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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種子學校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王琪羿 

實驗年級 高中一年級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多元跨班選修 

學生人數 48 人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紙想告訴你 

課程設定

(請參考附錄)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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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已修習一學期的高一美術課程，部分同學修習過藝術類跨班選修的課程，皆有對於美感

理解的基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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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以內）： 

    美感也不單是知識，也不應該是生活教條規範，他應該是合於用的目的，並適應於整體秩

序的。而是在生活上便是比剛剛好更多一些的展現，所以「美感教育」不是技術的學習，他來

自為生活累積之經驗，當我們開始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敏感，便會開始願意開啟發現、探索、

體驗、嘗試、運用、整合的歷程；換言之，「美感教育」是一種素養教育，也是一種自信心的

養成。 

    所以我想要帶著學生，由學生生活中最熟悉的「紙」來發現美的存在。 

    藉由分析不同的紙張功能認識不同的紙類纖維材質，對應呈現的外觀效果，以累積及串聯

質感的記憶密碼。並將蒐集的紙張利用浸泡、果汁機攪打，將纖維解構後再利用抄紙網組構成

平面紙張進而形塑立體的造形，瞭解紙張是纖維集結所累積而成，探討不同材質、質感給人的

感受，並藉由主題讓學生試著詮釋盛裝的是實際的物品亦或看不見的情緒及夢想？搭配內外質

感差異的延伸思考抽象的關係。 

二、預期成果： 

我要帶著學生探索紙張纖維的表情特性： 

1. 學生能學會分辨不同材質長短纖維的差異。 

2. 體驗紙與生活的關係，能了解纖維工藝多樣的內涵。 

3. 能學會傳統造紙技術中調配紙漿與抄紙基本技術。 

    4. 能運用造紙進階技術進行創作並分享創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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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做】 

(一) 第一堂課【紙想告訴你】 

(1.) 請學生帶來所蒐集 5 種不同的紙類(可以是平面紙張或器皿，前一節可以先請學生討

論要帶什麼紙張，盡可能帶不同的類別)以學習單進行分析。 

分析內容： 

1. 分析紙的材質(天然或人造) 

2. 描述紙的色彩(天然或人造) 

3. 描述紙的觸感(平滑、粗糙、溫暖……) 

4. 是否有功能性？是什麼？ 

5. 是否有結構性？是什麼？ 

6. 大小是否有規格性？ 

7. 是否可回收？ 

(2.) 分組討論彼此帶來的紙張材質有什麼相同或相異之處，是否有特別的功能性？若有功

能性，是否有被取代的可能？ 

 意圖與相關思考： 

讓學生發現生活中不同功能的紙張，在製造時就會依其需要而選用不同的紙漿材質，也會

衍生出因其不同的使用場合，會有不同的尺寸需求，甚至特別的設計。 

例如，提供原子筆書寫或影印的紙張是平整、硬挺、潔白且光滑的。衛生紙雖然潔白，但

因其提供清潔的功能，而且需要接觸肌膚，因此是柔軟、吸水且表面有凹凸的壓紋，能增

加清潔力。紙箱的紙板有波浪狀的夾層設計，用以增加其負重及支撐力量，也因為是外在

包裝材料所以大多使用再生紙漿，為土黃色。 

(二) 第二堂課【紙的表情】 

(1.) 選擇一種類別的紙張進行質感變造。從結構取向以平面、立體或其他方式在 10*10

公分的紙板上做實驗，每個學生預計製作 9 格，個人可集合成一件 30*30 公分的作

品，亦可將全部參與學生的作品集合成一件大作品。 

(2.) 製作完成後分享成果及心得。 

 意圖與相關思考： 

讓學生練習單一素材的成形表現，能使學生專注在表現素材的質感變化。透過觀摩分

享，也能知悉彼此如何看待造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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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堂課【手抄紙基礎製作】 

能理解手抄紙的製作原理，學會製作手抄紙。以蒐集的紙張學習自製紙漿，並練習使用抄

紙網。 

 

 

 

 

 

 

   

 意圖與相關思考： 

理解紙張纖維結構如同不織布是由不同方向的纖維交疊而成的，是構成的一種方式。 

(四) 第四堂課【手抄紙進階製作 1】 

能學會控制抄出的紙張厚度。嘗試變化紙張顏色或加入

異素材，以呈現紙張的不同質感。 

 意圖與相關思考： 

學習以紙漿製作平面紙張和處理表面質感的製作方式。 

(一) 第五堂課【手抄紙進階製作 2】 

學習將平面紙張立體成型的方式，以「盛裝」為主題探

討虛與實、內與外的關係。教師引導學生回溯第一堂課的經驗把質感納入考量。 

(1.) 學習以折疊方式將紙張成型。 

(2.) 學習利用模具，如氣球、瓶子等……以澆鑄方式形塑成形。 

(3.) 學習利用小片紙張塑形。 

(4.) 繪製設計圖並製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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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與相關思考： 

藉由平面到立體的轉換過程，讓學生思考成型的方式有哪些可能性？「盛裝」的是實際的

物品或看不見的情緒、夢想？搭配內外質感差異的延伸思考。一方面檢視學生如何設計呈

現盛裝的美感和合宜性，也訓練學生溝通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 第六堂課【心得回饋與分享】 

(1.) 創作分享 

(2.) 教師回饋 

 意圖與相關思考： 

統整六堂課藉由造紙過程讓學生理解體驗了那些與美感接觸的過程，並讓學生分享心得感 

    想，培養其說故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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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目標：【學】 

(一) 請預估： 發現 - 探索 - 創造 所佔比例與節奏 

第一堂發現 10%發現紙張材質及對應的功能性。 

第二堂發現 10%發現紙張素材的質感變化和結構關係。 

第三堂探索 25%探索紙漿的可能性。 

第四堂探索 25%探索紙漿的可能性。 

第五堂創造 20%將平面紙張轉換到立體的過程。 

第六堂創造 10%師生分享六堂課的心得感想。 

(二) 請預估學生將會對哪幾項美感因子有感。 

(1.) 秩序 

(2.) 質感 

參考書籍 

(1) 手工紙與裝幀技法小百科 

作者： 海蒂．雷默—愛普，瑪麗．雷默   

原文作者：Heidi Reimer-Epp，Mary Reimer 

出版社：果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08/20 

(2) 牛乳パックで紙漉き小物 

出版地區：日本 

語言：日文 

教學資源 
以老師及學校資源本身之經驗、個案、或可邀請專家專題演講。 

除正常授課外，並安排校外參訪樹火紙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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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106.4.7 【紙想告訴你】 

(1.) 請學生帶來所蒐集 5 種不同的紙類(可以是平面紙張或器皿，

前一節可以先請學生討論要帶什麼紙張，盡可能帶不同的類別)

以學習單進行分析。 

分析內容： 

1. 分析紙的材質(天然或人造) 

2. 描述紙的色彩(天然或人造) 

3. 描述紙的觸感(平滑、粗糙、溫暖……) 

4. 是否有功能性？是什麼？ 

5. 是否有結構性？是什麼？ 

6. 大小是否有規格性？ 

7. 是否可回收？ 

(2.) 分組討論彼此帶來的紙張材質有什麼相同或相異之處，是否

有特別的功能性？若有功能性，是否有被取代的可能？ 

2 106.4.7 【紙的表情】 

(1.) 選擇一種類別的紙張進行質感變造。從結構取向以平面、立

體或其他方式在 10*10 公分的紙板上做實驗，每個學生預計

製作 9 格，個人可集合成一件 30*30 公分的作品，亦可將全

部參與學生的作品集合成一件大作品。 

(2.) 製作完成後分享成果及心得。 

3 106.4.21 【手抄紙基礎製作】 

(1.) 能理解手抄紙的製作原理，學會製作手抄紙。以蒐集的紙張

學習自製紙漿，並練習使用抄紙網。 

(2.) 能學會控制抄出的紙張厚度。嘗試變化紙張顏色或加入異素

材，以呈現紙張的不同質感。 

4 106.4.21 【手抄紙進階製作 1】 

能學會控制抄出的紙張厚度。嘗試變化紙張顏色或加入異素材，

以呈現紙張的不同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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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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課程安排 調整課程安排 變更原因 

【手抄紙進階製作 2】 

學習將平面紙張立體成型的方

式，以「盛裝」為主題探討虛與實、

內與外的關係，教師引導學生回溯

第一堂課的經驗把質感納入考量。 

(1.) 學習以折疊方式將紙張成型。 

(2.) 學習利用模具，如氣球、瓶子

等……以澆鑄方式形塑成形。 

(3.) 學習利用小片紙張方式塑形。 

(4.) 繪製設計圖並製作作品。 

【手抄紙進階製作 2】 

學習將平面紙張立體成型

的方式，以「盛裝」為主題

探討虛與實、內與外的關

係，教師引導學生回溯第一

堂課的經驗把質感納入考

量。 

 學習利用模具，如氣

球、瓶子等……以澆鑄方式

進行形塑成形的實驗。 

 

【紙的表情】單元進

行實作時，因顧及每

個 學 生 的 不 同 進

度，而將課程延後，

讓每位同學能完成

九 宮 格 的 紙 的 表

情。因此【手抄紙進

階製作 2】只讓學生

進行到學習利用模

具，如氣球、瓶子

等……以澆鑄方式形

塑成形的練習。 

 

  

5 106.4.28 【手抄紙進階製作 2】 

學習將平面紙張立體成型的方式，以「盛裝」為主題探討虛與實、

內與外的關係，教師引導學生回溯第一堂課的經驗把質感納入考

量。 

(1.) 學習以折疊方式將紙張成型。 

(2.) 學習利用模具，如氣球、瓶子等……以澆鑄方式形塑成形。 

(3.) 學習利用小片紙張方式塑形。 

(4.) 繪製設計圖並製作作品。 

6 106.4.28 【心得回饋與分享】 

學生分享六堂課造紙過程與美感接觸的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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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前移地教學  

A 活動實施照片： 

 

106.3.24【樹火紙博物館】移地教學：認識手工抄紙流程 

 

 106.3.24【樹火紙博物館】移地教學：認識手工抄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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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紙扇製作體驗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1) 請學生帶來所蒐集 5 種不同的紙類，挑選其中一種紙張，以學習單進行分析。 

(2) 4-6 人一組，分組討論彼此帶來的紙張材質有什麼相同或相異之處，是否有特別的功能

性？若有功能性，是否有被取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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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學生分組，彼此討論帶來的紙張材質有什麼相同或相異之處，是否有特別的功能性？

若有功能性，是否有被取代的可能？回答學習單答案，並填答於學習單空格處。 

(2) 討論之前學生對日常生活常見的紙張未能有較深入的了解，填答學習單後能對於紙張質

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為下一堂課的紙張選擇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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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紙想告訴你】學習單的問題討論與回答書寫，學生能更進一步了解生活中常見的

紙張，分析紙張的纖維材質為何？是否經過染色或漂白處理？能運用文字描述紙張的觸感。

與同學討論的過程中，因為選用的紙張不同，其功能性與規格尺寸也與紙張大小有關聯性。

因為第三堂製作手抄紙會使用回收紙張，也讓學生思考選用的紙張是否能回收利用的問題。 

課堂 2、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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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紙的表情-九宮格構成練習】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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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紙的表情-九宮格構成練習】設計圖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以【紙的表情-九宮格構成練習】PPT 講解操作目的及製作流程。 

(2) 學生決定一種類別的紙張進行質感變造。 

(3) 每個學生先以鉛筆描繪想像設計製作 9 格的草圖，以平面、立體或其他方式在 10*10

公分的紙板上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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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選擇一種類別的紙張進行質感變造。先進行設計圖的規劃，從結構取向以平面、半

立體、立體或其他方式在 10*10 公分的紙板上做實驗，每個學生製作 9 格。單一的材質能讓

學生看見偶然型態的創作(燒、撕、刮、刺…)與有機性形態的創造(折疊、切割…)的差異性，

不同材質的紙張使用相同的處理方式，得到的效果也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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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5 

A 課程實施照片： 

 

邀請【二皿手作紙設計】負責人李孟書擔任講師教授手抄紙製作方式 

 

學生學習以淋漿方式製作手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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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能理解紙張的成形方式。 

(2) 學會手抄紙的製作步驟。 

(3) 能以蒐集的紙張學習自製紙漿，並練習使用抄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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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學習手抄紙的製作步驟，能感受充滿水分的紙漿，經過瀝水形成紙豆腐的中間過

程，最後使用熨斗與吸水紙將多餘水分熨乾完成紙張。 

    藉由纖維集合成紙漿，使用抄紙網固定形成紙張的過程，連結點到線到面的過程，充分

感受在視覺與觸覺質感的差異性變化。 

    更進一步能控制抄出的紙張厚度。嘗試變化紙張顏色或加入異素材，以呈現紙張不同的

表面質感，達到美感經驗的再現。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紙漿立體成形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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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前兩堂課程學會製作平面手抄紙後，嘗試將平面紙張立體成型的方式，以「盛裝」為主

題探討虛與實、內與外的關係。教師引導學生回溯第一堂課的經驗把質感納入考量。 

(2) 利用模具，如氣球、瓶子等……以澆鑄方式形塑成形，並搭配利用小片紙張塑形。 

(3) 跨班選修學生以平面紙張延續製作成期末成果邀請卡與期末成果餐點 Menu。 

 

 

 

 

 

 

 

 

 

 

 

  學生自製手抄紙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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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製手抄紙 MENU 

C 課程關鍵思考： 

    將紙張從平面紙張轉為立體可盛裝造形其實有其困難度，從紙漿的濃度、選擇的紙漿

為回收紙或長纖紙漿、塑形模具的選擇等……每個環節對學生來說都是需要評估再三的挑

戰，需要經過試驗後選出最適合的方式呈現。 

    跨班選修學生因為需要製作成期末成果邀請卡與期末成果餐點 Menu，從平面手抄紙延

續進階製作。各組學生自行討論出需要的造形以及邀請卡的顏色搭配，教師提醒學生因功能

性不同，紙張厚度也需調整增加，幫助其連結第一堂紙張材質與功能性的討論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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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造紙術是中國的重大發明之一，紙張乘載著世界文化發展的傳播功能，更對人

類社會文明的提升與進步有重要貢獻。這次教案選擇紙張作為質感討論的主題，是

因為紙張是生活中最常見，材質種類多樣，單價不高，也最容易取得的素材。學生

本應最熟悉的材料，卻認識有限，希望將質感的面相限縮在紙張的視覺感受、觸覺

感受，讓高中學生能察覺到較為隱晦的質感變化，並連結紙張功能性之間的不同需

求。再藉由破壞紙張看見偶然型態的創作(燒、撕、刮、刺…)與有機性形態的創造(折

疊、切割…)的差異性。 

這次在實施破壞紙張之前因擔心學生做得太放……所以先讓學生確定使用紙張

後，先以鉛筆描繪想像設計製作 9 格的草圖，再以平面、立體或其他方式在 10*10

公分的紙板上做實驗。也許是沒接觸過這樣的課程，學生開始操作後便投入得無法

自拔(說很舒壓……)也因此延宕了原先設定的執行時間。 

多數學生沒有製作手抄紙的經驗，課前先安排了【樹火紙博物館】的移地教學

行程，先對手工抄紙有一定的概念後再進行【手抄紙基礎製作】課程。從認識紙纖

維到紙漿調配，再實際用抄紙框做出一張紙，過程中可以看到學生眼睛閃閃發光，

詢問的問題五花八門，同學也彼此協助完成每個步驟，感受到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

動力是積極而主動的，也讓我反思如何讓美術課其他的課程也能刺激學生的學習欲

望。 

因為第二堂的課程延宕，因此以「盛裝」為主題探討虛與實、內與外的關係，

將平面紙張立體成型的過程只做了實驗的部分。跨班選修學生延續平面紙張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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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用手抄紙製作成期末成果邀請卡與期末成果餐點 Menu，過程中需要各小組

同學做充分的討論，因此最後呈現的成果放手讓學生各自表現，很開心學生能做出

各有特色的作品，也獲得其他師長的好評。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結束六節的課程，多數學生最有印象的課程是做手抄紙，因為看到紙張從無到

有的過程，從中得到滿滿的成就。學生也反饋更了解認識這原本習以為常的材質，

竟也有這麼多可以探討的地方，未來對於紙張的選用，能依其需求挑選更合宜、適

當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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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使用情形 

一、105-2 收支結算表 

（詳見附件收支結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