飾品的創意手工藝使用金屬線和多媒材，以工具來創造具有結構和美感的線

編織作品。將以外在和內在相應的藝術心理帶入課程解說。 

        以下是金屬線編織課程的概述： 

A.啟發學生主動學習：透過手巧心靈與海邊那條線有溫度的講述，將故事情境帶入課程說明

人與線之間的關係連結等方式，對行線畫所帶出金屬線編織主題的外在學習與帶來內在相應

的認識感到興趣。 

B.基礎工具和技術：這門課程將介紹使用金屬線的基本工具和技術，如：鈎針、金屬圈、剪

刀、金工圓鉗，半圓鉗子等。學生學習如何調整金屬線的強度和彈性，以及了解金屬應力的

影響避免斷裂，來使用不同金屬線之線編織技巧創造出各種不同結構的組合。 

C.美感點線面之線編織設計：學生將學習如何透過美感創造和設計金屬線編織作品。這包括

選擇作品樣式適當的線材、定訂尺寸和形狀，以及創建飾品的單位形與組構。 

D.實踐作品：學生將使用所學的金工技能和美感知識來組建自己的金屬線編織作品。他們將

有機會實踐不同的技術和製作各種不同的設計。 

E.完成和展示作品：一旦學生完成了他們的飾品，他們將學習如何展示他們的作品。這包括

選擇適當的框架或展示方式，以及如何進行必要的保養和維護。 

F.金屬線編織課程可以在不同的場所和環境中進行，例如:美術課、微課程及多元選修等。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自然風景：如海洋、森林、山脈等，學生可以觀察自然中的形狀、色彩、紋理、光影

等美感元素。以線的連續性的概念訓練審美思維。 

2.建築空間：如教堂、城市公園、街邊招牌設計等，學生可以觀察建築的比例、對稱、

線條、紋理等美感元素。 

3.生活中的物品：如家用品、餐具、文具等，學生可以觀察物品的造型、紋理、質感等

美感元素。 

 美感技術 

1.基本設計技法：學生可以使用基本設計元素排列完成設計作品平面稿。 

2.手作模組技法：如點、線、面模組接合、虛實空間結合、置入異質材料等，學生實際

操作學習使用不同媒材、運用直線、曲線、折彎等技法表現美感元素。 

3.立體造型技法：如珠子、金屬線、編織工具等，學生可以學習使用金屬線或多媒材材

料、工具，表現立體造型的三度空間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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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概念 

1. 比例與對稱：可以使作品看起來更加平衡和統一。可以用來調整物體的大小和形狀，

以達到視覺上的平衡感，對觀賞者有吸睛的視覺效果。 

2.空間感與透視：空間感和透視可以幫助人們理解和感受作品中的空間和深度。虛實可

以用來創造立體感和深度感，以吸引注意力以及表達作品的情感。 

3.藝術風格：學習不同時期和地區的藝術風格，如新藝術、巴洛克、流線型等，說明不

同風格對美學理念的影響。 

 其他美感目標 

1.美學與生命教育的關聯：透過講述人出生至行走與水平垂直線的關係、圈圈相扣的擴

展與人性的關係等方式，體驗身體和心靈的美感，提高學生對於身心健康的重視。 

2.美感與數學的結合：透過幾何、比例、對稱等數學概念，創造出具有美感的藝術作

品，提高學生對於數學的興趣和理解。 

3.探討永續資源的美感：通過手作、尋找材料的替代性等方式，展現資源永續利用的美

感和持續性，並提高學生對於回收再利用的環境保護意識。 

 

(三)、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10月4日 

單元目標 生活中的美感觀察-海邊的那條線 

操作描述 

1. 將 A4紙正面折六格，搭配動作暗示格子的走向，是

一個創意和手工藝活動的開端，可以讓學生發揮觀察

力和創造力，同時也可以鍛煉手眼協調能力和細緻動

作能力。雖然學生可能會折成不同形式的六格，但這

沒有關係，因為理解的層次不同，以致於形式和樣式

自然也不同，這能讓學生啟發和思考，一樣的話語卻

有不同的做法出現。(換位思考的理解和體諒是人生的

重要課題) 

2. 海邊有條線並不是畫出來的，是明暗差造成的。這是

個美學問題，可以引導學生觀察和欣賞大自然中的

美，從而啟發對美的敏感和欣賞能力。 

3. 藉著學生的手比出10公分及0.2公分，再實際測量尺

寸的差別，可以煅煉學生的目測能力和精確度。同

時，讓學生在紙上畫滿水平線，也可以讓他們體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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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月11日 

細緻動作和手眼協調的重要性。 

4. 格子一至六格的線條由風平浪靜走向狂風暴雨，是一

個抽象表現問題，可以啟發學生對自然風景和氣象變

化的感知和理解，同時也可以讓他們體驗到線條的表

現力和美學價值。 

5. 第六格的狂風暴雨線條有可能學生畫不出來，可以引

導學生用手空中比劃，再抽籤上台用身體畫畫來記

憶，這樣可以讓學生更深入地體驗到線條和動作。 

6. 第七格給予學生空間揮灑創意，在紙張背面根據第六

格的邏輯自由想像發揮。 

 10月18日 

單元目標 生活中的美感觀察-畫畫畢卡索 

操作描述 

分組活動: 

活動為促進新班級與教師之間的相處氣氛融洽。四至五人

一組來完成一個有趣的任務，於 A5的紙張上操作，一筆

完成肖像畫的這項挑戰，規則和技巧如下： 

1. 選擇非慣用手： 

這會讓大腦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觸發不同的創造性區

域。也許初始時會有些不便，但是練習一段時間後，

會發現這對提高技能和創造力很有幫助。 

2. 觀察五分鐘： 

先花費時間觀察要畫的對象，觀察他們的特徵、表

情、面部輪廓等等。這會讓你能夠更好地捕捉他們的

特點，訓練提高感官的敏銳度。 

3. 畫面比例不得小於紙張的面積三分之二： 

這條規則是為了有足夠的空間來繪製細節和特徵。同

時，這也是一個挑戰，因為需要找到平衡點，讓畫面

既不會太過簡單也不會太過複雜。 

4. 畫四張不同對象的頭部肖像： 

這會讓你有機會練習不同的面孔、不同的特徵和表

情。同時，這也是一個挑戰，因為需要學會觀察並記

錄不同的面孔和表情。 

5. 署名： 

這是你的畫作，你需要在下方簽名以表明你的創作，

這也是一種個人風格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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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月25日 

6. 一筆畫完成： 

挑戰是因需要學會在一次繪製中捕捉和表現你的對

象，每次探索的輪廓都是時間留下的痕跡。 

7. 小組分享及欣賞同學畫作： 

這是一個機會，可以讓你看到其他同學的表現技巧和

繪畫風格，也可以讓你分享你的繪畫技巧和風格。 

8. 需要控制場面： 

通常學生會太過於興奮，而忘了秩序。 

5 11月1日 

單元目標 單元件與工具的基本操作 

操作描述 

1. 認識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 

要使用工具需要先了解該工具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有

些工具需要手把手的教才會使用，在開始使用之前，

需研究一下它們的使用方法。另外，還應該遵守安全

規定和注意事項，以確保自己和周圍的人的安全。 

2. 單元件的操作及製作方式： 

單元件是指珠寶或首飾的部件。對於不同的單元件製

作方式也會不同。通常以金屬線製作元件需要使用一

些基本的操作技巧，例如捲、曲、繞、穿、折等。這

些技巧可以用手或工具來實現。在進行製作時，需要

仔細地觀察元件的形狀和特徵，以確保最終製作出的

元件能夠正確地滿足其美感和功能使用要求。 

3. 藝術風格的認識，如新藝術時期的曲線風格： 

新藝術是一種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藝術風格，主要

特徵是曲線和複雜的幾何圖案。這種風格主要出現在

室內設計、家具和珠寶等領域，而在設計和製作單元

件時，曲線被運用到元件的形狀和設計上尤其理想。 

4. 認識美的形式原理來應用於飾品設計草圖： 

美的形式原理，包括重覆、比例、律動…等。這些原

則可以幫助設計者創造出美觀、平衡和功能性強的設

計。畫比例1:1草圖時，需要將設計圖按照實際大小進

行繪製，並運用美的形式原理進行設計和排列。 

5. 試著操作工具以單元件製作來練習製作手法： 

要熟練掌握單元件的製作技巧，本課程進行實際操作

和練習。可以從簡單的元件開始再加以組合。 

6 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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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月15日 

單元目標 金屬線編織飾品 01 

操作描述 

製作金屬線飾品需要以下材料和工具： 

*材料： 

鋁線、不鏽鋼等金屬線（建議使用較細的線，例如24號

或26號） 

飾品配件（例如耳針、項鍊扣、手鐲等） 

*工具： 

鉗子（建議使用扁鼻鉗和圓鼻鉗）、剪刀 

*選擇想要製作的飾品款式，例如耳環、項鍊、手鐲等，

並準備相應的配件。 

1. 將金屬線剪斷，長度依製作的飾品而定。 

2. 使用扁鼻鉗將金屬線彎曲成所需的形狀，如環狀、三

角形等，用圓鼻鉗可以幫助調整形狀和角度。 

3. 在線的末端留出一些空間，使用鉗子將線彎曲成耳

針、項鍊扣等需要的形狀。 

4. 將線環繞在配件上，將線固定。 

5. 確認線和配件牢固，調整形狀和角度。 

6. 重複以上步驟，直到製作出所需數量的飾品。 

7. 最後檢查飾品，確保金屬線和配件的連接處都很牢

固。 

*注意事項： 

1. 製作過程中要小心鉗子，避免受傷。 

2. 建議使用較細的線，留意比例使飾品顯得較秀氣。 

3. 在固定線和配件時，要確保線環繞在配件上的位置合

適，避免線和配件之間有空隙。 

3.避免多次彎折線段，易導致線段面凹凸不直。 

 

8 11月22日 

9 11月29日 

單元目標 金屬線編織飾品 02 

操作描述 

製作金屬線飾品需要以下材料和工具： 

*材料： 

金屬線（建議使用較細的線，例如24號或26號） 

飾品配件（例如飾品珠、耳鉤、項鍊墜子、琉璃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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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月6日 

*工具： 

鉗子（扁鼻鉗和圓鼻鉗）、剪刀、竹籤等。 

*選擇想要製作的飾品款式，例如耳環、項鍊、手鐲等，

並準備相應的配件。 

1.將金屬線剪斷，長度依製作的飾品而定。 

2.使用竹籤將金屬線彎曲成所需的形狀，如彈簧狀。併

用順時間及逆時間方向旋轉可順利將竹籤取出。 

3.取兩根約莫20公分的線，在線的末端留出一些空間，

使用竹籤配合鉗子將一線彎曲成。 

4.將另一線環繞三圈在雙環數字9狀配件上綁定，將線固

定後套上珠子及彈簧狀線圈。 

5.確認線和配件牢固，調整形狀和角度。 

6.旋轉並重複以上步驟，直到製作出所需數量的飾品。 

7.最後檢查飾品，確保線和配件的連接處都很牢固。  

 

11 12月13日 

12 12月20日 

13 12月27日 

四、預期成果：  

    學生將有機會從觀察中啟發靈感，並運用創造力和美感概念來設計和製作金屬飾品，例如

眼鏡項鍊、口罩項鍊或手環。這個過程中，學生將學習如何運用工具來操作和鏈結金屬，並

發現材料特性對成品的影響。 

    儘管學生在技術上可能會遇到一些挑戰，但他們可以從老師的協助中獲得更好的完成度和

美感。這樣的課程不僅可以啟發學生的創造力和想像力，還可以增強他們的觀察能力和注意

力，從而激發他們對藝術的熱愛和興趣。 

    最終，學生可以製作出2-4樣作品，這些作品可以是獨一無二的，反映學生的個性和風格，

同時也可以實用於日常生活中。這將是一個充滿挑戰和體驗的美感課程，並且為學生提供了

一個展現自己的機會。 

 

五、參考書籍： 

教師自編結構簡報影片檔案 

https://youtube.com/shorts/o56t5gsLXpQ?si=W5nfJLgLmcKLf_i4 

六、教學資源： 

資料收集網路資源: 

1.Youtobe 

https://youtu.be/h_Ao9Lyr_dY?si=bZLm_RUxHlPQl-f1 

 

https://youtube.com/shorts/o56t5gsLXpQ?si=W5nfJLgLmcKLf_i4
https://youtu.be/h_Ao9Lyr_dY?si=bZLm_RUxHlPQl-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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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教師教學時間如觀察日期安排，部分學員完成作品的時間前兩項觀察課題尚可掌控，進

行至第三項觀察課題，百分之八十的學員接近完成作品時，即預告將進入第四項課題。由於

學員數眾多，第四項課題有較多的訣竅及步驟，採用分段式影片教學，學員可依進度自行選

用觀看步驟。 

        原本選用全鋁線教學，因思考覺知是本課程的課程核心之一，故安排一個班級採用原訂

之全鋁線教學作為對照，其他班級在進行立體作品之初，便加級採用不鏽鋼線材進行提高內

在知覺之體驗。 

       結果:由學生的回饋得知，金屬特質上軟硬可相對比較之對比材料，的確可喚醒學生感官

上更多的思考覺知。 

 

項目 觀察課題 觀察日期: 時間調整 

1 
基本練習01 

行線畫-海邊的那條線 

112年10月4日~10月11日 兩週 

2 
基本練習02 

一筆畫-非慣用手肖像畫 

112年10月18日~10月25日 兩週 

3 
作品練習01 

一線成形-手鍊之螺貝含珠 

112年11月01日~11月29日 提早一週完成，共三週 
112年11月01日~11月22日 

4 
作品練習02 

金屬編織-手鍊之轉轉環珠 

112年12月06日~12月27日 開始日:往前一週，共五週 
112年11月29日~11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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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18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觀察課題1：基本練習01《行線畫-海邊的那條線》 

A 課程實施照片： 

 
喚起內在感官之目測尺寸 

 
教師黑板示範海波浪線條 

 
跟著黑板示範步驟練習 

 
用身體畫線遊戲來破解困難的第6格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先完成以 A4摺紙六格，再執行繪製。 

2. 讓學生跟著老師的海波浪示範操作: 

 
海波浪之123格 

 
海波浪之456格 

 
海波浪第6格分解圖 

海波浪第7~12格由

學生自行創意發揮 

3. 學生一黑版圖示動手操作。 

4. 完成練習: 海波浪第7~12格，由學生發揮試著自創多個創意圖形。 

 
 

C 課程關鍵思考： 

1.讓學生相信眼、手、腦、心之間的連結是可以訓練的，跟著老師引領以喚起更多感官的覺知。 

2.刻意練習確能有一定的收益。 

3.身體上的記憶能促使手、腦、心之間的連結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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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課題2：基本練習02《一筆畫-非慣用手肖像畫》 

A 課程實施照片： 

 
施作規則深化講解 

 
學生認真投入執行一筆畫肖像 

 
自行將練習之畫作展示 

 
互相觀摩展示作品並記錄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講解 A5尺寸及施作一筆畫規則，再執行觀察並繪製。 

2. 老師以走動教學深化操作規則。 

3. 學生執行操作後將畫作與肖像本人作比對。 

4. 完成練習:由學生試將圖形比對後，互相觀摩作品內化於內在，並記錄於課後抒發心得感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1.讓學生相信觀察能進入潛意識的訓練，控管左腦與右腦的使用覺知。 

2.內再感知對於外在的感官輸出的不斷修正，對於是否遵守施作規則能很大影響輸出結果。 

3.感官對外在世界的靈敏度能影響內在的覺知力。使用越頻繁彼此互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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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課題3：作品練習01《一線成形-手鍊之螺貝含珠》 

A 課程實施照片： 

 
施作過程講解 

 
小組長領工具材料 

  
製作過程: 引線穿孔洞 

 
完成製作:壓實金屬扣頭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講解實施項目、工具使用、施作過程及所需工具材料。 

2. 以小組分發材料，由小組長向小老師領料，再分發各組員。 

3. 學生執行後將兩種不同金屬材質進行操作難度比對。 

4.完成練習：學生試將操作比對難度後，記錄於課後作品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1.讓學生對材料的選用產生覺知。 

2.人的感覺來自於比較，少了感覺上的”比較”覺知將弱化。 

3.操作投影若能搭配錄影，學生複習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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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課題4：作品練習02《金屬編織-手鍊之轉轉環珠》 

A 課程實施照片： 

  
製作施作過程講解 

  
使用工具材料 

 
製作過程 

 
完成製作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拍攝實施項目的工具使用、施作過程影片。 

2. 依各自進度觀看影片，進度先完成者教落後者相互成長。 

3. 學生利用竹籤執行螺旋零件的製作後，將之與珠子結合為單元件，再以金屬圈連結單

元件，最後加上扣件的製作及完成手環。 

4.完成練習：學生將單元件完成後，依進度可再複製單元件，記錄於課後作品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1.讓學生知道以大化小，可將複雜之物件拆解成零件化來製作再組合。 

2.手環的製作單元件可重複、可放長、可縮短，因為結構鏈結變化而有如人一般，每個長

得一樣又都不一樣的獨一無二。 

3.現場操作搭配錄影，學生複習更加便利。 

4.老師的工作是讓學生作品變更美的細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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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觀察課題1： 

基本練習01《行線畫-海邊的那條線》 

觀察日期： 

112年10月4日、10月11日 

 觀察重點: 

1. 教學目標傳達 

a.讓學生了解如何用手畫水平的實線與覺知產生的垂直虛線。 

b.以實驗 A4摺紙六格，讓學生覺知個人的心、手、眼及腦連結是否優良。 

c.學生跟著老師的海波浪指令，執行練習繪製的動作，能培養學生內在感官的敏感

度，而老師觀察學生由紙上顯化的耐心度。可與期末作品的完成狀況作對照觀察。 

2. 操作使用示範 

示範步驟如圖： 

於黑板上按照順序 

利用口語上的指引 

加上逐步的徒手繪 

 
海波浪之步驟123 

 
海波浪之步驟456 

 
海波浪步驟6的分解圖 

 

3. 學生動手操作 

首先紙必須保持水平，開始校正手眼心腦的協調性，心先往終點出發，眼睛跟隨著心

的方向，腦指揮著手開始動作，手不斷在往終點的途中修正修正再修正。線會畫歪是

正常的，練習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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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練習 

基本功練習 基本功練習 

 
正面1-6格 

 
背面7-12格 

 

 觀察記錄：  

教師明確告知這單元的教學目標是以手、耳、眼、腦…等感官連結，覺知學習良好畫線

的操作技巧。在講解步驟時，教師示意說明以一張 A4紙，折出六格格數。耐心地觀察

每一個學生折疊狀況，並適時地給學生提示，學生聽到來自師者相同的指令，在動手操

作時，卻有不同的發展及結果出現，有少數學生依指令操作最多到四次才能成功。教師

藉機植入觀念:跟隨師者接下來課程的教學引導，將使其學生相信投入課程能帶來身心

覺知的成長和幫助。最後組織學生將完成的練習作業繳交上傳雲端並附上50-200字心

得。從學生的初始作品可以預見其後大致發展。 

 教學反思：  

1.信服力： 

本堂課教學目標明確，講解和示範過程詳細、耐心，能增強學生往後學習之基礎技能。

亦能增強學生對老師的相信及服從。 

2.互動力： 

是來自給學生動手操作，有操作就會發現問題，需要時間轉化莫催促，部分學生自發性

更加精進再次練習，極少部分學生作品完成度不高，與內在發展有關。 

3.模仿力： 

過程中給予點狀指導、全班分享，遇上困難度較高的線流操作，則逐一抽籤與其互動，

用身體畫線的方式來進行課程活動，以提高班級學習氣氛及學習效果。 

4.同理心： 

告知學生沒有人是故意犯錯，有可能是老師解釋不清，有可能是學生理解不同造成誤

判，因而覺知並修正才是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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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課題2： 

基本練習02《一筆畫-非慣用手肖像畫》 

觀察日期： 

112年10月18日、10月25日 

 觀察重點： 

1. 教學目標傳達 

a.讓學生了解用時間與眼睛確實觀察將要繪製的對象。 

b.使用非慣用手與潛意識連結的釋放。 

c.學生跟著老師的觀察指令，覺知觀察對象的特徵，能涵養學生內在感官的敏銳

度，而老師帶領學生觀看由畫紙上顯化的特徵相似度，可與被觀察者的實像作對

照觀察。 

2. 操作使用示範 

    示範指令及步驟如下: 

    花費五分鐘觀看被觀察者表徵，花費兩分鐘使用非慣用手繪製， 

    筆落紙至肖像畫完成前不離紙，繪製面積不小於畫紙三分之二， 

    註記被繪者並署名可增加連結。 

3. 學生動手操作 

首先觀察必須持續時間，將眼見的圖像交給內在感官進行微妙的潛意識轉化，校

正並強化手眼心腦的連結，以前面觀察五分鐘獲得的實質資訊，藉非慣用手開始

不斷在紙上遊走，有如自動輸出，途中仍是修正修正再修正。不使用橡皮擦及修

正帶塗去看似不準確的線條，留下的都是時間的痕跡。 

4. 完成練習 

許 OO同學 ：「這次的美術作業中，我覺得

難度增加了許多，因為要利用自己不擅長的

手去畫畫且還要一筆完成，讓我在這之中感

到十分困難，但是也因為這個作業的困難

度，讓我身邊的人畫出來都非常的有特色，

我覺得這份作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驗。」   
許 OO同學繪肖像之一 

  
許 OO同學繪肖像之二 

  
許 OO同學繪肖像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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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記錄： 

教師明確告知這單元的教學目標仍是以手、耳、眼、腦…等感官連結，學生須覺知

執行一筆畫的意識。在講解步驟時，教師示意說明以一張 A4紙，可折出並裁切成

二張 A5大小的畫紙。並帶入√2的國際紙張規格比例原則。在動手操作時給予操作

者時間與空間，過程指引學生們觀察狀況，並適時地給學生操作流程的時間提

示，能發展成類似又不同的結果出現，成品線條非常的有機。學生彼此欣賞畫

作，有感而發的感覺自己也是能成為畫手，畫面表現雖然缺乏技巧卻帶有情感。

教師藉機植入藝術心理學觀念。將使其學生相信投入課程能帶來身心覺知的成長

和幫助。最後組織學生將完成的練習作業繳交上傳雲端並附上50-200字心得。 

 教學反思：  

引導語： 

課堂教學目標明確，大致講解流程及使用引導語，逐步執行過程一次，後續便交

給學生自行發展。 

互動力： 

分組並要求繳交四張不同的肖像速寫，學生自發性多次練習，遇上不熟悉的部分再

提問。 

模仿力： 

過程中先完成之作品以磁鐵表彰於黑板，分享給與班上先行者作品能突破心防，減

低卡住的同學下筆的困難度，隨著逐一表彰與其互動來進行課程活動，隨後學生踴

躍表現自己自行要求自己作品的能在黑板上有一個角落，成功引起學生跨出展現自

我的態度。 

 

觀察課題3： 

作品練習01《一線成形-手鍊之螺貝含珠》 

觀察日期： 

112年11月01日~11月22日 

 觀察重點： 

1. 學生對於材質選用不同，在製作上感知敏感度的變化。 

2. 學生對於線材旋轉製作成手環等飾品的順流方向覺知。 

3. 遇上困難的化解能力是激發創意的契機。 

 觀察記錄：  

1. 不鏽鋼之金屬線材的使用，由於線材比較硬不易成形，在手工製作的過程較為

費手也費工具，需花費較大的力氣與時間成本，作品一旦成形則較為不易變

形。學生需要提高逆境商數才能克服完成作品。部分腕力小的學生在製作過程

中有較大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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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作品第二次製作更換成金屬鋁之線材，材質較於不鏽鋼軟易成形，但成品

也有較大機會變形之虞。絕大部分的學生皆能攻克挑戰輕鬆完成作品。 

 教學反思： 

1. 歷經鋁線單一材質順利完成製作者的學生眾多，過程遭遇的困難點少。一切都

是經過老師的預先安排，順利完成過程趨於平淡。有一個看似合格的作品，但

在情感上似乎少了生命力。 

2. 學生經歷過兩種材質的「對比」有較多的學習感知，提升對材質的敏感度控制

力也有更佳的作品產出。 

3. 以上兩組課程的學生，作品外觀的產出差別不多，但在作者與作品本身的關係

有著更多情感感知與溫度連結。 

4. 結論：「對比」與「挑戰困難」在過程中產生的靜心是學生重要的學習之一。 

 

觀察課題4: 

作品練習02《金屬編織-手鍊之轉轉環珠》 

觀察日期:  

112年11月29日~年12月27日 

 觀察重點： 

1. 學生能理解整體等於部分的組合。 

2. 零件的先後關係組合需要在骨架之間綁定。 

3. 理解除去材質造成的尖刺感是飾品製作的核心問題之一。 

 觀察記錄： 

1. 整體等於部分的組合，學生將單元件的製作在思想上先解構，將之拆解成零件，再

組合。 

2. 學生在將骨架綁定時容易搞混何者是穿珠子的線材，何者是環繞於珠子外圍的骨架

材料。 

3. 在製作金屬圓圈開合的方向會影響圓圈組合後的成形及縫隙大小。 

 教學反思： 

1. 需要更多細節的講解。教師認為是製作時的一般常識，對於學生而言都是需要講

解及強調的技巧。 

2. 影片教學輔助是必須的它可幫助落後的同學，學生除了老師同學還有自己求知學

習的管道。 

3. 單元件是一個很好的教學思考，進度快者可以完成2-3個單元件的組合手環，進度

慢者則可以以一個單元件配合金屬圈完成手環。 

4. 學生在這項作品的進度落差較為明顯，先完成者可以幫助進落後者學習，進而增

加成就感及助人學習的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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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習回饋之一：基本練習01《行線畫-海邊的那條線》 

一甲學生馬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正面) 基本功練習(背面) 

剛開始畫的時候，發現自己手、腦、眼

都極度不協調連線都畫不直，背面要我

們自己創作時，又發現不知從何時起，

我們好像已慢慢喪失創造力，取而代之

的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一時之間竟想

不出可以畫點什麼，莫名的有點傷感。 

  

 

一甲學生葉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正面) 基本功練習(背面) 

這節課程讓我知道不用尺(規)也可以把線

畫的那麼直，讓我們不用尺也可以畫出

不同的形狀。我可以透過我們日常所知

道的長度，畫出我們印象中需要的線條

之重要性。 

  

 

一乙學生何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正面) 基本功練習(背面) 

這項作業讓我直觀的感受到什麼叫做，

看會了，腦會了，手不會。看起來很簡

單的東西，但我手腳不協調，畫起來超

級醜，而且線會不自覺的歪掉，看起來

超好笑的，而且畫一畫人也會跟著線一

起歪，後面的有一個圓圈畫起來我感覺

很像在畫颱風，很好笑，雖然人很累、

手很酸，但蠻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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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饋之二：基本練習01《行線畫-海邊的那條線》 

一乙學生陳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正面) 基本功練習(背面) 

這次的作業是行線畫。這次畫的是海水

的起起伏伏，從一開始很平靜，到最後

有很大的起伏！老師讓我們畫這個，不

要用尺來量距離和寬度。 

我後來想想大自然本身就是不被定義

的，畫的再歪，那也是海水的波動！ 

  

 

 二丁學生尤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正面) 基本功練習(背面) 

行線畫可以訓練我的耐心與專注力，畫

的過程中內心會越來越平靜，第一面跟

著老師一起畫，我覺得很有趣，背面讓

我們自己發揮運用自己的想像力，雖然

到後面會愈畫愈亂、越來越沒有耐心，

不過畫著畫著也會找到其中的樂趣。 

  

 

二丁學生王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正面) 基本功練習(背面) 

第一次發現自己對10公分這麼沒概念，

也覺得自己超厲害的，畫著畫著就又畫

錯了。很喜歡畫完的成就感，我覺得還

蠻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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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饋之三：基本練習01《行線畫-海邊的那條線》 

二丁學生張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正面) 基本功練習(背面) 

畫第一個直線線條的時候，手很抖，而

且還忘記要隔1公分再畫下一組；畫第二

和第三的時候，線會一直打在一起，交

叉在一起；剛開始畫第六個時，會卡卡

的，忘記他的順序是什麼，但是最後就

越來越上手了。第七個畫完之後發現，

它像米老鼠的感覺。 
  

 

二丁學生羅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正面) 基本功練習(背面) 

這次的作業很特別，是我平時根本不會

注意的畫線，沒想到一條10公分的直

線、距離兩毫米，會打敗我，沒想到那

麼難耶！但畫線卻意外的得到平靜，彷

彿外面的世界與我無關，很開心可以上

美術課，真的很開心呢！ 

  

 

二丁學生黃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正面) 基本功練習(背面) 

這個行線畫一開始讓我有點崩潰，後來

發現怎麼越來越好玩，畫到自己覺得很

好笑！明明前面是正常的，怎麼後面就

歪七扭八，不然就是變成完完全全不一

樣的東西。畫這個行線畫，我發現會靜

下來，然後腦袋只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要努力不要畫歪掉」，但現實往往

跟想法是相反的。越畫越歪，但是最後

看到成品還是不免俗稱讚自己，我還是

可以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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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饋之四：基本練習02《一筆畫-非慣用手肖像畫》 

一乙學生林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a) 基本功練習(b) 基本功練習(c) 

我覺得這個作業很有趣，雖然把同

學們畫的奇形怪狀，但是還是很有

趣，一筆畫出同學們的樣子超級好

玩的，雖然看不出畫的是誰，但在

這個當下的體驗是有趣的，是好玩

的。 
   

 

一乙學生黃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a) 基本功練習(b) 基本功練習(c) 

畫的很快速，也覺得自己畫的還不

錯，用非慣用手實在太難了，加上

要一筆畫，我盡力了，畫出來也確

實是畢卡索，和本人很不像😂😂不過
有些地方相似度還是有的，哈哈

哈，同學們都很可愛，也很好畫😄😄
看五分鐘畫兩分鐘，在那五分鐘，

覺得很奇妙，畢竟平時不會這麼盯

著同學看😂😂。 

   

 

一乙學生廖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a) 基本功練習(b) 基本功練習(c) 

平常都用慣用手畫畫，這次用左

手，更不容易了，而且只能先觀

察，再存入腦子裡面，讓我有更多

不同的體驗，也讓我覺得能夠畫好

一幅畫是多麼的難，尤其是人像的

部分，需要相當的細心觀察，我覺

得幫一個人畫的時候需要跟他多多

相處，才能更仔細的繪畫出好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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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饋之五：基本練習02《一筆畫-非慣用手肖像畫》 

二丁學生王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a) 基本功練習(b) 基本功練習(c) 

這次是用左手畫圖，我覺得很

難，畢竟我們都很少用非慣用

手繪畫，所以畫出來跟同學都

有點不太相同，但是還好朋友

們都很樂觀，都願意跟我畫的

圖合照，好開心，朋友們畫的

我也好好笑，是一次很棒的經

驗啦！ 
  

 

 

二丁學生林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a) 基本功練習(b) 基本功練習(c) 

真的很不習慣用左手畫畫，但

也是一個新的體驗，雖然困

難，但過程很有趣，最後出來

的結果也很有趣，雖然長得不

太像，可是都會把能認出來的

主要重點畫出來，所以勉強可

以看出來到底是在畫誰，而且

也可以增進同學之間的感情，

所以是一個很有趣也有挑戰性

的功課。 

 

  

 

二丁學生李 OO的學習回饋 基本功練習(a) 基本功練習(b) 基本功練習(c) 

畫之前要一直看著同學再去

畫，在那幾分鐘的觀察，我發

現同學臉上有我平常不會注意

到特徵，比如說他的哪裡有小

小的痣、哪裡有小疤痕之類

的，經過這次的活動我也更了

解我同學的長相，知道很多事

都要花時間用心觀察才能發現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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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饋之六：作品練習01《一線成形-手鍊之螺貝含珠》 

二丁學生張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過程(a) 作品過程(b) 

難得的一週一次美術課!這個禮拜

我做手鍊，第一天用超硬的金屬

線捲蝸牛殼的時候手真的超痛，

而且還只捲了一點，不過也因為

這一次的經驗，在第二天捲軟金

屬線的時候很快就上手，而且比

第一次的更好看!其實第一次看到

這個手鍊的時候覺得沒有很好

看，可是自己做完之後發現這條

手鍊其實是好看的!唯一小可惜的

是，我的第一個圈留得有點大，

所以用到繩子上之後會滑來滑去! 

  
作品過程(a) 作品過程(b) 

  
作品完成 

 
 

二丁學生林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過程(a) 作品過程(b) 

我這個作品是用很硬的鋼線做

的，一開始做的時候沒有到很喜

歡，只是後來越做越起勁，覺得

很有成就感，後來我把它送給我

媽媽戴，媽媽超喜歡的，接下來

更進階的我一定可以達成！ 

  
作品完成 

 

 

二丁學生羅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過程(a) 作品過程(b) 

一開始我用比較硬的線繞圈，還

沒有熟悉手感的我，拗的真不容

易，但拗第二次之後圈越來越完

美，最後大功告成！一節課安安

靜靜的拗著線，很平靜，沒有紛

擾，彷彿與世界隔絕，這50分鐘

真的過好快，好希望可以過的慢

一點，再與線做更深的對話。 

  
作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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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學生張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完成 

製作的中途，因為需要把線凹來凹去，所以很怕他會斷

掉，幸好沒有，雖然最終我捲出來的洞還是有點大，但最

後合起來的時候還是蠻好看的。 我很喜歡自己做的手鏈，

但令我難過的是，他居然一個午休起床就消失了，也不知

道跑去哪裡，不過也沒關係，至少有保留圖片，讓我自己

記得有做過這項作品。 
 

 

二丁學生李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完成 

完成這項作品又前進了一步了！我們使用了兩條線來做，

相較之下我覺得第二條使用起來比較輕鬆，因為第一條比

較硬，所以改成第二條後腳步又加快了，製作這個需要很

大的耐心，可能中途覺得有點懶了，但堅持一下看到成果

就很有成就感！  

 

二丁學生張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完成 

在用不鏽鋼的白鐵線捲成一圈圈的時候，捲到快要瘋掉，

因為它太硬了所以很難捲；但是換成鋁線的時候，就捲的

很輕鬆。當我的手鍊全部做完之後，雖然捲到手很痛，但

還是覺得很有成就感。  
 

二丁學生張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完成 

第一次做這一個作品，我覺得很難，而且需要很大的耐心，

老師很認真的指導我們，讓我們知道問題在哪裡，再去改

善。謝謝老師，這一個成品我很喜歡，希望之後還有這樣子

的課程。 
 

（學生林 OO學習回饋） 

經過這次的美術課程，我發現原來不同材質的金屬線，他們的軟硬度就會不同，也讓我在

折金屬線的當下使用的力度就不同，不鏽鋼的白鐵線：缺點-材質比較硬、費力、難彎、不

易塑形，優點-塑形完後不易改變形狀；鋁線：缺點-塑形完成後容易改變形狀，優點-材質

較軟、省力、易塑形。總結以上：因為兩者都各有優缺點，但如果真的要選一個的話，我

比較喜歡用鋁線，因為它在塑形方面比較省力，手比較不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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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馬 OO學習回饋） 

以前都只有看過，文創園區或觀光區的編織首飾，沒想到，有一天也可以自己親手嘗試，

雖然我真的很手殘，但當歷經千辛萬苦把成品做出來的那一刻，成就感真的滿滿，過程

中，免不了有熱心同學的幫忙，現在回想，才驚覺，原來那些編織藝術品，背後的故事及

手藝人的技術都不簡單，著實讓人欽佩。 

（學生高 OO學習回饋） 

我學到了如何把鋁線用彎用直甚至是用好看，遇到困難可以問同學、老師，他們會立即解

惑幫助我，這條手鍊有我的努力和同學之間的幫助，這堂課我不只學到如何串手鍊還學到

同學應該互相幫助。 

（學生黃 OO學習回饋） 

這一門課當中第一次與鉗子有那麼多的接觸，以前總是覺得只有修東西的人，才會去碰到

它，直到現在 我才知道，原來藝術也是需要它的。第一次用比較硬的金屬線時 真的是怎麼

掰都掰不彎，用了好久，只覺得金屬線在脫色，沒有任何形狀上的改變，後來就換了一條

比較軟的之後，就好用多了！ 

（學生楊 OO學習回饋）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我覺得好酷ㄛ，雖然剛開始的線超硬，想說我怎麼轉不動，幸好老師

換了另外材質的線，也謝謝身旁的人幫我，不然我一個人也做不來，謝謝老師也謝謝你們

大家，然後我覺得裡面的白色珠珠好像一顆中心的球很美很漂亮！ 

（學生廖 OO學習回饋） 

一開始在做螺旋的那個地方時，真的困住了我很久！怎麼轉都會太大，之後好不容易成功

了！當下真的超級開心！再來的步驟也很順利的完成。這是我第一次以這種方式做手鍊，

我覺得很新奇，做完之後也相當有成就感，雖然剛開始挫折感很重，但唯有不斷失敗，才

有機會成功！ 

（學生葉 OO學習回饋） 

這堂課老師講解許多，剛開始的我們用的金屬線怎麼折都沒辦法，花費許多力氣，線還是

無動於衷。老師看了我們那麼努力卻無可奈何的心情，於是買了現在更好弄的金屬線，每

個人都可以折了。這個課程讓我知道金屬線原來也可以做成手鍊做成項鍊，只要我們有

心，沒有什麼做不了的。 

（學生韓 OO學習回饋） 

做這個手鍊很好玩，而且終於來這個教室了，開學這麼久我都沒來過，超級好奇的。然後

在做的過程中最難的部分應該就是穿珠珠了，我一直戳，繩子一直分叉，我覺得我能穿過

去根本是奇蹟，然後最後的成品是一個長的很像蜂蜜棒的東西，還蠻可愛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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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饋之七：作品練習02《金屬編織-手鍊之轉轉環珠》 

二丁學生張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過程(a) 作品過程(b) 

這一次的手鍊耗費了好多節課才做完，還記

得剛開始捲金屬線的時候，每次下課都覺得

手很痛!不過，每一節課都很快就過了，金

屬線捲著捲著、聽著音樂，有時候還有老師

跟我們聊天......就會突然聽到鐘聲!!ㄚ....又下

課了!希望下學期還能有老師的美術課!! 

 

  
作品完成 

 
 
 
 
 

 

二丁學生王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過程(a) 作品過程(b) 

捲捲捲，一直捲繞成像彈簧一樣的步驟要很

有耐心，不能捲太緊也不能太鬆也要整

齊，到後來上面要用成一個圓形的時候手

也要很靈活，到了這個步驟，整體如果好

好用的話就會很好看，覺得自己超厲害的。

做完之後還有時間我就教同學做，好有成就

感呀～很喜歡做完的樣子，珠珠也超好看。

能做到這裡我真的很謝謝老師!! 

 

 

作品完成 

 

 

二丁學生林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過程(a) 作品過程(b) 

這次進階版真的超級難，它的各個零件都

非常的小，如果太煩躁，零件很容易就毀

了，就要全部再花費時間重做，最難的地

方是在轉珠子的時候，因為它在轉圈的過

程中，珠子不但會跑掉，還有螺旋狀間隔

的空格會很開，不過最後的成品很滿意，

每次做完手都黑黑的，是有認真的態度和

樣子，謝謝老師給我機會學習這個高難度

的課程。 

  

作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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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學生陳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完成 

這個作品對我來說意義很大，因為我的手作能力很差，但是唯獨

這次我覺得做的很好，是這個作品讓我找回了信心，我的跟別人

的作品有著不同，我的珠子和鏈子 都特別多和特別長，但是我

就喜歡這種和別人不一樣的感覺。 

我雖然作業做不好也很慢才交，但是在看手機和玩遊戲之間我選

擇了看老師的教學影片，我覺得我並沒有愧對我自己的努力，當

別人也有困難的時候我也會給與幫助。 
 

 

二丁學生林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過程(a) 作品完成 

花費挺多時間在做這個作品，上次

的貝殼比較簡單，在做這個作品有

自己摸索怎麼做，雖然不知道有沒

有做對，但最後看起來跟老師做得

一樣，也算是自己的創新吧。 
 

 

 

二丁學生張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過程(a) 作品完成 

一開始我覺得這手鍊很困難，因為這是沒

有做過的東西，但我沒有放棄，不斷詢問

同學、老師，最後終於做出一個成果，我

覺得很滿意也很喜歡，希望下學期可以做

出更不一樣的東西。 

  

 

二丁學生張 OO的學習回饋 作品過程(a) 作品過程(b) 作品過程(c) 

擔心自己會做的很醜或是很爛之類

的，成品出來之後發現仍有一些小

疏失和缺漏，但我認為首次已經做

的很不錯了。我很喜歡這次編織的

過程，是一個以前完全沒有過的經

驗，而且這項作品也有著一 些困

難的點，途中不斷反覆地看教學影

片、不斷的問同學們，曾經也想過

放棄，但成品讓我超級有成就感。 

  
 

作品過程(d) 作品過程(e) 作品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