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105 至 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種子教師 

 

 

美感通識（六小時）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執行教師： 羅睿琳 教師 

輔導單位： 中區 基地大學輔導 

 

 



0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1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2 

（修改如後）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3-6 

三、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7-13 

二、 教學研討與反思………………………………………………………………..14 

三、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15-16 

經費使用情形 

一、 收支結算表……………………………………………………………………..17 

 

 附件 

一、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18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19 



 實驗計畫概述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授課教師 羅睿琳 

實施年級 高一高二 

班級數 3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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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  中 區    彰化藝術高中       

參考課程名稱： 敬 青春                                               

課程名稱：敬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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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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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上過美感教育質感觀察課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學生有認識質感構面的經驗，能理解教師傳達問題的旨趣，進行思考與實務操作。 

附件二 

附件二 



 

一、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敬 青春:學生於上學期發現日常生活中腳下的各種地面材質，觀察表面紋理，認識其名稱。

透過使用超輕土拓印表面肌理，發現表面材質的變化與異同。從忽視轉為關心注意。並製作成個

人專屬的鑰匙圈。並認知質感構面為觸覺視覺與經驗連動的統合概念。 

    本學期將延續上學期課程，進行從生活周邊物件發現質感、體驗觸覺，觀察與應用。課堂中

引導學生討論:何謂合宜的材質?觀察杯子的材質。在生活上如何更適切的被選擇。 

     從一張照片說起:一個 10 元的用塑膠袋裝銅鑼燒，經過簡單烘烤，放置在皇家哥本哈根

Royal Copenhagen 的瓷盤中，配置喬治傑生 Georg Jensen 的湯匙，兩張照片對照、比較。

讓學生對生活中的小事物，小題大作，發現生活中的美好。觀察自己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杯子，並

細察自己平日使用的杯具選擇習慣。引導學生在日常中在學校及家庭中，喝水、喝飲料時適切材

質的杯子，回溯杯具設計師設計產品時的設計路徑，使用者除了便利性之外，是否有更多可能性。

教師準備多種杯子實物:功夫茶瓷杯、骨瓷杯、玻璃杯、馬克杯、紙杯、高腳杯等，讓學生實際觸

摸，學生選擇自己偏好的材質，並討論分析材質與個人性格的連結關係，與材質與飲料的連結性、

外觀質地視覺感受等問題。 

   綜合活動:在課堂中進行點心時刻(上午)或午茶時間(下午)，讓學生實際分組操作:在生活中細細

品味，慢慢飲茶，放大自己的動作、觸覺、嗅覺、視覺、味覺，進而思考改造、提升的方法。 



 

 二、教學目標（建議精修原案）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學生初步認識質感特徵，辨識符合需求的材料，觀察身邊物質特徵與差

異性 

學生將會： 

1 學生能養成觀察生活周遭事物的習慣 

2學生能認識生活上用品的著名設計師及其理念 

3學生能主動發現生活上多種材質的特色並懂得欣賞，從中產生美好歡愉的情愫 

4 學生能更細膩的以文字分析、描述其所觀察到的事物紋理，材質，色彩，質感等 

5 學生能透過生活物件，連結其文化脈絡，提升認知的精神層次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材料與技術的演進 

2. 符合需求的質感 

3. 質感的視覺遊戲 

1 認識杯具材質質感美觀與不透水性的發現與探索 

2 認識杯具的形式與設計脈絡 

3 觀察在家與外出時使用的杯具，認識質感的合宜

性，並能選擇自己喜愛的質感。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了解質感是觸覺視覺與經驗連動的統

合概念 

2 對生活中的慣用物件投注觀察與認識 

3 能運用對材質的美感經驗，進行選擇 

4 認識中國瓷器的發展 

1 觀察記錄生活物件的材質與觸感 

2 觀察記錄杯具材質與功能 

3 觀察、觸摸質地不同的杯具，述說差異性與感受 

4 運用可掌握的物質，結合視覺、觸覺經驗，實際選

擇符合自己風格的杯具。 
 

 



 

三、教學策略：【做】 

第一節:1 重述質感定義: 質感是觸覺視覺與經驗連動的統合概念。人類習於以手腳和雙眼做  

      為觀察工具，首先接觸物件表面獲得最直接的觸覺訊息，例如：粗細、軟硬、  

      溫度；再以視覺則做為次要輔助，幫助閱讀物體的表面紋理、光澤等訊息，  

      並整合成記憶傳遞到大腦，因而建立「質感經驗」資料庫。  

       2 教師引導活動: 結合上學期地面質感鑰匙環經驗，並利用 ppt，圖片、影像，引導學   

                       生對生活用品、器具等材質產生關注 

       3 利用學習單，探索分析個人所觀察到生活用品、器具等材質的差異與特性。 

第二.三節: 1 利用學習單，探索分析個人所觀察到杯具質感的差異與特性。 

         2 教學影片:利用網路上飲料廣告影片，介紹廣告商所要傳達商品的特性與營造氛圍 

          ，誘發學生學習動機，並引發其對飲品與不同材質的杯具配對的興趣與發想。 

         3 教師準備多種實物，讓學生實際接觸，感受材質傳遞的溫度與質感，並以學習  

           單紀錄。 

         4 引導生書寫學習單:a 參與其中，享受美好 

                           b 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c 遇見我片刻的美好 

                           d 再忙，也要和你喝一杯咖啡。 

第四節: 從一張照片說起:一個 10 元的用塑膠袋裝銅鑼燒，經過簡單烘烤，放置在皇家哥本哈 

       根 Royal Copenhagen的瓷盤中，配置喬治傑生 Georg Jensen 的湯匙，兩張照片對照、比 

       較。讓學生對生活中的小事物，小題大作，發現生活中的美好。介紹中國五大名瓷:汝 

       窯、定窯、官窯、哥窯、鈞窯(諧音:汝定冠軍哥)。 

第五節:實際操作:點心時間&午茶時光:學生進行分組，由學生自備飲料:茶飲、奶茶、咖啡、汽 

               水等，並準備適當的茶水盛器杯具，進行設計，擺設，拍照，享用。 

                2 拍攝多張照片，選擇兩張照片貼於學習單中最為比較。 

 第六節:綜合討論:1 引導學生填寫學習單。 

                2 教師講評，解說材質運用是否合宜， 

                3 學生互評，發表點心時間&午茶時光心得。 

 

 

 



 

四、預期成果：（請分析原教案成效分析，並書寫教學期待與） 

   透過圖片，影片，實物介紹，開展學生視覺與觸覺經驗。並透由實物直接觸摸，給學生時間進行

實際觀察行為。藉由生活周遭物件的觀察，引導學生對生活物件產生對話，抒發個人個性與物質的關

聯性。在課程中親身實際參與活動，進行飲品擺設，品飲，讓學生對環境投入關注力，本學期將以質

感的視覺與觸覺為重點。透過本課程，建立學生對美感教育之質感構面認知，使學生認知記憶質感、

材料與技術的演進、符合需求的質感。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美感電子書 

教學資源： 

1 美感電子書 

2 網路資料 

3YOUTUBE 網路影片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6 

結合上學期地面質感鑰匙環經驗，並利用 ppt，圖片、影像，引導學生對

生活中器材用具，杯子材質產生關注，引導學生發現生活中杯具材質，引

起動機。實際觀察與體驗:觀察生活中材料紋理與外觀，並記錄於學習單上。 

2 3/13 

教學影片:利用網路上飲料廣告影片，介紹廣告商所要傳達商品的特性與營

造氛圍，誘發學生學習動機，並引發其對飲品與不同材質的杯具配對的興

趣與發想誘發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準備實物，讓學生實際接觸，感受材質

傳遞的溫度與質感，並以學習單紀錄。 

3 3/20 

教師準備實物，讓學生實際接觸，感受材質傳遞的溫度與質感，引導生書

寫學習單:a 參與其中，享受美好。 b 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c

遇見我片刻的美好。d 再忙，也要和你喝一杯咖啡。 

4 3/27 

從一張照片說起，介紹皇家哥本哈根 Royal Copenhagen 的瓷盤，喬

治傑生 Georg Jensen 工藝產品。介紹中國五大名瓷:汝窯、定窯、官窯、

哥窯、鈞窯(諧音:汝定冠軍哥)。 

5 4/3 

點心時間&午茶時光實際操作:學生進行分組，由學生自備飲料:茶飲、奶

茶、咖啡、汽水等，並準備適當的茶水盛器杯具，進行設計，擺設，拍照，

品嚐。 

6 
4/10 

 

作品學習單陳列展示。教師講評，解說材質運用是否合宜， 

學生互評，發表點心時間&午茶時光心得。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原設定為燈具質感發現，後與學生溝通後，發現有部分班級已進行相似課程，故大

幅修改原訂計畫。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學生發現生活中杯具材質，引起動機。實際觀察與體驗:觀察生活中材料紋理與外

觀，並記錄於學習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結合上學期地面質感鑰匙環經驗，並利用 ppt，圖片、影像，引導學生對生活中器

材用具，杯子材質產生關注，引導學生發現生活中杯具材質，引起動機。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對飲品與不同材質的杯具配對的興趣與發想誘發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準備實

物，讓學生實際接觸，感受材質傳遞的溫度與質感，並以學習單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利用學習單，探索分析個人所觀察到杯具質感的差異與特性。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教師準備實物，讓學生實際接觸，感受材質傳遞的溫度與質感 

C 課程關鍵思考：a 參與其中，享受美好 b 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c 遇見我片刻的美好  d 再忙，也要和你喝一杯咖啡。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從一張照片說起:一個 10 元的用塑膠袋裝銅鑼燒，經過簡單烘烤，放置在

皇家哥本哈根 Royal Copenhagen的瓷盤中，配置喬治傑生 Georg Jensen 的湯匙 

C 課程關鍵思考：認識皇家哥本哈根 Royal Copenhagen的瓷盤，和喬治傑生 Georg Jensen 的工

藝產品。中國五大名瓷:汝窯、定窯、官窯、哥窯、鈞窯(諧音:汝定冠軍哥)。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點心時間&午茶時光實際操作:學生進行分組，由學生自備飲料:茶飲、奶茶、咖啡、汽水等，

並準備適當的茶水盛器杯具，進行設計，擺設，拍照，品嚐。 

C 課程關鍵思考:學生能透過生活物件，連結其文化脈絡，提升認知的精神層次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作品學習單陳列展示。教師講評，解說材質運用是否合宜， 

學生互評，發表點心時間&午茶時光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觀察、觸摸質地不同的杯具，述說差異性與感受。運用可掌握的物質，結合

視覺、觸覺經驗，實際選擇符合自己風格的杯具。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1.學生在尋找飲料實例時，常因方便購買含糖罐裝飲料。又因只有單堂課操作，時間較為匆促。 

2.報告質感美感案例時，容易將不同的美感構面混淆進來，例如色彩、質感…教師能藉此 

澄清學生的觀念。 

3.學生在未正式實際操作前，對課程活動概念較為模糊。正式進入課程活動後，學生感到興致勃勃。 

4.教師在教學目標上設定為的構面質感，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學生開始主動加入其他元素頗為有趣，

他們開始放探去嘗試、探索、觀察。教師深切感受到美感教育計畫讓我們師生放慢速度，喚起我們

發現美的能力。 

5.這次是末學第二次參加美感教育計畫。過程中的課程經過多次修改，加深自己在課程設計的思考。

學生對此課程回饋多為有趣，生動，並從被動轉被動，願意動手去嘗試。 

6 因為必須交結案報告，策勵末學從課程發想，教案設計到課程活動，成長、進步。在課程中想加深

瓷器的認知範疇，以及未來融入攝影課程，並安排茶道老師、花藝專長老師，加深加廣。感謝交通大

學美感教育基地以及台中教育大學美感教育基地諸位老師的辛勤付出與推廣，讓末學師生在此計畫中，

提升自己教學上的深度，遇見生活的美好。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附件一 

 

 

 

 

 

 

 

 

 

 

 

 

 

 

 

 

 

 

 

105 至 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同意無償將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之成果報告之使用版

權為教育部所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立交通大學(核心規劃實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