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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劉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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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   ☑ 其他：美術課與基本設計課 

班級數 2 班 學生數 7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嘉義獄政博物館舊宿舍設計與延續  

操作構面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重大議題 

（勾選一或兩項） 

☑ 特別聚焦：B11.永續城鄉 

☑ 相關觸及：A17.多元文化 

課程主題 

選填項目 

（填入上方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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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創意作法： 

1.嘉義市木都的木構造介紹與探索（嘉義市火車站、嘉義市美術館、嘉

義市獄政博物館與嘉義市為例） 

2.東西方建築介紹 

3.木都的老屋改造設計-以嘉義舊監獄（獄政博物館）宿舍為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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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課 

* 先備能力：  

學生為高中三年級，具有生活科技課基礎設計結構能力，有進行過支架設計的操作課程，藉

由結構與支撐力的先備知識，能進行嘉義市的老屋觀察與嘗試設計老屋發展的可能性，實際

了解自己的家鄉發展，並能提出符合自己城市規劃的永續城鄉。 

三、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嘉義市的木造老屋是城市永續發展的特色項目，這些木造結構不僅是在地歷史文化的象徵，

更是工藝與美學的結晶。 

嘉義市因歷史與環境發展，擁有豐富的木材資源和各式建築結構發展的痕跡，孕育了許多獨

特的老屋，這些建築在結構設計上，以木材為主要材料，展現了在地生活的樣貌與文化創新

的新舊融合。嘉義市的木都計畫進一步促進了這些老屋的保護與再利用，透過文化資產的保

存與創新，讓更多的人能夠認識和體驗這些珍貴的歷史遺產。 

 

藉由建築了解自己故鄉的文化脈絡，並嘗試結合美學素養與世代文化融入建築結構設計當

中，讓學習與自身環境結合，為自己的城市多點用心與關注。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嘉義市的木造老屋觀察 

美感技術 建築結構設計，以木造結構為主 

美感概念 建築美學、建築與生活 

其他美感目標 結合嘉義市木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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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大綱、教學進度  （ 課程週次請依課程需求增減 ） 

週次/序 上課日期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每 周 連 堂

兩 節 

2/14 

認識家鄉建築發展

—以獄政博物館為

例 

介紹獄政博物館 

 

1.讓學生了解自我家鄉的特色建築發展與永續

保存。 

 

2.讓學生藉由學習單，分組進行嘉義市建築新

舊延續的應用實例，1 嘉義市火車站 2 嘉義市

美術館 3 嘉義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分 6-8

組，每 2-3 組同一個主題）。 

2 2/14 
家鄉建築永續探索

與發表 

1.讓學生分組發表-探索舊建築再造： 

● 嘉義市火車站 

● 嘉義市美術館 

● 嘉義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2.分組發表舊建築（上面三例）使用建築結構

的永續發展。 

3.學生分享探索內容（如排水、日照、年代結

構的變化等），目標是發現新舊建築的延續與

整合。 

3 2/21 建築簡易結構類型 
1.介紹常見舊建築工法，與新建築結構-木

造、磚木造、加強磚造、RC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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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分組，繪製一組以 RC 造柱子的結構設

計圖，並嘗試使用約 20 公分的 36 根木棍（或

鐵絲）與固定重量黏土，製作 RC 造的 4 根結

構柱子。 

4 2/21 建築結構實驗 

1.讓學生使用這 2 根結構設計卡榫柱子。 

 

2.學生探索結構是否穩固？並能藉由實作知道

自己是否能依自我設計圖做到相對的實體作

品。 

 

3.學生從柱子實作發現問題並解決，導入舊監

獄建築柱子實例，找尋相對解決方式，確認柱

子穩固結構設計。 

5 3/7 
古希臘柱式裝飾與

延伸 

1.引導學生從柱子結構連結到美感設計，進行

兩根柱子的美感提升。（先有穩固結構，延伸

到視覺設計） 

2.介紹古希臘柱式柱頭裝飾，多立克柱式、愛

奧尼柱式、克林斯柱式，讓學生觀察生活中所



7 

看過的裝飾柱式（校園有音樂館有使用愛奧尼

柱式裝飾牆外）。 

6 3/7 
建築柱的結構與裝

飾設計探索 

1.學生嘗試從 RC 造柱子結構加入柱式裝飾，

並符合監獄宿舍用途的視覺美感。 

2.裝飾設計必須提出用途，並符合美感展現。 

7 3/14 
建築柱的結構與裝

飾設計實作 

1.實作學生各組繪製的柱子裝飾設計。 

2.美感展現與舊監獄宿舍的實用性必須結合，

學生須寫下原因。 

8 3/14 嘗試建築屋頂結構 

1.課程分組合作創意思考體驗： 

每組 4 根冰棒棍，如何在不使用膠（水泥與螺

絲）的情況下，使用切割與拼組的方式，製作

出屋頂？ 

2.介紹嘉義獄政博物館的建築使用中國建築有

一種叫榫卯，並介紹建築的基礎結構-卡榫。 

9 3/21 介紹東方建築樣式 

1.廡殿頂 、歇山頂、懸山頂與硬山頂的建築結

構-正脊、垂脊、戧脊與山牆。 

2.讓學生繪製基本建築結構（學習單繪製）。 

3.學習基本透視觀念與建築描繪。 

 

 

10 3/21 

舊監獄宿舍改造設

計-1 思考柱子與舊

宿舍的整合 

1.嘉義市獄政博物館-宿舍改造計畫 

2.分組合作，設計一個具有文化延續的宿舍改

造 

可參考舊監更生島：https：//rebirth-

island.com/ 

3.學生分組合作，使用課堂中製作的結構柱子

與設計裝飾樣態，延伸建築結構設計，以

https://rebirth-island.com/
https://rebirth-is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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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X25 公分底面積建築一層 10-15 公分高的

一層嘉義獄政博物館宿舍設計。 

 

 

11 3/28 
舊監獄宿舍改造設

計-2 設計圖 

1.分組合作，設計一個具有文化延續的宿舍改

造，必須設定使用者與使用設計。 

2.小組討論舊宿舍設計目標、建築結構，與新

舊創意的融合。 

12 3/28 
舊監獄宿舍改造設

計-3 實作局部 

1.以木棍代表梁柱，紙板呈現牆面，卡榫為主

黏膠為輔的舊宿舍改造。 

2.主要為梁柱製作。 

13 4/11 
舊監獄宿舍改造設

計-4 實作局部 

1.以木棍代表梁柱，紙板呈現牆面，卡榫為主

黏膠為輔的舊宿舍改造。 

2.主要為牆面與屋頂製作。 

14 4/11 
舊監獄宿舍改造設

計-5 實作組合 

1.以木棍代表梁柱，紙板呈現牆面，卡榫為主

黏膠為輔的舊宿舍改造。 

2.主要為物件組合製作。 

15 4/18 
舊監獄宿舍改造設

計-6 實作完成 

1.以木棍代表梁柱，紙板呈現牆面，卡榫為主

黏膠為輔的舊宿舍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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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為物件組合與修正。 

16 4/18 作品攝影與上傳 

1.基礎作品拍攝教學，包含構圖與光線。 

2.學生攝影舊監獄宿舍建築作品，3 張不同角

度的照片，並上傳雲端。 

17 4/25 作品發表與回饋 

1.小組討論上台分享的內容，須包含為什麼這

樣設計？建築結構與裝飾美感成果是否符合舊

監獄宿舍的永續建築發展？ 

2.老師與學生給予回饋。 

18 4/25 永續城鄉的探討 

1.分享嘉義市政府多年來持續進行的木都計畫 

https://mudu.chiayi.gov.tw:8443/ 

2.讓學生討論經由此次的建築結構與裝飾的實

作，該如何讓嘉義市的木造建築與新建築結構

設計共榮？ 

3.學生創意發想舊宿舍園區除了常見周末市

集，還能有甚麼活動與推廣，能讓嘉義城鄉永

續發展。 

六、預期成果 

1.探索嘉義市的木造老屋 。 

2.觀察建築結構設計（以木造老屋結構為主）。 

3.實作結合嘉義市舊監獄宿舍群其中一屋子為例進行永續建築設計並融入美感與文化。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木結構與木構造在建築中的應用/作者： 馮銘/出版社：東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5/01/01 

極簡中國木構建築營造技術/作者：喻維國; 王魯民/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大陸）/出版

日：2021/01/01 

第二座森林： 舊屋力十週年專刊/作/編/譯者：盧怡君總編輯/李佳芳，黃映嘉，羅健宏，劉

子維，張譯云，吳倢妤，胡庭箴，吳易陵等著/出版單位：嘉義市政府/出版日期：2023/11 

八、教學資源 

 PPT、投影幕、與建築相關模型。 

https://mudu.chiayi.gov.tw: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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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認識家鄉建築發展-以獄政博物館為例 

C 課程關鍵思考：獄政博物館園區設計理念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讓學生分組發表-探索舊建築再造： 

● 嘉義市火車站 

● 嘉義市美術館 

● 嘉義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C 課程關鍵思考：家鄉的建築再造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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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建築簡易結構類型 

C 課程關鍵思考：建築基礎結構設計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建築結構實驗 

C 課程關鍵思考：卡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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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古希臘柱式裝飾與延伸 

C 課程關鍵思考：從古至今的柱子演變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建築柱的結構與裝飾設計探索 

C 課程關鍵思考：柱頭設計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建築柱的結構與裝飾設計實作 

C 課程關鍵思考：實作過程的困難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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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嘗試建築屋頂結構 

C 課程關鍵思考：木造屋頂結構 

 

課堂 9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介紹東方建築樣式 

C 課程關鍵思考：不同結構設計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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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0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舊監獄宿舍改造設計-1 思考柱子與舊宿舍的整合 

C 課程關鍵思考：木都計畫與整合 

 

課堂 1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木造建築設計繪製與實作流程 

C 課程關鍵思考：設計圖轉換成實際建築過程 

 

課堂 1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舊監獄宿舍改造設計-3 實作局部 

C 課程關鍵思考：設計圖轉換成立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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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舊監獄宿舍改造設計-4 實作局部 

C 課程關鍵思考：設計圖轉換成立體空間 

 

課堂 1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舊監獄宿舍改造設計-5 實作組合 

C 課程關鍵思考：支撐結構設計 

 

課堂 1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舊監獄宿舍改造設計-6 實作完成 

C 課程關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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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作品攝影與上傳介紹 

C 課程關鍵思考：設計流程進展 

課堂 1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作品發表與回饋 

C 課程關鍵思考：建築實作與反思 

課堂 1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永續城鄉的探討 

C 課程關鍵思考：嘉義市永續城鄉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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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家鄉認識：學生透過課程學習到家鄉的發展和現況觀察，能夠深入了解周圍的變遷，並

與課程內容結合，產生實際觀察與操作的機會。 

 

課程設計的調整：由於實作過程中需要較長的時間來完成木工技術，課程時間安排需要

進行調整，以便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設計的木造結構。 

 

建築結構與都市規劃：學生在課程中不僅能學到建築結構的基本知識，還能實際辨識並

理解身邊的建築和規劃，提升對家鄉和都市設計的認識。 

 

對未來的影響：高三學生可能面臨即將離開家鄉去求學，這樣的課程讓他們能夠將家鄉

的觀察經驗與其他城市的對比，並期許將來能為家鄉的發展貢獻新的觀點和知識。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