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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各學期教學計畫概述 

(可複製申請計畫表單，並依實際授課情形修正內容) 

一、 種子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 (全銜) 

學校地址 330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487 號 

聯絡資訊 

校長 
姓名 何信璋 電話 03-2628955 

Email head@m1.tdjhs.tyc.edu.tw 

本計畫 

申請教師 

姓名 劉怡君 職稱 教師 

電話 03-2628955 手機 0937912122 

Email  

全校學生數 一年級：16 班 438 人。二年級：16 班 419 人。三年級：18 班 508 人 

視覺藝術 

任課教師 

一年級教師 姓名：吳梅榮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10 

一年級教師 姓名：林蕙敏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4 

一年級教師 姓名：劉怡君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2 

二年級教師 姓名：劉怡君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11 

二年級教師 姓名：李佩甄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5 

三年級教師 姓名：李佩甄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12 

三年級教師 姓名：林蕙敏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6 



 

學校實施美

感課程經驗 

(可列舉學期/課程計畫名稱/教師/學生人數等) 

自 108 年度起本校參與 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持

續參加 111 至 112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目前，已完成 111-1，

111-2 正進行中。 

108-1 美感六大構面中,質感構面為主題的《質感棒棒糖》美感課

程。探討所選對象的個人特質之質感意象與仿真巧克力球之質感呈現

的關係。108-2 以「色彩構面」帶領學生藉由校內五星級廁所佈置比賽

的觀察與色彩探索體驗，從中觀察和記錄校內廁所色彩配置之採集。透

過探索色彩屬性以及色彩之間的配色關係，進行不同配色組合搭配的

配色任務，完成《TD5 星級廁所配色資料庫》。 

109-1 本單元以「構成」構面帶領學生藉由本校校徽設計概念的

認識與觀察，並嘗試以「學校 LOGO」的象徵圖案為基本元素，進而發

想與設計成四方連續的印花圖案，最後評選結果的作品印製成「文創紀

念品─紙膠帶」，成為學校識別系統之周邊紀念品 ─《TD 文創小物》。 

109-2 是以「比例」為主軸，從平面與比例關係，再到立體與比例關係

活動，使其理解比例與空間物件的關係，藉此產生比例的初步美感，再

引導學生分析字與空間的搭配性，逐步發現合宜的比例配置方式。最

後，實際設計改造廁所實體空間，於廁所牆面、洗手台鏡面放置大小合

宜的文字與輕塗鴉創作，強化學生對美感構面中的比例運用之經驗，進

而感受「字的力量」，讓校園角落空間有感，進一步提升校園廁所之空

間美感。 

110-1 美感六大構面中，構造構面為主題的以設計思考的方式，

如何善用自然光線，經由美感構造方式改造後，讓透明的夢幻聖誕小夜

燈作品與不鏽鋼欄杆結合，成為一個「光·隅·構」裝置美感作品。 

110-2 此課程是 108-2《TD5 星級廁所配色資料庫》再延伸。本次課

程加入「比例構面」，讓學生依「70:25:5」的比例關係，進行不同配色

組合搭配的配色任務，完成《TD5 星級廁所配色事典》。 

111-1 及 111-2 除了美感構面外，加入 SDGs14 及 SDGs3 於美感課

程中，讓學生理解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並於生活中實踐。目前課程仍在進

行中。期盼 112 年繼續進行美感課程，讓美感繼續在同德校園扎根。 

 

  



 

二、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精選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 八年級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實施班級數：  11                                      學生數： 280 

二年級授課教師：_劉怡君__      授課班級：■普通班__11_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請將選擇之《美感行動誌》課程資料填入下方） 

 

一、《美感行動誌》挑選示例：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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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陳怡如_面紙，不再無「固」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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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同學未曾學習過美感教育課程。 
學生已有「美的原則」、「點線面」等先備知識。視覺藝術課已先進行「構成-聖誕小夜燈作 

品」。綜合活動已有繩結體驗和生活科技已進行製作木橋課程 
 

一、課程概述： 

個人在 110-1 美感六大構面中, 曾執行質感構造為主題的《光·隅·構》美感課程。探討如何善

用自然光線，經由美感構造方式，讓透明的夢幻聖誕小夜燈作品與不鏽鋼欄杆結合，成為一個

「光·隅·構」裝置美感作品。 

    經過二年後，此次於八年級階段學生執行。再次挑戰「構造課程」，將之前課程再作延伸。 

適逢本校於十二月辦理二十周年校慶，學生已完成以綠色為主色的「構成-聖誕小夜燈作品」。

課程中設定層層「任務」來思考方形寶特瓶彼此固定、堆疊的接合構造，感受「部位—外觀—

細節」的構造美感關係。在製作的過程中，選取合於美感的的接合方式，設計能符合「好組、

好疊、有美感」，方瓶和數字 20 結合成立體構造的「光·隅·構 2.0」裝置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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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綜合活動課程跨域合作 

2 合宜的接合 

3 欣賞並體會不同構造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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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複製課程示例) 

1 11/06-11/10 

單元目標 構造初探 

操作描述 
說明構造的接合功能、構造的規律特性及適合材質性的構造

設計。 

2 11/13-11/17 

單元目標 構造體驗 

操作描述 

TASK1-方形玩構造 

(1)試著用橡皮筋將 6 個方形木頭連結 

(2)方形木頭彼此間要不晃、好拆 

(3)逛藝廊分享製作結果 

 

TASK2-積木玩構造 

(1)積木組「0」、「2」 

(2)積木組「2+0」 

  試著組合成為，從不同面相分別看到「2」、「0」 

(3)逛藝廊分享製作結果 

3 11/20-11/24 

單元目標 構造任務-探索方瓶之間水平垂直連結 

操作描述 

此部分須連結綜合活動之繩結課程以及生活科技課程之木橋

製作的經驗。 

試著將「方瓶集合」捆束、固定、不脫落。想想看，如何做

較有效? 

TASK1-水平連結 

(1)一組 6 個方瓶一組 

(2)試著運用繩結技巧，將「方瓶」和「方瓶」捆束、固定、

不脫落成一排。想想看，如何做較有效? 

 

TASK2-垂直堆疊練習一 

(1)二組合作 

(2)試著運用繩結技巧及卡準概念，將二個水平連結好的方

瓶，再捆束、固定、堆疊成二層 

 

TASK3-垂直堆疊練習二 

(1)六組合作 

(2)試著運用繩結技巧及卡準概念，將六個水平連結好的方

瓶，堆疊成六層 

 



 

 

4 12/04-12/08 

單元目標 光·隅·構 2.0 設計提案 

操作描述 
設計能符合「好組、好疊、有美感」，方瓶和數字 20 結合成

立體構造的「光·隅·構 2.0」裝置藝術作品。 

5-7 

12/11-12/15 

12/25-12/29 

01/01-01/05 

 

單元目標 測試&改良 

操作描述 對提案反覆測試，及修正，並記錄此方法的優缺點 

8 01/08-01/12 

單元目標 「光·隅·構 2.0」展示會 

操作描述 

(1)完成「光·隅·構 2.0」裝置藝術作品 

(2)分享小組的物件接合方式、美感 

的呈現特性以及製作過程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四、預期成果： 

1 合宜的構造美感 

2 提升自我表現力 

3 團隊合作 

五、參考書籍： 

KIT 美感學習工具 

六、教學資源： 

自製 PPT、學習單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請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即可） 

    課程無調整，唯原本預計 112 年底校慶前完成，為了讓學生可以更清楚結構與

構造之關係，在正式「構造」課程前，先進行「結構」方面的平衡體驗課程，再引

導至「構造」部分，讓學生更清楚「結構」與「構造」之不同。因此，課程延後，

未在校慶前完成課程。 

    另外，課程進行中，中途因校慶預賽相關活動而暫停，校慶活動結束後再繼續

進行。 

  



 

二、6 小時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構造初探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說明構造的接合功能、構造的規律特性及適合材質性的構造設計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生活中有哪些是構造? 

(2) 校園中有哪些是構造? 

 

 



 

課堂 2 構造體驗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TASK1-方形玩構造 

(1)試著用橡皮筋將 6 個方形木頭連結 (2)方形木頭彼此間要不晃、好拆 

(3)逛藝廊分享製作結果 

TASK2-積木玩構造 

(1)積木組「0」、「2」、「T」、「D」  (2)積木組「2+0」、「T+D」、「T+2」、「D+0」 

  試著組合成為，從不同面相分別看到「2」、「0」、「T」、「D」 

(3)逛藝廊分享製作結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1)不同面相分別看到「2」、「0」、「T」、「D」 



 

課堂 3 構造任務-探索方瓶之間水平垂直連結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TASK1-水平連結 

(1)一組 6 個方瓶一組 

(2)試著運用繩結技巧，將「方瓶」和「方瓶」捆束、固定、不脫落成一排。想想看，如何做較有效? 

TASK2-垂直堆疊練習一 

(1)二組合作 

(2)試著運用繩結技巧及卡準概念，將二個水平連結好的方瓶，再捆束、固定、堆疊成二層 

TASK3-垂直堆疊練習二 

(1)六組合作 

(2)試著運用繩結技巧及卡準概念，將六個水平連結好的方瓶，堆疊成六層 

C 課程關鍵思考： 

此部分須連結綜合活動之繩結課程以及生活科技課程之木橋製作的經驗。 

試著將「方瓶集合」捆束、固定、不脫落。想想看，如何做較有效? 



 

課堂 4 光·隅·構 2.0 設計提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設計能符合「好組、好疊、有美感」，方瓶和數字 20 結合成立體構造的「光·隅·構

2.0」裝置藝術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同時兼顧正面 TD 側面 20? 

 



 

課堂 5-7 測試&改良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對提案反覆測試，及修正，並記錄此方法的優缺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如何同時兼顧正面 TD 側面 20? 

(2) 符合美感 

 

 



 

課堂 8 「光·隅·構 2.0」展示會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完成「光·隅·構 2.0」裝置藝術作品 

(2)分享小組的物件接合方式、美感 

的呈現特性以及製作過程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同時兼顧正面 TD 側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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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課程為 110-1「光·隅·構」課程延伸，112 年度適逢本校 20 周年校慶，再次進行「光·隅·

構 2.0」。110-1「光·隅·構」作品以懸掛式裝置藝術作品呈現，此次裝置藝術作品則放在地面上，讓

校園內豐富的太陽光線穿透作品，而作品上的色澤倒影在地面上，非常令人驚豔。 

    有了 110-1「光·隅·構」課程的經驗，執行「光·隅·構 2.0」的課程時，流程步驟可以清楚。例

如：正式「構造」課程前，先進行「結構」方面的平衡體驗課程，再引導至「構造」部分，讓學生

更清楚「結構」與「構造」之不同。其他優點如下： 

  (1)課程順序流暢：以「設計思考」為課程架構，每個階段都有清楚的學習表現。 

  (2)主色調能統一：以綠色系為主色調，讓光線的穿透後的顏色更明顯。 

  (3)縮短測試階段：構造探究階段，經由不同的任務，找到邏輯空間佳的學生以及手藝佳適合綁水 

    晶繩的學生，增加學生成就感。 

  (4)有效工作分配：減少測試階段，部分學生對課程參與度意願度太低。 

  (5)有效運用經費：在有限經費下，能有效的控管材料運用。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