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中市立北新國中 

授課教師 陳郁婷 

實施年級 七年級 

班級數 7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約 21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質感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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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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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未接觸過美感教育課程，習慣以創作為主的美術課程，能欣賞具象事物，對於抽象概念較

難體會，需要較多的引導。 

一、課程活動簡介： 

學生對於生活周遭的環境常因習慣成自然而產生無感，所以老師的引導與讓孩子體驗觀察非

常重要，經由「觸感箱」的活動讓學生認識「質感」的概念，透過觸覺感受不同質感並描述

形容語詞，接著引導學生觀察校園空間，以拓印的方式結合觸感與視覺的經驗，學生透過學

習單的填寫體驗不同質感所呈現的感覺。 

教師介紹日常生活中富於質感創造的例子，利用『相對比較』的方式觸發學生對原來視為理

所當然的事有不同的感覺—啊！這樣比較美！ 

接著引導學生運用生活中的物件進行實作練習，利用『小王子』的故事引發學生興趣與想

像，嘗試體驗一趟『質感星球』之旅。經過質感創作體驗，相信能讓孩子注意到生活中各種

質感之美與適當搭配，培養對環境的觀察力與思辨能力。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學生將會：  

1. 能描述質感的意象。 

2. 能對生活的質感進行討論。 

3. 能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表達與反思。 

4. 能透過同理心產生多元的美感包容。 

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質感之美 

2. 環境中質感的合宜運用 

1. 環境中的質感？ 

2. 何謂合宜的質感？ 

3. 生活中有甚麼質感問題？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質感的意象 

2. 不同的質感運用 

1. 能與小組合作討論 

2. 能表達自己的感覺與想法 

3. 能嘗試思考並進行創作體驗 
 



 

三、教學策略： 

1. 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1） 以實例說明何謂「質感」ppt、「觸感箱」觸感體驗 

（2） 觀察校園空間「拓印」體驗不同質感 

（3） 學習單分享、介紹日常生活中富於質感創造的例子 

（4） 嘗試結合物件進行物件質感表現創作「質感星球」 

（5） 嘗試結合物件進行物件質感表現創作「質感星球」 

（6） 各組分享創作感想 

 

2.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不同質感傳達給人甚麼樣的感覺？〈質感意象描述〉 

（2） 校園中有哪些不同的質感？〈校園質感踏查〉 

（3） 生活中有哪些質感問題？是否有材質、質感上改變的可能？〈學習單分享、探討

與反思〉 

（4） 請學生說明他所選的物件，可以傳達哪些訊息？表現哪些質感?〈質感星球創作〉 

（5） 這些質感可以表達甚麼想法？〈星球命名---思考轉化的歷程〉 

 

3. 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質感星球」實作 

材料：LED 彩燈配件、塑膠球、釣魚線、紙箱、小石頭、小樹枝、珠子、毛線、麻

線、棉花、沙子 

工具：剪刀、美工刀、熱熔膠、白膠 

實作方法：以透光塑膠球為星球的基底，中間切孔鑲入 LED 燈，綁上釣魚線，挑選

材料覆蓋表現出不同的質感。 

 

 

 

（1） 考慮材料的適切性，以不超過三種為原則表現星球質感 

（2） 依照已完成的星球思考出一系列約 4-5 顆 00 系星球名稱<例如毛毛星、晶星> 

（3） 完成 00 系質感星球，懸吊於黑色紙箱內，並適當的排列出相對位置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對物件做質感意象的描述。 

2. 學生能了解質感所呈現的美感。 

3. 學生能以質感的觀點，嘗試結合物件進行物件質感表現創作。 

4. 學生能以質感的概念分析日常生活所見的物件。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教學資源： 

教學進度表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大致上是依照計畫進行，只有在質感創作的階段，將教師限定的質感省略，並限制學生使

用的材料以不超過三種為原則。 

二、 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1/30-12/06 以實例說明何謂「質感」ppt、「觸感箱」觸感體驗。 

2 12/07-12/13 觀察校園空間「拓印」體驗不同質感。 

3 12/14-12/20 學習單分享、ppt 介紹日常生活中富於質感創造的例子。 

4 12/21-12/27 嘗試結合物件進行物件質感表現創作「質感星球」 

5 12/28-01/03 嘗試結合物件進行物件質感表現創作「質感星球」。 

6 01/04-01/10 各組分享創作感想。 



 

A 課程實施照片： 

  

說明：學生輪流體驗「觸摸箱」裡各種物件的質感。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欣賞投影片，了解何謂『質感』？並寫出與圖片質感相關的形容詞。 

2. 讓每一位同學輪流用手嘗試『觸感箱』，體驗五種不同材質的觸感，並運用先前學到的

觸感形容詞描述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投影片盡可能收集各種不同的材質，請學生用形容詞描述出來，並記錄於學習單上。 

2. 學到的詞語與觸覺感受作結合，馬上運用出來。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說明：學生在校園中採集不同的質感並拓印下來。 

B 學生操作流程： 

使用色鉛筆以拓印的方式採集校園裡各個角落不同材質的質感將觸覺用視覺紋理呈現出來

並寫下地點或物件。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彩色鉛筆可選用粗筆心材質，拓印的學習單採用薄一點的影印紙效果較佳。 

2. 提醒同學盡量拓印異質物件（軟、硬、粗、滑），能在學習單上有較豐富的呈現。 

3. 校園太大可限定範圍（例如○○大樓）與時間（約 15 分鐘）。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說明：報告上一節課校園採集拓印的質感中，最喜歡的地點或物件，分享其質感與聯想。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由學生分組討論，並推派代表上台報告上一節課校園採集拓印的質感中，最喜歡的地點

或物件，分享其質感與聯想。 

2. 接著欣賞投影片，運用日常生活「質感對照」的方式，例如食物的盛裝、鐵皮屋、遊樂

設施…等，讓學生反思我們環境中的質感是否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對於環境視為理所當然，但採用「相對比較」的方式，介紹生活中富質感創造的例

子，可以引發它們思考，原來相同的材質不同的技法可以營造不同的質感效果，還有怎樣

才是合宜的質感？以及如何運用質感提升生活品質。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說明：組合透明球、LED 燈、和釣魚線成為一顆會發亮的星球基底。 

B 學生操作流程： 

1. 簡介小王子的星球之旅引起學生動機與想像。 

2. 將透明球切開一個 1×1.5 公分的方形缺口，嵌入 LED 燈，綁上釣魚線，組合透明球、

LED 燈、和釣魚線成為一顆會發亮的星球基底。 

3. 各組討論所要表現的○○系質感星球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星球著重在每顆星球表面覆上不同材質的材料呈現不同的質感，不用刻意設計圖案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說明：學生運用各種材質黏貼於塑膠球上，創作一顆質感星球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運用各種材質黏貼於塑膠球上，創作一顆質感星球。同一組每個人需表現出不同的質

感，可混合使用材料，但以不超過三種為限。 

2. 不需將整顆球黏滿，留有空隙才能讓光線透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老師提供的材料超過七種，基本上每顆星球以一種材質為主就很好看了，若要混搭，要評

估材料的適切性，或是以一種材料為主，其它種當作裝飾。切勿讓學生將所有材料全部都

黏上去，會成為雜亂的垃圾星球而喪失美感。 

課堂 6 



 

  

說明：學生將完成的質感星球用釣魚線懸吊在黑色箱子中並做分組報告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完成的質感星球用釣魚線懸吊在黑色箱子中，排出各組星球的相對位置，並分組報告其

星球名稱、使用材質、與創作理念。 

C 課程關鍵思考： 

紙箱用黑色壁報紙包覆，朝上的一面用錐子穿孔，釣魚線由內往外穿過之後，適當調整高

度，再使用膠帶固定即可。黑色箱子很能夠將各種材質的質感星球襯托出來，將燈打開

時，所有的箱子馬上變身為宇宙，學生剎時擁有成就感。 

 

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在質感體驗的部分，學生對觸感箱非常有興趣，沒有預期的觸感帶出許多情緒，如：好

奇、害怕、驚訝…等，還能舒壓。且在剛學習觸感形容詞之後，馬上運用，學習成效不

錯。 

2. 校園質感拓印效果非常好，學生驚豔於看似平常且平凡的牆壁、窗戶、地板…等，竟然拓

印出的質感如此美麗，也讓他們平時會多注意到這些地方。 

3. 在判斷什麼是合宜的質感時，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美感差異，對部分學生來說，卻沒有

明顯的反思作用，應是從小的生活經驗與習慣影響頗大，因為熟悉、有親切感而不認為有

改變的必要。所以我覺得美感無法用灌輸教導的方式影響學生，若能從環境做起潛移默

化，生活在具美感的環境，自然看不慣骯髒醜惡，若自小身處雜亂，再美麗也與他無關。 

4. 製作質感星球的過程中，因為無法連堂上課而感到較為急促，學生來到美術教室，扣掉領

取材料與課前講解，製作時間非常短暫，課堂結束前又要整理環境，無法一氣呵成，手工



 

較細或動作較慢的學生無法按時完成，且感覺一直在收東西。若能兩節課連上效果較好，

但因課太多，在排課或調課上困難度高。 

5. 成果展現時，每一顆質感星球在黑色箱子的襯托下與 LED 燈的閃耀之下，似乎都變美了，

學生非常有成就感，也帶引出其它的創意，想把質感星球的概念帶回家佈置房間等。若課

程設計能結合節慶或活動，讓作品延續生命，可能更有意義。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的回饋與感想 

 

 

 

 

 



 

質感創作成果 

  

 

開燈前/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