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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授課教師 游舒雅 

實施年級 國中部八年級 

班級數 六個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6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黃金葛植栽質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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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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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學生已於七年級時認識美的形式原理，並具備基礎素描與彩繪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配合探索、鑑賞等活動設計，由淺入深逐步建構學生對於質感的認知，使其了解質

感與生活美感的關聯性，並且能夠體認出質感轉換前後所帶來的差異與影響，進而能將質感作

為日常美化的美學素養之一。 

    課程中將安排黃金葛的植栽容器設計活動，藉由紙黏土多變的可塑性，搭配教師提供的簡

易素材與一個限定尺寸的玻璃杯，去塑造整體的盆栽質感。學生在有限制的條件下，將學會如

何運用適當的質感表現，以強化整體的視覺美感，進而體會出質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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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藉由創作能夠栽植黃金葛的容器，領悟出質感對於生活美化的重要性，並且在同儕相

互觀摩下，能體會到質感之美。  

學生將會：  

1. 認識質感的概念。 

2. 辨識各類基本的質感。(軟/硬、粗/細、虛/實…等) 

3. 發現各類合宜與衝突的質感呈現方式。 

對生活事物之質感具有基本的賞析能力。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具質感創造的能力。 

2. 質感合宜與否的區別。 

3.體會出適當的質感表現能美化生活。 

1.如何創造質感? 

2.哪種質感表現是合宜的?  

3.哪種質感表現是衝突的? 

4.如何運用質感變化以有效提升視覺美感?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認識何謂質感。 

2. 認識紙黏土的特性。 

3. 認識雕與塑的方法。 

4.運用各類素材去表現質感的方法。 

1. 對於容器質感與內容物兩者間的關係，作

出適切的判斷，並有合宜的盛裝方式。 

2. 對於生活事物具有觀察與審美能力。 

3.習得與他人共同創意發想並研討創作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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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學生配合學習單內容，輪流觸摸體驗六個「質感箱」(軟/硬/粗/細/虛/實)之內容物，

同時以觸覺與視覺認識何謂質感。 

第二堂：讓學生探討質感轉換前後，所呈現的美感差異。 

第三堂：讓學生賞析各類型合宜與衝突的質感呈現方式。 

第四堂：全班以「合宜」與「衝突」為質感主題，進行抽籤分組(以兩人為一小組)，各組以 

        抽中的質感主題進行創作。利用紙黏土塑型方式，並且限制紙黏土僅能以點(圓粒)、

線(條狀)、面(塊面)三種形式中，選擇單一形式去捏塑，再搭配所提供的有限素材，

製作一個能盛水插植單株黃金葛的容器。 

第五堂：於學生創作時，提醒其留意容器虛實的部分與黃金葛生長姿態之平衡關係。 

  第六堂：學生觀摩與賞析各組作品，配合學習單的引導，討論分享創作心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在運用紙黏土創作的過程中，紙黏土的特性帶給你那些質感的感受? 對於你的創作有哪些

優或劣的影響? 

(2)創作過程中有取材自哪些生活中美好的質感體驗? 

(3)在創作的過程中，有遭遇過哪些挫折? 或者哪個部份令你獲得成就感? 

(4)在各組的成果作品中，有哪一件是讓你最欣賞的? 或者有哪一件作品是你覺得可以再做調

整的? 為什麼?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本課程先從帶領學生親身體驗各類質感的差異與特色後，再藉由賞析各種優劣質感的表現

形式，去建構學生對於質感的基本知能，最後透過紙黏土所具有之特殊多變的材質特性，搭配

生活中常見的黃金葛，作整體的質感造型設計。 

    紙黏土本身質軟富黏性，能隨意吸附任意材質，完成品則具有乾硬的特性，在創作過程中，

亦能透過捏塑來體驗深淺不一的膚觸感。教師提供限定尺寸的玻璃杯與相關素材(如：砂礫、

木削、保麗龍球…等)，讓創作的焦點聚焦於質感的創造，而不會為了捏塑容器外部形體而失焦。

將容器的內容物限制為單株黃金葛，目的為刻意將干擾變因降至最低，並且因黃金葛具有藤蔓

延展的特性，其多變的姿態讓創作更富挑戰與趣味性。 

    最後安排小組作品相互觀摩，乃企圖讓學習心得有所交流共享，並能讓整個課程單元有更

紮實的運作，使質感成為學生生活美化的素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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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能透過視覺與觸覺去認識質感。 

2.能發現當質感轉換後所造成的美感差異性。 

3.能運用質感並且重視視覺美感的平衡 

4.了解質感對於美化生活的重要性。 

 

 

參考書籍： 

1.《手感工藝•美好生活提案》 

  作者：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出版社：麥浩斯   出版日期：2017/10 

2.《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叢書》 

  作者：漢寶德 等   出版社：行政院文化部   出版日期：2013/03 

3.《感覺十書：蔣勳談美》 

  作者：蔣勳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17/06 

 

教學資源： 

美感教育入門電子書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9-4/13 由六個「質感箱」的體驗來認識質感。 

2 4/16-4/20 辨識質感轉換間對於整體美感所造成的影響。 

3 4/23-4/27 賞析合宜與衝突的質感表現手法。 

4 4/30-5/4 創作黃金葛植栽容器。 

5 5/7-5/11 創作黃金葛植栽容器。 

6 5/14-5/18 小組作品交流分享。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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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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實施的年級為八年級，但八年級的學校活動較繁重，課程進度無法全程配合本計畫的安排，

決定彈性調整幾個八年級班級與七年級互調，因此實際授課的對象為七、八年級均有。 

(2)在課程的施作階段，教師一開始提供沙礫、木削、保麗龍球等，但實際操作執行後，發現這類

素材無法輕易與紙黏土結合，學生在操作上是有困難度，容易耗費太多心力在材料的處理，反而

使課程失焦，因此教師決定再簡化所提供的素材，僅提供簡易的工具，讓學生自行評估所需，並

鼓勵學生利用身邊隨手可得的物品(例如筆蓋)，進行質感的創造。 

(3)黃金葛的莖與葉有不同的尺寸與比例，在本課程一開始是設定為「單株黃金葛」，但仍需為了使

作品符合視覺美感，而彈性調整為「單株或多株」，並且允許學生在進行插植時能適度地剪裁黃金

葛，以便讓整體達到最平衡的視覺效果。 

(4)計畫原訂第二堂教學策略為「讓學生探討質感轉換前後，所呈現的美感差異」，與第三堂課原教

學策略為「讓學生賞析各種類型合宜與衝突的質感呈現方式」；在經過課程調整後，將上述兩堂課

統整為同一個教學策略，並維持在「兩堂課」的時間內完成授課。意即第二堂與第三堂課，將「讓

學生探討質感轉換前後，所呈現的美感差異，並賞析各種類型合宜與衝突的質感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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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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準備「軟、硬」、「光滑、粗糙」共兩組對比的「質感箱」，裡面裝著不同類型的質

感物，讓學生同時伸手觸摸。 

2.觸摸時須要求學生不交談、不可有誇張表情，並且需等全班同學均觸摸體驗完畢後，教師

再與學生進行分享、討論。 

C 課程關鍵思考： 

1.質感箱的內容物均是日常物品，隔著封閉的箱子讓學生伸手觸摸，能成功阻絕視覺的干擾，

讓手部的觸感成為質感感知的唯一管道，也唯有如此才能免除舊質感經驗的干擾。 

2.開啟質感箱後，學生十分好奇箱內的物品為何，紛紛探頭想看。緊接著的團體討論，學生

們就能更貼切地講述對於質感的看法與真實感受，成功建構對質感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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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提供數種不同質感的杯子，並且搭配盛裝「茶」、「咖啡」、「可樂」，讓學生實際

觀察不同質感的杯子，盛裝不同的內容物後，所帶來的視覺感受。 

2.在課堂操作過程，除了讓學生具體說出眼前所觀察到的質感經驗外，教師會再同時拿起不

同材質的杯子，請學生們分享裝了相同內容物的不同杯子，哪一杯較符合美感? 較能引起品

嚐的慾望? 

C 課程關鍵思考： 

1.本堂課主要目的為讓學生體驗容器在盛裝「液體」時，不同的容器質感對於相同的內容物，

所呈現的差異性與視覺感受。 

2.讓學生在裝著相同液體的異質杯子間做出觀察比較，分析質感的合宜與衝突點。 

3.透過實際交叉比較，學生更能深刻感知質感的重要性，對於容器質感的選擇能力更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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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提供數種不同質感的容器，並且搭配盛裝「餅乾」、「洋蔥圈」，讓學生實際觀察不

同質感的器皿，盛裝不同的內容物後，所帶來的視覺感受。 

2.在課堂操作過程，除了讓學生具體說出眼前所觀察到的質感經驗外，教師會再同時拿起不

同材質的器皿，請學生們分享裝了相同內容物的不同器皿，哪一個較符合美感? 較能引起品

嚐的慾望? 

C 課程關鍵思考： 

1.承接上一堂課的課程內容，本堂課主要目的為讓學生體驗容器在盛裝「固體」時，不同的

容器質感對於相同的內容物，所呈現的差異感受。 

2.讓學生在裝著相同固體的異質器皿間做出觀察比較，分析各類質感的合宜與衝突點。 

3.透過實際交叉比較，學生更能深刻感知容器質感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對於容器質感的選擇

能力有效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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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提供每小組紙黏土一包、小玻璃杯一個，讓學生透過簡易的塑型工具，搭配所要表現

的質感類型，嘗試創作小型的植栽容器。 

2.教師將紙黏土的捏塑形式限制為點(顆粒)、線(條狀)、面(塊面)三種僅能擇一呈現，學生在

完成植栽容器的外型之後，必須在紙黏土尚未乾燥硬化之前，利用工具製造合宜的質感紋理。  

C 課程關鍵思考： 

1.學生透過先前第二、三堂課的學習，已對於處理器皿質感與內容物的關係有了基礎概念，

因此當教師將內容物替換為藤蔓植物時，雖然具有挑戰性，但同時也激發了學生的美感思維

與創造能力。 

2. 學生初次拿到紙粘土時，容易興奮地想把容器外觀捏塑成具體形象，但這類美觀具體的外

型，將偏離質感課程的核心，為使課程有效聚焦在質感的創造，教師將捏塑形式有所限制是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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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提供黃金葛盆栽數盆。 

2.學生自由依照其所需，剪裁黃金葛的藤蔓進行插植。 

C 課程關鍵思考： 

1.藤蔓植物本身的變因很多，學生在剪裁時，必須有所節制與考量，才能讓種植在盆栽內的

黃金葛，與盆栽外部的質感，達到最合宜的平衡點。 

2.學生容易忽略器皿虛與實的部分，單純地想將盆栽的空間填滿而造成視覺上的雜亂。教師

必須適時地拋出問題點讓學生去思考：「盆栽內插植多少的黃金葛才是適量的? 」；「莖要

挑直挺的或是彎曲的，才能呼應質感的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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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各組輪流上台介紹作品與分享學習心得。 

2.全班將完成的黃金葛植栽作品集中擺放。 

3.教師將質感類型相似的作品一同呈現，讓學生能相互交流與賞析。 

4.搭配課程的學習單，讓學生記錄學習的收穫與反思回饋。 

C 課程關鍵思考： 

1.教師引領學生回顧整個課程的流程，在每個階段的學習重點獲得哪些收穫與心得，逐一建

構對於質感的認知與經驗，讓質感的美學素養能落實紮根。 

2.當各組作品依質感歸類再進行比較時，學生能深刻且具體的體察出質感差異性對於整體美

感的影響，進而能發現哪種質感表現是合宜或者衝突的。 



12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一開始為了限制盆栽容器的尺寸，讓學生創作時更能聚焦於質感表現，因此特地挑選固定尺寸的

玻璃杯，作為植栽容器的基本外型。但實際操作過程中，許多學生反應到玻璃杯的材質過於光滑，

在覆蓋紙粘土時有部分困難度，教師也將此列為本次課程改進的部分，在日後進行課程實施時，

將更改所提供的容器之材質。 

 

2.學生從第一堂課開始，就對質感箱充滿興趣與好奇心，全班進行體驗觸摸的過程中，可以發現

這樣的引起動機方式是有效且有用的。接連的第二與第三堂課，學生對於承裝不同食物而後進行

比較的教學模式，普遍感到有趣且實用，不少學生在課程進行中就不停的給予教師正面的回饋，

這樣的學習歷程，對於教學者與受教者雙方本身都是最好的美感經驗。 

 

3.學生普遍被舊的美術學習經驗所制約了，當教師將創作的方式有所規範，以便讓質感課程更聚焦

時，學生剛開始是有點反彈、失望的，因為大部分的學生都會想把作品以具象且美化的方式去呈

現，反而要他們將焦點只留在質感肌理的表現時，他們會稍稍遲疑與茫然。此時教師就需要適時

介入予以提醒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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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