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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南投縣立集集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惠珊 

實施年級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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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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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質感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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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在七年級已學過視覺藝術的語言，包含質感的概述，但較缺乏材質探索與美感生活  

    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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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探索質感的表現，讓學生赤腳接觸不同材質的地面，解放來自鞋襪的束縛，用最直接的方式

感受大地。藉由信任遊戲，在夥伴的牽引下，矇住眼睛用指尖探索未知的紋理、用嗅覺感知身邊

事物的味道，從建立安全感為出發點，由「五感」經驗讓生活「有感」。 

        由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去觀察、探索質地的特色，如：粗細、軟硬、溫度、透明度、光澤等。

比較質地改變所產生的心理感受，如：真實的木頭與仿真的木紋貼皮、巧克力磚和可可粉的差異

等。透過質感經驗的資料庫累積，豐富生活美感經驗。 

        觸摸不同質地的線繩，探索不同的質感層次，透過線條的表情，了解點、線、面的構成，豐

富材質的多元與可能性。 

        科技日新月異，隨著成長與時間累積，衣服不斷汰舊換新，以環保概念選擇回收的舊衣布

料，藉由改變材料的基底特性，講究材質的處理方式，探索布料的多元表現。引導學生思索如何

利用不同布料搭配線材來設計書衣，讓舊衣有全新的面貌。除了實用目的之外，保留成長的記憶

並提升美感的層次，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中發現美無所不在，讓生活有感，到感知美感，進而達到

美感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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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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紋理的狀態內容  

2. 了解質感的多元樣貌 

3. 瞭解質感的差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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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並能描述物件的質感 

2. 表現不同質地層次的技法 

3. 選擇適當的布料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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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質感構面的美感表現 

2. 提升質感的層次與完整性 

3. 質感經驗在生活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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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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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10/4 

單元目標 從五感到有感！ 

操作簡述 

【光腳丫逛校園】解除鞋襪的束縛，腳丫與地面的親密接

觸，感受陽光照射下，溫暖又粗糙的人行磚步道、濕涼帶

有露珠的綿綿草地等。 

【聽~樹木喝水的聲音】使用聽診器聆聽校園植物喝水的

聲音，試著描述質地與心理感受。 

【味覺瓶】矇眼嘗試不同口感的食物，試著描述其質感。 

2 
10/7- 

10/9 

單元目標 微觀視界好美(顯微攝影之美) 

操作簡述 

透過手機顯微鏡，觀察奇妙的放大視界！透過貼片蒐集不

同的質感，利用鏡頭記錄微觀的影像。比較透過不同載具

質感的差異，將特殊的質感描繪在畫布上。 

3 
10/14- 

10/18 

單元目標 探索線條的表情 

操作簡述 

探索不同材質線繩 (棉、麻、羊毛、蠟線、紙線、尼龍繩

等)的質感狀態，例如：接觸表面感受到粗細、軟硬、溫

度，觀察其表面紋理、光澤、材質透光性、可塑性、耐熱

程度，拉拉看是否有延展性等。挑選合宜的材質運用在上

週畫布上，可利用黏貼、穿孔、編織、打結等技法表現獨

特的質感。 

4 
10/21- 

10/25 

單元目標 「布可思藝」 

操作簡述 

舊衣布料拆解處理、整燙。書衣打版，延伸上個單元的質

感表現(線)，配合舊衣的印花設計封面構圖。可保留舊衣

的元素，如：口袋、扣眼、刺繡等，結合線材的表現，統

一表布的質感。 

5 
10/28- 

11/1 

單元目標 「布可思藝」 

操作簡述 

表布整燙，視表布的厚薄需要燙布襯。在布的背面用布用

複寫紙描出版型(含縫份)。縫合裡布和表布，整燙完成布

書衣。將筆記本穿上書衣檢視是否合身。 

6 
11/4- 

11/8 

單元目標 綠文創發表會 

操作簡述 分享書衣的故事和製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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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希望學生透過五感體驗能豐富感官知覺，從校園環境中探索，發現不同感官帶來的質感層次，從

不同角度切入我們平時覺得「理所當然」、很少會特別去意識到的觸覺與觸感。透過顯微鏡頭探

索不同材質的表現，觀察肉眼不易察覺的質感之美。科技提升造成「成衣」生產過剩，是「快時

尚」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一，重新反省「快買快丟」的行為模式，應將每一件衣服的壽命延至極

限，舊衣除了可被修補外，還能再次做為原料，透過學生的創意，轉變成新的生活必需品，扭轉

被丟棄的命運。實際運用在生活中，透過拆解的歷程了解材質的特性，保留成長的回憶並重新組

構，加入線材豐富材質的變化，為使書衣的質感設計具有「美感」，學生須思索材質的表面特性

該如何搭配才能兼具美觀與實用，進而思索如何藉由質感來提升生活的品質。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舊衣改造 良品限定。 林素年。腳ㄚ文化。2012年。 

教學資源： 

uHandy Basic - 行動顯微鏡 

【《美感入門》質感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krmDXEIV4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課程依計畫執行無調整內容。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林素年/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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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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鞋襪的束縛，光著腳丫與地面的親密接觸，感受陽光照射下，溫暖又粗糙的人行磚

步道、濕涼帶有露珠的綿綿草地等。 

2.分組進行校園感官體驗，每組分為體驗者、帶領者、文字紀錄者、影像紀錄者四人。透過

觸摸草木樹石的紋理及觀察天空雲朵的變化、使用聽診器聆聽校園植物喝水的聲音、蒙眼

嘗試不同口感的食物，試著描述其質感。 

3.小組分享校園的五感體驗及分組合作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1.生活中的五感經驗總是被太多官能刺激而忽略，透過蒙眼讓視覺官能暫時喪失，學生能更

聚焦觸覺與聽覺的感受。 

2.透過分組讓體驗的同學與帶領的同學培養默契，透過不同角色觀察校園，透過文字紀錄與

攝影之眼紀錄活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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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收集三組不同的校園動、植物纖維，放入採集貼紙中。 

2. 透過手機顯微鏡，觀察奇妙的放大視界，利用鏡頭記錄微觀的影像。 

3.小組分享觀察體驗及分組合作心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1.利用手機顯微鏡看到放大數百倍的景象是肉眼無法觀察到的。 

2.結合科技影像觀察顯微攝影之美，與上堂課相比，這節的引導重點不需要觸覺的感受，而

是學生在手作過程中，了解材料與影像的選擇、透過載玻片讓視覺影像構成增加不同變

化，可引導學生在調整時討論(1)整幅影像構成聚焦在哪裡？(2)同一張收集貼紙觀察的影像

比例與位置有什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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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上個單元拍攝的顯微質感影像畫在畫布上。 

2.結合不同材質的線繩(棉、麻、羊毛、蠟線、紙線、尼龍繩等)表現圖像的質感，透過不同

的技法呈現在畫布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1.質感的選擇：引導學生從顯微攝影的視覺感官連結心理感受，挑選合宜的線材表現光澤、

溫度、粗細、觸感等不同質感。 

2.組合的方式透過不同的形式產生變化，引導學生思考點、線、面的構成方式及可能性。利

用黏貼、穿孔、編織、打結等技法表現獨特的質感，線可以是實線，也可以是虛線或無限

點的延伸，甚至是拆解後重組的線；實貼與浮貼造就不同的空間，讓學生嘗試打破空間的

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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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舊衣布料拆解處理、整燙。 

2.書衣打版，延伸上個單元的質感表現(線)，配合舊衣的印花設計封面構圖。 

3.表布燙布襯。在布的背面描出版型(含縫份)。縫合裡布和表布，整燙完成布書衣。將筆記

本穿上書衣檢視是否合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質感大部分連結生活中的觸感經驗，使用穿過的舊衣服布料代表的是過往的情感和記憶，

一方面在挑選布料時可依照個人經驗保留具代表意義的部分，增加聯繫人與時間的情感，

另一方面轉化為書本的衣裳讓舊衣新生，並結合環保與惜福愛物的觀念。 

2.根據學生喜好的款式修正版型，有人喜歡綁帶讓書頁固定、有人喜歡封面重合扣起來，思

考書衣的比例讓版面合身是很重要的，符應需要的設計很重要，主觀的想法需要客觀理性

的實作，才能將想法一一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