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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鄭華鈞 

實施年級 一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42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亮不亮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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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級中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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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已具備高中美術「視覺藝術鑑賞入門」、「認識繪畫表現媒材」視覺藝術美感經驗。 

一、課程活動簡介： 

課程先藉由生活中的 10 種物品幻燈片及影片，認識物品表面處理質感產生的視覺印

象。理解生活中各物品表面因質感不同，而產生的視覺與觸覺效果亦不相同。 

接著讓學生兩人一組校園實察，分組以手機照相記錄植物葉面及樹皮、水池水面反

光、汽車表面、窗戶玻璃、不鏽鋼造型、馬克杯、磁磚、塑膠製品、潮濕或是乾燥的

磨石子地板等表面。讓學生認識物品表面，因視覺與觸覺關係，對於物品質感所產生

之不同感受，間接也影響個人對於物品美感之感受與欣賞。 

分組在電腦教室中，分類整理所拍攝之亮面、霧面、粗糙、平滑、柔軟、堅硬、溫暖、

冰冷等物體質感相片。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物體之亮面、霧面、粗糙、平滑、柔軟、

堅硬、溫暖、冰冷等質感處理效果與物體材料質感選擇關係。 

分組選擇亮面、霧面、粗糙、平滑、柔軟、堅硬、溫暖、冰冷等題材，選擇課程提供

之素材為主題，每組組合不同質感材料黏貼成記事本封面，讓學生透過不同素材表面

質感，製作出不同質感有特色之筆記本封面。共同分享每組設計之封面所呈現之視

覺、觸覺質感差異，豐富生活中對於質感美感經驗。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學生能經過實作體驗，瞭解到質感對於生活環境的影響，並透過體驗的歷程培養

對於質感的覺察力與敏感度。 

學生將會： 

依據素材條件，考慮質感配置與形式的合理性及整體構成，具備展現視覺、觸覺

的質感配置能力。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學習到質感構面的美感。 

2. 培養生活中具質感的美感事物的欣

賞眼光。 

3. 發現物體視覺、觸覺之質感。 

1.  具美感的質感形式。 

2.  生活環境中關於質感問題的敏感度與處

理方式。 

3.  具備質感觀察眼光，察覺物體視覺、觸

覺的質感能力。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理解的知識） 

物體物體視覺、觸覺的關係。 

（理解的技能） 

1.能嘗試思考、進行質感創作。 

2.能對創作作品進行反思與改善。 
 

三、教學策略：（表現任務及歷程）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美感事例賞析→探討質感事例→認識質感→認識視覺、觸覺與光線的關係→實察探討

→選擇質感主題搭配製作封面→封面製作完成→亮不亮有關係封面作品分享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請同學思考……….. 

1）生活中的物品還會哪些不同的視覺與觸覺質感(例如泥巴、麵粉、砂子等)。 

  2）光線對於物體之視覺、觸覺經驗，是否影響物體質感。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1.學生透過學習，能欣賞質感帶來的視覺美感，增進美的感知能力。 

2.學生能經過實作體驗，瞭解到質感對於生活環境的影響。 

3.透過體驗的歷程培養質感的覺察力與敏感度。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無 

教學資源： 

手機、數位相機、電腦、投影機、玻璃、皮革、布料(棉布、絹布、紗布)、馬克杯、相片、

汽車照片、黑板與白板等、美感電子書 



 
 

教學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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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依下學期

課程行事

曆擇連續

六週實施 

1.生活中具質感美感事例賞析。 

2.探討質感事例：以 10 種物品為例（同一物品，不同質感原因） 

2 同上 

1.認識校園中物體表面質感觀察。 

2.依照 2 人一組，分組運用手機或數位相機拍攝校園中各種物體

表面呈現質感類型。 

3 同上 

1. 運用電腦教室資源，協助各組相片整理，分出物體表面為亮

面、粗糙面、反光、霧面、柔軟、堅硬、尖銳、冷、暖等類

別。將歸類相片分組填入寫學習單中。 

2. 透過網路傳送學習單給教師，並分享各組質感內容。 

4 同上 

  1.質感作品「亮不亮有關係」封面製作(學生就教師提供之不同材

質為主體，以物體表面為亮面、粗糙面、反光、霧面、柔軟、

堅硬、尖銳、冷、暖等類別為主題，搭配其他不同材質質感，

組合黏貼成筆記封面)。 

5 同上 

    1.質感作品「亮不亮有關係」封面製作(學生就教師提供之不同

材質為主體，以物體表面為亮面、粗糙面、反光、霧面、柔軟、

堅硬、尖銳、冷、暖等類別為主題，搭配其他不同材質質感，

組合黏貼成筆記封面)。 

6 同上 1.作品分享。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第一節之解說與第二節進行質感觀察與攝影蒐集，皆能依進度執行。第三節分組整理質感

攝影內容類別時，各班各組對於質感類別名稱有較大歧異。本次分類採開放型由各組討論適切

質感名稱，將各質感照片依照名稱分類置放。第四節由各組上台報告質感分類照片，並說明分

類依據與類別名稱。報告後由其他各組提出疑問，請報告組別現場回覆及說明。本次分組報告

時間因各組報告內容分類數量差異頗大，有組別概分四類；亦有組別細分到九類，各類別照片

數量亦不同，造成時間控管不易，延長到一整節課進行分組報告，以至於後續課程須延長一週

才能結束。又因本校期末統一進行藝能科術科測驗，造成各班最後作品只能在最後一週製作完

成，作品分享時間稍微不足。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教學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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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表格 x6，可參考美感練習誌第一冊 12~17 頁）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22-28 
1.生活中具質感美感事例賞析。 

2.探討質感事例：以 10 種物品為例（同一物品，不同質感原因） 

2 4/29-5/5 

1.認識校園中物體表面質感觀察。 

2.依照 2 人一組，分組運用手機或數位相機拍攝校園中各種物體

表面呈現質感類型。 

3 5/6-5/12 

運用電腦教室資源，協助各組相片整理，分出物體表面為亮

面、粗糙面、反光、霧面、柔軟、堅硬、尖銳、冷、暖等類別。將

歸類相片分組填入寫學習單中。 

4 5/13-5/19 透過網路傳送學習單給教師，並分享各組質感內容。 

5 5/20-5/26 

質感作品「亮不亮有關係」封面製作(學生就教師提供之不同材

質為主體，以物體表面為亮面、粗糙面、反光、霧面、柔軟、堅硬、

尖銳、冷、暖等類別為主題，搭配其他不同材質質感，組合黏貼成

筆記封面)。 

6 5/27-6/2 

質感作品「亮不亮有關係」封面製作(學生就教師提供之不同材

質為主體，以物體表面為亮面、粗糙面、反光、霧面、柔軟、堅硬、

尖銳、冷、暖等類別為主題，搭配其他不同材質質感，組合黏貼成

筆記封面)。 

7 6/3-6/9 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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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簡報生活中具質感美感事例賞析。 

B 學生操作流程：透過不同物體質感照片，引導學生回答物體表免給人的視覺上，或是記

憶中物體質感觸摸的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引導學生透過視覺及記憶中物體表面質感，進行分類練習。 



 
 

課堂 2 

 

 

 

 

 

 

 

 

 

 

 

 

 

 

課 

 

 

 

 

 

 

 

 

 

 

 

 

 

 

 

 

 

A 課程實施照片： 

  

實驗班級帶到校園環境中，進行質感觀察。

各組分發一組微觀手機鏡片，進行分組質感

照片蒐集。 

各組運用手機與微觀手機外掛鏡片組，進行

質感觀察與拍照。 

  

每組成員皆需蒐集10種以上質感物品照片，

學生蒐集校園石桌質感剪影。 

學生蒐集校園魚池水紋質感剪影。 

  

學生蒐集校園植物葉面質感剪影。 學生蒐集校園路燈質感剪影。 

 

B 學生操作流程：學生在校園中進行分組拍攝物體質感。每一位組員皆需蒐集10種以上不同

質感的物體照片。 

C  課程關鍵思考：能觀察並獨立判斷物體質感不同。 



 
 

 
課堂3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運用電腦教室資源，協助各組相片整理，分出物體表面為亮面、粗糙面、反

光、霧面、柔軟、堅硬、尖銳、冷、暖等類別。 

C  課程關鍵思考：具協調與陳述意見能力，分組能合作完成作品質感分類，並為每一質感分

類命名。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各班分組報告質感分類與分類說明。 分組報告由各組決定報告人數，在台下的組

員需協助回答各組提問。 

  

台上分組報告同時，台下各組須在聽取簡報

後，填寫評分單，簡易描述優缺點與建議，供

報告組別參考改進。 

分組報告實各組可隨時提問請求報告組別說

明質感分類依據。 

 

B 學生操作流程：分享各組質感內容，各組填寫學習評分單，以質性描述分組報告內容與質感

分類優缺點，透過網路傳送學習單給教師。 

C  課程關鍵思考：透過分組報告，了解不同個觀察重點，會引導出不同的質感分類。透過分組

討論後給予報告組別建議，能避免獨斷或不周全知觀察建議產生。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教師提供之不同材質材料供學生挑選。 學生依照材料表面質感特性挑選個人表現之

材料。 

  

分組間可共享挑選的材料，進行材質封面設

計。 

鼓勵簡化造型，以表現質感美感為主要目標。 

 

B 學生操作流程：學生就教師提供之不同材質為主體，以物體表面為亮面、粗糙面、反光、霧

面、柔軟、堅硬、尖銳、冷、暖等類別為主題，搭配其他不同材質質感，組

合黏貼成筆記封面。 

C  課程關鍵思考：思考作品表面質感特性，選擇適當材料進行質感封面組合。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鼓勵透過交換的合作模式，與其他組進行剩餘

質感材料交換。 

鼓勵自行攜帶不同質感物品，加入老師提供的

材料中，增加質感表現。 

  

  
 

B 學生操作流程：學生就教師提供之不同材質為主體，以物體表面為亮面、粗糙面、反光、霧

面、柔軟、堅硬、尖銳、冷、暖等類別為主題，搭配其他不同材質質感，組合

黏貼成筆記封面。並鼓勵自行攜帶不同質感物品，加入老師提供的材料中，增

加質感表現。也鼓勵透過交換的合作模式，與其他組進行剩餘質感材料交換，

以充實個人質感作品表現層次。 

C  課程關鍵思考：思考作品表面質感特性，選擇適當材料進行質感封面組合。能運用以物易物

之合作分享精神，達到互利目標。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學生將作品陳列分組桌上，提供同學互相觀摩。 

C  課程關鍵思考：互相觀摩質感之美呈現方式。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對於質感分類，雖然會依照亮面、粗糙面、反光、霧面、柔軟、堅硬、尖銳、冷、暖

等類別區分，但也會依照個人心情感知，來分類，例如滄桑、黯淡等名詞出現。或是直覺例如

生物(以青蛙、蜻蜓、蝌蚪等表皮為主)。可在第一堂課時針對質感定義在強化分類依據。 

    作業製作進度在前期規劃時，已有直覺會延長製作時間。但進行分組質感報告時，卻發現

各組給予報告組別的回饋亦非常踴躍，以致拉長各組報告時間，是好事，但也是後續教學實須

適當控管處。 

    質感封面作品創作，依據每一個班實際創作情形酌予調整進度，教師可適時指導畫面構成

方式、質感分布比例、視覺與觸覺質感表現方式等，及時給予學生回饋。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一) 學生質感報告分組評分: 



 
 

 



 
 

 



 
 

 



 
 

 

  



 
 

(二) 學生質感封面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