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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授課教師 游舒雅 

實施年級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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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小時 

█ 國民中學_9_小時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1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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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國民中學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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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備能力：  

學生於八年級下學期時，曾參與過隔宿露營，已經學會基礎的搭帳棚技巧，並且對於戶外休

憩空間需求有了初步的概念，其個人的實體經驗與感受，將有助於本課程的推展，在進行實

作練習時，會更能融入課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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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活動簡介： 

        本次課程教學對象為九年級學生，曾在八年級下學期時，參與過兩天一夜的隔宿露

營，當時都有戶外搭帳篷的經驗，相信對於在戶外休憩時，其遮蔽的建築物之需求會更有所

感，同時也對帳篷點線面結構有基本的認識與印象，相信在接觸本課程時，會更快速融入並

有所反饋。 

        因此本次課程設計的概念，即是將這些曾經有過的經驗與感受，再透過各種課程小

試驗的操作活動，模擬常見的結構組態，增進對建築結構的認知，進而在課程後半部進行蓬

頂帳幕建築模型設計，並能將所學有效的呈現於創作當中。期待這一系列的課堂單元活動，

能開拓學生們的藝術眼界,讓美感的學習列車與生活的日常更順利接軌。 

 

一、 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從觀察洋芋片，去認識洋芋片切片原理與馬鞍面的結構力學之關係。 

        2. 以生活常見的帳篷為範本，研究結構組架的方式與美學。 

 

 美感技術 

        1. 利用四支模型夾與10*10公分的布塊，進行結構的點線面初體驗，學會立體建築 

           結構的基本組架方式。 

        2. 透過不同彈性的布料進行小試驗，感受不同質感布料所產生的張力變化。 

        3.學習建構類似拋物線形狀的圓拱篷面。 

 

 美感概念 

        1. 認識馬鞍面的結構力學，並且賞析其美感表現。 

        2. 賞析古今中外各種戶外休憩建築的造型設計，建構基礎的結構造型印象與概念。 

 

 其他美感目標 

        學生所完成的作品,將陳列在美術教室的展覽區域,教師將利用全校各班級學生進班 

        上課的機會,引導學生們觀賞與認識結構創作,讓校園美感能更落實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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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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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單元目標 

1.賞析古今中外各種戶外休憩建築的造型設計，建 

構基礎的結構印象與概念。 

 

2.透過生活常見的帳篷結構分析，讓學生理解抽象的點、 

線、面元素，是如何應用在日常物的結構設計上。 

操作描述 

1教師將古今中外人類為了休憩而建造的戶外建築形態， 

做簡單的介紹，讓學生對於建築結構有基礎的概念。 

 

2.教師提供數種常見的帳篷類型圖片，讓學生以小 

組為單位，抽選帳篷圖片，並配合學習單，進行其結 

構的簡單討論與分析，並將結果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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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1 

單元目標 

課堂活動：結構初體驗 

1. 利用圖釘、噴漆夾、彈性繃帶，模擬點線面的空間架構過

程，讓操作經驗成為結構觀念的初體驗。 

 

2.透過不同高度與距離的支架，並配合不同位置的加壓點，

讓結構的抽象觀念得以具象化。 

操作描述 

課前準備： 

1. 教師提供以下材料：一個體積為20*13*3.7公分的模型噴漆

夾座、四支噴漆夾、10*10公分醫療用彈性繃帶。 

 

2.學生任意將四支噴漆夾分別夾住彈性繃帶的四角，並且插在

噴漆夾座的圓孔內。 

 

 

 

 

 

 

課堂操作： 

1. 學生剪短其中一支噴漆夾的長度(剪短的長度不限)，並調

整觀察整體彈性繃帶的外觀變化。 

 

2. 學生再次剪短另一根噴漆夾的長度(剪短的長度不限)，並

調整觀察整體彈性繃帶的外觀變化。 

 

3. 學生再抽走一根噴漆夾，並微調彈性繃帶夾住的位置，試

著觀察彈性繃帶整體結構的變化。 

 

4. 教師再提供三個小圖釘，讓學生隨意拉/放彈性繃帶，並且

固定在夾座上。 

 

5.觀察同儕的作品，並相互交流操作過程的心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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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18 

單元目標 

課堂活動：布料小試驗 

1.透過不同彈性的布料進行小試驗，進而對於布料 

彈性度與空間結構之關聯性有所覺察。 

2.學習針對作品結構規劃的需求，能選擇合宜的布 

料材質，作為創作素材。 

操作描述 

課前準備： 

1.教師提供尺寸均為10*10公分的彈性材質布料與非彈性材質

布料各一份。 

2.將上一堂課的課堂操作完成品，做為本堂課操作練習使

用。 

 

課堂操作： 

1. 在維持作品整體結構與構造位置均不變的原則下，學生嘗

試將第一堂課完成品所使用彈性繃帶，替換成10*10公分

的彈性材質布料。替換過程中，需觀察與感受布料材質使

用上的差異，以及對於結構組架過程中，所帶來的影響。 

2. 承上述流程，再改用10*10公分的非彈性材質布料來進行

操作。 

3. 學生須配合教師指示，替換布料材質，試著感受不同質感

布料所產生的張力變化，是否容易拉撐起理想的平面，以

及布料緊繃或鬆軟度對於整體結構配置的影響。 

4.學生將操作過程的新發現、困難點、心得等，需記錄於學

習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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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25 

單元目標 

課堂活動：圓拱篷面小試驗 

1.有別於前面兩堂課，是將布料採用定點固定後，再以拉、

釘的方式讓布料形成緊繃的張力面；於本堂課中，將選擇彈

性纖維桿作為支撐的結構支架，其材質具有彈性且能輕易彎

曲，形塑出弧線的造型。 

★本課程原材料『彈性纖維桿』更換為更易剪裁與塑形的

『鋁線』。 

2.學生將學習建構類似拋物線形狀的篷面，此經驗也將運用

於後續創作活動中。 

操作描述 

課前準備： 

教師提供洋芋片數塊、30*30公分面積的保麗龍塊、鋁線、

布料、雙面膠帶、布膠帶、裁剪工具等。 

★本課程原材料『保麗龍塊』更換為第二堂課的『模型噴漆

夾座』。 

 

課堂操作： 

1. 學生先觀察洋芋片的外形，配合教師的解說，認識洋芋片

的切片原理與馬鞍面的結構力學之關係。 

2. 學生利用上述材料進行圓拱篷面的小試驗，首先利用雙面

膠帶將布料黏捲於鋁線上面，讓鋁線與布料能接合。接著

再彎曲鋁線，就能創造不同弧度的篷面，並且可將鋁線插

在噴漆夾座上作為固定。 

3. 學生可自由增添鋁線於同一塊布面上，隨著鋁線黏貼位置

的不同，布面曲度也將有不同變化。 

4. 學生可自由調整鋁線斜插在噴漆夾座上的傾斜角度，以此

能觀察到各種弧度的篷面，甚至創造出具層次感的結構作

品。 

5.此堂課的練習並非執著於創造出馬鞍面形態的作品，而是

希望學生在動手操作的過程中，了解線與面兩者的力學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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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 

單元目標 
繪製蓬頂帳幕建築模型草圖 

操作描述 

1.考量後續製作過程中，以多人協力的方式進行較為合適，

因此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草圖的討論與繪製。 

2.規劃整體建築模型的長寬高。 

3.討論所需的材料、註記接合點，規劃支撐模式等。 

6 11/8 

單元目標 
製作蓬頂帳幕建築模型(一) 

操作描述 

1.教師提供第一堂課至今的所有相關材料、工具，讓學生自

由選用。 

 

2.學生依所規劃的草圖需求，選擇合宜的材料用具，開始製

作模型的初步架構。 

7 11/15 

單元目標 
製作蓬頂帳幕建築模型(二) 

操作描述 

學生接續前一堂課的進度，繼續製作建築模型。過程中須調

整結構的穩定度，並且需適時刪除或增加支撐點，讓整體架

構能保有一定程度的美感。 

8 11/22 

單元目標 
製作蓬頂帳幕建築模型(三) 

操作描述 

學生接續前一堂課的進度，進行布料材質的披覆、黏貼、捆

拉等操作，由於此階段的作品應更趨完整，對照其當初所規

劃的草圖內容，勢必更能體會到現實與理想間的差異，也會

在過程中學習如何解決結構美感的相關問題。 

9 11/29 

單元目標 
作品交流與賞析 

操作描述 

1.學生利用 iPad 拍攝小組的完成品，再寫下個人的學習心得

與回饋，並且分享至 Padlet。 

2.學生們至 Padlet 欣賞各班與各組的優秀作品，並且給予正

向的回饋 

3.教師進行課程總結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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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期成果： 

        學生透過每節課堂上結構的小試驗活動，加深對於點線面抽象觀念的經驗連結，也

層層建構對於結構美學的基礎觀念；於課程後半階段，能將所學運用在建築模型設計上面，

透過同儕的相互研討與通力合作之下，期待能為自己的創作需求，尋得合宜的素材與結構表

現方式。 

 

四、 參考書籍： 

 

1.《看圖讀懂結構力學》。高木任之。世茂出版。2022。 

2. 《哇！這是怎麼蓋出來的?》。羅瑪·艾葛拉瓦。小麥田出版。2022。 

五、 教學資源： 

 

1.教師自編投影片教材。 

2.美感教育網站：https://www.aad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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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原訂的課程執行日期為十月份開始，不過考量到九年級學生在十月底有三天

兩夜的畢業旅行，加上學校在十一月初有校慶美展活動，因此將本次課程的執

行時間延後至十一月下旬才開始。 

 

(2)本課程的部分實驗材料有更換，詳細內容已經註明在原本的課程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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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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將古今中外人類為了休憩而建造的戶外建築形態，做簡單的介紹，讓學生對於建築結 

構有基礎的概念。 

2.教師提供數種常見的帳篷類型圖片，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抽選帳篷圖片，並配合學習單 

，進行其結構的簡單討論與分析，並將結果上台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進行戶外帳棚型結構建築的分析與研討，並且能嘗試找出該結構體主要關鍵的結構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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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課前準備： 

1. 教師提供以下材料： 

一個體積為20*13*3.7公分的模型噴漆夾座、四支噴漆夾、10*10公分醫療用彈性繃帶。 

2. 學生任意將四支噴漆夾分別夾住彈性繃帶的四角，並且插在噴漆夾座的圓孔內。 

課堂操作： 

1.學生剪短其中一支噴漆夾的長度(剪短的長度不限)，並調整觀察整體彈性繃帶的外觀變化。 

2.學生再次剪短另一根噴漆夾的長度(剪短的長度不限)，並調整觀察整體彈性繃帶的外觀變化 

3.學生再抽走一根噴漆夾，並微調彈性繃帶夾住的位置，試著觀察彈性繃帶整體結構的變化。 

4.教師再提供三個小圖釘，讓學生隨意拉/放彈性繃帶，定且固定在夾座上。 

5.觀察同儕的作品，並且交流操作過程的心得與想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利用簡易的材料元素，進行結構初體驗，感受支點變化所帶來的結構形體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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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課前準備： 

1.教師提供尺寸均為10*10公分的彈性材質布料與非彈性材質布料各一份。  

2.將上一堂課的課堂操作完成品，做為本堂課操作練習使用。 

課堂操作： 

1.在維持作品整體結構與構造位置均不變的原則下，學生嘗試將第一堂課完成品所使用彈性

繃帶，替換成10*10公分的彈性材質布料。替換過程中，需觀察與感受布料材質使用上的差

異，以及對於結構組架過程中，所帶來的影響。  

2.承上述流程，再改用10*10公分的非彈性材質布料來進行操作。  

3.學生須配合教師指示，替換布料材質，試著感受不同質感布料所產生的張力變化，是否容

易拉撐起理想的平面，以及布料緊繃或鬆軟度對於整體結構配置的影響。  

4.學生將操作過程的新發現、困難點、心得等，需記錄於學習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利用彈性與非彈性的材質差異，體驗布面的張力變化所呈現的不同結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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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課前準備：教師提供洋芋片數塊、模型噴漆夾座、鋁線、布料、雙面膠帶、布膠帶、裁剪

工具等。  

 

課堂操作： 

1.學生先觀察洋芋片的外形，配合教師的解說，認識洋芋片 的切片原理與馬鞍面的結構力

學之關係。  

2.學生利用上述材料進行圓拱篷面的小試驗，首先利用雙面膠帶將布料黏捲於鋁線上面，讓

鋁線與布料能接合。接著再彎曲鋁線，就能創造不同弧度的篷面，並且可將鋁線插在模型

噴漆夾座上作為固定。  

3.學生可自由增添鋁線於同一塊布面上，隨著鋁線黏貼位置的不同，布面曲度也將有不同變

化。  

4.學生可自由調整鋁線斜插在模型噴漆夾座上的傾斜角度，以此能 觀察到各種弧度的篷

面，甚至創造出具層次感的結構作品。  

5.此堂課的練習並非執著於創造出馬鞍面形態的作品，而是 希望學生在動手操作的過程

中，了解線與面兩者的力學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嘗試利用材料仿製馬鞍面結構，並且體驗曲面層次所帶來的趣味與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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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考量後續製作過程中，以多人協力的方式進行較為合適， 因此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草圖

的討論與繪製。  

2.規劃整體建築模型的長寬高。  

3.討論所需的材料、註記接合點，規劃支撐模式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小組成員集思廣益研討出欲創作的模型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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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提供第一堂課至今的所有相關材料、工具，讓學生自由選用。  

2.學生依所規劃的草圖需求，選擇合宜的材料用具，開始製作模型的初步架構。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能依草圖規劃的需求，自由取用合宜的材料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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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接續前一堂課的進度，繼續製作建築模型。過程中須調整結構的穩定度，並且需適時

刪除或增加支撐點，讓整體架構能保有一定程度的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為了維持整體結構的穩定度，小組成員必須互助合作，並且嘗試增加或刪減支撐點，以便解決結構

的平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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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接續前一堂課的進度，進行布料材質的披覆、黏貼、捆 拉等操作，由於此階段的作品

應更趨完整，對照其當初所規劃的草圖內容，勢必更能體會到現實與理想間的差異，也會 

在過程中學習如何解決結構美感的相關問題。 

 
C 課程關鍵思考： 

此階段為作品的最後檢視與整理，小組成員需努力讓成品產生結構的張力與美感，並且保

有一定的穩定與和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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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9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各組輪流上台呈現完成的作品，並且向全班同學進行創作理念的分享。  

2.師生給予作品回饋並進行心得交流。 

C 課程關鍵思考： 

拍下作品的紀錄照片，並且寫下學習心得與回饋，讓此課程的學習有更暢通的交流分享管

道，彼此的成果也能獲得同儕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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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當初規劃的課程實驗材料是農用的彈性纖維桿，幾番考量之後，決定改採用

學生較為熟悉的鋁線來代替。因為擔心彈性纖維桿過於硬挺，在創作過程中

彎折不易，所能塑造的形態也較侷限在大小不一的弧度而已，因此選擇柔軟

度較佳，並且塑型更多變化的鋁線來作為材料。而經過這幾堂課的教學經驗

後，發現鋁線確實更適合作為本次課程的材料之一。 

 

(2) 學生們對於本次課程的反應非常熱烈與肯定，每次的上課過程中，幾乎都能

專注地投入在作品的實驗與創作上，即便是平時對於藝術創作不感興趣的學

生，也都能在小組創作的過程中，協助組架結構或幫忙黏貼布幕。尤其是最

後一堂課的學生作品心得回饋，很意外的發現許多學生在這個課程中，感受

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這是以往的美術課堂中較缺乏的學習經驗。讓身為課

程設計者的我，感到驚喜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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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以下是第九堂課利用 Padlet 所蒐集到的一些學生回饋內容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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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下是學生成果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