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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一甲國中 

授課教師 陳懿如 

實施年級 一 

課程執行類別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5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0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記憶中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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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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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字概述內容即可）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美感課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一、 課程活動簡介 

針對新進一年級，以質感作為第一個開始的內容，藉由環境的探索，從認識學校開始，尋找

學校存在的不同質感並給予命名，藉由對生活環境的質感認識、體驗與了解，主要希望藉由

探索校園環境，讓學生去尋找並發現生活中的不同質感的存在。 

    再清楚發現不同質感的存在後，藉由 kit1質感配對活動，進一步釐清不同質感的物件放置

在一起時產生的視覺效果，藉由 kit 活動進一步的去分析不同質感的物件放在一起的感覺是否

具備美感，這個美感是相互衝突或者是協調的，進一步了解美感與功能性的相互關聯性，並

從中尋找出平衡點。 

    希望藉由這個活動去啟發學生對於生活中的美感有更強的感知能力，能去主動尋找並發現

其中的美感價值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美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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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1.對生活中不同物件的質感有感。(視覺、觸覺、嗅覺) 

2. 能理解不同質感間相互搭配所產生的美感效果。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1.不同的質感搭配的效果。 

2. 以文字陳述自己對不同質感的觀點。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1.質感的美感特性。 

2.生活中的質感的樣式。 

3.具備美感的不同質感搭配效果。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三、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

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10/21 

單元目標 質感系蝦密 

操作簡述 
了解質感意義，體驗與感受不同物片的觸覺、視覺以及聽覺

效果，了解不同質感引起的感官感受。 

2 10/28 

單元目標 校園搜索 

操作簡述 

尋找校園中不同的質感，要在時間內在校園中尋找出圖片所

顯示的質感以及旁邊的不同質感。藉由碰觸擊觀察，體認不

同質感的樣貌。 

3 11/4 

單元目標 生活質感 

操作簡述 
引導學生回憶校園中不同的物件的質感，了解生活中不一樣

的質感感受，進一步去思考這些質感所帶來的記憶。 

4 11/11 
單元目標 校園公佈欄中的質感 

操作簡述 從上周的活動中體認到校園中最常被注意到的質感最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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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是公佈欄，最醜的也是公佈欄，討論並分析學校公佈欄

的問題及造成它不美的原因。 

5 11/18 

單元目標 心中的公布欄 

操作簡述 

針對校園的公布欄模型製作，進行小組討論及規劃，設計出

心目中的公布欄。及集合藝術，讓學生思考並挑選可以呈現

自己生活意義的質感。 

6 11/25 

單元目標 質感公佈欄 

操作簡述 
進行質感分析及質感拼貼，將對小組討論的質感公佈欄完

成，並對同學解說小組作品名稱以及美感意義。 

四、預期成果：  

在對於學習動機偏弱的教學環境中，以活動性質的方式進行教學，並引導學生觀察生活環境

並進一步學習分析的技巧，希望在以學科為主的學校環境中，給予不同特性的孩子有不一樣

的發展空間，透過美感教育的教學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覺察自身的生活環境，並進

一步地對自己有不一樣的期許，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以及學習能力，讓學生可以有更積極的

動力主動學習、主動觀察及思考，營造出更好的環境。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六、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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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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訂製作質感意象拼貼，但是在活動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對於公佈欄的討論熱烈，便預定完成的

作品修改為校園公佈欄，讓學生從生活中從心去思考，不同質感出現在公布欄中所呈現出的效

果，並組合出恰當的校園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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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生討論質感是什麼?質感所帶來的感官感受有哪些？建立下周活動的基礎概念。 

讓學生思考不同質感的感覺是否真的如自己的想像一致。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的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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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尋找照片中的物件，並進一步感覺其觸覺、視覺及嗅覺。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覺察 

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質感的體認與分析，對於上一周活動的進行回憶與分析，進一步對質感更深的認知。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覺察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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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校園公佈欄的分析，進一步了解公布欄的功能性以及可以改進的地方。 

C 課程關鍵思考： 

公佈欄的質感分析 

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公佈欄質感的想像，小組討論決定公布欄的三種質感，並進行製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公佈欄的不同質感的組成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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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公佈欄的質感分享，並闡述質感搭配的因素及效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質感搭配的效果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往往無視生活中的質感，透過活動中的要求，讓學生必須仔細的觀察並感受到質感的體驗，

常常發出哇的聲音，對於物件最基礎的質感建立新的感知，並透過對於物件的本身目的性及各種

條件導致質感的形成進一步的思考質感的美與現實如何達到平衡。重新建立對於質感的美的感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