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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南市善化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柳佩妤 

實施年級 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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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3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78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啪啦啪啦發現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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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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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上學期，實施美感教育課程，實施核心概念為發現色彩，感受色彩，並思考如何
配色 
  

* 先備能力： 
學校教師較為傳統，重視學生常規及學科發展，學校位置位於善化區北邊，非善化區市中

心，自然環境佳，學生若經由適當引導，可觀察並體會出大自然的變化與美。但校園環境簡

單，未有整體規劃，美感環境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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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 

 
在 108 年上學期，學生練習色彩的調色，觀察環境中用色，思考校園內色彩搭配，對

於色彩已具備基本概念，下學期進入質感課程，讓學生更近一步體驗與感受，雖然質感是
由觸覺所引起的，但是在視覺藝術中，人類會運用由觸覺所移轉的經驗而憑著視覺來感知
不同的質感。因此當手握滑鼠、輕敲鍵盤、瀏覽電腦螢幕上的畫面時，手會「感覺」到滑
鼠與鍵盤的存在和它們的表面特質，眼睛也會受到螢幕畫面的刺激而「感覺」到畫面中物
體的存在。課程中請學生以鉛筆拓印出質感，最後還會請學生設計畫面，再轉為立體作
品。 
    質感將在視覺及立體作品中轉換，此學習歷程也是此課程中挑戰之處，觸覺帶來的視覺效

果不似色彩般強烈與直接，學生使用簡單質樸的陶土，創造各種不同質感，並挑選集合成一

幅作品。學生有個人的創作，也要學會溝通協調與取捨。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學生對於生活物件質地更有感受 
2. 透過合作，創作出單一與集合等不同視覺表現 

   

 美感技術 

質感、構成、素描、雕塑 

 

 美感概念 
1.質感真實表現出來化    
2.合宜設計與擺飾 

                  3.數大便是美 
   

 其他美感目標 
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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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單元目標 感受質感 

操作簡述 質感感受並且討論質感在生活中應用 

2 3/18 單元目標 質感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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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成果： 

1.對物品質地的感覺。如粗糙、細滑、柔軟、堅硬等，有更高的敏銳度。 
2.學生嘗試將無異議或抽象語句視覺化。 
3.整理小作品集合成完整作品。  
4.將學生作品佈置於校園內空間。 

 

五、參考書籍： 

1. 木素材萬用事典【暢銷典藏更新版】， 漂亮家居編輯部，麥浩斯，2019 

2. 室內立面材質設計聖經：造型設計 X 混搭創意 X 工法收邊  ， 漂亮家居編

輯部，麥浩斯，2019 

3. 工藝之道：日本百年生活美學之濫觴 , 柳宗悅 , 大藝出版 ,  2013 

4. 設計你所愛的人生：用設計思考的創造力，建構一個你想要的未來, 愛瑟‧

波賽爾 , 遠流 , 2017  

 

六、教學資源： 
南區基地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台南大學 
 

 

  

操作簡述 以鉛筆拓印方式，將生活周遭有質感物品拓印視覺 

3 3/25 
單元目標 將抽象與詞視覺化思考 

操作簡述 將口語疊聲詞列出並討論其視覺意象，將此意象畫出 

4 4/1 
單元目標 視覺意象立體化 

操作簡述 把上週草圖以陶土立體化表現之 

5 4/8 
單元目標 討論合宜擺飾 

操作簡述 同組每個同學作品集合討論，並嘗試整合 

6 4/25 
單元目標 美感呈列作品 

操作簡述 將作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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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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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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何謂質感，並用鉛筆嘗試拓印身邊有質感感觸的物品，並觀察。 

C 課程關鍵思考： 

將觸覺感受感受以拓印表現出來 

質感是什麼？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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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將閩南語疊字聽過幾次，找出想表現的疊字 

並思考如何表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找出疊字，如軟㽎㽎. 軟荍荍. 軟膏膏. 死殗殗.闊閬閬 

 並思考該如何表現之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使用陶土做出裝飾在杯墊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背墊的功能性要留著，不能過度裝飾 

陶土的造型限制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6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陶土作出適當的造型，做出想表現的效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陶土的特性，顏色無法變化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提高作品完整度，注意細節使作品更加有看頭 

C 課程關鍵思考： 

作品完整度 

 

課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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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最後作品完整度提高，可和同學討論當初創作發想及成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是否表現出計畫中畫面？ 

提高作品完整度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對於陶土熟悉度不高，也很少使用陶土這個媒材，一開始接觸到很

興奮，學生其實花了一節課「玩」陶土，每個人都玩得很開心，過程中

得不斷提醒學生這是一個杯墊，學生玩陶土會玩到忘記物品原有的功

能，評分時會詢問學生嘗試表現的疊字，發現同學們的創意無限，能說

出聯想的歷程，少數同學說不出來，也因為材料易修改的特性，會請孩

子再做一次修改，最後終能達成最初設定。形塑工作不僅幫助學生發展

觀察的能力，並讓學生感受純粹的形體，也可協助學生感受與外在世界

的關係與互動，並培養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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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