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彥伶 

實施年級 國中二年級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生活「紙」感 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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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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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一、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神秘箱的觸感實驗，讓學生說出該物的質感意象（例：粗糙或光滑…）。接著，請同

學從神秘箱取出物件，透過眼睛的觀察，再次說明物件的質感意象（例：肌理紋路、光澤…），

以取得完整的質感經驗。後續老師透過美感電子書的圖片，引導學生認識質感，並說說該圖片

中元素組合的質感意象，接著進一步引導他們觀察並討論生活中讓他們印象深刻的質感實例，

分析其帶給我們的質感意象。最後，以學生生活中經常接觸的「紙張」為題，作為質感改變的

對象。每組學生依照不同的意象主題，創造出合乎主題構成的質感搭配，期盼透過簡單並相關

的實作體驗，使學生學會反思，進而創造生活中合宜質感的美感目標。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能用觸覺與視覺感受生活周邊的質感。 

學生將會：  

1. 能完整描述質感的異象(觸覺+視覺的感知)。 

2. 能認識質感的概念，能說明圖片中物件的質感意象，同時能對生活中的質感進行討

論。   

3. 以學生生活常接觸的「紙張」為題，作為質感改變的對象；依據不同的主題意象，

創造合宜質感的搭配。期望學生透過這次紙張質感改造的體驗，認識質感改變對生

活的影響。 

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質感的美感。 

2. 質感的意象。 

3. 主題構成的質感搭配。 

1. 在你的生活環境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

並具有美的質感呢？ 

2. 觸覺加上視覺的質感體驗，能否更完整感

受質感意象？ 

3. 如何在生活中創造合宜的質感？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質感的美感。 

2. 質感的意象。 

3. 主題構成的質感搭配。 

1. 能參與活動、能觀察、記錄，並與小組共

同討論，發現生活中的質感之美。 

2. 能認真收集資料（材料）、思考判斷、並

探索。 

3. 能勇於表達自己的感覺與想法。 
 



 

三、教學策略： 

1. 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1） 用感官(觸覺+視覺)認識生活中的質感【活動一】: 透過神秘箱的觸感實驗，並能

用簡單的形容詞說出該物的質感意象（例：粗糙的或光滑的…）。接著，請同學從神秘箱

取出物件，透過眼睛的觀察，讓其再次說明物件的質感意象（例：肌理紋路、光澤…），

以取得完整的質感經驗。 

（2） 透過 PPT 圖片引導，認識生活環境中的質感之美【活動二】：運用美感電子書的圖

片，運用美感電子書的圖片，建構學生質感概念，喚起他們對自己生活中質感的觀察與

意象。  

（3） 合宜質感的創作體驗-【活動三-1~4】以生活中平常接觸的素材為例（紙張），讓

同學認識並體驗合宜質感所帶來的影響與價值。 

 a. 簡要說明「手抄紙」製作的流程後，全班四人為一組，準備進行質感體驗課程。  

 b. 由老師設計幾個題目，每個題目皆為生活中常用到的抽象形容詞 (例如: 女性 

   的、恐怖的、自然的、節慶的…)，每組抽選一個題目。  

 c. 每組同學依據抽出的題目，開始進行手抄紙的材料討論。例如: 紙漿的材料選擇、 

      紙漿以外其他的素材準備…等。討論結束後，請同學利用課餘時間收集，並於下週 

      前帶至課堂。於接續三堂課中，同學將帶來的手抄紙相關材料作整理、分類、處 

      理並開始製作體驗，待成品乾燥後，每組同學說明體驗的成品、學習單，並分享 

      質感體驗的心得。 

2.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活動一】: 1.請用形容詞簡單描述神祕箱中之物件的觸感？ 

           2.當眼睛觀察取出的神秘箱物件，是否能更完整的形容出該物件的質感呢？ 

【活動二】: 1.甚麼是質感?您如何感受到生活中的質感呢？ 

           2.依圖示，你能用三句形容詞說說圖片中的物件元素給您的感受嗎？你曾經 

      有類似的接觸經驗嗎？何謂質感記憶？ 

           3.請說明在你生活環境中有哪些令你覺得印象深刻的質感？它帶給你甚麼感 

      受？       

【活動三】: 1.請觀察並討論在我們生活中，有哪些令你覺得不合宜並需要質感改變的地 

      方？為什麼需要改變？你期待改變後帶來甚麼影響呢？ 

          2.如何在生活中創造出合宜的質感？（以紙張為例） 

 

3. 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活動一】神祕箱體驗：讓同學透過觸覺與視覺感知的體驗，加深他們對質感的認識與印 

          象。 

【活動二】希望透過 PPT 圖片，引導學生觀察、思考生活環境中質感的美感概念與異象。 



 

【活動三】以生活中平常接觸的素材為例（紙張），讓同學認識並體驗合宜質感所帶來的

影響與價值，喚起學生對生活環境中質感的重視，進而反思自己生活環境，創

造合宜的質感。 

 

四、預期成果：  

1. 透過感官對生活中物件質感體驗的過程，能完整感受物件所產生的質感意象。 

2. 建構學生質感的概念，喚起他們對自己生活中質感的觀察與意象。     

3. 期望透過架構的質感知識概念與實際的體驗，進一步反思自己生活環境中的質感，具

有觀察、判斷的能力，激發其改變生活環境中質感的動機，讓學生在生活中創造合宜

質感的美感。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美感教育實驗、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中區美感教育基地，2014 年 12 月出版 

2. 不要畫筆的繪畫教室、布施英利，如果出版社，2014 年 3 月再版 

3. 觸覺不思議、仲谷正史、筧康明、三原聡一郎、南澤孝太，臉譜出版社，2017 年 5

月出版 

4. 美感練習誌  何欣怡、蔡紫德 編輯，教育部美感教育核心規劃小組，2016 年 12 月

試刊號 

教學資源： 

1. 美感電子書-「美感入門」。  

2. YouTube  資源網站--「解密圖書 DNA: 自製再生紙」 

3. YouTube  資源網站-京都黑谷手造和紙紀錄片。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1/01 

11/03 

【活動一】：觸覺與視覺的質感體驗遊戲－老師準備一個神祕箱, 裡

面放了各式不同質感的物品。請同學伸手抓取箱中其中一物，並將

當下觸摸該物的感覺說出。 

接著將該物取出後，透過眼睛的觀察，讓其再次說明物件的質感意

象，以取得完整的質感經驗。  

2 
11/08 

11/10 

【活動二】：運用美感電子書的圖片，建構學生質感的概念，喚起

他們對自己生活中質感的觀察與美的質感判斷。 

3 
11/15 

11/17 

【活動三-1】：合宜質感的創作體驗-以生活中平常接觸的素材（紙

張）為例，讓同學認識並體驗合宜質感所帶來的影響與價值。 

 a. 簡要說明「手抄紙」製作的流程後，全班分組，準備進行紙張 

  質感體驗課程。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4%BB%B2%E8%B0%B7%E6%AD%A3%E5%8F%B2%E3%80%81%E7%AD%A7%E5%BA%B7%E6%98%8E%E3%80%81%E4%B8%89%E5%8E%9F%E8%81%A1%E4%B8%80%E9%83%8E%E3%80%81%E5%8D%97%E6%BE%A4%E5%AD%9D%E5%A4%AA/adv_author/1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原計畫 執行修正 

1. 原本第一節課安排一開始就用神秘箱實驗作

為破冰，但因為避免學生產生太多的困惑，

無法達到學習得重點，因此將【活動一】和

【活動二】稍做順序的調換。 

為了讓學生對質感有入門的概念，因此【活動二】 

美感電子書 PPT 的內容引導挪置第一節課實

施。神秘箱感官質感體驗，改挪至第二節課。 

2. 另外原本只考慮運用美感電子書的圖片引導 

學生對美的質感與意象有所認識，但發現單

純的圖片資源還是有限，無法完全提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 

因此後來提供了一些學生較為熟悉的質感美感

案例。例如：公共建築-台中勤美誠品綠色植物

牆面的安排、苑裡在地特色－山腳社區磚雕藝術

牆的鋪設…等。除此之外，讓各組學生自由發想

生活中其他質感之美的案例。最後也運用網路資

源，欣賞日本京都黑谷手造和紙的短片。讓學生

感受紙張的質感講究與美感。 

 b. 由老師設計幾個題目，每個題目皆為抽象的形容詞（例如:女 

  性的、恐怖的、自然的、節慶的…），每組抽選一個題目。 

 c. 每組同學依據抽出的題目，開始進行手抄紙的材料討論。例 

  如：紙漿的材料選擇、紙漿以外其他的素材準備…等。討論結 

  束後，請同學記錄材料於學習單中。老師同時發給各組質感收 

  集盒，請同學利用課餘時間收集，並於下週前完成並帶至課堂。 

4 
11/22 

11/24 

【活動三-2】：同學將帶來的手抄紙材料及其他的素材做整理、分

類、處理、浸泡。 

5 
11/29 

11/31 

【活動三-3】：每一組依據題目搭配出合於主題的手抄紙張，成品

待乾。 

6 
12/06 

12/08 

【活動三-4】:每組分享實驗的成品、學習單，並說明質感體驗的心

得。 



 

3. 在活動三－紙張質感改造的實驗中，原計畫

全部由老師設想主題，但後來覺得不想局限

孩子們的想法，因此開放了一道題目讓學生

自定主題。  

合宜質感的主題不再只侷限老師訂定的題目（例:

有味道的、恐怖的、自然的、懷舊的…），另外

還包括了「自選題」，抽到自選題的學生組別，

後來在實驗過程中表現更有自信與把握，實驗動

機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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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運用美感電子書的圖片、影片分享、生活中美的質感案例，建構學生對質感的概念，喚

起他們對自己生活中質感的記憶。 

2. 發下學習單，同學分小組，分享在生活中令他們印象深刻的質感經驗，並紀錄於學習單

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讓學生對質感的定義有概念，同時明白透過觸覺與視覺能取得對物件完整的質感經驗。 

2. 欣賞課程中提供的圖片、影片、生活案例時，同時能用恰當的形容詞描述該物象的質感。 

3. 喚起學生生活周遭的質感經驗，對質感記憶有概念。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講解神秘箱的遊戲規則，請幾位同學初步嘗試神秘箱感官實驗後，即開始進行全班性的活

動。期待每位同學都能嘗試，並待遊戲完成後，依老師指令填寫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透過實際體驗，明白觸覺與視覺這兩種感官，能取得對物件完整的質感經驗。 

2. 您如何形容您觸摸的物件？要仔細的去感受，並能使用形容詞描述。同時，想想看這物

件的質感是否可以連想到生活中哪些畫面？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待老師簡單介紹手抄紙的流程後，全班進行分組，準備進行紙張質感體驗課程。  

2. 各組派代表依老師的指示抽出一組質感意象的形容詞(例如: 女性的、自然的、懷舊的、

恐怖的…)。其中有一題為開放題，由其中一組學生自行討論發想一個質感形容詞。 

3. 每組同學依據抽出的題目，開始進行手抄紙的材料討論。例如:紙漿的材料選擇、紙漿以

外其他的素材準備…等。討論結束後，請同學記錄材料於學習單中。老師同時發給各組質

感收集盒，請同學利用課餘時間收集，並於下週前完成並帶至課堂。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以生活中平常接觸的素材（紙張）為例，喚起學生對生活環境中質感的觀察與重視。 

2. 讓同學認識改變紙張質感之一方法（手抄紙）。 

3. 透過特定的主題，組員可以討論出合宜質感之相關的素材，並分析素材的質感。 

4. 引導組員之間集思廣益，收集工作彼此分擔協助，體驗合作學習的過程。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同學將帶來的手抄紙材料及其他的素材做整理、分類、處理、浸泡。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依據主題，組員間再次檢視，討論及分析收集之素材的合宜性，必要時刪減或修正。 

2. 藉由廢紙及素材的整理、分類、處理的過程，對素材的質感有進一步的接觸與認識。 

3. 能知道如何妥善保存素材，之後課堂備用。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推派一位同學到前面觀摩老師手抄紙示範，熟悉現場操作的步驟。 

2. 組員分工：分成處理質感素材、預備纸材、手抄、紙張乾燥等四種工作人員。 

3. 每一組同學依據抽到的主題，將收集的廢紙、及符合主題相關的質感素材，透過手抄的

技法，搭配出合於主題的紙張，成品待乾後，預備下節課分享。 

4. 課程結束後整理、清潔，並妥善處裡手抄紙過的廢水。 

5. 每位同學回家完成學習單的填寫，預備下節課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各組小老師必須將所學習的步驟，明確的教導給組員，以至毎組組員必須知道手抄紙步

驟與技法。  

2. 紙張實驗過程中，要掌握主題，選擇合適的纸材，及搭配放在纸材上的素材，非隨意混

合搭配。 

3. 毎一組必須掌握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作品，所以組員間必須學習分工合作，彼此幫忙。 

4. 課堂活動結束後，必須知道如何妥善整理工具，處理廢水，用具回歸就位，留給下一個

班級使用。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整裡學習單、紙張質感改造成品，並推派一位同學代表組員上台分享。 

2. 每組分享實驗的成品、學習單，並說明質感體驗的心得，同學提問，老師最後總結與檢

討。 

3. 分享的內容包括: 質感主題、搭配的纸材及其他素材選擇、作品呈現、活動體驗的感想心

得…等。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小組討論每位同學的學習單內容，整理手抄紙成品，推選一位同學代表分享。 

2. 各組必須明確知道上台分享的內容，並掌握時間。 

3. 台下同學可以針對分享組別的內容提出正面的回應，給與分享組別支持與鼓勵。 

4. 老師針對各組的分享作檢討，加深質感改造體驗活動的目標，讓學生反思質感的美感在

生活中的價質。 

 

 

 

 

 

 

 

 

 

 

 

 



 

三、 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 解決對策 未來的教學規劃 

因手抄紙張質感體驗的過程有盛

水換水的需要，而美術教室位居

二樓，洗手台水孔的設計亦無法

傾倒廢水，因此學生必須將盆水

搬到樓下作廢水處理，造成打翻

水盆的狀況頻繁，地上溼滑，有

危險的顧慮。 

1. 遵循校方衛生組的指示，

提供毎組夠用的水桶，將

廢水傾倒在合適的地方。 

2. 建議毎組從淺色纸材開

始，慢慢做到深色纸材，

以減少換水的機率。 

1. 若是可能，可以借用自然科或一

樓的教室，方便水源的供需。 

2. 針對美術教室的用途，建議學校

在水槽的設計上，改成美術教室

專用規格的水槽（長型石質的水

槽，寬口徑的水管）。讓美術教

室能發揮最大的功能。 

實驗課程多為體驗課程，學生反

應熱烈，加上活動步驟還不夠熟

悉，一節課時間常有不夠的狀

況。另外又因為毎週單堂排課，

加上活動事後的收拾整裡的工

作，造成課程時間延至下課，少

部分組別甚至耽誤了下一節上課

的時間。 

1. 將課程由 6 節課延長至 8

節課，各組分配組員輪流

體驗。 

2. 毎次預留 10 分鐘做最後 

收拾清裡的工作。 

1. 若遇毎週單堂排課的狀況，課程 

實施之前，與導師、實驗班級之

美術課後面的課堂老師有適當

的溝通與協調。 

2. 學期初時，建議學校教學組能將 

美術課、表藝課能兩節連排。 

大部份學生鮮少做手抄紙的經

驗，大都是第一次嘗試，因此體

驗過程中有些學生因太過興奮，

造成無法聚焦主題，造成無計畫

式的質感搭配，喪失質感體驗的

目的。 

課程中不斷叮嚀、提醒各組聚

焦主題。針對不合適的質感搭

配，給予修正。 

1. 在手抄紙之前的課堂中，特別 

引導學生對抽選到的主題多加

思考，對合宜質感的素材選擇與

搭配能更深入討論，同時能有計

畫性的作素材手抄分配。（例

如：主題為恐怖的，組員可針對

如何營造恐怖的質感有想法，規

劃出不同種的素材搭配方式…） 

完成的手抄紙張因為潮溼，等待

乾燥時間不夠，因此在纸張上面

組別標示不易，到下週作品乾燥

後顏色改變，造成辨識不易，加

上美感課程班級多，常有組別成

品混淆的情形，造成缺憾。  

運用美術教室的晾乾架，並 

在架上作班級及組別的分

類。同時叮嚀各組擔任作品  

乾燥的同學，將毎次手抄後  

的成品，準確放置在指定的  

架上。毎層架上的底部鋪上  

一塊吸水布。 

1. 手抄成品底部不建議鋪纸，避免

作品與底纸產生黏合現象。 

2. 為了避免多人擠在晾乾架前面， 

建議先將大塊吸水布放在組別

的桌子上，供剛手炒完成的纸張

放置。待全部完成後，整塊部移

至晾乾架上。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紙張質感改變的成品 

（此成品主題包括－粗糙的、舒服的、恐怖的、自然的、女性的、神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