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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可複製原有計畫書表單，依實際授課情形修正內容）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匡雅麗 

申請類別 ◼設計教育課程（至少 6 小時）□ 基本設計（18 小時）   

課程執行類

別 
□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 綜合型高中 

授課年級 □ 國一   □ 國二   □ 國三  ◼ 高一   □ 高二   □ 高三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 美術班  

課程類型 □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 其他：＿＿＿＿＿＿＿＿ 

班級數 ＿＿1＿班 學生數 ＿38＿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編織稻香接好運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A3. B12   ( 請參考下方主題並填入 ) 

課程主題 

其他選填項目 

【A】教育部 108 課綱之 19 項重大議題 

A1.性別平等、A2.人權、A3.環境、A4.海洋、A5.品德、A6.生命、A7.安全、A8.家庭

教育、A9.生涯規劃、A10.資訊、A11.科技、A12.法治、A13.國際教育、A14.閱讀素

養、A15.防災、A16.能源、A17.多元文化、A18.戶外教育、A19.原住民族教育。 

【B】SDGs 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B1.終結貧窮、B2.消除飢餓、B3.健康與福祉、B4.優質教育、B5.性別平權、B6.淨水

及衛生、B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B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B9.工業化/創新及基

礎建設、B10.減少不平等、B11.永續城鄉、B12.責任消費及生產、B13.氣候行動、

B14.保育海洋生態、B15.保育陸域生態、B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B17.多元夥

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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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課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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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考先前課程，並加入重大議題  

( □ 本人__(請填學期) _課程、□ 《美感行動誌》收錄課程 )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融合學校在地與友善農業特色 

2.循環經濟與綠色設計 

3.手工藝美感體驗 

一、課綱核心素養 （請勾選符合項目） 

A.自主行動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變 

B.溝通互動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 

C.社會參與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解 

二、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300字左右） 

* 先修科目：無 

* 先備能力：學生在校園中活動，具備見過校園農田週邊景色的經驗。 

三、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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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中有一片耕作的農田是敝校最大特色之一，藉由認識學校農經科實習農田，觀察稻米的生

長與周圍環境生態，認識稻米生產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理解有機友善農業的生態保育， 棲

地守護功能，思考消費者支持在地農產品，共同守護環境的意義與價值。認識不同國家文化運

用農產品纖維創作民藝用品的樣貌，理解農產品剩料達成循環經濟與綠色設計的內涵與案例。

透過整理稻米採收後的剩餘稻草，觀察稻桿稻穗的樣貌差異並分類，了解型態質感影響其功能

性，學習前人運用自然纖維的編織綑紮工藝手法，欣賞日常所用的掃把，並理解其清潔除穢，

消災納福的文化意涵。透過實作體驗纏繞捆綁的秩序之美，創作一件具有故事與在地意義的稻

草桌掃小物。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觀察校園中的農田變化.生態環境。 
2.觀察稻草的質感與型態差異。 

 

美感技術 
1.學習稻草整理質感分類的方法。 
2.學習自然纖維編織綑綁的技法。 

 

美感概念 

1. 欣賞自然纖維編織構成的造型與秩序之美。 
2. 認識綠色設計與循環經濟。 
3. 認識傳統工藝產業與文化創新。 

 

其他美感目標 學校在地農業特色 

五、課程大綱、教學進度 ( 課程週次請依課程需求增減，請詳述操作方式以便記錄分享 ) 

週次/序 上課日期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第11週 認識校園的稻米

生產與產銷 

 走訪校園農田區，觀察與拍攝校園稻田生長環境:採

收前或採收後農田周圍的景象，有哪些生物活動？認

識學校稻米的生產與產品模式。 

2  第11週 
循環經濟與綠色

設計 

 認識作為消費者支持在地產品的影響，生產者產品的

生產模式。欣賞世界不同國家運用農作物剩料的編織

工藝，認識前人如何將自然素材轉為造型創作的傳統

智慧，如:大甲藺草編織，日本前島美江的竹皮編織物

（群馬縣），蒐集現今循環經濟與綠色設計的案例，思考

傳統與創新的關係。 

3  第12週 稻草型態分類 
觀察稻草型態與質感差異，予以整理分類稻草:葉鞘.節

間.稻穗.依據質感思考功能運用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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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12週 
自然纖維造形技

法 

認識稻草與禾本纖維的運用技法，辨別:搓繩.捆紮.絞

捻的差異。嘗試運用北歐麥桿幾何造型構成手法，製作

稻稈幾何放射性對稱吊飾。

 

5  第13週 掃帚民藝設計 

認識台灣早期地方取材植物的特性，因各地發展成不

一樣的傳統掃帚呈現或使用方法。欣賞異國傳統掃帚

的材質樣式，型態的工藝之美，如:日本名家手工藝: 桑

添勇雄商店的棕櫚掃把（和歌山縣），理解掃帚的文化

意涵與異同。教師展示不同技法的掃帚成品，介紹編織

線材與工具，學生構思現今桌掃的功能，與欲傳達的個

人意涵，繪製稻草桌掃造型與色彩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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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13週 
桌掃綑紮設計與

實作 

教師示範捆紮步驟與技巧，學生依據設計圖，運用稻草

材料與線材搭配，動手綑紮實作出自己設計的桌掃。 。  

7  第14週 
桌掃編織裝飾與

實用性測試 

桌掃握把處裝飾與強化，教師示範稻草與線繩編織裝

飾的技法變化，學生設計與應用在桌掃造型上，最後

調整細節與修飾。小組進行桌掃清潔力與實用度測試

競賽。  

8  第14週 
作品布置欣賞與

回饋 

桌掃作品布置與展示，個人分享與介紹，小組欣賞與師

生回饋 。 

9     （五十字以上，可搭配參考圖像） 

10     （五十字以上，可搭配參考圖像） 

六、預期成果 

 學生能認同友善農業與支持在地價值。透過親手觸摸稻草、雙手捆紮桌掃，完成平易近人的桌

掃日用品，體驗傳統工藝之美與帶回個人的祈福小物。能關注環境議題與地方生活故事，埋下

綠色永續.創新設計的美感理念種子。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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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本民藝與手工藝【美好生活提案2】。作者： 生活圖鑑編輯部。 出版社：日出出版 。 出版日

期：2022 。   

 2. 地方設計：萃取土地魅力、挖掘地方價值，日本頂尖設計團隊公開操作秘訣，打造全新感動

經濟！作者： 蔡奕屏 。 出版社：果力文化 。  出版日期：2021/01/05。    

 3. 小島製帚：台灣清掃的日常風景首刷限量套組。   譯者： 黃舒晴 。 出版社：行人 。 出版日期

：2021/05/25。  

 4. 藝術超乎想像的力量。 作者：蘇珊．麥格薩曼 , 艾薇．羅斯。    出版社：究竟。    出版日期：

2024/05/01 。   
 

 

八、教學資源 

校園農田採收後的稻草. 各種植物纖維製作的編織藝品.攝影機.教學簡報與教學影片影片.教學

設備.編織輔具.編織線繩材料與工具.作品展示布置空間與材料用具.畫紙畫筆.學習單與回饋單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稻草材料的前置處理比預期花費更多課堂，因此刪除第4堂的稻桿雪花對稱吊飾練習。 
   第8堂的分享延長到第9堂。 
 

 

          二、課程執行紀錄 (請依據課程小時數複製下表，並依課程順序填寫執行內容) 

   課堂 1  認識校園的稻米生產與產銷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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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94%9F%E6%B4%BB%E5%9C%96%E9%91%91%E7%B7%A8%E8%BC%AF%E9%83%A8/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sunrisepres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94%A1%E5%A5%95%E5%B1%8F/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revealbook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8%88%92%E6%99%B4/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alkman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98%87%E7%8F%8A%EF%BC%8E%E9%BA%A5%E6%A0%BC%E8%96%A9%E6%9B%BC/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89%BE%E8%96%87%EF%BC%8E%E7%BE%85%E6%96%AF/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thena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小組討論提出對學校農田的好奇提問，教師講解農經科實習稻田的種植.生產與販售方式 

。 說明拍攝取景與觀察農田生態注意事項，學生親自走訪校園稻田區，觀察自然景象與使用 

手機拍攝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稻米的模樣，周遭的景象，出沒的生物? 

學校稻田的生產與產銷方式? 

 

    課堂 2  循環經濟與綠色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取回上一期收回的晒乾稻草回教室。教師說明圖像文字編輯軟體的操作方式，學生上傳手 

機編輯的影像作業，代表上台分享說明自己拍攝的9宮格與觀察發現。教師說明循環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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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學生討論傳統稻草工藝的沒落與被塑膠製品取代的原因，思考稻草再利用的價值。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察稻田影像的多元視角與視野，影像排列組合的不同效果? 

何謂綠色經濟? 稻草與塑膠材料的差異? 

 

    課堂 3 稻草型態分類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從未處理的稻草堆中先初步檢選出有稻穗與未被彎折的稻草，集合成束。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選擇製作桌掃所需的初步稻草材料? 

 

    課堂 4 稻草型態分類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教師講解稻草的結構，學生辨別稻草不同部位的質感差異。說明桌掃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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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稻草不同部位的型態特性與具備的功能。 

C 課程關鍵思考：桌掃製作與稻禾的生態結構的關係。 

            

             課堂5 桌掃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將上周整束好的稻草抽穗出30支為一束，整理出3-5束。欣賞各國掃帚的 

材質與樣式，說明掃帚的文化意涵。教師說明步步高升桌掃的型態比例特色與色彩搭配要點 

，學生繪製桌掃設計稿。 

C 課程關鍵思考： 

桌掃的造型與美感原則與桌掃的文化意涵。 

 

   課堂 6  桌掃綑紮設計與實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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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教師示範綑紮.繞繩.結尾打結的方式與技巧，學生依據設計圖先製作單位 

小束。 

C 課程關鍵思考：每個製作步驟的要點技巧。 

 

    課堂 7  桌掃綑紮設計與實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將小束捆紮結合成具比例與層次的桌掃造型。 

C 課程關鍵思考：結尾 

    

    課堂8  桌掃編織裝飾與實用性測試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教師說明桌掃握把處提繩的編織樣式與裝飾變化，學生實作。完成後 

試試桌掃清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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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提把掛繩的作用與變化方式。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此課程進行前先辦理了2場教師研習，邀請講師教授稻草桌掃的製作方式，講師秉持傳統工藝 

   的職人精神，講解示範桌掃編織的技術，傳統民藝特有的手法影響到成品的型態，也關係到牢固 

   性與耐用度。在此次美感設計課程中，桌掃教學我也儘量呈現傳統綑紮手法的細節，學生實作心 

   得多數感到考驗耐心與專注度，特別是前期抽穗的步驟，需要花費較多時間，也有學生感受到手 

   作的療癒感，完成桌掃後有滿滿成就感，更可以體會到慢工出細活的真義。未來此課程規畫需要 

   延長實作時間，桌掃繞繩的比例與色彩計畫也可再多一點介紹，提升美感思考力。 

          認識學校稻田的生態觀察若能拉長觀察周數，相信學生更能感受到季節遞嬗，自然景致與作 

物成長的變化。課程使用的稻草取自學校農田，用完的剩料會收集起來，再拿回給農經科做後續 

的循環利用，著實實踐循環經濟。利用此次學校辦理農科技藝競賽的機會，結合造園科布置桌掃 

成果展，展現師生的桌掃成果，進行了融合在地校園農業特色與文化工藝的交流。 

           因稻草表面帶有許多肉眼難見的細小毛刺，當皮膚接觸到這些毛刺時，會引起搔癢感。或是 

   稻草中的塵螨或其他微生物碎片會引起皮膚過敏反應，運用稻草時可穿著長袖衣物和手 套，避免 

   直接接觸皮膚。易過敏的同學可戴上口罩，防止灰塵吸入呼吸道。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3 



           

 

           

 

          

 

14 



 

         

 

 

 

 

15 



 16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