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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吳詠潔 

實施年級 高一、高二 

班級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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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想告訴你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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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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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時，高一美術班與高一跨班選修課程同學因從未接觸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因此多花了 1~2 節課的時間引導高一同學關於美感的基本認識) 

一、課程活動簡介： 

     美感不單是知識，也不是生活教條規範，美感應該要合用於目的，並適應於整體的

秩序。所以，「美感教育」並非技術的學習，其來自生活體驗的累積，當學生開始對生活

中的每一個細節有所感知，就能夠開啟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整合的一連串歷

程；我認為，「美感教育」是一種素養教育，更是一種自信心的養成教育。 

    所以我想要帶著學生藉由美感電子書與其他事例引導學生認識觸覺「質感」與視覺「質

感」如何與經驗連結並用來傳遞抽象訊息。了解從質感的要求與革新可以看出文明的進

步，也能反映時代的價值觀，但最終仍須回歸使用者需求，並考量質感與美感間的合宜度。    

藉由學生生活中最熟悉的「紙」來探索質感的面向，從材料的物理性實驗中發現偶然

與有機形態的美感，並思考嘗試以質感作為設計思考方向，取代現有物件或環境場域原本

質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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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已修習完高一美術課程，已能理解美感的原理原則。 

學生將會： 

1. 以口語或文字描述「質感」特徵。 

2. 理解「質感」是觸覺、視覺與經驗連動的統合概念，也是生活美感的一部分。 

3. 能透過「質感」進行設計思考。 

4. 能與他人討論及說明自己的「質感」經驗與作品表現。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材質與質感。 

2. 觸覺「質感」、視覺「質感」與經驗

的連動關係。 

3. 質感的合目的性。 

4. 質感變造。 

1.生活中的質感表情如何產生? 

2.質感如何豐富生活情境?質感在生活中的

合宜問題。 

3.質感如何選擇與搭配? 

4.變造後的質感情境能讓生活經驗有何改變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如何精確描述質感特徵。 

2. 天然質感與人造質感的差異。 

3. 觸覺「質感」、視覺「質感」與經驗

的連動關係。 

4. 質感與生活情境如何相輔相成。 

5. 質感變造如何影響生活經驗。 

1.能依生活中的需求作質感的合宜選擇。 

2.能以物理性技術(燒、撕、刮、刺…)進行紙

張質感變造。 

3.能與他人討論及說明自己的「質感」經驗

與選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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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策略：（表現任務及歷程） 

第一堂課【質要告訴你】 

(1) 以美感電子書為輔，從記憶經驗說明質感與生活的關係。 

(2) 觀察生活中的事物，思考並練習以口語或文字精確描述不同的「質感」特徵。 

(3) 分組討論: 

觸覺「質感」、視覺「質感」與經驗的連動關係，將自身經驗與他人分享。 

(4) 從產品功能性看材質在名牌精品與常民美學上的價值觀與使用者需求。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愛馬仕拖鞋 VS. 臺灣經典藍白拖。 

(2)新台灣日用品思考。 

---意圖與相關思考： 

    藉由美感電子書與其他事例引導學生認識觸覺「質感」與視覺「質感」如何與經

驗連結傳遞抽象訊息。從質感的革新可以看到文明的進步，亦反映時代的價值

觀，但當回歸使用者需求，就需要考量質感與美感間的合宜度。 

第二堂課【紙想告訴你】 

(1.) 請學生帶來自行蒐集 5 種不同紙類(可以是平面紙張或器皿，前一節先請學生討論要

帶什麼紙張，盡可能準備不同類別的紙張)以學習單進行分析。 

分析內容： 

a. 分析紙的材質(天然或人造) 

b. 描述紙的色彩(天然或人造) 

c. 描述紙的觸感(平滑、粗糙、溫暖……) 

d. 是否有功能性？是什麼？ 

e. 紙張的表面構成是什麼樣的紋理?請用文字盡可能敘述說明。 

f. 紙張的大小是否有規格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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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發現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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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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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堂課【紙的表情】 

(1)選擇一種類別的紙張進行質感變造。利用物理性的燒、撕、刮、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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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格，實驗過程中將看見偶然型態肌

理的產生。 

(2)製作完成後分組(2-3 人)分享成果及心得。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請學生體驗並思考質感在實驗中如何產生? 偶然型態的肌理與造形的關聯性。 

(2)功能與美感能否合宜並存？ 

---意圖與相關思考： 

讓學生練習單一素材的肌理成形表現，能使學生專注在表現素材的質感變化。透

過相互觀摩分享，練習理解他人看待造形的不同觀點。 

     (2.) 製作完成後分享成果及心得。 

     ---意圖與相關思考： 

        讓學生從探索不同的紙的質感，到選定最吸引自己的紙張素材，利用同樣的一種     

紙張素材在其表面進行各式各樣的破壞、切割與堆疊，交錯進行下創造出四個抽象化的平

面或立體造形，透過無目的性的手工過程讓學生體驗抽象造形的創作樂趣。 

第五節課【質感的表情】 

        (1)以小組為單位，從前一堂【紙的表情】的實驗結果中，選擇一種紙張的質感變造

效果，進行討論。 

(2)各組挑選改造物件或場域，討論思考以覆蓋物件表層的方式或模型呈現環境場域

的方式完成質感變造創作。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功能性與美感能否合宜並存？ 

(2)變造後的質感表情如何創造不同的生活經驗與情境? 

---意圖與相關思考： 

讓學生將實驗結果在物件上做大面積的覆蓋，或以模型呈現某一生活環境場域的

質感變造，最後討論比較改造前後的差異。 

第六堂課【質感的表情】創作分享與心得回饋 

(1)【質感的表情】創作分享：製作完成後各組製作簡報說明改造意圖，並分享成果

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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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評分、小組互評及回饋。 

---意圖與相關思考： 

          從認識生活中的質感表情，到認識紙的過程讓學生實驗、理解、體驗質感之美，進  

而改造物件或場域，統整六堂課讓學生討論思考過程中的理解與感受，並培養學生向他人分析

說明的能力 

。 

 

三.預期成果：  

1.第一堂課【質要告訴你】 

藉由美感電子書與其他事例引導學生認識觸覺「質感」與視覺「質感」如何與經驗連結傳遞抽

象訊息。從質感的革新可以看到文明的進步，亦反映時代的價值觀，但當回歸使用者需求，就

需要考量質感與美感間的合宜度。 

2.第二堂課【紙想告訴你】 

單一材質的認識與理解，藉由紙張表面質感的觀察，改變學生日常感知習慣，發現探索生活中

不同功能的紙張，進一步了解功能性與質感的連結，並透過文字記錄自己觀察後的發現。 

3.第三、四堂課【紙的表情】 

讓學生探索不同的紙張表面質感建構方式，選定最吸引自己的紙張素材，利用同一種紙張素

材，在其表面進行各式各樣的破壞、切割與堆疊，交錯進行創造四個抽象化的平面或半立體造

形，透過無目的性的手工過程讓學生體驗抽象造形的創作樂趣。 

4.第五節課【質感的表情】 

以小組為單位，選擇一種紙張質感變造效果，討論進行環境中的物件質感改造。讓學生將呈 

現質感變造的物件以大面積的覆蓋效果，或以模型呈現某一生活環境場域的質感變造，最後討 

論比較改造前後的差異。 

5.第六堂課【質感的表情】創作分享與心得回饋 

從認識生活中的質感表情，到認識紙的過程讓學生實驗、理解、體驗質感之美，進  而改造物

件或場域，統整六堂課讓學生討論思考過程中的理解與感受，並培養學生向他人分析說明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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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談美感】 

作者： 漢寶德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7/11/15 

2. 【如何培養美感】 

作者： 漢寶德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0/04/30 

3. 【藝術‧設計的平面構成】 

作者： 朝創直巳/作   

譯者：呂清夫 

出版社：北星   

出版日期：1993/07/10 

4. 【藝術．設計的立體構成】 

作者： 朝倉直已   

譯者：朱炳樹，洪嘉永，林品章 

出版社：龍溪   

出版日期：1994/05/10 

5. 【紙：基礎造形.藝術.設計】 

作者： 朝倉直巳   

譯者：許杏蓉 

出版社：新形象   

出版日期：2007/03/23 

6. 【設計基礎原理：立體造形與構成】 

作者： 林崇宏   

出版社：全華圖書   

出版日期：2017/01/20 

7. 【造形原理】 

作者： 呂清夫   

出版社：雄獅美術   

出版日期：19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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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透過這些分享讓學生深度

了解質感形塑的不同生活面貌。 

 

 

  

教學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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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概略描述，請勿重複張貼教學策略） 

1 10/30 

【質要告訴你】 

(1) 以美感電子書為輔，從記憶經驗說明質感與生活的關係。 

(2) 觀察生活中的事物，思考並練習以口語或文字精確描述不同的

「質感」特徵。 

(3) 分組討論:觸覺「質感」、視覺「質感」與經驗的連動關係，將自

身經驗與他人分享。 

(4) 從產品功能性看材質在名牌精品與常民美學上的價值觀與使用

者需求。 

2 11/3 

【紙想告訴你】 

(1) 請學生帶來自行蒐集 5 種不同紙類(可以是平面紙張或器皿，前

一節先請學生討論要帶什麼紙張，盡可能準備不同類別的紙張)

以學習單進行分析。 

(2) 學習單討論填寫。 

3 11/10 

【紙的表情-1】 

選擇一種類別的紙張進行質感變造。利用物理性的燒、撕、刮、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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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格，實驗過程中將看見偶然型態肌理的產生。 

4 11/17 

【紙的表情-2】 

(1) 選擇一種類別的紙張進行質感變造。每個學生製作 4 格紙板，

變造過程中包含偶然型態與有機形態的肌理建構。 

(2)製作完成後將四格紙板並置排列固定，填寫回饋單並分享成果心

得。 

5 11/24 

【質感的表情】 

(1)以小組為單位，從前一堂【紙的表情】的實驗結果中，選擇一種

紙張的質感變造效果，進行討論。 

(2)各組抽選改造物件或場域，討論思考以覆蓋物件表層的方式或模

型呈現環境場域的方式完成質感變造創作。 

6 12/1 

【質感的表情】創作分享與心得回饋 

(1)【質感的表情】創作分享：製作完成後各組製作簡報說明改造意

圖，並分享成果及心得。 

(2)教師評分、小組互評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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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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實驗課程參與班級橫跨高一與高二，基本上兩個年級的實施進度是錯開的，

一方面配合不同年級有其原本課程規劃，另一方面觀察學生對課程主題概念的反應

與理解進行滾動式的修正。高二實驗課程，在後半段質感變造的主題概念，最後依

照班級對概念的理解與討論狀況調整報告組數，其他進度大致依原定計畫執行。 

 

    而高一的實驗課程，對象為跨班選修的學生，課程一開始除了課堂上對「質感」

概念的介紹外，調整增加一次戶外課程，此次課程主題為「校園中的質感地圖蒐集」，

請學生以拓印的方法蒐集校園各處可見的質感紋理，並詳加記錄，進一步觀察發現

校園的美感生態。而後半段質感變造的主題概念，由小組作業改成個人作品，以單

一生活物件質感變造呈現為主，原本計畫中分組報告則改以實際調查他人對作品的

看法意見作結，原定計畫主題不變，唯因應年級不同決定調整教學方法，但大致仍

是維持六週\次的課程模式進行。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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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質要告訴你】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美感電子書為輔，從記憶經驗說明質感與生活的關係。 

2. 觀察生活中的事物，思考並練習以口語或文字精確描述不同的「質感」特徵。 

3. 分組討論:觸覺「質感」、視覺「質感」與經驗的連動關係，將自身經驗與他人分

享。 

4. 從產品功能性看材質在名牌精品與常民美學上的價值觀與使用者需求。 

C 課程關鍵思考： 

藉由美感電子書與其他事例引導學生認識觸覺「質感」與視覺「質感」如何與經驗連結傳遞

抽象訊息。從質感的革新可以看到文明的進步，亦反映時代的價值觀，但當回歸使用者需求，

就需要考量質感與美感間的合宜度。 

 

 

 

 

課堂 2【紙想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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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帶來自行蒐集 5 種不同紙類(可以是平面紙張或器皿，前一節先請學生討論要帶什麼紙

張，盡可能準備不同類別的紙張)以學習單進行分析。 

2. 學習單討論填寫。 

C 課程關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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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發現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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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衍生出不同的使用場合，會有不同的尺寸需求，甚至特別的設計。 

 

 

 

 

 

 

課堂 3【紙的表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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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選擇一種類別的紙張進行質感變造。利用物理性的燒、撕、刮、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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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格，實驗過程中將看見偶然型態肌理的產生。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生練習單一素材的肌理成形表現，能使學生專注在表現素材的質感變化。透過相互觀摩分

享，練習理解他人看待造形的不同觀點。 

 

 

 

 

課堂 4【紙的表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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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選擇一種類別的紙張進行質感變造。每個學生製作 4 格紙板，變造過程中包含偶然型

態與有機形態的肌理建構。 

2. 製作完成後將四格紙板並置排列固定，填寫回饋單並分享成果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生從探索不同的紙的質感，到選定最吸引自己的紙張素材，利用同樣的一種紙張素

材在其表面進行各式各樣的破壞、切割與堆疊，交錯進行下創造出四個抽象化的平面或

立體造形，透過無目的性的手工過程讓學生體驗抽象造形的創作樂趣。 

課堂 5【質感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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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以小組為單位，從前一堂【紙的表情】的實驗結果中，選擇一種紙張的質感變造效果，進

行討論。 

2. 各組抽選改造物件或場域，討論思考以覆蓋物件表層的方式或模型呈現環境場域的方式完

成質感變造創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生將實驗結果在物件上做大面積的覆蓋，或以模型呈現某一生活環境場域的質感變造，

最後討論比較改造前後的差異。 

 

 

 

 

 

 

課堂 6【質感的表情】創作分享與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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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質感的表情】創作分享：製作完成後各組製作簡報說明改造意圖，並分享成果及心得。 

(2)教師評分、小組互評及回饋。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認識生活中的質感表情，到認識紙的過程讓學生實驗、理解、體驗質感之美，進而改造物件或

場域，統整六堂課讓學生討論思考過程中的理解與感受，並培養學生向他人分析說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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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次課程已於上學期試行過一回，因此這個學期在整體課程進行步調上掌握得更得

心應手，多數學生都能達成課程要求，對課程反應也多為正向積極。但在教學現場的

教學者觀察，真心覺得美感教育的基礎果然應該要更早紮根，理想的美感實踐應該體

現在生活面貌中，大至生活目標的追求，小至生活細節的拆解與品味，精準的實踐一

如紙張裁切、黏貼固定…等簡單不過的手工，卻是呈現素材美感的基礎，可惜的是大多

學生在這些看似細微其實卻頗重要的基本功上十分匱乏，或許這也歸因於台灣升學制

度下學科主義掛帥的困境。 

    【紙的表情】單元，因為限縮於單一素材紙張，在有限的框架下，學生反而能藉

由課程進行發現細微的美感，且構成方式為抽象造形，反而讓學生能加以應用相關的

美的原理原則。這個單元學生入手容易，但要呈現與眾不同的效果，則要耐心與思考

相輔相成，其中有些同學使用的紙張素材雖然十分生活化，但因為經過思考與設計，

最後呈現的整體效果令人驚豔。 

    【質感變造-質感的表情】單元，分組報告時難免仍有部分學生無法進入狀況，大

都鑿因於對主題概念的認知不全與偏頗，花了不少時間在提醒重點與主題概念的矯正，

慶幸的是分組報告之後的小組提問漸入佳境，組別之間激盪出不同思考面向的火花，

表示學生也開始認真思考到質感、美感與生活三者的關係。 

 

 

經費使用情形 

一、106-1 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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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至 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吳詠潔      同意無償將 106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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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規劃實務工作

小組)於日後直接上傳 Facebook「105-108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粉絲專頁或美感教育課程推廣

計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摩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請學校不得異議。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  吳詠潔    (請用印) 
(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 70 號 

聯絡人及電話：吳詠潔 0919155214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2 月  2 6  日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