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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中市立爽文國中 

授課教師 翁靖宣 

實施年級 國中部八年級 

班級數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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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中    區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參考課程名稱：紙與你相遇-質感的初中階課程                                                 

課程名稱：質感發生-紙的九宮格 

課程設定 課程設定 課程設定 課程設定 課程設定 課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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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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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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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將會： 

1. 理解「質感」為何物，並知道質感對生活的影響。 

2. 重新用五感感知材質觀察生活中的質感。 

3. 思考材質技術、時代、地區對於質感需求的影響。 

4. 掌握質感描述的符號運用。 

5. 對於需求/想法挑選合宜的質感。 

理解事項/核心概念： 主要問題： 

1. 瞭解質感與人感官的關係 

2. 材料與技術對於質感的影響 

3. 時代對於質感的影響 

4. 思考地域/地區對質感的影響 

1. 這物品/圖片/旋律/味道給你什麼樣的感

覺？ 

2. 改變原始質感後會呈現什麼結果? 

3. 時代的改變、地區性的不同…等等因

素，會不會影響人們對質感的需求？ 

4. 這樣的材質適合應用在哪裡呢？怎麼搭

配適合比較適合呢？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了解技術與質感的關係。 

2. 了解質感與生活的關係。 

3. 能比較出質感間的差異。 

4. 瞭解時代改變對材質的影響。 

5. 瞭解地區不同對材質的影響。 

1. 能夠表達自我意見及傾聽他人想法 

2. 能用言詞形容質感並且敘述感受，比

較其 

   中的不同。 

3. 依據自己想表達的感覺搭配合宜的材

質 
 



32 
 

三、教學策略：【做】 

1.六堂課的步驟簡列： 

    (1)樂摸摸 

教師準備不同的物品/物件，讓學生進行黑暗箱的體驗，透過手觸、聽、聞，發現人類基本五感

的刺激，並試請同學用言辭表達感覺感受，讓同組的同學去猜測對應的物件。課程最後請同學

試想質感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2)時代的眼淚 

透過探討時代的變遷與改變、地區不同對於質感需求之影響，也同時引入世界各地的質感案例

引起學生思考質感和生活的關係。 

  (3)紙張與你的名字 

透過學生大量蒐集之紙張類別，分別觀察不同紙張上的小細節(光滑與粗燥肌理 or 厚薄硬度的比

較)，並討論其質感與作用，接著引導學生看見紙張的發展，進一步了解技術對於材質的影響。 

修正: 

1.在這階段原本的課程設定僅限於紙張，不過學生普遍反應讓我覺得他們觀察太少，故在此階段

修正加入成為「貼不同材質片的單元規劃」，每人一張畫滿 5*5 的格子(共 15 格)，大量收集生

活中看到的質感。 

2.並在收集完這些材質片後，以 3 人一組，將各式不同材質拼貼成一幅反差極大的創作，例如

熊貓應該是柔軟的毛，但若改用粗糙的質感呈現，是否能有更多的想像，以及尋找替代質感的

可能性，在這課程階段，由於加入這兩堂，導致後續課程延後。 

  (4)手抄的底細 

由教師示範手抄紙，請學生比較手抄紙與一般工業製紙不同，引導學生擴散思考，挑戰紙張融

合異材質，預備學生接下來的紙張質感探索之旅。 

並由學生挑選自己屬意的紙漿素材、再選擇適合加入的異材質，觀察放製的配料中，能抄出各

式不同手抄紙質感有哪些?  

  (5)發現九宮格 

結合本組所完成的手抄紙，並將生活中所能聯想的質感物件或圖片，在 A4 卡紙上嘗試組合以九

宮格的平面構成，並組合成具視覺協調美感的作品。 

  (6)質感的聯想與反思 

  1.請學生思考: 

  a/質感與異材質間所生的協調之美。 

  b/質感的應用與需求如何落實在生活中體驗。 

  2.請各組將作品進行調整與發表。 

2.Show & Tell 提問簡列： 

     (1) 這物品/圖片/旋律/味道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2) 比較 A 和 B 兩種材質，有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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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代的改變對於質感需求有影響嗎？影響是什麼？ 

  (4) 地區、氣候的不同對於質感的影響為何？ 

  (5) 這質感讓你聯想到什麼物件/畫面/旋律/事件呢？ 

  (6) 適合此質感的搭配方式為何？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 期待能開啓學生新的感官刺激，使學生瞭解感官對我們的影響。 

(2) 期待學生能增強言詞掌握能力描述質感與感受。 

(3) 期待學生能觀察並比較兩者不同的物件/圖片/氣味/旋律間的差異。 

(4) 期待學生了解時代的改變對於質感需求影響。 

(5) 期待學生了解地區、氣候的不同對於質感的影響。 

 

四、預期成果： 

希望透過六堂的質感體驗課程，將原本教案修正在執行上以觀察"紙張"為最主要的認識初體

驗。 

1.教師能引導學生觀察簡單的"質感"二字，在生活中的影響為何? 

2.學生能瞭解不同時代背景中，材料與技術的演進。 

3.學生能發現異材質所帶來的感受，將之融入於手抄紙的體驗製作。 

4.學生能能勇於說出質感所帶來的直接感受，並運用文字敘述畫面。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美感入門電子書 105 年 8 月新版 

2.設計基礎原理：立體造形與構成 林崇宏 全華圖書 

3.空間練習/小鳩一浩 積木出版 2013 

4.改變世界的 30 個重要發明：酒、紙、眼鏡、時鐘、鐵路 池內了 采實文化 

教學資源： 

投影片、各式紙樣、教師實作示範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3/19 樂摸摸-黑暗箱的體驗 

2 3/26 時代的眼淚-不同時代背景中，材料與技術的演進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E%97%E5%B4%87%E5%AE%8F/adv_author/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chwa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B1%A0%E5%85%A7%E4%BA%86%2F%E7%9B%A3%E4%BF%AE/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cm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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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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第二堂美感課開始，課程中因學生會常忘記生活中具有連結記憶的美感有哪些，需

不斷提醒與引導，以致課程時間拉長，總節數延長至 8 節。 

2.對於生活中已經存在的材料與技術的演進，學生大多無感，例如:學校的欄杆鐵鏽與

不銹鋼的差別。 

3.在第一堂課開始，就有提醒學生可以觀察聲音所帶來的質感表現，但須提示。 

4.第二堂課之後，接續的第三堂應該為「紙張與你的名字-質感與作用」，這階段原本的

課程設定僅限於紙張，不過學生普遍反應讓我覺得他們觀察太少，故在此階段修正加

入成為「貼不同材質片的單元規劃」，每人一張畫滿 5*5cm 的格子(共 12 格)，大量收

集生活中看到的質感。 

5.第三堂課後，再收集完這些材質片後，以 3 人一組，將各式不同材質拼貼成一幅反

差極大的創作，例如熊貓應該是柔軟的毛，但若改用粗糙的質感呈現，是否能有更多

的想像，以及尋找替代質感的可能性，在這課程階段，由於加入這兩堂，導致後續課

程順勢延後。 

 

  

3 4/2 紙張與你的名字-質感與作用 

4 4/9 手抄的底細(手抄紙製作約一節) 

5 4/16 發現九宮格(將質感物件於平面上進形簡單構成與美感編排) 

6 4/23 質感的聯想與反思(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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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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說明摸摸箱的操作方式。 

學生需透過觸摸的方式，和同組的學生說出所摸到的質感為何?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學生大多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2. 但在這堂課，多數學生能夠發現”聲音”，也是質感表現的另一個層次，會嘗試敲、

丟、磨…等，觀察出物件的質感基本材質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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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學生帶至校園，並三人一組帶著學習單，走訪學校進行質感踏查。 

2. 再將觀察到的質感拓印下來後，教師指示必須將剛剛拓印的質感，在下方格子

處寫上所屬的名稱。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拓印出來的質感是不是長的很像? 

2. 但摸起來跟拓印出來有一樣嗎? 

3. 你觀察到的現象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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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收集到的質感貼成一份材質片。 

2. 將材質片寫上名稱。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手觸摸與眼所看到的是否有何不同? 

2. 近距離觀察這些材質的紋理與聲音變化 

教師提供思考點/ 

例如:瓜子殼表面粗糙有紋理，但丟下去卻無聲，拓印出來跟葉子有沒有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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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材質片剪下，依各組設定的圖案，做出能呈現差異大的材質表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需注意材質的表現之間是否會互相干擾。 

2. 材質間不同的顏色是否會影響到要表現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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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進行手工抄紙，並分為第一次為純紙漿，第二次為加入異材質。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紙張的觸感為何?原本的紙張變成紙漿後觸感為何? 

2. 抄紙在操作形成的過程中有碰到甚麼困難?  

3. 將紙漿在加入不同的異材質後，產生了甚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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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7+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抄好的紙撕下，並在平面上進形簡單構成與美感編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甚麼是平面構成? 

2. 每張紙抄出不同的顏色，該怎麼進行合理的位置布局分配? 

3. 紙張濕潤與乾燥後的質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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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異材質加入後產生甚麼變化?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將質感的體驗放大成六堂課以上的操作，對學生來說很有趣。 

2.不同的質感表現在這七堂課中，有室內有室外，是美感延伸至校園的第一步。 

3.在最後一個單元手抄紙的平面構成中，由於跳到了另一個階段，所以學生大多很懵懂，

不過構成這個單元本來就是附加結合的，所以後續可以再思考要怎麼樣再鋪陳與引導，

讓這個部分可以讓學生更有啟發。 

例如:再課程進行前，先引導了解模矩與格線的概念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