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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黃淮鱗 

實施年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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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民中學 10小時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46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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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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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童軍課引導學生觀察校園動植物，對校園空間、自然環境、生活周遭物件質感和構造

具備基本的觀察能力。 

    2.學生對於美的形式原理有概略的認知（單純、調和、對稱、均衡、漸層、反覆、對

比、比例、律動、統一）。 

    3.學生已具備基本視覺藝術創作能力(如：造型概念圖繪製、剪黏、編織、切割、欣賞能

力)。 

    4.理化課和生活科技對於電路的原理基本知識和結構力學平衡已經有基本概念。 

    5.學生於家政課學習過基本編織與手縫技巧；生活科技課對於木頭裁切、構造連接與和

接合已經有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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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現代人類文明發展中「電燈」在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除了基本的照明功能外，

漸漸的對於與空間搭配的美感也越來越重視。依據功能不同像是天花板的吸頂、垂吊、嵌

燈、滑軌式燈，立式或懸臂式燈。而本課程所要挑戰與牆面垂直延伸出來的壁燈，需要思

考解決橫向結構是否穩固的問題，燈罩、燈座與固定支架各部件構造連接的問題，最後還

要思考燈罩材質跟照明度和燈具本身質感與整體美感的問題。 

   運用學生分組合作學習，以問題導向的設計學習思考，引導學生觀察日常生活中家裡和

學校各式燈具的構造有哪些不同之處，其質感肌理為何？造型是具有美感？藉此瞭解燈具

的特性、生活的關聯性與時代的象徵。 

本課程希望學生從日常生活中觀察燈具的種類和運用，瞭解不同燈具在構造、結構和

質感上的差異與功能上的合宜性。經由實際拆解燈具、自製 KIT 線材+面材和螺絲釘等燈具

所需連接教具、綁、捆、鎖、扣…等練習，藉以瞭解結構工具操作和材質連接的特性。 

最後實作挑戰是學習製作一個具有功能性、實用性和兼具美感的壁燈，除了必須具備

構造和結構的合宜性外，燈罩的部分可以發揮創意，結合日常生活中蒐集到的茶葉罐、鋁

罐、保特瓶、塑膠花器、木盒、竹筷、樹枝….等具有人工或自然質感肌理材料，運用構成

的方法，結合各種肌理和材質變化，盡情發揮表達審美的能力製作出特殊的質感變化燈

罩。最後將造型壁燈組裝，固定於牆上，展現壁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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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1. 藉由拆解燈具，觀察燈具的結構連接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哪些零件事必須的，其

功能性為何？ 

2. 觀察校園、教室和家中燈具的類型，思考不同地點的燈構造和功能上有何不同？

不同質感透光度呈現上有何不同？ 

3. 觀察戶外燈（需考量防水性與是否耐風吹）與室內燈，在構造、結構型態和材質

上有何不同之處？ 

◼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1. 能運用螺絲起子、尖嘴鉗等工具拆解並重新組裝燈具。 

2. 能結合點、線、面、立體等不同材質組件，運用堆疊、鎖、綁、捲、卡、折、黏

等技巧，結合材料特性設計合適的組合連接方式。 

3. 善加運用物件材料組構、接合及連結方式，組合出合適於生活實用功能，能穩固

固定於牆壁上、有照明功能又具美感的壁燈構造體。 

◼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1. 構造的美感秩序--運用構造的邏輯性，組合成具規律變化、有排列順序層次的物

件，進而達成美感的訴求。 

2. 認識質感的特性，選用合宜的材質，結合美的形式原理(單純、調和、對稱、均

衡、漸層、反覆、對比、比例、律動、統一)等，進行不同表面肌理質感的運

用。 

3. 瞭解形和結構的關係，思考如何結合材料特性，組合出合適的造型，並且可承受

支撐水平重量的結構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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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解決學校樓梯間或角落陰暗的問題，創造美感的情境。 

2. 結合校本課程環境教育，結合回收物與藝術美感創造出特殊質感壁燈，藉

以宣導環保重要姓。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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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一節課） 

單元目標 
瞭解燈的演變和類型，觀察生活中的燈構造有哪些不

同？ 

操作簡述 

1.發學習單，引導學生思考學校附近廟宇的燈、教室的
燈和家裡的燈在固定安裝、物件連接組構方式、造
型和材質有哪些不同之處？ 

2.介紹燈的演變和類型（吸頂、嵌、壁掛、垂吊、站

立、延伸臂式等），學生至校園中觀察並記錄燈的種

類與樣式（燈座與燈泡連接固定方式）。 

2 
10/24 

（一節課） 
單元目標 

任務 1-拆解組裝燈具，瞭解構造的接合、規律、材料

特性、因時制宜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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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練習拆解構造不同燈具，比較不同燈具，在各組件的
連接和接合有哪些不同之處？運用了哪些接合的技
巧，藉以瞭解構造是組成物件的重要細節。 

2.講解構造的「接合、規律、材料特性、因時制宜」

等重要的特性，將重點寫在學習單上。 

3 
10/31 

（一節課） 

單元目標 

任務 2-能運用綑、綁、鎖等連接固定的技巧，組構線

材、面材、五金等材料，挑戰能橫向支撐燈座的構造

體。  

操作簡述 

1.運用線材（橡皮筋、棉線、麻繩、鋁線、竹籤）、面
材（鐵片、木片）、鑽孔的木塊、木條和公母螺絲、螺
絲釘，挑戰能橫向支撐燈座（工業風鑄鐵水管、燈頭）
的構造體。 

2.燈頭位置需離壁面 15cm 以上，結構體需牢固不容
易晃動。 

3.完成橫向支撐、橫向加向上支撐、橫向加向下支撐，
結構體不變形，燈頭需平衡不會歪斜掉落。 

4.挑戰是否可調整角度和長度。 

4 
11/7 

（一節課） 

單元目標 

任務 3-瞭解燈罩形、結構與質感，運用綑、綁、鎖、

釘等連接固定的技巧，能根據不同材料特性，組構線

材、面材等材料，挑戰能與燈頭穩固連接的燈罩結

構。 

操作簡述 

1.學生根據圖片分類、燈具燈罩各種造型與材質燈罩，

思考哪些是符合功能性和實用性，質感有何不同？喜
歡哪些造型？。 

2.運用線材、面材等各式材料，組構燈罩造型，需考

慮能將燈罩固定在燈頭上不晃動，球形燈泡可裝上和

取出。 

5 
11/14 

（一節課） 

單元目標 
討論壁燈的構造、支架結構、燈罩造形樣式和表面材

質，設計繪製草圖。 

操作簡述 

2.學生分組討論運用不同的材質接合和組合設計出獨
特的壁燈形態，燈頭位置必須離壁面至少 15cm、主
要部件可拆解再裝上，電燈線需隱藏，如外露需與造
型結合產生美感。 

3.將整體概念圖與主要連接組件繪製出來，列出需要

哪些接合材料，例如蝶形螺絲、牙管螺絲等。 

6 
11/21 

（一節課） 

單元目標 
修正構思設計圖，能選用合宜的材料嘗試接合和組合

製作出獨特的壁燈支架組件。 

操作簡述 

1.與老師討論，修正構思設計圖。 

2.選用合宜的材料開始製作壁燈支撐架相關連接組件

（可利用的回收媒材例如：樹木木頭、木頭椅子角料

板材、掃把竹柄、塑膠水管…等）。 

7 11/28 單元目標 能修正與調整各部組件，組裝固定燈具各部構造體，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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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1.燈具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期待學生在學習本課程之後，能對構造物有感，引起思

考，瞭解構造是什麼？進而做出合宜的美感判斷，並能將這樣的美感經驗跟他人分

享，運用在生活中，讓美感的種籽發散。 

2.分組合作學習，除促進人際關係的建立外，也可學習到彼此不同的優點，讓學習者可

以達到加乘的學習效果。 

3.壁掛燈實做體驗學習，更考驗燈具的結構力學與構造穩固接合的思考外，還需結合質感的視

覺創，瞭解媒材的特性，做中學更能引發學生更多元的思考的創造力。 

4.結合其他課程的多元能力，發揮公民行動自主學習的力量，能察覺發現生活周遭問

題，提出改善方案，製作出合宜美感燈具的形態表現，學以致用改善環境光線不足的

問題。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美感電子書，2016。 

     2.美感練習誌 Vol. 1-8，曾成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2016-2021。 

六、教學資源： 

教育部美感網站--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  

（一節課） 紹美的形式原理，討論製作燈罩結構體和表面裝飾構
成。 

操作簡述 

1.繼續修正與調整相關部件與組件。 
2.需考慮容易更換燈泡、不晃動，戶外使用是否具防水
性與是否耐風吹。 

3.教師介紹美的形式原理(單純、調和、對稱、均衡、漸

層、反覆、對比、比例、律動、統一)等，引導學生思
考運用在燈具與燈罩的造型與表面質感變化的表現。 

4.著手討論燈罩樣式、結構體和裝飾，思考形與結構的
關係，如何結合日常生活中蒐集到的回收物，如鋁片、
保特瓶、塑膠容器、木板、竹片、竹籤、竹條、樹皮….
等具有人工或自然質感肌理材料，運用堆疊、鎖、綁、
捲、折、卡、黏等構成的方法技巧，使用材料特性設
計合適的組合連接方式。結合各種肌理和材質變化，
盡情發揮表達審美的能力製作出特殊的質感變化燈
罩表面構成。 

4.完成設計圖修正。 

8 
12/5 

（一節課） 

單元目標 
繼續建構組裝修正燈具各部構造體，完成燈罩表面構
成裝飾。 

操作簡述 
1.建構組裝修正燈具各部構造體。 
2.修正完成燈罩表面構成裝飾。 

9 
12/12 

（一節課） 

單元目標 
展示發表作品設計理念，說明自己作品特色，完成學習

單與回饋單。 

操作簡述 

1.組裝燈具各部構造體，點燈看看效果，完成燈具燈頭

的接線。 
2.介紹自己作品的特色和設計理念。 
3.學生互評，老師回饋與鼓勵。 
4.完成學習單和回饋單。 
5.展示完成的燈具作品於校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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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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單元 5 介紹美的形式原理調至單元 7 構思燈罩表面構成時來進行，這樣學生比較能理解和

結合運用。 

2.將單元 8 組裝燈具各部構造體，完成燈具燈頭的接線，移至單元 9，讓學生可以專注完成燈

罩表面構成裝飾。 

二、6-18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思考學校附近廟宇的燈、教室的燈和家裡的燈在固定安裝、物件連接組構方式、造型和材

質有哪些不同 

 

介紹生活中燈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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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校園中觀察並記錄燈的種類與樣式 

 

觀察學校和家中燈具類型和特徵，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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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發學習單，引導學生思考學校附近廟宇的燈、教室的燈和家裡的燈在固定安裝、物件連接

組構方式、造型和材質有哪些不同之處？ 

2.介紹燈的演變和類型（吸頂、嵌、壁掛、垂吊、站立、延伸臂式等），學生至校園中觀察

並記錄燈的種類與樣式（燈座與燈泡連接固定方式）。 

3.將學習單帶回家，觀察家中燈具類型和特徵，完成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比較傳統和現代燈具、學校和家裡、室外和室內有哪些不同？ 

2.生活中的燈具類型，如吸頂燈、嵌燈、壁掛燈、吊燈、立燈、軌道燈等，依功能需求有

哪些不同之處？ 

3.想想看，學校和家裡的燈在固定安裝、物件連接組構方式、造型和材質有哪些不同之

處？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練習拆解構造不同的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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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在各組件的連接和接合有哪些不同之處 

  

組裝好後打開電源測試 

  

將拆解燈具過程紀錄在學習單上，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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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練習拆解構造不同燈具，比較不同燈具，在各組件的連接和接合有哪些不同之處？運用了

哪些接合的技巧，藉以瞭解構造是組成物件的重要細節。 

2.講解構造的「接合、規律、材料特性、因時制宜」等重要的特性，將重點寫在學習單

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想想看，要組成一盞穩固實用的燈具，需要哪些構造上連接的功能要件？ 

2.怎樣才能將電線連接固定不容易鬆脫，才會穩固又安全。 

3.怎樣才能將固定座固定穩固不容易鬆動。 

4.想想看，燈罩是以何種方式固定在燈座上？ 

5.想想看，壁燈組構上要有哪些功能才能符合需求？ 

6.想想看-如何連接組裝才能發揮燈罩功能？ 

7.連接的電線太長了要如何調整？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運用線材、鑽孔的木塊、木條和公母螺絲、螺絲釘，挑戰能橫向支撐燈座的構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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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需牢固不容易晃動 

  

燈頭位置需離壁面 15cm 以上 

  

燈頭需平衡不會歪斜掉落。 

  

挑戰是否可調整角度和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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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單上紀錄寫下操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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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運用線材（橡皮筋、棉線、麻繩、鋁線、竹籤）、面材（鐵片、木片）、鑽孔的木塊、木條

和公母螺絲、螺絲釘，挑戰能橫向支撐燈座（工業風鑄鐵水管、燈頭）的構造體。 

2.燈頭位置需離壁面 15cm 以上，結構體需牢固不容易晃動。 

3.完成橫向支撐、橫向加向上支撐、橫向加向下支撐，結構體不變形，燈頭需平衡不會歪

斜掉落。 

4.挑戰是否可調整角度和長度。 

5.在學習單上紀錄寫下操作重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綑綁才能穩固連接支撐架木塊。 

2.想想看，加上角鐵、鑽孔的木塊、木片和公母螺絲、螺絲釘後，如何讓橫向支撐結構體

不變形，燈頭需平衡不會歪斜掉落。 

3.想想看，如何讓支撐架可調整角度和長度、橫向加向上支撐、橫向加向下支撐。 

4.想想看，如何善用工具來固定?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學生根據圖片分類、燈具燈罩各種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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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線材、面材等各式材料，組構燈罩造型 

 

 

製作燈罩造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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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燈罩造型組構與試做表面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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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單上畫出燈罩結構造型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根據圖片分類、燈具燈罩各種造型與材質燈罩，思考哪些是符合功能性和實用性，質感有

何不同？喜歡哪些造型？ 

2.運用線材、面材等各式材料，組構燈罩造型，需考慮能將燈罩固定在燈頭上不晃動，球形燈泡

可裝上和取出。 

3.在學習單上畫出想挑戰的燈罩結構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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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想想看，燈罩有哪些造形和功能？ 

2.想想看，燈罩固定的方式、構造和造型、表面材質、表面構成、燈泡可容易裝上取出。 

3.想想看？哪些材料可用在主結構？哪些可用在裝飾結構？ 

4.如何固定住燈罩？ 

5.哪一種燈罩造型較美？ 

6.燈罩表面不同質感如何結合比較美？ 

7.如何固定住燈罩支架？燈罩支架結構歪了要如何調整？有更好的固定方式嗎？ 

8.想想看？如何用不同材質作燈罩表面？燈罩表面裝飾如何排列構成才好看？如何穩固固定不會

歪斜？ 

9.想想看，燈泡方便裝上和取出嗎？燈罩大小合適嗎？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討論壁燈的構造、支架結構、燈罩造形樣式和表面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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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整體概念圖與主要連接組件 

  

將整體概念圖與主要連接組件繪製出來 

B 學生操作流程： 

1.討論壁燈的構造、支架結構、燈罩造形樣式和表面材質，設計繪製草圖。 

2.學生分組討論運用不同的材質接合和組合設計出獨特的壁燈形態，燈頭位置必須離壁面

至少 15cm、主要部件可拆解再裝上，電燈線需隱藏，如外露需與造型結合產生美感。 

3.將整體概念圖與主要連接組件繪製出來，列出需要哪些接合材料，例如蝶形螺絲、牙管

螺絲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1.想想看，生活中哪些用不到廢棄或回收的媒材可做為燈具材料使用？ 

2.如何運用不同的材質接合和組合設計出獨特的壁燈形態，又兼具美感的結構造型 

3.如何選用合宜材料製作，主要部件可拆解再裝上，如何連接固定才穩固？ 

4.如何隱藏電燈電線，如外露需與造型結合產生美感。 

5.想想看，燈罩下方為何要留空間中空而無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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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選用合宜的材料開始製作壁燈支撐架相關連接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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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組合相關組件 

B 學生操作流程： 

1.與老師討論，修正構思設計圖。 

2.選用合宜的材料開始製作壁燈支撐架相關連接組件（可利用的回收媒材例如：樹木木

頭、木頭椅子角料板材、掃把竹柄、塑膠水管…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1.想想看，如何修正支架才能穩定連接固定？  

2.如何將支架改造成調整角度和距離？ 

3.如何打洞固定支架，洞的間隔和數量？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著手討論燈罩樣式、結構體和裝飾，並畫出設計構思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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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燈罩樣式和結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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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燈罩結構體 

B 學生操作流程： 

1.著手討論燈罩樣式、結構體和裝飾，思考形與結構的關係，如何結合日常生活中蒐集到的回收

物，如鋁片、保特瓶、塑膠容器、木板、竹片、竹籤、竹條、樹皮….等具有人工或自然質感肌

理材料，運用堆疊、鎖、綁、捲、折、卡、黏等構成的方法技巧，使用材料特性設計合適的組

合連接方式。結合各種肌理和材質變化，盡情發揮表達審美的能力製作出特殊的質感變化燈罩

表面構成。 

2.教師介紹美的形式原理(單純、調和、對稱、均衡、漸層、反覆、對比、比例、律動、統一)

等，引導學生思考運用在燈具與燈罩的造型與表面質感變化的表現。  

3.燈罩需考慮容易更換燈泡、不晃動，戶外使用是否具防水性與是否耐風吹。  

4.開始製作燈罩樣式和結構體，完成設計圖修正。 

5.繼續修正與調整燈罩相關部件與組件。  

C 課程關鍵思考： 

1.燈罩如何建構連接才穩固？才有美感？  

2.燈罩結構造形如何折才好看？  

3.如何用最少的束線帶連接固定？ 

4.如何將燈罩固定在燈頭？ 

5.哪一個燈罩結構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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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繼續修正建構組裝修正燈罩和燈具各部構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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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燈罩表面構成裝飾 

B 學生操作流程： 

1.繼續修正建構組裝修正燈罩和燈具各部構造體。 

2.完成燈罩表面構成裝飾。 

 

C 課程關鍵思考： 

1.想想看，燈罩表面裝飾如何構成才好看？ 

2.燈罩表面裝飾如何黏接才穩固好看？ 

3.如何結合運用回收再利用媒材在燈罩表面構成？ 

4.不同質感和材質素材，如何構成結合比較美？ 

 

課堂 9 

A 課程實施照片： 

 

教師講解組裝燈具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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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具的各部組件 

  

跟老師討論組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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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組裝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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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燈具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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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燈具作品 

 

想想看，壁燈燈具適合安裝在校園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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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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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組裝燈具各部構造體，點燈看看效果，完成燈具燈頭的接線。 

2.介紹自己作品的特色和設計理念。 

3.學生互評，老師回饋與鼓勵。 

4.完成學習單和回饋單。 

5.展示完成的燈具作品於校園空間。 

C 課程關鍵思考： 

1.想想看，電線外露如何構成才好看？ 

2.燈具的電線如何連接？ 

3.想想看，哪一個燈具最美？美在哪裡？ 

4.想想看，燈具可以裝在校園中哪個位置？它的功能為何？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單元 3 將原先大網工作燈改成工業風鑄鐵水管、燈頭，一方面搭配鑽孔木塊和木片大小尺寸

較合適操作，造型也比較有美感，加上其猶如加上燈罩重量，增加挑戰難度。  

2.單元 4-1-燈罩的結構挑戰，建議可讓學生用包紙鐵絲和束線帶來練習以各種單位形（三角、

四方、圓形、多邊形，各組選擇其中一種主要造形來挑戰）做成燈罩結構，這樣對於形的思

考會比較明確。 

3.單元 4-2-學生對於如何用橡皮筋和束線帶綑綁竹籤上不熟悉，綁不夠緊導致容易鬆脫結構不

夠穩固。 

4.單元 5-壁燈的建構挑戰，如讓學生從椅子材料拆解、初步打磨、設計、裁切、組裝，會耗費

許多時間，因此老師先做基本處理加工後，再讓學生設計，老師再依學生設計稿進行加工。

此部分可將單元 3 改成已經做過將椅子木板、竹掃把柄、塑膠掃把柄等初步處理的材料，進

行各種組裝思考，比較能節省時間，且加深學生印象。。  

5.單元 6-應該引導學生用基本形（多邊形）來思考，使用軟直鋁線或包紙鐵絲來塑形，比較容

易成功。。  

6.單元 7-製作燈罩結構，有實際的燈罩結構教具（三角形、圓柱形、四方形、球形、多邊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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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竹棒、衣架、鋁線、包紙鐵絲）讓學生參考，學生比較能感受不同材質所建構的造形，其

造成結構強度（形和材質）是有所不同。 

7.單元 8-而燈罩表面的構成部分，要讓學生思考，如何搭配形來產生美感，如果結構的形夠

美，表面裝飾就可以簡單搭配，保留其美感，這樣學生在製作上會簡單一些。 

8.學生開始製作壁燈階段，因支架、燈罩結構和表面構成裝飾需花許多時間製作，所以調整為

老師先提供支架基本材料和可組裝成的參考樣式，再讓學生討論欲製作的樣式畫出設計圖，

老師再依照學生設計樣式做成支架成品。燈罩結構和表面構成學生來不及完成的，老師再協

助其完成。 

9.本課程宜安排至少一整學期來操作時間會較充足，如果時間充足的話，可讓學生進行支架表

面修飾和上漆，可呈現出更多元美感思考和表現。 

10.建議一開始可強調或讓學生思考，學校哪些空間光源需改善，需要加強燈光照明來改善，讓

學生思考如何去改善環境，為環境盡一份心力（環境共好）。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學生 1 

 起討論、思考、動手，感覺很好,這次做的燈罩，有用到許材料，看見自己做的東西慢慢呈現出來，

很開心。 

學生 2 

我們的作品造形很獨特，燈罩的造形是以花朵的外表來表現，想給人一種自然的氣息。 

和同學一起討論命的過程中，或製作作品的過程中，常有遇到意見不合或製作步驟方式出錯導致做

出來的結果與想像中的不符，但我們秉持不放棄的原則，仍努力做出了最好的作品。 

這個課程教會我如何觀查「美」，也近一步啟發了我對美的感受能力。 

感謝老師的努力教導和適時的從旁協助，讓我們建立了自己的美感。 

學生 3 

 晒衣架很難折，用鉗子折比較好折。在和同學一起討論和製作時都互相學習了很多。 

 第一次要我們自己做燈罩和接燈炮，很新奇。 

 在視覺藝術了課上學到了我也沒想過我自己會體驗做燈罩，做出來時很有成就感，謝謝老師和同學

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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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4 

 我覺得很同學一起做很有趣，而且大家都有很多想法。 

 很開心學會了一些工具的便用方法，，也了解到不同材質做出來的感覺會不同。 

學生 5 

 我們用很多三角形元素像金字塔，團隊合作很快就完成了作品。學習到了很多燈泡的知識，瞭解如

何裝燈泡，我們的作品，跟設計圖的一樣，很有成就感。自己做完會發亮也很開心。 

學生 6 

 這是一個新的體驗，大家一起分工合作可以比較快完成，而且比一個人做有趣多了。我原本没有想

到我們竟然可以目己做出一個燈具，原本還以為會很難，其實也還好。 

學生 7 

 過程中有很多想法跟其他同學不同，但這樣就可以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在學習的過程中，發覺自己

可以再認真地聽老師上課，那樣就不會發生危險的事情。 

學生 8 

 我覺得作品長得很像燈籠，但配色很清新。一開始不知道做甚麼形狀，聽老師的建議做大小改變。

我覺得剝線鉗的使用方式很需要動腦。我覺得上課進度很棒，在小組的分配工作較沒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