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澤國中國際設計教育，延伸課程計畫架構    林素梅  楊瑄明課程設計與執行 

(本課程以寒假營隊方式執行，並在開學後學生自主留校參與創作，因此沒有嚴格的課堂時間限制) 
主題 學習內容 實施時間 
1.溜滑梯的五感體驗 1.布料模擬遊具的體感實驗與感受 

2.溜滑梯的(滑)的方式，身體與速度的探究討論。 
3.滑動速度滑動方法與其他學科的關聯討論。 

2 節 

2.閱讀可玩的校園棲地環

境 
1.校園環境踏勘與討論 
2.爬樹體驗，高度設計與恐懼臨界點和好玩的關聯 
3.樹的結構選擇，樹上生態棲地觀察，搭建聯時簡易

的模擬骨架。 

2 節 

3.結構實驗與模型設計 1.尋找回收廢材在棲地樹上作簡易模擬骨架 
2.調整與修正， 
3.劃出確定的設計圖，並做縮小討論用工作模型 

半天 

4.樹上搭造建築 1.選擇堅固的回收材，正式搭建溜滑梯骨架。 
2.物理力學的猜想與演繹。 
3.數學空間幾何模擬。 

全天 

5.紙漿塑形 1.骨架包覆鐵絲網。 
2.紙漿塑型 1.2.3(網路遠距教學) 
3.作品粗胚造型聯想。 

2 天 
 

6.尋找大地的寶藏 1.到海邊撿拾可用的卵石及玻璃，做為作品的裝飾

材，地方景觀的探究。 
2.拼貼磁磚片和海邊石頭 
3.細部修飾 

半天 

7.身體的體驗與專家修正 1.用身體測試滑梯的角度，磨砂修正， 
2. 邀請都市酵母遊戲設計專家檢驗，提出公共安全

的修正意見。 
3.再次修改成符合安全理想的滑坡道，打磨，上色，

防水工程 

教師為主力參與 

8.玩與分享以及延伸想像 1.同學下課時間分享玩樂 
2.試玩心得，並張貼社群媒體，取得觀眾的回饋建議。 
3.參與工作者的成果座談會，談談過程中的心情及學

習感勝，並啟發對周邊環境的延伸設計想像。 

1 節 

 
 
 
 
 
 
 
 



利澤國中辦理 107 年度宜蘭國際設計教育工作坊 衍伸教案 成果 

  
共同討論樹上設計圖 在樹上搭建臨時骨架，試驗施工實際高度 

  
廢棄木料搭建滑坡道 寒假工作營紙漿塑型 

  

課後自主留校創作，家長參與創作 以身體測試滑坡道效果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教學歷程記錄: 
參與式設計的教育衝擊與跨國教育的交流 
   不同其他縣市的美感教育行動，2017 年宜蘭開辦「國際設計教育」，由設計專業團隊主導規劃，

期望美感從跟生活連結的設計導入，以設計的思維將美感教育融入生活實踐。2018 終於有機會協助

利澤國中申請這個計畫，設計師團隊安排來自新加坡的 Participate In Design Larry, 還有 Jennifer 帶利

澤國中進行一場校園的遊具設計，在台灣的中學校園現場，傳統教育行政思維，認為國中生活潑好動，

學習應以靜態思考為主，普遍沒有任何遊具設施，此「遊具設計」的學習主題被提出，衝擊著這裡的

師生，認為只是玩模型吧? 
   然而，我和參與的老師，卻希望玩真的，將整個計劃導向真實的實踐，因此挑選從一開學就進行

多次激烈分組合作學習考驗的班級實施。 

讓孩子夢想實踐的第一哩路，讓孩子發光 
   這是一場參與式設計工作坊，11 月 26 日~27 日，新加坡設計師帶領學生課堂的新加坡傳統玩具分

享開啟學生的[遊戲]想像，從身體的遊戲開啟學生[玩]的感官體驗，從需求者出發，到設計遊具，帶

著同學們做出一個屬於自己的遊樂場。我們打破傳統國中課室教與學的形式、運用回收材料和改造生

活的用品，探索遊戲的空間如何被創造或改造；重新建立社群間學生強力的連結。 
   這真的都在玩啦!連校長都全程參與一起玩鋸木板，學生體驗了一場不同傳統課堂的學習方式，就是

「玩真的!」 

   不同於一般教學，在學習中開發青 少年「玩」與「建立遊戲空間」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事情。現場

觀課老師們也必須成為參與設計的一份子，分組帶領小組團隊們一起討論使用者的範疇及所需、透過

彼此訪問、交流對談、創意激盪、畫下與鏈結各種想法，再到木工廠實際探索回收材料的種種加工實

驗可能性，來激發如何開發遊戲場的設計思維，用整整半天的時間實際動手操作遊樂場，將設計想像

化為校園空間實踐的與遊玩的具體行動。 

   

   教育真是一種成本很高的未來投資，設計活動進行中，我們找到教育最完美的狀態應該是如照片

這樣的:「引發孩子的夢想，外部設計師的引導，體制教育行政的支援，導師的陪伴，外來工具專家

的指導」，一起共同成就教育的成果。 
   從發現使用者到動手做，校長、主任、老師們與學生們發展對公共空間的觀察以及公眾事物主動

參與，這不只是一堂設計課程，更是公民社會課程。 
 
怪咖導師的教學觀察 
   該班導師楊瑄明，是一位社會科新進初任班級導師，非美術相關專業，未受體制教育刻板框架影

響，對教育的各種可能性充滿熱情想像，常勇於在班級實施許多奇怪的創意教學活動，心念意志強大，

他對這場設計教育有這樣的觀察描述: 
  「一直以來如何讓學生有夢，且透過築夢踏實的過程成為自己，始終是我最核心的教學目標。然而

如何讓生命尚淺的 13歲青少年，在橫衝直撞的青春期裡，拿捏出自己與社會的距離，卻始終是個難



題。 在認識設計思考之後，我發現社會創新跟自我實現之間有著神祕的關聯，那似乎是一種利己跟

利他之間的平衡，透過同理使用者思考如何將抱怨化為更好的可能，並透過創意思考進行一趟獨特的

自我實現之旅。 在這次的國際設計教育裡，我看到設計思考的另一種可能--「玩」。透過玩的過程，

帶領孩子觀察玩、思考玩、設計玩，一反一般課程，從感覺出發，少談認知，而是任由學生的創意徜

徉，讓學生在掌握自主權的過程裡，學會思考並開始相信自己也是有能力的。」  
真正的教育在設計教育之後的寒假開始，夢想溜滑梯的自主實踐 
   然而在結束後，學生也覺察到「玩」這件事與部分學校散發的期待有所距離，面對課業的日常讓

學生拉回格式化的學習當中。楊瑄明導師很希望能用行動讓學生相信學習還有不同的可能，「在我還

無法催化他們任何夢想之前，我希望能透過一段夢想的現在進行式，讓學生看見什麼叫做踏實的逐夢，

因此有了這次的延伸課程。」因此我們透過長達 1 個月的時間規劃，為設計課程期間一組因需要場地

過大而未完成溜滑梯創作的小組造夢，號召自願者寒假期間來創作。 

  1 月 22，23 日寒假第一天，我們帶著各種布料在操場翻滾，從模擬溜滑梯的體驗出發，開啟身體感

官對[玩]的歡樂感動，幫助學生喚起當時課程的最初，多數同學期待的溜滑梯可能帶來的感受，再從

戶外地點勘察當中擴增學生對這次計畫的野心，最後我們一同停在一棵 Y 字型的樹下，開啟了一段樹

屋溜滑梯的想像。  

   有了先前的經驗，工具的操作對學生完全不構成困難，然而一個大型專案的進行卻考驗著學生的

合作能力以及持續力，過程中學生彼此的討論及衝突解決，是其中最重要的學習，也是在其他課程中

難以達成的特殊經驗。 但是瑄明老師覺得：「默契這種東西是在合作過程中，經由吵架碰撞而成的，

唯有試著跟不同的人合作進行一個超越自己能力範圍的行動，才能在其中試煉出充滿默契的夥伴，在

執行溜滑梯的過程裡，我看到學生對於彼此的合作漸漸找出協做的默契。」  

  
   1 月 25 日宜蘭晴天燦爛，利澤的這班孩子和導師，繼續創作樹上溜滑梯， 
我不在現場，我在屏東，透過 FB 網路連線，和他們跨越南北 460 公里遠距溝通，同學們和導師傳來

視訊照片，依照我的紙漿創作指令依序完成每一道工法，實在太令人感動了！這個創作很吃力，勞累，

很多失敗，很多皮肉受傷，需要應用很多學理知識。我的經驗知道這是一場長時間的創作，然而隨著

專案的時間漸長，超出學生預期的工作時間，漸漸消磨著彼此的意志，對於來作溜滑梯以不復初始的

熱情，更多的彷彿是一種義務、一種責任感，有時會覺得煩、覺得無奈，但這時候的堅持，才是夢想

實踐最關鍵的一里路。 
美術課堂裡的「失敗學」 
   在我的美術課程裡有一堂「校園裡的公共藝術課程」，要把木頭跟任何回收物件接在一起，我們要

孩子學會結構學，所以要用木頭來做支撐，教導孩子要學會把大自然中不同的材質拿來使用，既然色

彩不是由你來決定，那麼造型需要由你來決定嗎?我想也不一定，你可不可以從大自然中去聯想出造

型，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通常將這堂課叫做「失敗學」，透過合作共同捆綁作品骨架的過程，

學習安全有效的使用各種刀子、榔頭、鋸子、鉗子、鐵絲、玩成可站立的大型作品，要讓孩子一直去嘗



試，錯了再重來而已，讓他發現原來解決困難並不會那麼累，如此一來他就會不害怕失敗，而去勇於嘗

試， 孩子們不會知道危險在哪裡，所以我們老師要來協助孩子做檢查，哪些地方可能會有危險，因為你

的生命經驗比較夠，才可以給孩子這些經驗，請使用你的生命經驗來教導孩子，有時你還是得要讓孩子去

嘗試危險在哪裡。這樣的教育理念，這次的溜滑梯長程作戰創作中，孩子完全這樣失敗到成功的成長真諦。 

 
   這樣的創作不只是美術課，這是物理力學應用，這是數學角度與幾何空間，這是原生植物生態學，

這是公民社會議題討論，透過這個創作，將所有的學習能力都串連起來了。我在想是什麼力量，促使

孩子寒假了，依然自主到校，對學習充滿熱情，就為了實踐曾有的那個小小夢想?如果，如果，每一

科都能這樣百分百燃起孩子下課後的追求熱情，那將會是教育如何美麗的風景，社會如何精彩的未來? 
   2 月 27 開學了，溜滑梯持續在每天放學後進行著，這天我們創作到天黑，孩子為導師舉燈，也為來陪

伴而臨時加入創作的母親舉燈，這畫面恰似林布蘭的作品，孩子為人舉燈的風景，比藝術品更美，好的教

育，不是教會孩子什麼，而是激發孩子自己要做什麼？能成為什麼？花總不會馬上開放，美需要時間醞釀！

這需要給他們時間，和像大人一樣的尊重，以及為他指出前進的方向。 

  
   「在一顆美麗的樹下，有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老師的人，和一群不知道自己是學生的人，開始了談

話。這，就是學校的起源。」 --建築師 路易斯‧康  
   瑄明導師撫觸未完成的溜滑梯說：「在這座與樹交織的溜滑梯下，我與學生開始了談話，一場用手

進行的談話。過程裡或許不太有人生道理的講述，也少有知識的傳遞，但透過手感覺到始終有一種感

覺在拋揉傳遞，那樣的過程裡好像真以分不清誰是老師、誰是學生，而是我們生命都在這共同創作中，

交匯聚集形成作品。或許結束後學生說不出具體而言學到什麼，但始終會有一種感覺印在心中，那是

夢想形成的關鍵元素，希望能在未來築夢的過程中，被成功地喚醒使用。」 
  這段話非常深刻的傳達我多年來和學生交會的感受，也完全表達我一直以來要跟合作夥伴教師分享

的(靈魂導師)的真諦。 
   這其實不是一堂美術課，是一場形塑師生心靈完整的旅程，藝術跨領域的成功教育價值，在於引

燃不同科目知識間連結的火光，期許當一個點火的人！替學生開啟不同的門，改變學生的生命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