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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一、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育淳 

實施年級 九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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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約 150 名學生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拈花惹草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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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本校九年級學生已於七、八年級參與過「構 to 饗宴」、「印花樂市集」的美感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已能理解並運用美感的基本要素，包含均衡、統一、節奏、對比、比例、調和、反

覆、漸層等美的原理美則，並具備構成的概念與運用能力。 

➢ 課程活動簡介 

植物的姿態樣貌千奇，大自然的巧奪天工呈現渾然天成的美感，小盆栽常常被稱為療癒

小物。「拈花惹草」的課程設計是處理生活中「花器與植物」的對話。課程以引導式探究從

「什麼東西可以當花器？」的提問打開序幕，學生們透過小組不斷的選擇、討論、實作解決

花器美感與功能的相關問題。本課程以學生為中心思考選擇生活中的題材，使用提問策略進

行教學，課程中引導學生討論、分析、搜尋、研究、選擇、實作、修正、表達，結合植物種

植的知識技能，應用至實際的生活情境。學生可以選擇他們要使用的媒材、造形，決定他們

製造、加工的方法，解決排水問題，並根據所完成的花器選擇他們的所想栽種的植物。學生

在小組合作創作後，進行相互參照，透過觀察、欣賞同儕的多元表現與觀點。 



4 

➢ 課程目標 

1. 學生能發現單一材質的肌理變化。 

2. 學生能發現適合於內容物屬性的器皿質感。 

3. 學生能比較不同材質所產生的質感差異。 

4. 學生能思考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質感表現。 

5. 處理單一材質上不同的肌理表現。 

6. 比較不同材質上的質感表現。 

7. 說明花器的質感表現與所選擇的花草之間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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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花器。2. 室內設計。3. 服裝搭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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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體造型設計。2. 材質塑造、打磨與加工。 

3. 水泥翻模。4.  上色技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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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的差異給予的不同感受。2. 思考質感在生活用品上運用的面向。 

3. 判斷物品質感與物品意義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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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域學習-視藝、生物、數學、生活科技等學科內涵融入 

    引導學生搜尋、分析、研究、選擇、實作、修正、表達，結合植物種植的知識技能，應

用至實際的生活情境，其中所需要的是各種學科的知識與能力。並透過小組合作培養他們觀

察、省思、勇於嘗試、創新、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的素養，結合所探究的各學科知能，例如

數學多面體、植物種植等知識以解決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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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單元目標 什麼東西可以當花器？ 

操作簡述 

提問：什麼東西可以當花器？ 

教師於課前請每一位學生準備一件可以當花器的器物

於課堂上分享，並討論要完成一個花器要結果那些問

題。  

2  

單元目標 花器與植物 

操作簡述 
教師提供關鍵字(例如自製花器、花器質感)，引導同學

上網搜尋關於花器質感的表現，選定一種質感的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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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成果 

如何將學生所學的內容轉化成實踐性的知識，落實在生活成為一種能力和素養，是教育

重要功能。本課程讓學生選擇花器探討其中質感的特性，思考花草生存所需要的環境，動手

做出同一材質不同質感的表現，或是透過不同材質的加工，發現花器可能的質感表現。透過

「做中學」與不斷的嘗試與討論，培養學生展現解決問題的能力。 

➢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權志娟(2019)。今天起, 植物住我家: 專為懶人&園藝新手設計! 頂尖景觀設計師教你用觀

葉、多肉、水生植物佈置居家全圖解。台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學習單、ipad 平板、電腦、投影機、Apple TV、google classroom 雲端平台、

軟白板、簽字筆、白板擦、花器、植物、敲打研磨工具(砂紙、鋼刷、錐子、肉槌、拓印

物……)、鐵器、紙黏土、免燒陶土塑膠、漆料、打底劑、切割用具等。  

說明此種材質的特色，並上台報告。 

3 11/11 
單元目標 引導學生自由選擇材質、工法與造型，以解決製作花

器的種種問題，可使用加法與減法的材質處理方法。 

1. 不同的質感的表現-減法 

教師引導學生利用老師給予的工具包(砂紙、鋼刷、肉

槌、錐子……)製造或嘗試處理容器的表面質感，利用

敲、磨、刷、刮、壓印、塗料等方式處理同一材質。 

2. 不同的質感的表現-加法 

教師引導學生以加法，例如拍色、增加不同材質，嘗試

以不同的物質，處理同一個花器上的質感表現，呈現出

質感表現的差異。 

操作簡述 

4 11/18 

單元目標 

操作簡述 

5 11/25 

單元目標 決定花草的家 

操作簡述 

1.根據花器的造型、質感選擇適合的植栽。 

2.將植物移植至花器當中。 

3.將整組植栽擺放至最具美感的狀態拍下照片上傳。 

6 12/2 

單元目標 最美的花器？ 

操作簡述 

1.請學生根據學習單的提問與所記錄的照片上台分享

心得。2.說明植栽這一個禮拜來照顧的情形，主人在

照顧後有什麼發現或心得。 

3.各組票選最美的花器設計並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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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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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請學生準備一件可以當花器的器物於課堂上分享，透過學生各自所攜帶的可

以當「花器」的物件，探究花器的材質(色澤、粗細、軟硬、乾濕等等)、造型與功能。 

2. 教師提問請學生思考完成一個花器製作，需要解決那些問題？ 

3. 學生分析後整理出以下的需要探究的問題。包括： 

(1) 什麼東西可以當花器？ 

(2) 花器可以使用什麼材料表現？ 

(3) 花器可以表現什麼質感？ 

(4) 如何設計花器的造型？ 

(5) 如何讓花器具有風格特色？ 

(6) 如何解決其排水問題？ 

(7) 如何為花器選擇合適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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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在追求方便迅速的世代，學生大多帶了身邊最常見的塑膠容器來作為花器，在這

個階段學生是尚未感知到材質的差異，而是大多以便利性為最大考量。 

2. 請學生分析整組所攜帶的容器名稱、材質名稱，並可從容器表現材質的色彩、光

澤、紋理、粗細、厚薄、透明度等外在特性來描述描述其質感，期讓學生發現容器

質感的差異，並從中選出質感最佳的花器，引導學生思辨不同的材質感所帶給人們

的感受差異。各組上台發表對於花器的觀察與描述，教師總結在花器製作上，材

質、造形的選擇與功能必須相互呼應的思維。 

3. 此時的課程紀錄上傳是將與最後學生們親手挑選材質製作花器之後做比較，從比

較中省思自己對於花器質感認知的差異。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引導學生使用 ipad 瀏覽搜尋花器相關資料進行小組討論，透過擴散性思考，尋

找花器可能的材質並繪製心智圖，最後聚焦選擇想要的花器材質。 

2.各組根據所期望的花器造型、質感，決定該組花器的主要材質。 

3.各組報告所選擇的材質，並簡述將如何製作？需要準備什麼材料？預想如何處理質

感的變化？教師總結並請學生確實準備好下週所需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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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這個階段主要引導學生擴充有關於花器的資料庫，利用平板搜尋花器的功能與美

感。教師並介紹 Pinterest 這個社群網站，作為視覺探索的工具，請學生選擇

Gardening 以及 DIY and crafts 等頁面，引導學生發現美的設計，也是提供美的案

例給學生作為選擇的可能。 

2. 讓學生學習選擇，以及面對選擇以後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這門課的重要核心，因此

教師將材質的決定權交給學生，請各組選擇想使用的媒材。 

3. 將選擇權交給學習者最大的挑戰就是教學者在課堂中將會非常的忙碌，教學者必

須給予學習者適當的建議，並處理多種技法的教學。但這是讓學生能自主學習，並

嘗試解決自己所選擇的問題的重要歷程。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各組進行花器的創作，教師根據各組不同材質的差異，提供支持的資源，鼓勵學生探

究、合作解決問題。 

2.例如：以多面體進行幾何造形的水泥花器，需繪製將多面體展開圖呈現，並決定以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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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製作花器的內膜與外膜，可使用塑膠片黏貼或是保麗龍板製作，過程中需討論並進

行試做。 

3.如果選擇無法穿洞進行排水的材質或製作方法，則須研究植物的特性，選擇不需太多

水分的植物，並說明該注意的澆水方式。 

4.每節課紀錄操作的過程，拍照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此堂課主要引導學生使用所選擇的材質，建構或裁切成花器的樣貌，並思考如何排

水，如無法做出排水功能時，需要思考將來為植物澆水的時程。 

2. 教師所提供的工具包是這堂課的重點。其中的工具主要讓學生進行減法的技能，引導

學生利用處理容器的表面質感的方法：敲、切、磋、琢、磨、刻、刷、刮、鑿、壓、拓印

等方式改變同一材質的質感。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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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繼續花器的製作，有的學生拆模，有的學生完成模型建構。此堂課的重點在於

引導學生加法的使用，可以利用壓克力顏料或打底劑為花器加上另一種材質，思考不同

材質上質感表現的調和感。 

2.思考所設計的材質作為花器的合宜性。是否有注意排水功能。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此堂課主要引導學生使用所選擇的材質，嘗試以不同的加法的方式進行花器上材質與

質感的改變，主要引導學生思考當加入色彩或是不同質感的材料時，如何讓花器顯得統

一與和諧，並提醒「多色」、「多樣」不一定好看。 

2. 因為學生所選擇的製作方法有所差異，教師需要分組分批進行差異化的教學。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完成花器設計，拍照上傳。 

2.根據花器的質感選擇適合的植栽。 

3.將植物移植至花器當中。 

4.將整組植栽擺放至最具美感的狀態，並拍下照片。 

5.將學習歷程進行整理，準備報告。 

5.將植栽帶回教室照顧，並觀察花器的設計是否合宜。 

C 課程關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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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容器質感的要求上，每位學生的花器上皆要嘗試單一材質上不同的質感表現，或是

不同材質上的質感表現，再從中選擇想要的質感表現方式。 

2.在選擇花草時，要將花器與各種花草嘗試配對，面對上百盆的盆栽，每位學生面臨另一

種抉擇，不僅是喜歡，更重要的是合宜，在花器的質感表現、大小比例與高度的限制中，

決定多肉植物的種類。找到自己最喜歡的搭配方式。 

3. 將完成的花器上傳，並移至戶外拍攝，最主要的目的是將與開始進行此課程時，所選

擇的花器做比較，進行分析與省思，分工製作簡報並準備上台發表。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請上台報告整個課程的學習歷程，以及製作心得，並告訴其他組同學使用這樣的媒材與工

法，所需的注意事項與操作方法。 

2.每組上台從第一次上課所選的花器材質，陸續回顧課程的歷程，並說明該組所決定的材質，

如何發揮花器的功能與質感，並在欣賞各組的花器之後票選出覺得最合宜的花器，並說說經

過了花器製作，對於質感是否有更深刻的體會以及照顧植栽一周後的心得感想。 

3 教師總結並歸納生活中的用合適的材料製作符合使用者需求，以表現合宜與協調的質感樣

貌。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這堂課主要是比較與思考，引導學生回顧整個課程，並且分析從剛開始的花器選擇，到

完成成品中，問題解決的歷程，以及後設思考的整理分享。 

2.引導學生省思對於「質感」美感到底有增加多少廣度與深度，提醒學生生活中所有物件皆

有質感的差異，而質感的選擇會築構出生活的品質。 

3. 以真實的花器搭配活生生的植栽，並讓學生照顧一周，從學生的回饋中可以感受到學生

對於此生命的喜愛與保護，也是真正的落實生活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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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關懷自然、用心生活 

    自古以來大自然中的花草蘊含著無限的療癒能量，看到百花與嫩葉昂揚的生

命力與美感，總是會讓人感到愉悅。透過「拈花惹草」的課程引導學生探究，細

膩的完成花器的製作外，更要引導學生體會一種用心過生活的選擇，讓繁忙的九

年級生帶回這具有生命的盆栽，增添其生活的色彩。在九年級下學期，學生即將

面臨會考的前夕，藝術教師到各班教室時看到植栽上的生命蓬勃洋溢的景象，學

生們訴說他們都記得澆水，也會觀察它們的新芽，也為有些同學的植物沒有存活

感到可惜，卻也一同欣賞留在教室內、外的植物，看著大自然的造物，在繁忙的

課業中得到喘息。拈花惹草的課程不是在課程結束後就畫上句點，而是希望讓美

感的種子在學生的心中、生活中生根並延續，進而成為落實在生命中的美好。這

些植物依然茂盛盎然，有些發了新芽，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如同每位獨一無二的

學生，展現其各自的風采。 

2.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當課堂的主導權交還給學生時，是為了引起學自發的學習動機以及思考能

力，學生們需要練習選擇材質、溝通表達，以及為自己的決定嘗試如何製作、如

何解決問題。教師是提供支持與支援的角色。而學生則在探究、思考、動手做、

調整、錯中學中建構自己的知識、技能與完成作品的態度。雖然教師因為需要更

多時間備課，以了解各種材質的使用的可能性，並給予各組差異化的建議與教學，

但這些辛苦都在學生具有成就感與滿意地笑容中雲淡風輕了。 

3、實際動手做的體驗教育 

    此次的課程需要學生探究並實際操作，透過動手做實踐自己所想像的花器。

每組學生研究出不同的手法，使用不同工具的加工表現，因此都擁有「各自的獨

特」，就像是每位學生都擁有各自的風采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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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啟發觀察力感受植物的生命成長，抒發課業的壓力 

    本課程學習單設計了植物移植後的觀察紀錄，讓課程可以延續，也引導學生

關懷生活中的生命，也期望可以舒緩九年級面對即將會考的壓力，就如同學生所

回饋：「讓我們家能因這株小草而點燃生機，每天看到它時能更加有朝氣」。或

是：「我時常抽空去探望我的小植物，享受那一段難得的平靜時光，盡情「品賞」

這帶給我幸福這帶給我幸福及喜悅的滋味。」學生們喜歡這樣動腦實作的課程，

肯定這門課帶給他們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