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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郭育君 

實施年級 國中三年級 

班級數 三班(因職為輔導組長，只排課三個班級) 

班級類型 ■普通班 2 班 □美術班 ■國樂班 1 班 

學生人數 9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質感初探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九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有基礎的審美感知能力，能發現生活中的視覺元素，能表達自己對作品的看法。

因未曾接觸過美感教育課程，故透過此課程進行質感的初探。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次課程計畫以質感構面為學習的主軸。學生將收集生活中可以取得的各種材料，分析其

質感元素，並做成質感記錄卡。將質感紀錄卡於美術教室展示，成為質感展示牆，讓各班同學

分析比較不同材質使用不同技法所呈現的不同質感。於課程進行期間，同學可持續進行質感紀

錄卡的練習，廣泛收集各種質感並進行分析。 

  廣泛收集質感及分析討論後，將範圍聚焦到探討建築物的表面質感。首先邀請藝術家入校

辦理講座，以藝術家的觀點帶領學生欣賞建築物表面質感之美。再帶學生實地走訪學校周邊，

尋找建築物的表面質感，並且使用平板拍下自己感覺具有美感的材質，並記錄其位置。學生回

校後可重新檢視自己拍攝的照片，接著進行質感探索影音報告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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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對於質感有其記憶與情感，能表達質感帶給學生的感受。 

學生將會： 

1. 覺察生活中質感的多樣性並能分析其特性。 

2. 觀察生活周遭的建築表面質感，探索台灣常運用之建築元素及表面材質。 

3. 體察不同時代建築質感之美，發表自身美感經驗。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認識生活中的材質及其質感。 

2. 發現質感之美。 

3. 透過實地觀察，感受建築表面質感的

美感與特質。 

4. 能注意環境質感的合宜與多元。 

1. 相同材質如何呈現出不同的質感。 

2. 各種建築表面質感有何功能性。 

3. 如何配置質感才能呈現美感。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何謂質感。 

2. 建築表面質感的功能性。 

3. 日常質感反映時代的價值觀。 

4. 發揮材質特性產生好的質感。 

1. 能對生活中事物進行觀察及分析。 

2. 能進行觀點的表達。 

3. 能嘗試思考並能提問。 

4. 能規劃作品展覽及呈現。 
 

三、教學策略：  

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 美感討論。質感概述。 

1. 教師引導學生認識質感的特性。 

2. 請學生回家收集 2 種實物，下週將在課堂上進行質感的分析。 

第二堂: 製作質感紀錄卡，進行質感的分析。 

1. 將同學帶來之實物於課堂上進行質感的分析，並記錄其特性，製作成質感記錄卡。 

2. 將質感記錄卡展示於美術教室牆面，與同學分享自己收集的質感。 

3. 將質感紀錄卡依材質分類，討論相同材料如何使用不同技法呈現出不同質感。 

4. 同學針對教室表面進行質感分析，也將分析的結果製成質感卡。 

第三堂: 邀請藝術家林玉婷以藝術家的觀點帶領學生欣賞建築物表面質感之美。 

1. 藝術家分享其尋找建築、蒐集建築物表面質感的過程，及其拍攝之質感照片，並分享藝術

家在崇明國中周邊觀察到的建築質感之美。 

2. 欣賞林玉婷將 60-70 年代常民建築以甜點的形式呈現的作品。 

3. 討論藝術家為何及如何運用蛋糕製作的技法再現建築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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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 散步校園週邊尋找表面質感，拍照及進行質感影音介紹。 

1. 同學攜帶平板至學校週邊找尋建築質感，針對細部及全景拍照，並紀錄質感的地點。 

第五堂: 製作質感探索影音報告。 

1. 製作 2 分鐘以內的質感影音報告，分析自己取材的原因，介紹取景地點、材質、分析質感

特性。 

2. 報告中需呈現客觀理性的判斷，接著再陳述自己對建築質感的功能性、合宜性的分析及美

感的主觀感受。 

第六堂: 質感探索影音報告及討論 

1. 播放各組之影音報告，讓同學提問及討論。 

2. 教師歸納關於質感之重要概念。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討論相同材料如何使用不同技法呈現出不同質感，這些質感的組合是否具有美感? 

2. 討論建築質感的功能性。 

3.討論使用之材質與時代背景及環境的關聯性，發表學生對於當代建築及老屋之美感經驗。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老屋顏：走訪全台老房子，從老屋歷史、建築裝飾與時代故事，尋訪台灣人的生活足跡 

 作者： 辛永勝, 楊朝景, 老屋顏出版社：馬可孛羅。出版日期：2015/04/04 

2. 美感入門電子書。教育部委託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生活美感電子書發展計畫。 

出版日期：2016 年 08 月 

教學資源： 

1. 各種實物。 

2. 平板。 

3. 彩色列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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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

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6 

<質感概述> 

1.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關於美感的討論。 

2. 認識質感的特性。 

3. 請學生回家收集 2 種實物，下週將在課堂上進行質感的分析。 

2 3/13 

<進行質感的分析> 

1. 學生將帶來的實物進分析，做成質感記錄卡。 

2. 展示質感記錄卡，分享自己收集的質感，再將質感紀錄卡依材質分
類，討論相同材料如何使用不同技法呈現出不同質感。 

3. 將質感記錄卡展示於美術教室牆面，與同學分享自己收集的質感。 

4. 各組針對教室表面進行質感分析，也將分析的結果製成質感卡。 

3 3/20 

<以藝術家的觀點帶領學生欣賞建築物表面質感之美> 

1. 藝術家分享其尋找、蒐集建築物表面質感的過程及美感經驗。 

討論藝術家林玉婷如何及為何運用蛋糕製作的技法再現 60-70 年代常

民建築建築質感。 

4 3/27 

<校園週邊的建築物表面質感> 

1. 同學攜帶平板至學校週邊找尋建築質感，實際走訪巷弄間，介紹不

同建築材質或形式。 

2. 同學分組針對細部及全景拍照或錄影，並紀錄質感的地點。 

5 4/3 

<製作質感影音報告> 

1. 製作 2 分鐘以內的質感影音報告，分析自己取材的原音介紹地點、

材質、分析質感特性。 

2. 報告中需呈現客觀理性的判斷，接著再陳述自己對建築質感的功能
性、合宜性及美感的分析。 

6 4/10 

<質感探索影音報告及討論> 

1.  播放各組之影音報告，讓同學提問及討論。 

2. 教師歸納關於質感之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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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第二堂課進行質感分析，原定只分析同學帶來的物品，但因為本次質感課程的主

題主要為建築表面質感，故在物品質感分析後，加入教室的質感分析，以引導學

生進一步關注建築物表面材料的質感美感，例如教室使用的磁磚、窗框、地磚、

水泥牆等。 

 

原訂於第六堂課共同製作校園周邊質感地圖，進行<牆的聯展>，調整為播放各

組之影音報告後，讓學生互相聆聽不同的觀點，透過相互提問及討論以強化對質

感美感的認知及感受，接著教師歸納關於質感之重要概念。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分組進行關於美感的討論 

C 課程關鍵思考： 

1.你認為什麼是美感?請用一句話寫下來 

2.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最沒有美感的景觀，並說說為什麼這麼認為。 

3.如果覺得它沒有美感，請具體建議如何使它有美感。 

4. 針對其他組別的發言，請討論你的美感判斷與他們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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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同學帶來之實物於課堂上進行質感的分析，並記錄其特性，製作成質感記錄卡。 

2. 將質感記錄卡展示於美術教室牆面，與同學分享自己收集的質感。 

3. 將質感紀錄卡依材質分類，討論相同材料如何使用不同技法呈現出不同質感。 

4.  針對教室表面進行質感分析，將分析的結果製成質感卡。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材質在視覺上和觸覺上呈現出何種質感特性? 

2. 比較人造物中相同材質呈現出的不同質感，你認為這樣的質感恰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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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藝術家分享其尋找、蒐集建築物表面質感的過程及美感經驗後，同學與藝術家對話，討論藝

術家林玉婷為何運用蛋糕製作的技法再現 60-70 年代常民建築建築質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選擇材質，並發揮材質特性產生好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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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同學攜帶平板至學校週邊找尋建築質感，實際走訪巷弄間，介紹不同建築材質或形式。 

2. 同學分組針對細部及全景拍照或錄影，並紀錄質感的地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這些建築物的表面材質為何? 材質有何質感特性? 

2.這些建築材質的搭配是否合宜? 

3. 這樣的材質搭配是否能彰顯質感的美? 

4.你較喜歡怎樣的建築樣式及質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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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上週拍攝之照片及影片製作 2 分鐘以內的質感影音報告，分析自己取材的原因，介紹

地點、材質、分析質感特性。 

2. 報告中需呈現客觀理性的判斷，接著再陳述自己對建築質感的功能性、合宜性的分析及

美感的主觀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建築表面質感的特性功能性、合宜性及美感為何? 

2. 你認為這樣的質感搭配是否具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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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播放各組之影音報告，讓同學提問及討論。 

2. 教師歸納關於質感之重要概念。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學生此次參觀各式建築產生了怎樣的美感經驗? 

2.討論建築外表使用之材質與時代背景及環境有何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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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次在設計課程時，實際走訪校園周邊的巷弄，每一條小小巷子都好像一間建築

質感歷史博物館，例如六零年代常使用的小磁磚、傳統工匠自創花樣的鐵欄杆、

或是新式的建築工法如清水模，在這當中可以看出不同時代興建的常民建築在建

材選擇的脈絡，讓我更能深入感受建築質感的多元性與歷史意義。當學生實地與

藝術家走訪她創作取材的巷弄與建築時，學生的驚嘆連連，驚訝的是這些每日要

經過的巷弄竟藏有這多驚奇，嘆的是居住者對建築的改建、增建成為影響建築美

感的因素，許多沒有美感沒有秩序的設計的確存在我們生活中。學生在散步、拍

照的過程中，也對許多建材感到好奇，也會主動試著去尋找答案。大部分的學生

對於實際走訪學校周邊都感到有興趣、有收獲，然而因一堂課的時間能走訪的巷

弄不多，學生都覺得很可惜，若能調課進行兩節課的觀察，學生將能更仔細去體

會建築質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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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