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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授課教師 鄭怡婷 

實施年級 1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質感有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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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職業學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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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本校為職業群科學校，以工業群暨商業群為主，基礎美學知能說明如下： 

(一)色彩：對於色彩三要素色相、明度、彩度的認識能初步辨別，對於呈現美術作品偏好使用

高彩度之飽和色系，因此當色彩配置在一起時會引起視覺的疲勞，能引生活當中的例子讓

學生有感，逐漸構思配色習慣。 

(二)質感：強化培養對於物品用觸感分辨的紋路、肌理的質地能例，職業群科對手作能力重視，

祈能培養學生更強的觸覺敏感度，而不僅用名稱辨別物品。 

(三)比例：能比較物品形體不同，能認識比例的基本觀念，對於經典的比例，如黃金比例比值

有基礎的認識，在應用層面上則較薄弱。 

(四)結構：能初步了解結構的意義，工科學生對於結構的掌握度通常更快能抓到訣竅。 

(五)構成：能初步欣賞視覺的構成，立體構成與平面構成的能力上前者有時優於後者。 



3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設計六節課旨在培養學生對於美感核心基礎「秩序」之下，藉由「質感」的分類、

辨別，重新體認分類的意義，不僅僅按照以名稱分辨，而能重新思考之所以用名稱劃分物件，

背後的緣由，「質感」即可能為原因其一。 

 

    「質感」是將觸感化為視覺呈現的一種說明與看待方式，當學生能有感於材質、質料的不

同，就能夠在自己生活的周遭，重新用有「質感」的方式來安排、或修正所觀察、所使用到的

視覺秩序，除了形狀、色彩以外，增加一種面對環境更細膩觀察的手法為自己運用。 

 

      本課程由生活環境出發，引導學生觀察生活，面對早已習慣的視覺經驗，重新思考分類

的原則與緣由，即從教室中的分類回收中做一例證，在每一項分類中的呼應每一物件的質感， 

取代文字說明的指示，重新賦位質感在視覺經驗的重要性，由觀察物件、確認質感類屬、翻製

模具、模具與現成物裝置陳列後，對照體察兩者差別，有感「質感」在視覺秩序的突顯。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一、已能以名稱分類物品，並能形容出該物品觸感、視覺效果的特性。 

二、已能有剪黏、調拌、擺置等基本手做操作能力。 

三、已能討論出選擇環境中不同質感的物件，跟小組共同創作。 

學生將會：  

一、能在沒有指示說明的狀況下，以美感素養辨識物件間的差異性。 

二、能學會以視覺加上觸覺的方式建構合理的美感秩序。 

三、面對生活中不合美感秩序的安排，能主動加以修正，落實美感環境。 

    EX.資源回收有不一樣類屬的物品能重新辨別、分類。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所能達到的美感素養及能力 

1. 能有感環境公共面向的美感從自我

出發。 

2. 能將質感認識化作自身應用的能

力，重新建構秩序。 

KIT：學生不常將質感辨識的素養能力，融入

美感經驗中，落實於生活環境。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KIT 學生會辨識質感的素養能力，融入美

感經驗中，落實於生活環境。 

KIT 學生藉由翻造模具，了解形體跟材質的

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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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一)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1.引導觀察階段，並點出現況環境問題。 

   2.用美感元素嘗試分類，。 

   3.請學生選擇不同質感物件、小組說明所選物件質感特性，預告實作階段任務。 

   4.進行實作翻製模具，個人選擇物件再造觸媒呼應的作品。 

   5.模具與物件並存裝置，引導學生分析模原物件與模具翻件後的差異性比對思考。 

   6.重新檢視環境當中以質感分類營造秩序的場合，並由同學主動維護。  

 

(二)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質感是什麼（KIT）。 

  2.透過翻模觸發了解形體跟材質的區別。 

  3.模具作品與現成物的並陳：主要差別與覺察。 

 

(三)請簡要說明，課程示意圖： 

質感有感- 

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增強美感「質感辨識」、 

提升「環境公共」有感。 

增進質感辨視強化視覺敏銳度，呼應

合理的美感秩序。對生活中不合秩序

的安排，能主動加以修正，落實美感

環境。 

    EX.資源回收有不一樣類屬的物

品能在意，重新辨別、分類。 

 

以校園環境為環境公共場

域，規劃六節課時間引導學

生以物件質感導入，觀察檢

視、翻模再造、材質分類有

感。搭配使用美感課程引導

手冊採編授課。 

 

應用美感素養-質感能

力，落實生活造境。 

質感敏銳度、材質形體

辨別與翻造、秩序安排 

引導學生觀察生活，將習慣的視覺經驗，

重新思考分類的原則與緣由，以質感為

題，透過翻模物件與模具觸媒，分析物品

的組成視覺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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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一)能在沒有指示說明的狀況下，以美感素養辨識物件間的差異性。 

   (二)能學會以視覺加上觸覺的方式建構合理的美感秩序。 

   (三)面對生活中不合美感秩序的安排，能主動加以修正，落實美感環境。 

    EX.資源回收有不一樣類屬的物品能在意，重新辨別、分類。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趙惠玲(主編)(2016)。薈美‧融藝-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理論與實務。台北市：華藝出版社。 

教學資源： 

一、美感手冊 

二、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三、教育部美感網站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5-3/9 

引導觀察階段，並點出現況環境問題： 

使用美感生活種子試辦學校 PPT 教學資源，與學校環境現況問題照

片提出，引發同學觀察討論改善方式。 

2 3/12-3/16 

提出以「質感」美感素養嘗試分類。同學利用拾得現成物素材，進

行選擇不同質感物件，各小組加以說明所選物件「質感」特性。並

預告下一堂課進行實作翻模課程。 

3 3/19-3/23 
重新提示任務，並講解階翻模步驟與手法，進行示範，各小組組長

學會技法，預備回各組分配工作與實際翻製。 

4 3/26-3/30 
實作翻製模具，各組選擇物件再造觸媒呼應的作品，進行製模，提

示所翻製物件可以思考下一部與原物件的屬性差異。 

5 4/9-4/13 

模具與物件並存裝置，引導學生分析原物件與模具翻件後的差異性

比對思考。將石膏翻模模具，與原物件並陳展示裝置，請學生分享

回饋。 

6 4/16-4/20 

重新檢視環境當中以「質感」分類營造秩序的場合，並由同學主動

維護。請同學裝置作品或選擇角落使用美感的基本元素「質感重新

安排、整理秩序後，前後對照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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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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4/27 南區教案分享後，始執行本次教案，時間較原定授課日期延後，

執行教案材料原定翻模使用石膏，因成本與材質耐久性考量，改以水泥替代，速

度快班級再增加紙漿塑模，可多比較質感差異。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30-5/4 

觀察檢視、翻模再造、材質分類  

引導觀察階段，並點出現況環境問題： 

使用美感生活種子試辦學校 PPT 教學資源，與學校環境現況問題照

片提出，引發同學觀察討論改善方式。 

2 5/7-5/11 

提出以「質感」美感素養嘗試分類。同學利用拾得現成物素材，進

行選擇不同質感物件，各小組加以說明所選物件「質感」特性。並

預告下一堂課進行實作翻模課程。 

3 5/14-5/18 
重新提示任務，並講解階翻模步驟與手法，進行示範，各小組組長

學會技法，預備回各組分配工作與實際翻製。 

4 5/21-5/25 
實作翻製模具，各組選擇物件再造觸媒呼應的作品，進行製模，提

示所翻製物件可以思考下一部與原物件的屬性差異。 

5 5/28-6/1 

模具與物件並存裝置，引導學生分析原物件與模具翻件後的差異性

比對思考。將水泥、紙漿翻模模具，與原物件並陳展示裝置，請學

生分享回饋。 

6 6/4-6/8 

重新檢視環境當中以「質感」分類營造秩序的場合，並由同學主動

維護。請同學裝置作品或選擇角落使用美感的基本元素「質感重新

安排、整理秩序後，前後對照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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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均勻攪拌→        倒入模具→         調整靜置→         拆模打磨  

 

C 課程關鍵思考： 

 

1.質感是什麼。 

2.透過翻模觸發了解形體跟材質的區別。 

3.模具作品與現成物的並陳：主要差別與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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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計畫對授課老師提供六大面向的構面探討，藉由美感課程實驗計畫，擴

延學生對於美感的定義，不再限定是美勞作品、美術館的珍藏或是名貴有距離

感的藝術作品。雖然一開始學生對於美感的元素感到迷惑：「質感」、「形體」，

不懂為甚麼要用這些很陌生形容的詞來講述美感課程。由課堂反覆的舉例與發

掘，學生漸漸地去分析眼前所見的一切視覺構成，當它們之所以顯得好看，可

能是來自於哪一些元素組合而成，才會讓人興起一股美的通感。雖然對於本校

大多數的學生，要他們用比較抽象「精緻型」的語言來傳達感受，是較為不容

易達到理想效果的。但是從他們蒐集日常生活中所蒐集，我感受到他們的眼睛

已然觀察到對「美」的通感。因此，美感課程之執行跳脫對於美術作品的繳交

與要求，試著去嘗試一種較另類的可能，將作品作為美感的途徑，去比較分析，

而不是目的。這種想法對學生是創新的、實驗的，也有可能性在試圖喚醒學生

對美感的自我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