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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自主學習的主題、內容以及名稱



為甚麼要以打開我自己為學習主題?

本身對內臟組合很感興趣，不管是人體還是動物體內的，

曾經在網路上看過豬的立體器官模型，很想購買卻至今都找不到，

剛好趁著這次自主學習的機會，自己動手來製作器官模型(人體)，

至於為甚麼要用羊毛氈當作材料，則是因為我覺得羊毛氈很扎實，

相較於紙片或紙板等等材料。而且羊毛氈能從一坨羊毛變成一個立體作品，

我覺得超酷，加上前陣子又看到同學在做，就更想自己來親手製作看看了。



3/3
身體內的每個器官，
因含氧量高低不同而呈現出不同顏色，

透過網際網路及書籍上的資訊，
確認好器官所屬顏色，上網選購材料。
過程中，因為許多紅色的色號十分相近，
難以判斷哪個才是最適合且最貼近現實的，
在與家人討論的過程中也花費了一段時間。



3/10了解羊毛氈粗細差別

細：氈化成型速度慢，
適合製作小型作品及小部位和製作做品後期細修表面用。作品表面針孔小

中：氈化成型速度適中，製作作品可全程使用，使用頻率最多

粗：氈化成型速度快，製作作品前期使用。作品表面針孔會較明顯



3/31 第一次定期評量

3/17 製作脾的羊毛氈作品(遺失)

3/24 製作腎的羊毛氈作品(遺失)

4/07 製作胃的羊毛氈作品，過程未拍攝，成品補在最後面



4/14
製作肝臟及膽囊的羊毛氈模型

由於這堂課的進度有兩個部分，
需要更大量的時間，於是事先完成了肝臟塑型，
以便能讓進度能順利達成，而肝臟的塑型相較於前面的胃也更加有挑戰性。



做出來的肝臟與預期中的不大相同，
我認為是因為羊毛的量抓得不太平均，
進而導致肝臟下方的厚度偏薄，降低了相似度。

將做出來的膽囊模型，
和書本上的圖例進行對照。



4/21
製作肺部的羊毛氈模型

由於肺有左肺右肺之分，為了讓其具有對稱性，
耗費了比往常都多的時間來塑型，羊毛在未針戳前，
質地較為柔軟，且容易散開，增加了塑型上的困難，
而為了讓大小盡量相同，取羊毛的量也是一大要點。
• 在報告最後將補上肺部的成品。



5/05 製作大腸的羊毛氈模型

剛開始製作時，毫無頭緒，
前面所製作的器官大多是一體成形，
這還是第一次遇上變化較多端的器官，
不管是大腸上面的皺褶，還是轉的角度，
都非常棘手，讓我很不知所措，思索了很久，
最後在課堂中卻只完成了模型中的一小部分。

4/28 製作心臟的羊毛氈模型



5/12

繼續完成上週的大腸羊毛氈模型

由於真的沒有想法，
各種奇怪的方法都用上了，
像是上圖中直接扭轉，但成效依然不佳，
後來上網詢問了對羊毛氈較拿手的作家，
好像也沒有獲得我想要的答案，於是便將大腸的製作延期。



5/19
製作小腸的羊毛氈模型

此堂課大部分的時間，
用在構思如何製作出彎曲的小腸，
為了避免小腸模型彎曲得很不自然，
將其扭轉成了各種型態，藉此比對找尋最適合的形態。



5/26

繼續完成上週的小腸羊毛氈模型

彎曲的模型真的不好做，
要隨時注意他是否有緊密貼合周邊的羊毛，
還要同時塑形，若是忘記自己的下一步驟，可能又得重新構思。



6/2
進行了整體模型的修飾，
並將各個器官組合在一起，置入展示盒上蓋，
且因空間及時間關係，暫定將大腸的製作日繼續往後延。



心得分享:

經過了十四堂的自主學習課程，

發現了這個主題沒有我想的那麼簡單，

剛開始準備材料就遇到色號選擇的困難，

因此上網及書籍去查詢，做了不少作業，雖然過程很累人，

但反而讓我了解各器官含氧量、大小及功用的差別。

接著又遇上了比例不如預期、形狀奇怪、塑型困難、

不懂戳針差異等問題，也都耗費了不少時間去學習、認識並解決。

雖然過程不易，不過一路這樣的跌跌撞撞，

不僅讓我更加認識自己的身體，也讓我習得了一樣手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