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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南投縣⽴宏仁國中 
授課教師 洪⼦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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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6-18 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n 國民中學 10 小時 

班級數 3 班 
班級類型 n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數 88 名學⽣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雕塑我的金夢獎 

課程類別： 

創意課程/設計教育課程一學期 6-18 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n 國民中學 10 小時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o色彩 ■質感 ■比例 o構成 o構造 ■結構  o無涉構面 

課程設定 
o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o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
週
堂
數 

■ 單堂 
o連堂 教學對象 

o普通高中     年級 
o技術高中     年級 
o綜合高中     年級 
■國民中學  9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過去有上過視覺藝術課。 
* 先備能力：學生具有一定程度的積極與主動性，對於新的事物能抱有好奇心，願意在教師
的引導下進行觀察與討論。（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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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國中來到第三年的尾聲，本課程將帶領孩子整理過去自己的經歷，或展望未來的夢想。透過

比例、結構與質感的探索，將這些念想轉化成一座給自己的獎盃，在最後的展覽與頒獎典禮

肯定與鼓舞自己。 

第一部分介紹不同雕塑作品，建立對立體創作的基本概念。 

第二部分引導學生回顧過去及展望未來，從兩個主題選擇一個自己想要發展的方向。再進行

獎盃比例、結構、質感的探索與討論。 

■ 比例：底座及高度符合視覺美感的長寬比、底座尺寸及獎盃主體的大小比例。 

■ 結構：獎盃主體的重心位置、獎盃內部結構的纏繞及穩定度。 

■ 質感：不同質感代表不同主題想呈現的物體、情緒等。 

第三部分繪製自己的獎盃設計圖，開始製作內部結構後包覆材料，再用金色噴漆上色完成。

第四部分有一場展覽及師生投票活動，最後舉辦頒獎典禮，讓孩子獲頒自己設計的獎盃。 

一、 課程目標 

n 美感觀察：學生能從教師提供之獎盃中，觀察到造型、比例、質感與結構，形成獎盃的

美感效果。 

n 美感技術：學生能在獎盃結構製作中，體驗到重心、結構穩定度對立體結構的重要性。 

n 美感技術：學生能在製作獎盃的造型外觀時，體驗到質感對造型美感呈現的影響。 

n 美感概念：學生能透過獎盃設計，理解雕塑的價值意義與獨創性。 

n 其他美感目標（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可依需要列舉） 

二、 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10/5 

單元目標 學生能從欣賞不同雕塑創作者的作品。 

操作簡述 

教師從在地二二八烏牛欄紀念碑切入，引導學生認識
不同風格的雕塑作品，探索創作者如何在立體造型
中，傳達想與理念。 
寫實：羅丹、黃土水 
抽象：布朗庫西、楊英風 
超現實：達利、Genesis Belanger 

2 10/12 

單元目標 學生能探索獎盃的意義及造型與質感。 

操作簡述 

1.教師將雕塑延伸到獎盃設計，介紹獎盃的由來、不
同獎盃的設計理念及意義，如奧斯卡獎、金馬獎、世
足賽獎盃等。 
2.提供多種不同造型與材質獎盃，學生透過教師所設
計之探索任務單，觀察並記錄不同獎盃的造型效果及
質感。 

3 10/19 單元目標 學生能探索創作材料的質感後，運用所學在自己的獎
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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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教師提供基礎質感：鐵絲、保麗龍、麻布、輕質土….
等供學生探索。學生選定自己的獎盃主題後，構思獎
盃造型設計，並繪製三視圖及內部結構圖。 

4 10/26 

單元目標 學生能將前幾節的觀察與學習，運用於自己的獎盃設
計三視圖及內部結構圖。 

操作簡述 
學生選定自己的獎盃主題後，構思獎盃造型設計，並
繪製三視圖及內部結構圖。 

5 11/2 
單元目標 學生能進行獎盃內部結構製作。 

操作簡述 學生將運用鐵絲、紙團、保麗龍等，將所設計之獎盃
內部結構實體化。 

6 11/9 
單元目標 學生能進行獎盃內部結構製作。 

操作簡述 學生能運用鐵絲、紙團、保麗龍等，將所設計之獎盃
內部結構實體化。 

7 11/16 
單元目標 學生能製作獎盃外部質感。 

操作簡述 學生開始在獎盃外部包覆輕質土，並處理獎盃所欲呈
現之質感細節。 

8 11/23 
單元目標 學生能製作獎盃外部質感 

操作簡述 
學生開始在獎盃外部包覆輕質土，並處理獎盃所欲呈
現之質感細節。 

9 11/30 
單元目標 學生能製作獎盃外部質感 

操作簡述 學生開始在獎盃外部包覆輕質土，並處理獎盃所欲呈
現之質感細節。 

10 12/7 
單元目標 學生能完成獎盃製作，並撰寫作品說明卡。 
操作簡述 學生完成獎盃後進行噴漆，並撰寫創作理念。 

11 12/14 
單元目標 學生能完成佈置展覽。 
操作簡述 學生進行展覽佈置，擺放作品及貼作品卡。 

12 12/21 
單元目標 學生進行結構、比例、造型、質感的自評與互評。 

操作簡述 
學生依照教師提供之評量標準，分別進行自評與隨機
指定作品之互評。 

13 12/28 
單元目標 學生能欣賞彼此作品並肯定自我創作。 
操作簡述 進行頒獎典禮，學生於過程中彼此欣賞與肯定。 

三、 預期成果： 

1. 學生能透過觀察與探索獎盃，了解到立體雕塑的概念。 

2. 學生能在實作獎盃的過程，體驗到造型、質感、比例與結構的關係。 

3. 學生能完成具有個人代表意義的獎盃，並透過展覽彼此交流與欣賞。 

四、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蕭瓊瑞（2017）。《台灣近代雕塑史》。台北：藝術家。 

松岡ミチヒロ（2019）。《黏土製作的幻想生物：從零開始了解職業專家的造形技法》。楊哲

群。新北：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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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學資源： 
美感電子書：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美感入門》結構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RFoxbn3jOw	 	
《美感入門》比例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miL847C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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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內容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整體來說沒有太⼤調整，但時間上拉⻑不少。 

⼆、6-18 ⼩時實驗課程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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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報及實施照⽚ 

第一週：從當地歷史紀念碑切入，認識不同雕塑家作品風格。 

  

全班抽取作品紙條，閱讀線上自學資料寫下想法。 

  

第二週：總結不同雕塑作品的象徵意涵，介紹經典獎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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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週：探索獎盃設計，發想自己的獎盃主題。 

  

選擇主題後，自己先發想，再跟同學交換累積更多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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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週：繪製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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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到十一週：製作結構、包覆外層質感 

 

  

第十二、十三週：噴漆收尾、撰寫作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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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十五週：佈置並開始展覽、師生參觀投票並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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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十七週：撤展整理、邀請導師參加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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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展覽過程中邀請師生投票與回饋、並在尾聲透過「頒獎典禮」發還學生作品，以此鼓勵他們為

自己定義的價值，是我觀察到在這個課程中，最讓學生引發共鳴與情感的部分。 

在本課程進入展覽環節的前夕，我注意到某一個班級對於展覽有些焦慮，決定透過一位

youtuber江老師的影片「人一定要完美，才能夠跟別人分享嗎？」來和學生聊聊對展覽的想法與感

受，大家經過思考及討論後，比較有勇氣和信心去嘗試展現自己。 

   

此外可能因本校所在地區關係，學生文化刺激比較有限，程度落差較明顯。儘管我已經提供許

多引導鷹架、參考素材、個別討論等協助，學生還是在以下這些地方遭遇難關。  

1.對要安排什麼主題的獎盃給自己沒有頭緒  

2.發想獎盃外觀造型設計時沒想法  

3.難以將腦中構想轉換繪製到平面設計圖上  

4.將構想及設計圖製作成立體成果頗有困難  

發現這些情況後，我試著在過程中提供更多引導也更有層次地給予素材，但因學生動機也不是

很高，最終成效仍然不是很顯著。除了在教學策略、引導技巧上的實質加強外，我也調整自己內心

的期待，轉為「鼓勵嘗試、更多等待」的角度。  

課程結束後和學生討論，可以怎麼做會更好時，有個同學提議之後可以讓大家先做小模型，他覺

得直接跳過平面設計圖的部分，直接實際操作會更有助於對立體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