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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南市立東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林武成 

實施年級 七、八、九年級 

班級數 9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東山咖啡物語 

課程設定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一、二、三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施行課堂 

□高中高職多元選修 or 基本設計 

□國中彈性學習或社團。 

視覺藝術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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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是台南市東山地區高單價的經濟作物，學校於七年級安排咖啡職人，介紹東山咖啡的

歷史、種植、品種、烘焙及沖泡品嚐等相關咖啡文化，因此，學生對於家鄉的特產有一基本的

認知。由於東山國中過去不曾有專任藝文教師，學生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美感課程實施有助

於學生美感力的提升，時時關照察覺生活周遭環境，更可應用於地方特色產業提升美感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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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香醇的東山咖啡，帶來五感的生活品味，肇始「東山咖啡物語」主題課程。 

    本課程整合質感與比例構面能力，從恐怖箱的觸覺活動開始，喚起視覺的經驗連結。其次，

引領學生以眼代手，藉由詠物詩三步驟，擴充質地的聯想與象徵意義，以提升質地美感深度。

同時，探索不同質地在量體、型態的表現。緊接著將課程延伸至距離學校一公里的「東山咖啡

文化」，以調查品嚐區的材質應用現況，連結學生舊經驗(漫畫人物)談比例關係，進一步操作比

例工具模組，練習兩構面交互作用關係分析與探索，最後應用於議題指示東山物語：吊牌、圓

柱型玻璃罐標籤及咖啡香皂。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偏鄉子弟世代多務農，具備敏銳的觸覺感知能力，對於質感一詞無概念，但是知

曉動畫漫畫中，Q版可愛與九頭身修長人物造型的比例關係。 

學生將會：  

1. 從觸覺連結視覺經驗的過程中，覺察質感是質地表面樣貌。 

2. 從中國文化對於以玉的溫潤特質來比喻君子的典範轉化，擴大對質地的聯想與象徵。 

3.知曉兩異質地之間的關係，攸關合宜的比例。 

4.能運用工具操作交互作用發展歷程，分析、釐清質感與比例的關係，主動應用於在

地咖啡產業文化關聯物。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合宜的生活美感。 

2.質感與比例構面的能力。 

3.質感與比例交互作用。 

1.不同質地是否存在相似的觸感? 

2.質地與文學(詩意、象徵寓意)如何產生關

係? 

3.改變材料量體是否影響質感的品味? 

4.材料的表現方式與形體攸關材質美嗎? 

5.不同材質搭配是否存在不同品味? 

6.材質品味是否受比例關係影響?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質感是材質樣貌，起源於觸覺。 

2.質感是一種語言，具有象徵寓意。 

3.質感受到量體、型態、比例的影響。 

4.比例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 

5.兩異質感的比例關係會產生不同的品

味。 

1.能示範描述質地樣貌相關訊息，詮釋其象

徵寓意。 

2.能操作找出對應材料質地的型態。 

3.能操作工具進行交互作用關係分析探索。 

4.能嘗試應用於東山咖啡物語(地方產業)的 

關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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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表現任務及歷程） 

單元一：質感 

階段 任務 歷程說明 

一 恐怖箱嗎？ 

喚起視覺的

連結 

1-1 從觸覺活動開始，通過類似「恐怖箱」的遊戲（教師準備五類材

料分別放置於不同的箱子內），學生僅能以手感碰觸箱子內的物質，

藉由觸覺與過去經驗連結，記錄其經驗中的材質(以下稱經驗材質)。 

1-2 經歷 

 教師公開「恐怖箱」內的材質(以下稱真實材質)，並請學生思考經驗

材質、真實材質之間存在著哪些相似材質，具有相似的觸覺? 

 
二 讓觸覺轉換

視覺 

1-1 學生從教師預先準備好的材料中，挑選五類材料，重新讓觸覺與

視覺連結在一起。 

1-2 觀察質地以眼代手，將材質樣品黏貼於紀錄表，並藉由詠物詩三

步驟:1 外在形象的描繪(紀錄質地樣貌、結構等訊息)2 外在形象的聯

想 3 內在精神的體會、情感。感受材質詩意美感與象徵性。例：玉的

溫潤質感象徵君子。 

 
三 讓杯有墊 練習玻璃杯與五類材料配對實驗，思考材質與玻璃杯之間的關係 

3-1 將所選五種薄片材料切成 10cm*10cm 正方，逐一置於玻璃杯

下，觀察兩異質材質關係。 

3-2 分別使用上述材質包覆 5mm 厚度的軟木片，看看改變厚度(量體)

是否影響觀看的感覺。(厚度是否適切?) 

四 讓材料進入

物件 

(KIT 質感 2) 

藉由 KIT 質感 2 示例：金屬、木質、織品、塑料、皮革五類材料，透

過動手切割折疊成物件，練習材質與形的配對實驗，並且與薄片的原

始材料相比，思考材質與形式的關係。 

五 咖啡桌上關

聯物 

材質將以何種型態進入在地咖啡產業?例如：思考咖啡杯組桌上可為

何物(置放糖包、奶球、湯匙、攪拌棒或飾物) 
 

3 



單元二：比例 

一 走讀東山咖

啡文化館  

調查「品嚐區」的櫃台、咖啡桌等地方的材質搭配關係與咖啡相關物

品。 

二 整體與局部 關於比例(連結學生舊經驗)從漫畫人物談比例 

依照下列八、五、三等分模板，練習三段比例關係。 

 

 
三 比例與質感 接續上述，挑選五組適宜的比例模組，進行比例、質感交互作用練習。 

分別在五組比例模組中，置換選配的質感，相互比較三種質感之間的

品味關係。 

四 應用於指定

的咖啡物語 

 

 

 

 

 

國一 可以是品味吊牌號或點餐號碼牌 

1-1 選擇兩種質地進行恰當比例組合設計。 

組成適切的比例關係，並且搭配恰當的吊帶質地。 

1-2 嘗試從質地、比例從主關係賦予詩意。 

國二 盛裝東山咖啡豆圓柱型玻璃罐標籤 

2-1 選擇三種質地進行恰當比例組合設計 

2-2 嘗試從質地、比例從主關係賦予詩意。 

國三 咖啡手工皂 

3-1 依矩形模具分設計，呈現三段不同質地適切的比例組合。質地可

以是加入不同粗細粒度的研磨咖啡豆；可以是關於咖啡物語的關聯質

地。 

3-2 製備手工香皂。 

3-3 選擇適切質地的包裝材料與尺寸 

3-4 嘗試從質地、比例主從關係賦予象徵詩意。 

3-5 討論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2.1 材料的表面組織結構是質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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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相異材料是否存在相似的觸感? 

 2.3 質地如何成為象徵文化? 

 2.4 玻璃杯對應不同質地杯墊如何能成為東山咖啡物語? 

 2.5 合度的比例模組，是否受到觀看橫豎方向影響? 

 2.6 合度的比例模組中，增加寬度是否改變比例的感覺?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本課程分別規劃質感、比例兩構面整合性課程，企圖建構系統性的有效學習歷程。在質感

方面，從觸覺到視覺的察覺質地樣貌，利用詠物詩創作步驟擴充聯想與象徵品味文化深度。藉

由質感工具示例 2，探索材料在量體、型態上的表現；以走讀「東山咖啡文化館」觀察材質之

間的應用現況分析，連結學生舊經驗(熟悉的動漫畫人物比例)，引領探索整體與局部的比例關

係。接續在比例工具模組上，挑選五組適宜的比例模組，進行比例詮釋質感練習。最後應用與

指定議題，咖啡物語關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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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學生對於質感與比例的敏感度。 

2. 主動操作工具，體驗分析探索兩構面交互作用的歷程，提高整合性的美感力 

3. 找出東山咖啡物語的關聯物，建構在地產業美感文化的可能性。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善本圖書，《好名片，怎麼設計：善用各式素材和創意工法，讓名片更有價值》（有意思出版

社，2018/01/03 年）。 

2.學研 Publishing著，陳令嫻翻譯，《我家就像咖啡廳，天天都有好心情！ 打造溫暖慵懶、

療癒身心的咖啡屋風格居家》（旗標，2014/05/23）。  

3. 石脇智廣著，林謹瓊、黃薇嬪，《以科學解讀咖啡的祕密：探究美味的原理！從一顆生豆到

一杯咖啡，東大博士為你解析 87 個關於咖啡的常見疑問》（積木，2014/05/01）。 

4.孟孟，《超想學會的手工皂：40 款生活食材＋香草應用＋配方變化，全家人都適用的暖感手

工皂！》（木馬文化、2018/02/14）。 

5. SH 美化家庭編輯部 ，《從擁有風格民宿開始：選地×設計×服務，把自己愛的夢想堅持成品

牌》（風和文創，2018/03/31）。 

6. Leonard Koren 著，藍曉鹿翻譯，《擺放的方式：安排物件的修辭》（行人，2014/04/25）。 

7. Jay McTighe，Grant Wiggins 著，侯秋玲、吳敏而翻譯，《核心問題：開啟學生理解之門》

（心理，2016/10/01）。 

8 .Brian Stanfield著，《學問：100 種提問力創造 200 倍企業力》（開放智慧引導科技，

20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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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onella H. Meadows 著，邱昭良翻譯，《系統思考：克服盲點、面對複雜性、見樹又見林

的整體思考》（經濟新潮社，2016/01/21）。 

10. Grant Wiggins，Jay McTighe 著，賴麗珍翻譯，《設計優質的課程單元：重理解的設計法

指南》（心理，2015/03/25）。 

11.徐超聖/總校閱，《問題引導學習：探究取向》（華騰文化，2011/12/19）。 

12.張輝誠，《學思達增能：張輝誠的創新教學心法》（親子天下，2018/01/05）。 

13.余嘉方，《餐桌風格，自己創造吧！自食器挑選搭配、氣氛佈置營造到用餐基本禮儀的完整

餐桌全書》（時報出版，2015/10/20）。 

14. Leatrice Eiseman 著，洪瑞璘、別古翻譯，《找到家的色彩能量：想怎麼生活，就選什麼

色！色彩大師才懂的裝潢配色之道》（原典，2013/01/17）。 

 

教學資源： 

KIT LESSONS 質感 1、2。比例 1。 

美感入門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lessons/ 

台南市東山區農會(東山咖啡文化館)  http://www.dongshan.org.tw/s7-1.php 

 

材料工具： 

五種材料：金屬、織品、木質、皮革、塑料。 

咖啡玻璃杯組、玻璃罐、糖包、奶球、湯匙、攪拌棒、咖啡豆、研磨機等咖啡相關材料工具。 

吊牌、模具、手工皂 DIY 相關工具材料。 

紙模板、膠帶、各種材質線帶。 

工具：美工刀、切割墊、迷你電鑽、鐵剪、剪刀、針線包、串燈、手電筒等。 

教學進度表（以單元為題，單元安排之週次可自行修正）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子題  

單元一 質感 

1 10/ 
階段一：恐怖箱嗎？喚起觸覺與視覺的連結。 

階段二：挑選材料觸覺連結視覺，紀錄質地訊息。 

2 10/ 階段二：聯想與象徵。討論。 

3 10/ 階段三：讓杯有墊。材料量體是否影響觀看感覺。討論。 

4 10/ 階段四：練習 KIT 質感 2 讓材料進入物件。 

5 11/ 
階段四：討論 

階段五：咖啡桌上關聯物 

6 11/ 階段五：咖啡桌上關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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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 階段五：質感單元綜合討論 

單元二 比例 

8 11/ 階段一：走讀東山咖啡文化館 

9 12/ 階段二：質感、比例構面模組工具操作 

10 12/ 階段三：質感、比例構面模組工具操作 

11 12/ 階段四：應用於指定的咖啡物語 

12 1/ 階段四：應用於指定的咖啡物語 

13 1/ 綜合討論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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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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撰寫時，本人還任職於他校，對於東山國中學校整體文化與學生的實際現況不

甚了解，僅以臆測學生可能之參與程度。經歷近兩月美術課與平日觀察學校周遭環境、校

園文化與學生表現，加上委員複審審查意見，在教學策略方面，略為調整如下： 

單元一：質感 

1. 階段一，修正任務為「觸」動校園有感。 

2. 階段二，接續進行聯想與象徵。 

單元二：比例 

1. 階段四，應用於指定的咖啡物語。沒有任教國一生，修正國二指定為餐號碼牌。國三原

指定物為手工皂，經與自然老師討論，若以表現質感並且合乎用，必須進行實驗。礙於

時間關係，更正為杯型蛋糕的表面質感處理。 

同時國二、三年級分組，將階段成品進行搭配擺盤，來一場品嘗/品味咖啡物語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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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內容紀錄  

單元一：質感 

階段一：觸動校園有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尋找校園中硬性、軟性物件各五種，摸摸看，並紀錄所見表面質地特徵與當下的感覺。 

2.從外在形象描繪(觸覺+視覺)-聯想-內在精神的體會與個人情感經驗連結（國文課-詠物詩）。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感受材料表面的質地是光滑，還是粗糙；感受其溫度是冰冷還是溫暖（沒有標準答案，請

自信寫出內心感受。） 

2.範例：玉 

(1).質地描述：具有一定的硬度，不易彎折易碎，表面經過處理光滑有光澤。 

(2).感覺：與皮膚接觸具有溫暖感覺，古代士人以其象徵溫文儒雅，具有君子風度。 

3.軟硬材質定義，端看你從哪個角度觀看。 

階段二：讓杯有墊-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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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搭配並觀察透明玻璃杯、馬克杯，與教師所提供，做為杯墊的不同材質材料的關係。 

2.以「+」「-」正負符號紀錄，最多做記三個。 

3.選出與玻璃杯、馬克杯最有感的組合，延續階段一的聯想象徵，進行描述說明紀錄。 

4 分享個人最有感的組合與個人經驗的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1.詠物詩：物的外形實象 物的內在精神 結合個人生活經驗。 

2.思考杯墊與杯子不同材質之間的關係。 

階段二：讓杯有墊-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此階段，增加不同厚薄的材質。請設定使用者的年齡層或職業族群，重新進行選配。 

2.分享個人設定使用者族群，以及你所選擇對應的杯子、杯墊材質與厚度的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1.改變材料量體是否影響質感的品味? 

2.分享對質感的體認，並且能夠描述感受及選擇適切合宜用途或目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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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練習 KIT 質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根據操作說明，探索軟硬材質與造型的關係。 

2.摺的過程，感受材質的軟硬、粗細、冷暖、光澤。 

c. 課程關鍵思考 

1.感受不同材質的彎曲面與角度表現的適切性 

2.感受材質與光影作用 

階段四：讓材料進入物件-改造把手 

a. 課程實施照片 

11 



  

  

b. 學生操作流程 

1.利用教師提供的材料，選擇兩種材質為主，進行玻璃杯、馬克杯手把改造。 

2.注意兩種材料之間的感受與比例關係。 

3.重新選擇杯墊，以合宜改造後的杯子。 

c. 課程關鍵思考 

1.相異兩種材料的搭配品味是否受到比例的影響。 

2.改變把手材質之後，是否影響最初選擇的杯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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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比例 

階段一：咖非館參觀發想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上課前班長整隊出發，注意路上交通安全。 

2.實地觀察東山農會咖啡文化館裝潢，不同材質之間搭配感覺。如吧檯材質穿搭、地板、地毯、

紅磚、傢俱等整體關係。 

3.觀察咖啡桌、吧檯中有哪欠缺或有待改進的物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咖啡桌上的質感組合：杯子、盤子等視覺與觸覺交互作用 

2.請學生思考如果你是老闆或者客人，你希望什麼樣的品味咖啡館?從小物件開始。 

3.品味：攸關材質與比例關係。 

階段二：質感、比例構面模組工具操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請依照您所發想的物件，對應物件使用者年齡層與身分，練習整體與部分之間的比例關係進

行探索。例如你選擇五段，就是五等分的比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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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比例與材質之間存在微妙的感覺，根據你所發想的物件材質，做多不超過 3 種，進行搭

配。 

3 搭配涉及部分材質在整體的位置。例如：你在整體分五等分的比例中，部分的位置是在這五

等分的哪一位置。 

c. 課程關鍵思考 

1.比例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 

2.比例關係：長寬、面積、上下高度等比例。 

3.比例是一種關係，質感是一種語言。 

4.材質品味是否受比例關係影響? 

階段三：咖啡桌上關聯物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根據發想，選擇適切的材料進行製作小物品或模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1.能操作找出對應型態的材料質地。 

2.嘗試應用於東山咖啡物語(地方產業)關聯物。 

3.質感與比例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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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應用於指定的咖啡物語-號碼牌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選擇兩種質地，進行恰當比例組合設計。 

2.選擇大小適切的阿拉伯數字，黏貼於適當位置。 

c. 課程關鍵思考 

1.組成適切的比例關係，並且搭配恰當的吊帶質地。 

階段五：咖啡物語的關聯質地-下午茶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請在教師準備的杯子蛋糕素面，進行質感裝飾。 

2.以組為單位，依據所要呈現的蛋糕主題，進行表面裝飾。 

3.最後將關聯物進行擺盤。 

4.分享各組的主體，以及關聯物的應用。 

c. 課程關鍵思考 

1.綜合呈現品味咖啡盛餐，以質感、比例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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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嘗試應用於東山咖啡物語(地方產業)的 關聯物。 

質感與比例交互作用。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十二堂主題課的實際操作，經歷微調之後，除了咖啡桌上關聯物運用兩堂課之外，其他各

階段都可在一堂課內操作完成。偏鄉東山國中的學生表現，出乎我意料之外，能夠在進度

內完成，並且說出自己的感受。 

2.以每堂課的重點為要，為了減少學生製作杯子蛋糕技術問題與時間的掌控，教師協同童軍

教師負責製作，準備素面蛋糕。由於學校烤箱只有一台可用，花了 5 堂課時間製作，實在

耗時。未來操作此單元，可考量購買現成為主。 

3.在進行蛋糕表面質感處理，往往出現學生選擇自己想要吃得裝飾物，少數會思考主體。這

種現象以國二生最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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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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