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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級 宜蘭設計教育教學活動設計(荷蘭篇)  20180116 
編寫與設計：趙靖雲            教學節數：共 7 節 

教學 

起訖日期 
12/1~1/5 單元名稱  縮小空間大視界 

108 新課

綱藝術領

綱核心素

養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A2 嘗試設計式的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 徑。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3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3 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戶外教育 

教 學 準 備 

教學簡報、圖片、學習單、電

腦、單槍投影機、網路資源等

相關教學媒體。 

鞋盒、各質感與點線面形式的

手工材料、紙張、保麗龍膠。 

月 日 節 教 學 重 點 

12 1 1 ■觀點的認識：自己與他人 (以荷蘭文化和台灣文化為例)。 

12 8 1 ■觀點的認識：自己與環境 (以校園中的人造建物環境與自然環境為例)。 

12 15 1 

■觀點的想像與實踐(一)：測量 

1.人與室內空間比例關係的認識 a.：自己與美術教室的測量。 

2.空間與主題的發想與想像：如果能改造美術教室，將戶外的大自然搬運進來，那麼在

這個有限的空間內，能蓋造成怎樣的大自然美術教室呢？ 

3.人與自然空間比例關係的認識 b.：自己與自然物的測量。 

12 22 1 
■觀點的想像與實踐(二)：製作 

學生將自己的大自然教室設計，以等比例縮小的方式，於鞋盒內製作。 

12 29 1 
■觀點的想像與實踐(二)：製作 

學生將自己的大自然教室設計，以等比例縮小的方式，於鞋盒內製作。 

1 5 1 
■觀點的想像與實踐(二)：製作 

學生將自己的大自然教室設計，以等比例縮小的方式，於鞋盒內製作。 

1 12 1 ■創作分享與佈展 

學 習 目 標 

1. 能理解每個人的觀點都不同，需要互相深入了解與尊重。 

2. 能理解環境對人類身心與生活的影響，延伸至生活中對於環境空間與環境材質變化的感知。 

3. 能覺察人類活動對環境面貌的影響，主動省思自己的行為與提出更好的做法來平衡人類需求與環境承受

力。 

4. 能嘗試設計式的思考，製作符合主題要求的模型版的室內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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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指 導 要 點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重點 

■觀點的認識：自己與他人 (以荷蘭文化和台灣文化為例)。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 

 1.蒐集荷蘭文化與台灣文化在環境與生活方面的相關資料，製作成教學

簡報，供教學時使用。 

 2.準備 A4 白紙、鉛筆，按教學過程使用。 

 (二)學生 

  提醒學生上課前，多觀察並留意日常生活中有關自然景物與人造建物、

景物的設計。 

二、導入活動 

1.請學生一個一個輪流到黑板前，用粉筆畫一個大圈圈。教師在暗中紀

錄學生畫圈圈時的起點和旋轉方向。 

2.教師向學生說明，google 曾紀錄了世界各國人士畫圈圈的方式，發現

東方人有比較多人畫圈圈的起點是在下方，然後以順時針方向繞完一

圈回到底部的起點。但是西方人比較多是從圓圈的頂點開始，以順時

針方向繞完回到頂點。還有一些國家的人也是從頂點開始畫，但卻是

逆時針完成；那麼這個班的學生大多以甚麼樣的方式來畫呢？每個人

畫圈圈的差異都不同，更何況是想法呢？ 

三、展開活動  

 (一)以講述法、討論法以及草圖繪製(實作法)來探討荷蘭文化與台灣文化

在人與環境議題上的差異。 

講述法、討論法 

  1. 荷蘭國土特色、地景與環境的介紹。 

    2. 荷蘭國土特色、地景與環境造就了荷蘭人的獨特價值觀，然後荷

蘭人又以這樣的價值觀對其環境做了怎樣的對應與改造？ 

    ◇觀點一：荷蘭政府單位              ◇觀點四：科學家 

    ◇觀點二：荷蘭藝術家                ◇觀點五：荷蘭國民 

    ◇觀點三：荷蘭社會關懷設計的設計師 

    草圖繪製 (實作法) 

    3.自然派還是人造派？夢想中的生活環境繪製。(A4 大小鉛筆線稿) 

講述法、討論法 

    4.台灣國土特色、地景與環境的現狀為何？如何逐漸地改造成現今的

面貌？環境的現況又如何影響台灣人的行為？與你夢想中的生活

環境圖有何差別？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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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的認識：自己與環境 (以校園中的人造建物環境與自然環境為例)。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 

   1.準備室外課程所需的移動式白板、白板筆、指示棒。 

 (二)學生 

 

 

 

 

 

移動式白

板、白板

筆、指示

棒、閱讀文

章 

態度評量 

討論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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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指 導 要 點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重點 

    1. 準備這一節課程將要到室外上課，為因應天氣，所以需準備雨

衣以備不時之需。另外需將抽屜清空以方便搬運；其餘上課所

需文具仍須備妥。 

    2.上課前多觀察並留意周遭教室格局與物品配置的方式。 

二、導入活動：  

先帶領學生到校園走走，感受室外空氣、聲音與光線的流動，詢問

學生如果要在室外上課(接近自然景物的地方)，他們會想選在哪個地點？

為什麼？ 

三、展開活動 

  1.帶領學生將桌椅、白板搬運到戶外，桌椅與白板排列方式如同教室內

的配置。 

  2.請學生安靜不語地在此環境感受一下。 

  3.請幾位學生分享生活中曾經參與的大自然活動。 

4.發放文章(節錄『山豬、飛鼠、撒可努』)請學生閱讀。 

  5.請學生分享在室外閱讀文章的感覺。 

  6.告知學生在下堂課我們將製作美術教室的室內模型，並將其改造，以

戶外的大自然為主題，搬運進美術教室。因此請學生採集一些戶外的

自然素材作為設計元素。 

7.學生進行自然素材採集。 

8.將課桌椅搬運回教室。                            (第二節結束) 

 

 

 

10’ 

 

 

 

12’ 

 

3’ 

5’ 

2’ 

3’ 

 

 

 

10’ 

 

■觀點的想像與實踐(一)：測量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準備與蒐集建築模型、比例尺繪圖方式以及迷你擬真作品 (田中

達也 Tatsuya Tanaka)等的相關資料，製作成教學簡報，供教學

時使用。 

   2.準備 A4 白紙、鉛筆，按教學過程使用。 

 (二)學生 

    上課前多觀察並留意周遭各種人造建物、自然景物與自身高度與比

例的關係。 

二、導入活動： 

請學生猜測自己的手掌(撐開)、手臂或是腿長約是多少公分呢？猜

測完可以以尺實際丈量，與自己的目測長度做比較。 

三-1、展開活動(一) 人與室內空間比例關係的認識 a.：自己與美術教室的測

量。 

講述法、討論法、實作法 

1. 以教學簡報教導「比例」，並非實際以尺丈量才能顯示比例，比例

是一種「形與形」的比較關係。 

2. 以教學簡報提供實際的作品或是圖例。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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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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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指 導 要 點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重點 

3. 請學生以人體或是美術教室內的物品，大約丈量美術教室的長、

寬、高，以及教室內的人體、黑板與這個美術教室空間的大小高度

等的比例關係。 

三-2、展開活動(二)空間與主題的發想與想像： 

如果能改造美術教室，將戶外的大自然搬運進來，那麼在這個有

限的空間內，能蓋造成怎樣的大自然美術教室呢？ 

討論法、實作法 

1. 詳細說明設計目標與需求，並請學生設計「大自然教室」。(必須以

美術教室的尺寸以及自己的身高等比例縮小來設計，美術教室的屋

頂可拆可鏤空、地板可更換，但是窗戶位置、前後門入口不可更動。) 

2. 發放設計草圖學習單，請學生繪製草圖。 

三-3、展開活動(三) 人與自然空間比例關係的認識 b.：自己與自然物的測量。 

討論法、實作法 

1. 請學生依據自己繪製的草圖，再一次進入戶外的校園環境，以學習

的比例尺關係，再次目測自然物與自己的比例關係。 

2. 回到教室進行草圖的修改。                      (第三節結束) 

 

 

 

 

15’ 

 

 

 

 

15’ 

 

■觀點的想像與實踐(二)：製作 

學生將自己的大自然教室設計，以等比例縮小的方式，於鞋盒內製作。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 

   準備各質感與點線面形式的手工材料、紙張、保麗龍膠，供教學時

使用。 

 (二)學生 

    1.上網蒐集一些室內設計、園藝花藝、有機建築等資料供設計參考。 

    2.準備質感與點線面形式的手工材料、紙張等，供製作時使用。 

    3.準備鞋盒一個、自己繪製的草圖。 

二、導入活動： 

請全班學生一起討論與發表，結論出美術教室天花板高度與人的

高度的比例(結論為約 3:1)。 

三、展開活動 

    1.教師再次強調美術教室天花板高度與人的高度的比例為約 3:1，但因

為每位學生的鞋盒高度不同，因此學生要依據自己鞋盒的高度來決

定放置其中的小紙人高度為何？(儘管只差距零點幾公分，但仍希望

學生盡量嘗試等比例的製作)。 

    2.教師請學生在鞋盒的一側(約中間點偏下方之處)，挖出一個約一元硬

幣大小的孔洞；此為可以窺視鞋盒內部的孔洞。 

    3.教師發放白色硬紙板，請學生製作小紙人，並提醒學生要記得留下

黏貼處(黏貼在紙盒的地板)以及人物背後的支撐條。 

    4.請學生將要布置在其中的各種材質準備好並檢查，為求等比例，因

45’ 

 

鞋盒、各質

感與點線

面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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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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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指 導 要 點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重點 

此可能必須淘汰一些不合比例的自然材質(如：過大的石頭、果實、

葉片等) 

    5.教師提醒學生儘管可以天馬行空的想像，但是要考慮物件移入時空

間大小的改變，以及對教室「功能性」的影響；這個大自然教室的

目標仍然是「教室」。 

6.教師提醒學生在放置物品時，不僅要由上方(俯視)觀看，還要隨時從

鞋盒側面的孔洞以平視的角度觀看來做物件的調整。 

    7.製作與教師指導。                               (第四節結束) 

■觀點的想像與實踐(三)：製作 

延續上節課的大自然教室鞋盒模型製作。                 (第五節結束) 

45’ 

 

(同第四節) 態度評量 

實作評量 

■觀點的想像與實踐(四)：製作 

延續上節課的大自然教室鞋盒模型製作。                 (第六節結束) 

45’ 

 

(同第四節) 態度評量 

實作評量 

■創作分享與佈展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 

   準備展覽場地、展覽桌、膠帶台、展覽海報、展覽說明。 

 (二)學生 

    1.課前將鞋盒設計做最後的修整。 

    2.課前將設計構思學習單做最後的修整。 

    3.思考要分享與發表的設計理念的內容。 

二、導入活動： 

請全班學生將作品與設計構思學習單帶到展覽場地。 

三、展開活動 

1.教師請學生先將展覽場地的桌子、海報、展覽說明等布置完成。 

2.教師請學生將作品與設計構思學習單放置在展覽桌上。 

3.教師請學生先分享自己的創作理念。 

4.學生互相觀摩作品。 

                                                       (第七節結束) 

45’ 

 

展 覽 場

地、展覽

桌、膠帶

台、展覽海

報、展覽說

明 

態度評量 

發表評量 

 

 

 

【教學流程說明】 

第

一

節 

 

 

 

 

 

   

說

明 

導入活動：全班學生畫一個

圈圈。        

             (上課照片) 

荷蘭國土特色、地景與環境

的介紹。 

             (教學簡報) 

觀點一：荷蘭政府單位                  

觀點二：荷蘭藝術家   

             (教學簡報)                              

觀點三：科學家 

觀點四：荷蘭社會關懷設計

的設計師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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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說

明 

帶領學生將桌椅、白板搬運

到戶外，桌椅與白板排列方

式如同教室內的配置。 

             

             (上課照片) 

請學生安靜不語地在此環

境感受一下，之後再發表感

受。         

 

             (上課照片) 

請幾位學生分享生活中曾

經參與的大自然活動。 

             

 

             (上課照片) 

告知學生在下堂課我們將

製作以美術教室為基地的

大自然教室改造，請學生採

集一些戶外的自然素材作

為設計元素。  (上課照片) 

第

三

節 

  

 

 

 

 

 

  

說

明 

展開活動： 人與室內空間

比例關係的認識。以教學簡

報教導「比例」，並非實際

以尺丈量才能顯示比例，比

例是一種「形與形」的比較

關係。       (上課照片) 

請學生以人體或是美術教

室內的物品，大約丈量美術

教室的長、寬、高，以及教

室內的人體、黑板與這個美

術教室空間的大小高度等

的比例關係。  (上課照片) 

如果能改造美術教室，將戶

外的大自然搬運進來，那麼

在這個有限的空間內，能蓋

造成怎樣的大自然美術教

室呢？ 

              (教學簡報) 

請學生依據自己繪製的草

圖，再一次進入戶外的校園

環境，以學習的比例尺關

係，再次目測自然物與自己

的比例關係。 

             (上課照片) 

第

四

~

六

節 

 

 

 

 

 

 

 

 

  

 

 

 

說

明 

教師請學生在鞋盒的一側

(約中間點偏下方之處)，挖

出一個約一元硬幣大小的

孔洞；此為可以窺視鞋盒內

部的孔洞。 

為求等比例，因此可能必須

淘汰一些不合比例的自然

材質(如：過大的石頭、果

實、葉片等) 

教師提醒學生要考慮物件

移入時空間大小的改變，

以及對教室「功能性」的

影響；這個大自然教室的

目標仍然是「教室」。 

教師提醒學生在放置物品

時，不僅要由上方(俯視)觀

看，還要隨時從鞋盒側面的

孔洞以平視的角度觀看來

做物件的調整。 

第

七

節 

創作分享與佈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