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1 

□ 

質有你懂

已認識色彩基本概念。 

已學習並能運用基礎點線面元素。 

已學習造型的基礎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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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校園質感踏查開始發現質感，從質感象限定義質感感受。從統一色彩之後的物體

感受到質感轉換的過程，再從單一質感加入2種以上質感組合後的視覺質感體驗。選擇

兩種不同的質感使用石膏翻模出樣貌，感受同樣石膏材質創作不同視覺與觸覺感受的作

品。並將所有的作品拼湊完成一質感牆。 

                  透過活動設計學習感受質感的語言，體驗質感的多元樣貌在質感象限中體驗更多質 

         感展現美感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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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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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園植物、建築及生活用品的質感印記。 

⚫ 從生活的質感印記蒐集到轉譯文字的感受。 

⚫ 拼湊並列質感的感受體驗和諧合宜的美感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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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油土拓印(校園植物、建築及生活用品踏查)。 

⚫ 上色技巧練習，感受統一色彩後的質感。 

⚫ 利用翻模(石膏翻模)技法，凍結質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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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質感感受體驗，認識與練習各種質感的文字表達能力。 

⚫ 質感轉換設計從藝術史上的材質轉譯的作品中了解藝術家與設計師要表達的深

層意涵與視覺衝突。 

⚫ 質感構成與翻模技法的表現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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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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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有質> 

1.用觸覺轉換視覺，體驗生活中的質感。 

2.能使用油土將質感紀錄。

使用油土將校園的質感紀錄。

<質有感>  

1.質感象限分類質感感受。 

2.能將文字與質感對應。

將形容質感的文字組合分類在質感象限中，以直覺的感受為

主要敘述。

<質變>  

1.能說出同一質感物體經由不同技法處理後所改變的質感印

象。例如棉繩、石頭、紙張。 

2.能運用不同美術技法。

將物體經由不同方式的改變後所呈現的狀態紀錄。 

說明：例如：棉繩、紙張、石塊經由剪裁、撕開、柔捏、敲

擊之後所改變的不同質感感受。

<質換>  

1.能說出同一質感物體加入不同介質處理後所改變的質感印

象。例如棉繩、紙張。 

2.能運用不同美術技法。 

將物體經由介質(白膠)的加入改變後所呈現的狀態紀錄。 

說明：將棉繩、紙張加入白膠之後所改變的不同質感感受。

<凍結質感>  

1.使用石膏翻模技法將質感保留下來。 

2.學習翻模技法。 

1.選擇一硬一軟的質感用油土紀錄。 

2.運用石膏翻模將質感記錄，成一質感磚。 

<質來質往>  

1.能夠比較質感的排列。 

2.找出合宜的排列方式。 

將所有的質感磚排列並分享合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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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質感牆。 

學生能在日常中發現生活的質感層次差異。 

1. 能運用不同材質或不同質感進行組合與應用。 

2. 能運用質感象限，並適當使用質感為生活創造美感。 

3. 能夠思考合宜的質感經驗。 

            在生活中體現質感的美，進而練習經由不同的方法試驗。能描述生活中的質感也能 

透過排列分類質感特性。學會分辨材質演藝不同質感性格。熟悉質感選擇體驗美感 

與生活。 

練習有風格：30個提升身心質感的美好生活提案 中文書 , 加藤惠美子   楊詠婷 ,  

        仲間出版 , 出版日期: 2018-05-16 

        石材萬用事典 Stones Material【暢銷修訂版】：設計師塑造質感住宅致勝關鍵350 中 

        文書 , 漂亮家居編輯部 , 麥浩斯 , 出版日期: 2019-04-20 

        皮革工藝 vol.31 超質感皮革小物紙型集24 中文書 , 高橋矩彥   林農凱 , 楓書坊 ,  

        出版日期: 2016-09-05 

        牛奶盒做的唷!溫柔質感手抄紙雜貨 中文書 , ピポン=辻岡ピギー   郭玉梅 ,  

        瑞昇 , 出版日期: 2011-02-08 

        極簡風 X 普普風：布膠帶貼出質感包包 中文書 , 中島麻美   林麗秀 , 三悅文化 ,  

        出版日期: 2010-12-30 

        美術設計之路：世界級金獎美術總監告訴你怎麼用造型、色彩、形式和質感，打造出  

        會說故事的電影世界 中文書 , 菲奧諾拉・賀利根   楊宗穎 , 漫遊者文化 , 出版日 

        期: 2015-10-06 

https://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8%B3%AA%E6%84%9F/area/mid/item/0010786827/page/1/idx/12/cat/001/pd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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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6%A5%8A%E8%A9%A0%E5%A9%B7/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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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感入門電子書 

         2. 國教署美感生活課程 



7 

使用油土與鉛筆拓印將校園的質感紀錄。 

 體驗生活質感並說出質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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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形容質感的文字組合分類在質感象限中，以直覺的感受為主要敘述。

1.質感象限分類質感感受。 

         2.能將文字與質感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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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物體經由不同方式的改變後所呈現的狀態紀錄。 

             說明：例如：棉繩、紙張、石塊經由剪裁、撕開、柔捏、敲擊之後所改變的不同 

                          質感感受。 

1.能說出同一質感物體經由不同技法處理後所改變的質感印象。例如棉繩、石   

                頭、紙張。 

             2.能運用不同美術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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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物體經由介質(白膠)的加入改變後所呈現的狀態紀錄。 

說明：將棉繩、紙張加入白膠之後所改變的不同質感感受。 

1.能說出同一質感物體加入不同介質處理後所改變的質感印象。例如棉繩、紙張。 

2.能運用不同美術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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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使用石膏翻模技法將質感保留下來。 

2.學習翻模技法。 

1.能說出同一質感物體加入不同介質處理後所改變的質感印象。例如棉繩、紙張。 

2.能運用不同美術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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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夠比較質感的排列。 

2.找出合宜的排列方式。 

 

將所有的質感磚排列並分享合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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