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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蔡明潔 

實施年級 7 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綜合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搭配美感通識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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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58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毛毛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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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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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概述內容） 

  七年級上學期以美感構面的「色彩」為核心主軸的教學課程，從學校環境的固有色彩與動

物的保護色進行思考，如何透過色彩的調和，呈現和諧的類似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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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七年級的學生剛剛從小學升上國中，對於美術課程的基本能力僅在於紙張的剪、摺，基

本的繪畫技法較缺乏。 

2. 學生對於媒材探索的經驗較為缺乏，希望可以透過課程讓學生體驗不同材質的創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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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課程設計以美感構面的「質感」為教學核心主軸，延續上學期「校園環境」與「動物」的

發現探索，引導學生分析自己的作品「校園環境」與「動物」分別具備什麼樣的質感特色，在

透過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搜查，尋找相似質感的物品做為作品的材料。 

延續上學期美感課程讓七年級的學生對於校園動物、昆蟲的探索，本學期的課程嘗試讓學

生從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物品（金屬、塑膠、布料、紙張….）尋找與自己作品設定的校園環境

（操場紅土、草地、樹叢、枯木）相似的質感，以及校園昆蟲、動物（蜜蜂、螞蟻、蚯蚓…）

相似質感的，利用拼貼的效果將不同質感的材質結合水泥的調和製作水泥方塊，而每一塊水泥

方塊上呈現的兩種不同質感的組合就是一個學生發現的校園質感故事。 

課程統整結合 7 年級生物課程對於昆蟲、動物的生態理解，以「質感」為題材，讓學生透

過不同材質的組合創作，擴充對於材料的探索體驗，讓生活中的素材體驗轉換成對質感的想像

探索，藉由質感的發現、探索、重組的過程，讓學生認識生物的生命教育，體驗美感的質感搭

配可以將生活中熟悉的物見，重新利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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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校園環境」與「動物」的發現探索，引導學生分析「校園環境」（操場紅土、

草地、樹叢、枯木）與「動物」（蜜蜂、螞蟻、蚯蚓…）分別具備什麼樣的質感特

色。 

2. 觀察生活中的各種物品所呈現的質感，並嘗試比較相同及相異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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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的調和、比例，以及水泥塊的模型、灌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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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的質感組合與不同的質感組合所呈現的美感差異。 

2. 不同材質組合需要思考的因素：比例、結構。 

3. 完成後的作品可以如何展示呈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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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5/12 

單元目標 從質感的體驗聯想 

操作簡述 

1. 利用學習單引導學生分析自己上學期的作品中

蒐集到的「校園環境」（操場紅土、草地、樹叢、

枯木）與「動物」（蜜蜂、螞蟻、蚯蚓…）分別

具備什麼樣的質感特色。。 

2. 透過討論讓學生比較生活中有哪些東西有相

類似的質感，以及不同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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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19 

單元目標 透過實物的觸感體驗質感的差異 

操作簡述 

1. 將自己「校園環境」與「動物」分別連結到自

己生活中具有相同質感的物品。 

2. 想一想，操場紅土（草地、樹叢、枯木…）摸起

來應該是什麼樣的感覺？蚯蚓（蜜蜂、螞蟻…）

摸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什麼東西摸起來會

有相同的感覺？ 

3. 找出相似質感的物品，並和同學討論這個東

西摸起來有沒有像蚯蚓（蜜蜂、螞蟻…）。 

3 5/26 

單元目標 不同質感的組合探索 

操作簡述 

1. 以一個透明塑膠盒，在底部鋪上兩種不同的

質感的材料放在一起，並注意他們的分布比

例。 

2. 想像一下蚯蚓（蜜蜂、螞蟻…）在操場紅土（草

地、樹叢、枯木…）尚應該要如何拍列這兩種不

同質感的物品。 

3. 和同學討論自己的想法是否有適當的呈現。 

4 6/2 

單元目標 學習水泥塊模型的製作技法 

操作簡述 

1. 講解水泥砂石與水分的比例可能呈現的質感

差異。 

2. 指導學生依據個人的需求調製水泥沙並灌入

透明塑膠盒。 

1. 凝結的水泥方塊有其中一面是一堂課學生安

排的不同質感材質組合。 

5 6/9 

單元目標 質感方塊的小故事 

操作簡述 

1. 學生針對自己的質感方塊，在學習單上寫下

他在校園探索的發現。 

2. 透過校園環境的質感，以及校園動物的質感

體驗，學生自己製作的質感組合方塊上，呈

現個人在校園探索的發現。 

6 6/16 

單元目標 透過質感方塊的展示體驗不同質感的呈現 

操作簡述 

1. 嘗試把不同同學製作的水泥方塊透過排列組

合，呈現不同質感的差異，再連結個人的校

園小故事，利用方塊組合在限一個校園的樣

貌。 

2. 學生分享不同材料的製作體驗，並思考美感

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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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夠透過對生活周遭物品的觀察、探索，體驗質感的差異。 

2. 經由對於動物的觀察，連結質感的體驗以強化質感的學習經驗。 

3. 透過不同材料的組合、創作，擴展質感的體驗。 

4. 探索質感對於生活中感受的差異，並思考美感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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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計畫執行，未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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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學習單引導學生分析自己上學期的作品中蒐集到的「校園環境」（操場紅土、草

地、樹叢、枯木）與「動物」（蜜蜂、螞蟻、蚯蚓…）分別具備什麼樣的質感特色。。 

2. 透過討論讓學生比較生活中有哪些東西有相類似的質感，以及不同的質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引導學生將兩個不同的物體，以「相同質感」的想像做連結。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學生對於「質感」一詞比較抹生，需要透過練習讓學生感受物體不同的

質感，在能分辨質感差異之後，在去尋找相同或相似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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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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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製作自己的質感小盒，並尋找符合自己設定的「環境」和「動物」兩種質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在組合木盒時必須用接待將接縫處完全密封，以避免之後灌水泥會漏出變形。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木盒是以薄材質的木板製作，學生組合卡榫時必須注意施力，以避免

損壞。 

2. 木板吸水透氣性較好，製作水泥快成功率較高。木盒的製作可與生活

科技老師偕同，取得是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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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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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找出相似質感的物品放進自己的質感小盒子中，並和同學討論這個東西摸起來有沒 

有像蚯蚓（蜜蜂、螞蟻…）。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生活中的物品連結到以設定的物品尋找相似的質感。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學生對於日常生活的觀察較為貧乏，想到的東西很有限，可以利用課程讓學

生去感受生活中常見的不同質感物件，再讓學生從中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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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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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講解水泥砂石與水分的比例可能呈現的質感差異。 

2. 指導學生依據個人的需求調製水泥沙並灌入木盒。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讓水泥將均勻穩固的充滿木盒，以灌出方正的水泥塊。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灌水泥漿前需要先檢查學生放置的質感碎片是否均勻分佈在底面，部分學生

選用的材質太大塊或不規則的形狀，會讓水泥漿無法均勻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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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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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將已經凝固的水泥方塊拆封，並觀察自己的質感方塊。 

2. 透過校園環境的質感，以及校園動物的質感體驗，學生自己製作的質感組合方塊上，呈現 

個人在校園探索的發現。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察自己方塊上的質感，尋找與生活環境的連結。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調水泥漿因為有比例與份量的問題，最好班上統一請小幫手調好在讓學生

自己裝。 

2. 水泥未凝固前有水分，因此學生準備的質感碎片如果是紙類，或是會泡濕

的物品，可能因為濕透而改變質感，這可能是灌水泥前無法預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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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分享不同材料的製作體驗，並思考美感的呈現方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對於自己發現的質感交換新的並提供建議。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學生在討論的時候是否能具焦，才能確實達到相互學習的效果。 

2. 讓學生練習提出「具體的建議」，才能引發更多的思考，也可以避免學生漫

無目的的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