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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石碇高中 

授課教師 蘇郁涵 

實施年級 高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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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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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找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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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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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執行以發現為主的初階色彩構面課程，在生活中體察不

同明度彩度的色彩，理解色彩配置，關注色彩與環境的互動，並動手嘗試整理石碇色彩譜

系，達到在日常中逐漸對色彩有感。 

 

* 先備能力： 

在美術課程中對色彩及配色已經有概念，班級內少數由本校國中部直升的同學

們，在國中時已經有過質感及構成的美感課程，分組進行課程時，可以擔任協助同學

的角色，其他高一學生過去的美感經驗落差極大，需要課程進行時差異化教學以及小

組互助以帶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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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為石碇高中跨領域校本課程「茶風創藝」中的一部分，石碇自古即是重要

的茶葉產區，擁有豐富的茶文化資源，校園內有製茶機具及茶藝教室，亦有熱情的社

區及從業家長支持課程發展。這門課的重要主軸為將冷硬的「知識」轉化成有溫度的

「故事」，同學們從不同思考工具的使用開始，結合茶、文學、資訊及藝術，使學生

有更寬廣的視野，了解生活處處都有人文與藝術，更可以訓練自己的觀察力、思辨

力、思考力及創造力。 

美感部分是討論質感構面，藉由各種茶葉的觀察、沖泡及品茗認識質感，以器引

茶的概念讓學生細微區辨不同質感所帶來的感受、對質感與功能的關係有意識，理解

質感的象徵，進而能選擇符應各茶種特性的紙材做後續利用。學期後段美術相關的課

程亦包含茶的包裝設計以及期末茶品牌發表會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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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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茶葉質感。 

      2.以不同的器皿盛茶湯，產生的不同感受及功能。 

      3.紙的質感差異。 

 

      本學期其他單元使用到的美感觀察： 

      1.茶湯色彩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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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擬真技巧重現質感。 

2.分析質感感受以及抽象象徵。 

3.分析質感的功能。 

 

本學期其他單元使用到的美感技術： 

1.使用色彩檢測儀和運用色票，找出符合茶湯的色彩以及適合搭配的容器(運用色彩)。 

2.製作茶包裝（運用色彩、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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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感的視覺及觸覺象徵。 

     2.合宜的茶容器材質選擇，如瓷器、陶器對茶湯口感的影響。 

 

本學期其他使用到的美感概念： 

1.合宜的色彩配置。 

     2.合宜的版面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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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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為跨領域校本課程，課程中培養學生口語表達、了解在地產業興衰，結

合行銷概念，創造有故事的茶品牌，設計適合的文案、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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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跨域課程 茶文化歷史、在地茶分析踏查、茶種介紹、製茶流程。 

前段美感相關課程 

（2 節） 

單元目標 

1.認識茶種與茶湯顏色。 

2.認識不同的泡茶方式。 

3.能使用色彩檢測儀及色票紀錄茶湯色彩。 

4.能根據不同的茶湯色彩安排適合呈現的茶具。 

操作簡述 

1.領取各種不同的茶葉，觀察差異並記錄。 

2.根據沖泡指引，沖泡各種茶葉。 

3.將泡好的茶由茶壺倒進茶海中，觀察茶湯色澤

並紀錄。 

4.將茶海中的茶湯分別盛裝到適合的品茗杯中，

聞香、品茗並紀錄。 

1 
第五週 

（2 節） 
單元目標 

1.認識視覺質感與觸覺質感。 

2.認識茶具及其材質特性。 

3.能分析不同材質茶具的特色及優點。 

4.能理解質感與功能的關係，即以器引茶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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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整理上週品茗的紀錄，藉由觀察茶器認識視覺

及觸覺質感。 

2.紀錄不同材質的茶器視覺及觸覺質感。 

3 分析瓷杯和陶杯的材質特性，歸納適合盛裝的

茶種。 

4.上週根據茶湯色彩安排杯具，各組重新整理質

感思考後，安排合宜的茶器並上台發表。 

 

2 
第六週 

（2 節） 

單元目標 

1. 能描述質感帶來的感受。 

2. 能區分質感具體及抽象象徵。 

3. 能依據質感感受搭配茶種及茶具。 

操作簡述 

1.經過質感的功能思考後，觀察質感帶給人的各

種感官感受。 

2.用牛皮紙再現不同茶種的表面質感，描述及觀

察，將質感的感受轉換成文字，並描寫其抽象

象徵，對照回相應的茶具是否與茶種相稱。 

3.發表與展示。 

3 
第七週 

（2 節） 
單元目標 

1.能綜合分析質感的感受及功能。 

2.能搭配質感感受相符的異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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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觀察分配到的紙樣，描述並完成紙種質感分

析。 

2.觀察紙樣，從質感與感官感受、質感與功能面

向觀察紀錄，完成質感抽象象徵。 

3.將紙樣與上週的茶種配對，從各種紙樣中找到

符合各茶種個性的紙，將符合質感感受的紙材

與茶葉配對。 

4.各組交流與發表。 

5.將相符應的紙張，製作成茶包上的防掉吊牌或

包裝。 

後續美術相關課程 

觀察茶葉轉化成圖像，完成識茶圖，搭配文案、各群分析做

出符合調性的茶葉包裝設計，期末品牌發表會中的視覺呈現

等。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從在地文化出發，帶著學生從生活中的物件體驗質感之美，使學生能覺知到質感能影響每個

日常細節，開始留心生活環境中的質感之美，並強化學生對在地的情感連結。藉由質感意象

與機能的思考，小組不斷討論激盪後逐步建立判斷體系，培養學生在生活中經營美感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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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拓印大自然：香藥草、水果、花之自然拓印/作者：Laura Donnelly Bethmann /出

版社：鄉宇文化/出版日期：2015/12/31。 

2.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材質運用知識(2016 增訂版)/作者：Nikkei Design/出版社：旗標

/出版日期：2016/10/14。 

3. 設計師的材料學：創意×實驗×未來性，從原始材料到創新材質的 112 個設計革命/

作者： 克里斯‧萊夫特瑞/出版社：臉譜/出版日期：2015/12/31。 

4. 觸覺不思議: 從觸感遊戲、感官實驗及最新研究，探索你從不知道的觸覺世界/作

者：仲谷正史、筧康明、三原聡一郎、南澤孝太/出版社：臉譜/出版日期：

2017/05/11。 

5. 清水混凝土的 100 種表情/伊莎貝拉‧彭蒂/出版社：原點/出版日期：2016/07/28。 

6. 喝茶好科學/大森正司/出版社：馬可孛羅/出版日期：2019/06/08 

7. 識茶風味：拆解風味環節、建構品飲系統，司茶師帶你享受品飲與萃取/藍大誠/出

版社：幸福文化/出版日期：2018/10/03 

8. 茶味裡的隱知識：風味裡隱含的物質之謎與台灣茶故事，我的 10 年學茶筆記/王明

祥  /出版社：幸福文化/出版日期：2019/02/20 

 

 

 

六、教學資源： 

 

各種茶葉、各種茶器、各種紙樣、教學簡報、教學影片、學習單、平板電腦、色鉛筆、顏

料、調色盤、畫筆、小白板、白板筆、板擦、奇異筆、護貝膠膜、彩色印表機、切割墊、口

紅膠、剪刀、刀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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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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預計第六週要壓印採集茶葉質感，後來發現烘培後的茶葉不同茶種

視覺看看起來有差異，但壓印反而很像（葉子容易碎掉），烘培前的葉子質

感就沒有紀錄的必要，因為茶的風味和發酵烘培的關係非常大，故調整採集

方式。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前段美感相關課堂(共四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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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領取各種不同的茶葉，觀察差異並記錄。 

2.根據沖泡指引，沖泡各種茶葉。 

3.將泡好的茶由茶壺倒進茶海中，觀察茶湯色澤並紀錄。 

4.將茶海中的茶湯分別盛裝到適合的品茗杯中，聞香、品茗並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觀察紀錄茶湯色彩？（色彩檢測儀/拍照等操作） 

辨別不同茶種的差異，並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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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整理上週品茗的紀錄 

2.藉由觀察茶器來認識視覺及觸覺質感。 

3.分析瓷杯和陶杯的材質特性，歸納適合盛裝的茶種。 

4.小組抽茶杯，進行腦力激盪。 

5.上台分享抽到的指定茶杯質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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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不同質感特質會如何影響人們的感受？ 

2.質感的具體及抽象象徵從何而來？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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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前次拍照是根據茶湯色彩安排杯具，各組重新整理質感思考後，安排合宜的茶器重新搭配。 

2.上台發表，並解釋小組的質感思考，和分析前後差異。 

C 課程關鍵思考： 

1.只考慮色彩搭配茶具，和考量質感後有什麼不同？ 

2.功能和美觀如何同時兼顧？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觀察抽到的茶種質感，可包含視覺及觸覺等，描述並紀錄下來。 

2.根據所記錄的質感描述，思考如何轉化才能最接近茶本身，並以牛皮紙表現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紀錄各種不同質感面向。 

2.如何將茶的質感轉化到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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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完成茶葉質感，並紀錄上傳。 

2.上台介紹轉化過程及成果。 

3.各組互評集思廣益，如何轉換媒材但是保有質感特徵。 

C 課程關鍵思考： 

1.轉換媒材時如何保有原先的質感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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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各組拿取一套紙樣，從質感與感官感受、質感與功能面向觀察紀錄，完成質感抽象象徵。 

2.小組異同競賽，找出最符合大眾感受的形容，討論並挑選出一個適合自己小組茶種的紙張。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具體分析質感的感受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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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紙樣與茶種配對，從各種紙樣中找到符合各茶種個性的紙，將符合質感感受的紙材與茶

葉配對。 

2.上台發表說明質感思考。 

2.從紙樣目錄紀錄紙張名稱、磅數及廠商聯絡方式及通路等資訊。 

3.決定要運用在製作茶包裝或吊牌的紙張。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搭配質感感受相符的異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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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延伸課程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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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相關課程概要 

1. 品牌概念包還客群分析、命名、價位設定、ＬＯＧＯ製作、文案。 

2. 茶葉包裝設計。 

3. 商業攝影。 

4. 發表會，互屏共評。 

 

和美感有關的關鍵思考： 

1.外包裝的結構要如何方便開合且適合拿取。 

2.色彩配置如何完整呈現品牌調性和商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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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學期將美感構面融入校本課程為初次嘗試，根據學習者調查，並不會

因為融入其他課程而影響對基本構面學習的效果，反而能在課程中運用學習

到的構面知能，在實際操作中落實，未來也許能將更多的基本構面試探融入

校本課程或其他跨領域課程中。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課堂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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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 

 

 

 

 

 

徹底理解

47%

大致理解

53%

茶風創藝課程中融入「質感構面」，是

否能對質感構面清楚理解? 

徹底理解 大致理解 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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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美感課程中印象較深刻的單元:(可複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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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使用情形 

一、108 學年度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