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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黃懷萱 

實施年級 高一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61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請整理參考教材，調整為適合自身的課程） 

參考課程案例：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南區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參考課程名稱：質感玩金術                                                 

課程名稱：質感玩金術 2.0 

課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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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對象 高級中學一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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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高一美術上下學期由不同教師教學，107-2 的二個班級上學期為外師以英語進行美術教

學，曾進行牙籤立體雕塑與鉛筆繪畫等課程，其中立體雕塑對於「質感玩金術」立體造型方面

有一些幫助。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所有的物體都有各自的材質，加上時間的醞釀，佐以天氣、溫度、人為使用而成就不同表情。

「他們以褪色、生鏽、失去光澤、沾汙、變形、皺縮、乾枯和爆裂作為語言，記錄了太陽、風、

雨水、炎熱與寒冷。他們身上的裂痕、缺口、凹痕、瘡疤、塌陷、剝落和其他形式的損耗都是

使用和濫用的歷史證據。」（L.Koren, 2011, p.60） 

首先第一堂課從生活中的物品討論材質、質感的異同，並在校園中進行質感限時尋寶競賽。第

二、三堂課：錫錫相印 以鑄造翻模的技術，將校園尋寶所得與家中帶來的質感物件重新組合，

創作質感小擺飾。第四、五堂課進行第二次錫鑄造，但須做出與上一堂課相異的質感，以做出

「同材質但不同質感」為目標。最後於第六堂課成果發表、心得分享、鑄造技術檢討。期待於

這六堂課中，從材質、質感的發現與認識，進而提升眾人的品味（欣賞與應用「質感」的另一

層次）。 

礙於課程時間限制，本單元先進行單一材質上不同質感製作的練習。至於不同材質不同質感搭

配練習，則可列為後續課程規劃項目考量。 

 

 二、教學目標（建議精修原案）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構面的學習目標描述)  

具備基礎的觀察能力、能夠順暢的分組討論與發表個人想法。 

學生將會： 

更敏銳的體察生活周遭事物 

欣賞多樣的質感，無論精緻或粗糙，完美或不完美。 

能夠體察各種物品不同的質感並進而運用之。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質感構面的美感 

2. 合宜的質感構面 

3. 欣賞並體會不同質感之美 

質感是什麼？與材質有何不同？ 

各種不同質感的體察 

質感與金工技術的應用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分辨各種不同的質感並能說出差異 

初步認識金屬特性與鑄造原理 

能感受質感之美並應用於生活當中 

綜合金屬加工與造型能力完成作品 

使用相機拍攝清晰的照片 

在眾人面前清楚表達的能力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第一堂：進入質感的世界  

A 開啟感官：檢視自己的生活（家裡、學校內），最常接觸到的是哪些材質？各有什麼不

同的質感？試著用語言描述。（冷冰涼 粗糙刮手 濕滑溫潤 燙黏軟 顆粒 沙沙的 有彈性 

聲音清脆）。材質與質感有何不同？討論與發表 

B 限時質感尋寶大賽：走出教室，在校園內各個角落搜集不同的質感，可以摹寫，也可

以用拓印的帶回教室。（或許已有很多質感教案都是使用拓印法，但因本課程接下來將要

在紙卡上製作各種不同質感再翻模，所以此時在同為平面的紙張上帶回各種不同紋理是

可行的練習。） 

Ｃ回家作業： 

紋路、肌理構成視覺與觸覺上不同的質感。日常生活中，是否曾被某些物品迷人的的紋

路肌理吸引過？例如花生殼、核桃、紗窗、珊瑚、貝殼、廢棄木料、棧板…..請蒐集或拍

照並於下節課帶來（大件物品免）。 

第二、三堂：錫錫相印 

A 解說鑄造原理與技術： 

1 安全第一：熱燙火，不是開玩笑的，請絕對遵守規則與教室動線，慎防意外。 

2 鑄造土特性解說：填壓紮實與鬆軟之間的差別。 

3 合模與模線的注意事項。 

4 錫的熔點、火候與成品外觀的關係。 

B 質感創作： 

1 模型製作：發下紙卡，請同學在紙卡上以各種方式創造出獨特的質感，例如刮、擦、

戳、點、劃、壓印、剪、黏、貼，加法或減法，限時完成。 

2 修正之前執行時部分同學看到講師示範後轉為翻製整個物件而忽略質感的創作，故本

次教學導向半立體浮雕式的鑄造教學，刪去全立體翻模教學。 

3 翻模 

4 熔錫、澆注 

5 拆模 

6 表面處理加工 

第四、五堂：錫錫相印-2 

為了讓同學了解同材質不同質感的意思，故進行第二回質

感創作，在引導上以製作出不同於上一堂課的質感為目標

（參見右圖），其餘步驟與前述相同。 

 



 

第六堂： 

請同學將成品拍照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並上台發表成品、創作理念與製作心得，

期待從分享的過程中激發更多的靈感，累積成為日後的美感品味。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 你喜歡的質感有哪些？請描述。（檢視、描述、交流，發現更多質感） 

2 同學舉例的有哪些是質感？哪些是材質？兩者間有何不同？ 

3 在同樣材料的限制下，如何做出與他人不同的質感表現？ 

4 類似質感的搭配與差異較大的質感搭配，有何不同？優缺點有哪些？ 

5 在「同材質不同質感」的製作過程，有沒有感想或心得？有遇到困難嗎？請分享 

 

四、預期成果：（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與） 

1 透過討論與蒐集活動，學生能夠體察到許多平日未注意到的質感 

2 開啟審美之眼，能夠欣賞、接納更多樣的質感，或許以前並不認為他們是美的。 

3 認識金屬錫的特性、認識翻模鑄造技術 

4 透過錫錫相印的活動，學習將生活中常見的質感重組轉化為可欣賞的造型。 

5 在前回執行過程中，能夠確實創作 focus 在質感創作上的學生大概只佔了全部的 25%，其餘

大多沈迷在新奇的鑄造體驗當中，所以這次修正為兩次鑄造機會，讓同學除了第一回的體驗之

外，還可以有第二次的進一步實驗（創作不一樣的質感）。 

6 期待透過這次的質感教學，可以開啟學生不一樣的欣賞方式，成為培養個人品味的基石。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工藝之道》柳宗悅，大藝出版，2013。 

2《談美感》漢寶德，聯經，2008 四版。 

3《金屬工藝入門 玩金術》趙丹綺、王意婷，鍊丹場珠寶金工工作室，2008。 

4《玩金術 2 金工創作進階》, 趙丹綺、王意婷，鍊丹場珠寶金工工作室，2014。 

5《給設計者生活家的日式美學基礎 WabiSabi》Leonard Koren，行人，2011。 

6《給日式生活愛好者的美學思考 重返 WabiSabi》Leonard Koren，行人，2015。 

教學資源： 

1 美感學習工具手冊指引 

2 美感工具電子書 

3 教師自編教材、PPT 

4 單槍、筆電、無線投影分享器。 

5 使用 google classroom，供學生上傳作業與師生交流用。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27 進入質感的世界：討論、搜集、分享 

2 4/10 錫錫相印 1：半立體鑄造 

3 4/17 錫錫相印 1：半立體鑄造 

4 4/24 錫錫相印 2：進一步的實感試驗 

5 5/1 錫錫相印 2：進一步的實感試驗 

6 5/15 成果發表、心得分享、檢討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本期時間比較趕，一堂課內要製模、鑄造有些人會來不及，所以往後延長兩

週以妥善完成整個單元。 

 

  

週

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調整後執行內容 

1 3/27 
進入質感的世界：討論、搜

集、分享 

與原計劃相同 

2 4/10 錫錫相印 1：半立體鑄造 與原計劃相同 

3 4/17 錫錫相印 1：半立體鑄造 與原計劃相同 

4 4/24 
錫錫相印 2：進一步的實感

試驗 

與原計畫相同。因為只有一節課，同學兩兩一

組，一節課內完成填土、製模、鑄造等任務。 

5 5/1 
錫錫相印 2：進一步的實感

試驗 

與原計畫相同。同上，小組內互換工作，本節

課兩人都完成鑄造試驗。 

6 5/15 質感再處理：金屬加工 
簡介金屬加工、說明鑄造與鍛造的不同。同學

進行修整、表面再處理等任務。 

7 5/22 成果發表、心得分享、檢討 修正為創作理念撰寫、拍照、成果發表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Granding 開始前的約定（open mind,發表,手機收起來）>討論與發表：生活常見材質、不

同材質的質感>質感搜尋：拓印採集>Knolling 介紹>發下卡紙、解說鑄造計畫，回家完成後

下週帶來>宣布下週攜帶質感小物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是什麼？你如何解釋？ 

1.材質：指不同材料  

2.質感： -1:不同材質給人的感覺（客觀或主觀，如冰冷 溫暖等..） 

        -2:同一材質的差異性（粗細、紋理、痕跡⋯⋯） 

3.品質感，品味：有高低、好壞之分 

在本課程質感玩金術中我們尚在 1 與 2 的階段，但是最終目的是提升 3，也就是品味。 

新增卡紙的原因：如果直接拓壓，學生比較會忽略質感的製作；給予卡紙，讓學生從另

一種方式自創或組合紋路，以製造不一樣的質感。 



 

課堂 2-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安全宣導>鑄造簡介>流程說明示範>製模（以課堂 1 發下的加工紙板優先） 

C 課程關鍵思考： 

紙片壓磨出來的造型較為扁平，所能處理的差異只有紙片外型與表面肌理，實際操作過後，請問這

些限制對錫鑄造來說有哪些優缺點？ 

 

  



 

課堂 4-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製模>鑄造>收拾（一節課真的很趕） 

C 課程關鍵思考： 

接續前次經驗，以不一樣的方式製模，檢視所得與前回有何不同。 

課堂 2-3：以加工過的紙片製模 

課堂 4-6：製模方式可以使用紙片、可以現成物，也可以手工刻劃，放寬限制，以期獲得更多變化。 

 

在同材料的限制下，如何與他們做出不同的質感表現？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金屬加工簡單介紹>拆模>修剪模線、打磨>金屬加工做出最後滿意的造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鑄造技術檢討：脫膜後的成品滿意嗎？與當初預期的是否相符？若否，則問題出在哪？ 

質感呈現：成品呈現了什麼質感？請試著描述。這個質感是否如你所預期？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成品最後修整、拍照、撰寫創作理念、討論與發表 

C 課程關鍵思考： 

替金屬拍照的時候，適合放在哪些背景呢？請試著找出適合你的成品的材質與背景！ 

要求：請至少使用三種不同的背景拍攝，觀察不同質感的背景與金屬搭配起來會產生什麼不一樣的

效果。 

這次的分享中，你最喜歡哪件作品？為什麼？ 

同學創作的作品，是否有可以借鏡的地方？如有，是哪些？ 

在「同材質不同質感」的製作過程，有沒有感想或心得？有遇到困難嗎？ 

以後如果還有機會可以創作錫鑄造，請問你會怎樣操作？想做出怎樣的作品？請說說看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這次的教案設計，是基於「107-1 質感玩金術」修改而來，為了讓學生專注在質感創作而

設定規定先使用紙板，但於此衍生另一個問題：在紙板上刻劃肌理進而鑄造，這樣算是質感創

作嗎？這似乎又回到的最初的名詞界定：材質、肌理與質感。 

經由本次教學的操作，我對於質感的體認大概如下： 

構成質感的要素：綜合材質、肌理、紋路，以構成視覺上的觸感。 

在此期間，正巧於某間新落成的餐廳用餐，舉頭望見嶄新的石材牆面在投射燈的照射下顯

得變化多端，即便是同一種材質製成的，但因摻雜了數種不同的打磨方式而顯得質感豐富，是

的，有粗糙的、柔軟的、尖銳的「質感」，以及高貴的「品質感」。 

我想，這次的單元還是成立的，如果還有 3.0 的話，我會讓課程至少連兩節，多次鑄造機

會，其一使用紙板製模，其二開放天馬行空的製模方式，其三加入實用的功能，例如別針等飾

物，還要再加上異材質的搭配（例如小珠子、礦石），裨能成為更完整的質感探索練習。 

 

 

五、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同學帶來的質感小物，大多是鉛筆盒裡的長期住戶、喜愛的小飾品，或是某次旅行的回憶（石頭

貝殼），再者就是大地系列的樹、葉、皮、磚。 



 

  

114 黃靖棠∣餃子皮 

從擀餃子皮得來的靈感，類似摺紙的效果，成功的發揮紙的特性，超讚！ 

  

 

114 陳冠伶∣飛天魔毯 

這位同學準備了毛線黏在紙板上，希望能製造出繩索般的紋路，但因為毛線貼滿整個版面，太整

齊了（下圖右），於是在第二回鑄造的時候，抽掉幾根毛線，希望能營造出粗糙、平滑的對比（下

圖左）；但可能因為毛線太軟的關係，對比不明顯，未來或許採用較硬的材質效果會更棒。 



 

  

土壓的太硬，會導致物件很難壓入，這組同學帶來的鋁擠型棍子壓不進去，拿著擀麵棍想壓入，

雖然方法錯誤,但是表情專注，認真百分百。 

  

113 蔡心柔∣海底 

這件算是質感對比處理得滿好的作品，光滑的玩具珠寶耳環加上粗糙的鑄造土，成功的表現了「同

材質不同質感」的創作。 



 

  

金屬因本身的光澤，算是滿難拍攝的物品。請同學試著找出適合自己作品的背景，看看什麼樣的

材質適合什麼樣的金屬質感。Ex.細緻的紙張＋光滑的金屬表面、毛茸茸的布料＋佈滿孔洞的金屬… 

 

 

11303 沈茹儀∣快嫁.筷架 



 

  

11420 林啟瑞∣ 鋁箔折痕 

使用紙板搭配鋁箔，原本可以同時擁有粗糙與平滑的質感，但可惜因為澆鑄不順暢所以未能完全

展現，不過這也是創作時最令人期待的意外的效果。 

 

  

11402 林采頤∣ HEART 

練習搭配不同背景，以呈現作品不一樣的感覺。 



 

  

 

參與同學大合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