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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榮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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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1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東 區 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    呂郁芬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手感織美  

參考美感構面： 質感    參考關鍵字： 線材 、 織品 、多元族群  

 

      學年度第   學期， 中 區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劉月仙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學校校服（制服和運動服）的質感體察  

參考美感構面： 質感    參考關鍵字： 校服 、布料 、            

 

□ 無                                                  

課程名稱：觸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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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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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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個學期進行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美感構面為色彩，主題為高顏值食尚風，學習色

彩學的基本知識、顏色彼此的性質關係，並運用彩色的天然食材調理擺盤，體驗色彩組

合的符號性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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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體會分辨衣物織品的質感 

2.對蛋糕造型毛巾創意商品有基本認識 

 

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隨時隨處都會接觸到質感；而在這廣大的質感世界裡，又以衣服的

質感和我們最親密，它直接關係到一個人整天身體舒不舒服，影響情緒與學習/工作效率！本

課程以衣物織品的質感發現與體驗為出發點，建立質感意象的概念，並結合「毛巾」這項雲

林縣具代表性的傳統產業，安排觀光工廠的參訪與實作，讓學生探索柔軟、蓬鬆、舒適質感

的布料如何產生，了解用合適的材料，製作符合使用者需求、適合環境條件的物品，才會有

好的品質。最後進行簡單的軟性布料應用活動，提升孩子對質感美感的素養。 

本課程設計參考呂郁芬老師”手感織美”中織感探索的部分，以及劉月仙老師”學校校

服的質感體察” 布料大觀園的部分，並加強說明質感中從觸覺記憶到視覺判斷的心理機轉，

深化心理作用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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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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觀察體會生活環境中常見物品的質感。 

2.能認識各種衣物與織品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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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運用口語詞彙描述各種材料的質地感受。 

2.拼貼各種材質的布料於物品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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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感意象的定義。 

2.紡織技術的演進豐富毛巾質感的變化。 

3.符合需求的質感、質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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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雲林縣虎尾地區的毛巾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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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目標 認識質感意象 

操作簡述 

透過恐怖箱小遊戲引起動機，讓學生體驗發現質感

的多樣性，練習說出它們的質感。 

教師介紹質感意象的意義，欣賞各種質感意象的材

質圖片及電視廣告，引導學生用形容詞描述各種材

質帶給我們的感官知覺和情感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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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目標 認識符合需求的質感、質感之美案例欣賞 

操作簡述 

1. 觀賞美感入門網站影片，教師介紹布料的由來 

製程與相關經典案例·讓學生明白布料的各種質 

感來自於纖維種類和織造方法的不同。 

2. 探討布料與機能的關係。 

3. 布料大觀園活動：學生攜帶自己家中的衣物到 

校觀察體驗各種織品的質感·並分析材質與需 

求的關聯性·紀錄在學習單上。 

3  

單元目標 瞭解紡織技術的演進豐富質感變化。 

操作簡述 

1.參訪一所鄰近學校的毛巾觀光工廠，認識雲林 

縣虎尾地區的毛巾產業發展，瞭解質感柔軟蓬鬆、

舒適、吸水力強的布料織造的技術與設備。 

2.欣賞觀光工廠利用毛巾設計的蛋糕、甜點、動 

物等造型創意商品。 

4  

單元目標 
運用適當的材質呈現符合需求的質感、體驗擬真質

感 

操作簡述 

參加這所觀光工廠的蛋糕造型毛巾 DIY 活動，讓學

生體驗操作蓬鬆的材質模擬蛋糕的質感與造型，認

識擬真質感的應用。 

 

5  

單元目標 運用適當的材質呈現符合需求的質感 

操作簡述 

1. 教師運用簡報檔案，讓學生了解出製作符合需

求 

的質感才會有好的品質、呈現質感之美。 

2. 進行「暖心肚圍計劃」：教師介紹計畫內容，並 

以手機殻、寵物保暖衣和 gogoro 的防刮車套

為例，說明良好的包覆物應具有保護、舒適的

機 

能，並且能服貼被包覆物原有的外型。 

3. 引導學生分組觀察記錄校園環境中有哪些觸感

不舒服(冰冷、堅硬、粗糙...)的物品。 

6  單元目標 運用適當的材質呈現符合需求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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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教師整理上一節課校園質感觀察記錄的結果·歸納

方便實作的對象物。 

2. 學生分組討論，挑選合適的、柔軟的布料剪裁拼 

貼成肚圍·包覆對象物表面·改营其舒適性·增加好感

度。 

7  

單元目標 作品賞析、學習總結 

操作簡述 

★本單元為實施「實際操作-樹干肚圍」的班級

才有的進度。 

1. 觀賞生活景觀改造的成功案例照片、影片。 

2. 老師解說肚圍接合方式。 

3. 到中庭綠地同學合作將肚圍布料包覆樹幹、用繃 

帶止或珠針固定。 

4. 教師評量各組施作成果、拍照記錄、測試舒適

性，學生互相觀摩欣賞作品 

四、預期成果： 

1. 能察覺生活用品、衣物與織品的質感 

2. 能用文字描述各種質感意象 

3. 明白何謂符合需求的質感，體會質感之美 

4. 認識紡織技術的演進過程，探索如何將毛巾變化出的豐富質感。 

5. 初步應用蓬鬆的織品材質變造物品的質感，達到觸感舒適的效果。 

6. 發展對於質感的品味，提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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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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寶德等（2013）。《生活美學理念推廣系列叢書2》，台北：行政院文化部。 

漢寶德（2010）。《如何培養美感》，台北：聯經。 

漢寶德（2004）。《漢寶德談美》，台北：聯經。 

陳慧玲（2009）。《孩子的十二堂美學課》，新北：長霈。 

楊偉中等（2011）。《環境‧生活‧美學》，台南：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 

仲谷正史等（2017）。《觸覺不思議》，台北：臉譜 

La Vie 編輯部（2018）。《觸之美：從手到心的美感體會》，台北：麥浩斯 

網站： 

由纖維到服飾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gYL.htm 

台灣興隆毛巾 https：//www.sltowel.com.tw/news1_mobil.php？id=70 

澄霖沉香 https：//www.agarwood-

tw.com/pages/%E5%93%81%E7%89%8C%E6%95%85%E4%BA%8B 

沉香｜請別再說沉香是木材！https：//kknews.cc/zh-tw/collect/4q8mnzv.html 

 

六、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影片、投影機、銀幕、音響、電腦、印表機、學習單、相機、衣物與織品、毛

巾、布料、卡紙、剪刀、漿糊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La+Vie%E7%B7%A8%E8%BC%AF%E9%83%A8/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yhouse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gYL.htm
https://www.sltowel.com.tw/news1_mobil.php?id=70
https://www.agarwood-tw.com/pages/%E5%93%81%E7%89%8C%E6%95%85%E4%BA%8B
https://www.agarwood-tw.com/pages/%E5%93%81%E7%89%8C%E6%95%85%E4%BA%8B
https://kknews.cc/zh-tw/collect/4q8mnz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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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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二節增加介紹布料的由來、製程與相關經典案例探討布料與機能的 

關係。 

2. 第三節增加欣賞觀光工廠利用毛巾設計的蛋糕、甜點、動物等造型創意 

商品。 

3. 第五節增加運用簡報檔案，讓學生了解出製作符合需求的質感才會有好 

的品質、呈現質感之美。 

4. 第五節包覆物舉例說明的部分·與第六節布料包覆拼貼寶作的部分互相 

調換。 

5. 第七節調整為樹幹肚圍的實際操作，刪除發表會和填寫回饋表。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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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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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恐怖箱小遊戴引起動機，讓學生體驗發現質感的多樣性，練習說出它們的質威。 

2. 教師介紹質感意象的意義，引導學生用形容詞描述毛、木·石、玉、金勵等各種材

質帶給我們的感官知覺和情感聯想。 

3. 欣賞操作質威意象的電視廣告，印證本堂課講迹的內容。 

4. 作業：學生回家尋找各種質感的紡織品，下節課帶到美術教室。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根據一項實驗結果願示：在通常情況下，大腦對「視覺」輸入的信息吸收率最高，可

達83%；對「觸覺」輸入信息的吸收率很低，僅有1.5%！人們在認識外在世界時往往會

被視覺所綁架，習慣依賴視覺去取得訊息，忽略其他感官的重要性。本課程一開始安

排「恐怖箱」小遊戲，目的即是為了暫時排除「視覺」這個霸道的傢伙，讓學生專注

用「觸覺」這個小老弟去感知東西，開發對於不同「質地」的辦別能力。 

2. 「滑世代」的青少年對於用觸覺去感知東西的經驗較少，有侷限性，因此用詞語描述

質感的能力也較為貧乏，教師宜先整理出常用的質感形容詞，在練習質感描述時列出

來讓學生選用，讓初學者容易進階。 

3. 質感中從觸覺記億到視覺判斷的心理機轉是非常微妙的，需要慢慢培；課程設計的鷹

架應盡量劃分多個步驟，循序漸進，由淺入深，選免一步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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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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美感入門網站影片《質感篇)，教師介紹布料的由來、製程與相關經典案例，讓學

生明白布料的各種質感來自於纖维種類和織造方法的不同。 

2. 探討布料與機能的關係。 

3. 布科大觀園活動：學生携帶自己家中的衣物到校，然後按照質感分類，分組比賽看哪

一組呈現的質感最多種。 

4. 用眼觀察、用手觸摸同學與老師準備的各種紡織品，參考質感的描這辭語一覽表，將 

它們的質感寫在學習單上，並推測織造這種質感的目的或功能，藉以訓練概察體會生 

活環境物品質感的能力。 

5. 教師介紹下兩堂課校外教學參訪內容與注意事項。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廣大的質感世界裡，以衣服的質感和我們最親密，它直接關係到一個人整天身體舒不舒

服，影響情緒與學習/工作效率！本課程以衣物織品的質感發現與體驗為重點，引導學生認

識這項容易被忽略、卻又與我們生活品質息息相關的重要夥伴。為什麽體育服上衣的質感

是柔軟細繳的？夾克是光滑澀澀的？牛仔褲是粗粗硬挺的？每種布料都是為了滿足人們不

同的需求、達到某種機能而創造的。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可以讓觀察與選擇變得敏銳，

直接提升孩子對生活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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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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一所鄰近學校的毛巾觀光工廠，認識雲林縣虎尾地區的毛巾產業發展，瞭解質感

柔軟、蓬騷、舒適、吸水力強的布料織造的技術與設備。 

2. 欣賞觀光工廠利用毛巾設計的蛋糕、甜點、動物等多種造型創意商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毛巾的質威意象是蓬松的、有空氣感的、讓人聯想到海綿、蛋糕、動物的短毛：虎尾地區

的毛巾業者巧妙地運用這種質感意象，開發出多種擬真質威的造型毛巾創意商品，廣受歡

迎，是讓傳統產業轉型、另開蹊徑絕處達生、挺過中國低價毛巾傾銷沖擊的重要因素之

一。藉地利之便現場參訪，近距離觀察廠房設備的運作情形與實際物品的質感，深入了解

此一成功案例，能加深學生對擬真質威的概念、體會質感之美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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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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觀光工廠的小熊造型毛巾 DIY 活動，學生跟隨館方講師示範的步驟製作，體驗運

用蓬鬆的材質來模擬茸毛動物的質感與造型，認識擬真質感的應用。 

2. 完成作品後包裝、拍照。 

C 課程關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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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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教師的簡報檔案，了解出製作符合需求的質感才會有好的品質、呈現質感之美。 

2. 練習從人們所需要的各種質感，回推物品應使用哪一種合適的材料來製造。 

3. 進行「暖心肚圍計畫」： 

（1） 教師先以手機殼、寵物保暧衣和 gogoro 的防刮車套為例，說明良好的包覆物應

具有保護、舒適的機能，並且能服貼被包覆物原有的外型。 

（2） 介紹計畫內容：用合適的、柔軟的布料剪裁拼貼成肚圍，包覆校園中質感不佳的

物表面，改善其舒適性，增加好感度。 

4. 分組實地觀察記錄校園環境中有哪些觸感舒服與不舒服(冰冷、堅硬、粗糙…)的物品，

做為下節課質感改造活動的 database。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可使用比較教學法，讓學生觀察比較，如果某些物品的表面質感不符合需求，使用起

來會有什麼感受？提供負面的案例刺激學生思考，破除視為理所當然的習慣。 

2. 校園環境質感實地觀察時，多多鼓勵學生伸手去觸摸·環抱：刻意減少視覺的作用，才

能喚醒、開發觸覺的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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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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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整理上一節課校園質感想察記錄的結果，講納出兩種實作方式： 

(1)實際操作： 

對象一「横幹」和「不鐘鋼櫻梯扶手」。 

A. 樹幹 

 包覆織品：有厚度、質感柔軟舒適的多種布料 

 進行流程： 

I. 各組派一員到室外丈量樹圍 

II. 其他組員在教室挑選布料、準備工具 

III. 各組依據丈量的結果裁切或縫接適當尺寸的布料，做為該樹幹的肚圍。 

 

B. 不鐳鋼樓梯扶手 

 包覆織品：布面質感的多種铺帶 

 進行流程： 

I. 聽老師解說操作方式、各組分配工作、挑選繡帶、準備工具。 

II. 到樓梯分配位置，用纏繞的方式包覆扶手，霧面透明膠带黏貼固定。 

(2)虚擬練習： 

A. 教師將校園中觸感不舒服(冰冷、堅硬、粗糙…)、質感不美觀的數件物品設施照片列

印出來，製作成學習單。 

B. 學生分組討論，根據其原本不美的質感挑選合適的、柔軟的布料剪裁拼貼圖片表

面，改善舒適性，增加好感度。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質感改造活動需考慮可行性，最好挑遲可及性高·容易復原、能讓全班學生同時進行的

物品。 

2. 本課程目標是認識「質感」的概念，學習活動內容須排除色彩、圖像等其他元素的干

擾，故教學者在課前購買教學材料時，宜挑選低彩度、素面或幾何造型紋飾、不太光

滑的織品，讓學生的焦點放在威受質感之美。 

3. 學生成果的評量標準除了鑑賞作品質感是否合宜·也要判斷織品是否服貼被包覆物原有

的外型、沒有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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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7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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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本單元為實施「實際操作一樹幹肚圍」的班級才有的進度。 

1. 觀賞台北和斗南地區生活景觀改造的成功案例(都市酵母的變電箱改造、士東市場變文

青風打卡熱點⋯等)照片、影片。 

2. 各組檢査上一節課製作的肚圍品質。 

3. 聽老師解說肚圍接合方式。 

4. 到中庭綠地分配各小組位置，同學合作將肚圍布料包覆樹幹，用繃帶止或珠針固定。 

5. 教師評量各組施作成果、拍照記終、測試舒適性。 

6. 學生互相觀摩欣賞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生活景觀改造成功的關鍵在用心與重視美學，而非資金；透超經典案例賞析讓學生了

解這一點，建立他們的社區意識，涵養對於質感的品味。 

2. 使用肚圍前引導學生先觀察樹幹粗細一致的區段，再加以包覆，圍練之後才會比較服

貼、肚圍兩端才不會錯位。 

3. 布料的材質與厚薄會影響重疊處接合方式：棉與麻料宜使用繃帶止即可；厚毛料宜使

用珠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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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人類在一出生的時候，視覺功能才剛開始發育，探索世界主要的方法不是 

靠眼睛，而是靠觸覺：長大之後，視覺發育迅速、功能強大，人們反而習慣依 

賴視覺吸收信息，忽略觸覺的使用。實施校國環境質感實地觀察課程時，筆者 

發現學生與周遭的硬體設施、校園生態是有疏離感的，怕怕的、充滿隔閡，一 

開始幾乎都遠遠的看，不想去觸摸；等到老師示範、半強迫要求下才勉強伸出 

手！本校國中階段的孩子明顯對環境無感、沒有探索的慾望一尤其是觸覺，會 

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不論為何，可以確定的是美感教育·五感體 

驗勢在必行！ 

本課程設計的產出是採取實驗性質的，不期待最后會有外型美觀的成果；教學

目標的重點在於美感觀察、建立基本概念未來有意願實施類似課程的教學者，

可以多設計一些與校園環境互動的小遊戲，增加學生觸覺體驗的美感經驗，培

養質感的感受力，強化人與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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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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