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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授課教師 余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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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質感玩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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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對質感有基礎但模糊的了解，由於質感容易被物品造形或色彩特色所掩蓋，所以學

生在日常生活中不易覺察質感在美感表現上的重要性。學生雖未修習過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但國一上學期有形式原理及色彩基礎概念，有助於銜接質感課程。 



2 

一、課程活動簡介： 

在六大美感構面中，質感最容易被物品造形或色彩特色所掩蓋，所以學生在日常生活中

不易覺察質感在美感表現上的重要性。本課程原以布料織品為學習媒介，讓學生透過布料觸

摸與質感辨別，來認識布料質地在居家佈置中的運用與美感表現。但因疫情之故轉為線上學

習，課程主題從實體布料的體驗和創作，轉向為生活器物質感活動任務指派，讓學生覺察生

活中物品的質感選擇與搭配。課程為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實體教室完成，學生透過巧克

力廣告影片，讓學生對質感之質地描述有基礎的了解，進而導入生活中的質感記憶。第二階

段小組合作進行線上生活小物質感分組報告，說明材料特性、機能與美感的關係。第三階段

指派學生選擇一種生活食材分別搭配四種不同材質的器皿，體驗器皿材質如何影響盛裝食物

時的視覺美感。第四階段採用網路上的美食攝影照片，就照片中道具的質感搭配選用進行分

析，回扣生活中器皿運用的美感，作為本課程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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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生活容器的質感運用及其美感與機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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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從材料質感的面向為食材選擇適合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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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質感的感知覺涉及人們的視覺、觸覺、聽覺和動覺等感官經驗的統合。 

2. 由於質感連結多元感官，因此質感能帶出生命記憶與連結。 

2. 質感的美感不在於單一質感的美醜，而在於不同質感之間恰到好處的相互映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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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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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單元目標 
能了解什麼是質感、質感的多元感官統合特性，及其

與生活經驗的內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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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透過巧克力廣告中所訴求的「絲滑柔順」質感切入，

了解什麼是質感、質感的多元感官統合經驗。 

2. 學生填寫學習單，從生活經驗中擷取一個和質感有

關的觸覺經驗，透過質感特性形容詞，學習「質地

描述」的用詞。 

2 5 月 

單元目標 能思考生活物品的材料特性、機能與美感表現。 

操作簡述 

1. 老師以餐桌上的實物如碗盤、刀叉、餐墊等示範

說明生活物品中的材料選用、功能訴求與質感搭

配等美感表現的關係。 

2. 學生小組討論，填寫學習單，討論下週要帶的生

活選物，並發表確認報告內容。 

3 5 月 

單元目標 
能介紹生活物品其材料與質地在機能與美感上的表

現。 

操作簡述 

1. 小組成員依上週討論結果，選擇家中物品進行拍照

與上傳。 

2. 小組成員透過 Meet 視訊與預先上傳並張貼在

Jamboard 的照片，對生活選物進行材料、機能與

美感的介紹。 

3. 老師針對小組發表進行講評與統整。 

4. 學生利用 Jamboard 便利貼功能進行小組互評。 

4 5 月 

單元目標 
能從網路資源上探索並尋找靈感，覺察器皿的材質與

食材搭配上的美感表現。 

操作簡述 

1. 老師先說明課後美感實驗任務：選擇一種食材，

尋找家中四種不同材質的器皿，進行搭配實驗，

並拍照上傳。 

2. 小組合作從網路上尋找靈感，把所蒐集到的圖片

資料共編到 Jamboard，擴增學生視野，為上述

指派任務暖身。 

3. 老師提供預錄示範影片說明任務操作方法，並提

供簡報編排格式於 Google Classroom 供下載。 

5 6 月 單元目標 
能覺察並實際操作器皿材質與食材搭配上的美感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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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覺察生活中的質感之美。 

2. 學生願意從美感的角度思考生活器物的選擇。 

3. 學生能嘗試居家生活中質感美感之營造。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Elisabeth Couturier(2013)。蘇威任譯。產品設計，怎麼回事？：從時代精神、材質美

感、經營趨勢、流行色彩，所有你該知道的家用產品設計入門學。台北市：原點。 

2.  La Vie編輯部(2018)。觸之美：從手到心的美感體會。台北市：麥浩斯。 

3.  La Vie 編輯部(2017)。手感工藝．美好生活提案。台北市：麥浩斯。 

六、教學資源： 

1. 材料的感官世界～設計師如何進行材料選擇 

https://www.materialsnet.com.tw/DocView.aspx?id=6636  

2. 揭開台灣 10 種在地工藝材料美學！「觸之美」集結 15 組工藝家 感受從手到心的工藝之

美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1802514  

3. 藝術設計中的材料美學 https://kknews.cc/zh-tw/culture/klg5jar.html  

4. 食物攝影：超商點心這樣拍 質感更升級！https://youtu.be/WIs2L_jECDA  

5. 【3 招搞定美食攝影】食物這樣拍，照片立刻有質感！攝影新手必學！〔安妮與陳 攝影

小教室〕https://youtu.be/ZXUWh_PxIr8  

  

操作簡述 

1. 學生預先在家中進行食材與器皿搭配美感實驗，並

拍照上傳繳交至 Google Classroom。 

2. 同學分享自己的美感實驗歷程及體驗結果。 

3. 老師講評及統整，並預告下週活動。 

6 6 月 

單元目標 能分析食物攝影在器皿搭配上的材質選用。 

操作簡述 

1. 老師透過 youtuber 影片介紹美食攝影入門技巧，

了解道具選擇在美食攝影上的重要性。 

2. 老師預先下載網路美食攝影作品、標註出處，讓學

生分組於 Jamboard 就照片中的道具選物進行材

質美感分析。 

3. 老師講評與統整。 

https://www.materialsnet.com.tw/DocView.aspx?id=6636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1802514
https://kknews.cc/zh-tw/culture/klg5jar.html
https://youtu.be/WIs2L_jECDA
https://youtu.be/ZXUWh_PxIr8


5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本課程原規劃鎖定織品質感與生活運用之目標，但因疫情之故改為線上

課，因此把課程調整成加強學生的質感初階認識，進行生活選物的質感觀察及

搭配運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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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廠商想要透過電視廣告，讓觀眾想像巧克力的「絲滑柔順」，進而刺激觀眾的購買意

願。想像你們是電視廣告製作團隊，試著從「視覺」、「聽覺」、「動覺」、「觸覺」四個

要素，讓人們可以透過電視畫面，連結到巧克力「絲滑柔順」的質感。請問你們會怎麼做？

小組討論，把想法寫在白板上，再張貼於黑板。 

2. 觀看廣告短片，比較小組想法和廣告手法的異同。(口頭發表) 

3. 什麼是質感？質感如何被感知？(口頭發表) 

4. 生活中有過哪些印象深刻的觸覺經驗？配合學習單，寫下經驗並參考以下文字，形容它的質

地及意象連結：粗/細/滑/澀、柔/軟/硬/挺、蓬/實/厚/薄、冰/冷/涼/暖/熱、乾/濕/燥、反光

/平光/透光/半透光/不透光 

5. 小組分享(口頭發表)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了解質感的感知卻涉及觸覺、視覺、聽覺和動覺等多元感官經驗的統合。 

2. 了解質感連結多元感官，並能帶出生命記憶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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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以生活物品示範說明生活物品中的材料選用、功能訴求與質感表現的關係。 

2. 小組討論自訂主題，例如：「杯子」，小組成員分配攜帶「玻璃杯、瓷杯、陶杯、塑膠

杯、木杯」共 5 種不同材質的杯子到教室，並於下週進行展品材質介紹。 

3. 配合學習單，小組討論並完成小組成員分工表。 

註：由於疫情之故，原訂下週展示介紹活動改成線上進行。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了解生活用品的材料特性、功能訴求及質感美感的表現。 



8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小組成員依上週討論結果，預先在家中進行選物拍照與上傳。 

2. 小組透過 Meet 與預先上傳的照片，介紹生活選物其材料特性、機能與美感的表現。 

3. 老師針對小組發表進行講評、補充資料、統整學生的課堂發表。 

4. 學生利用 Jamboard 便利貼功能，發表對各組表現的互評。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了解生活用品的材料特性、機能與質感美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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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註：網路照片未版權，故馬賽克處理。 

 
註：製作 Jamboard版型，方便學生快速彙整 

 

註：網路照片未版權，故馬賽克處理。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派發課後任務：學生選擇單一食材（如蔬果、麵包、餅乾…等生活常見食材或食

品），尋找家中四種不同材質的器皿，進行搭配實驗並拍照排版後上傳。 

2. 本節課小組先從網路上尋找靈感，並把所蒐集到的圖片資料共編到 Jamboard，擴增學

生視野，為課後任務暖身。 

3. 老師播放預錄任務操作示範影片，並於 Google Classroom 提供簡報編排格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覺察器皿的材質與食材搭配上的美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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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註：老師示範影片 

 

註：老師示範任務成果 

 

註：提供簡報編排格式 

 

註：學生操作成果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預先在家中進行食材與器皿搭配美感實驗，並拍照上傳繳交至 Google 

Classroom。 

2. 老師再次播放任務操作示範影片，複習任務歷程及目的。 

3. 老師邀請各小組線上分享美感實驗歷程及體驗結果，老師講評與統整。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思考器皿選用在材質美感與風格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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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註：網路照片未版權，故馬賽克處理。 

 

註：網路照片未版權，故馬賽克處理。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老師提供網路影片「3 招敲定美食攝影」，讓學生了解道具材質的選擇，在營造食物美感

上的重要性，並請學生在 meet 留言版上用文字摘要影片重點。 

2. 任務 3 暖身活動：老師把任務 3 所需要分析的美食攝影作品貼在 Jamboard，讓學生在

自己的座號便利貼寫上自己的質感觀察，以提供其他同學參考。 

3. 任務 3 正式活動：老師提供各組 Jamboard 連結進行任務 3，分析美食攝影道具選物的

材質美感與氛圍。老師講評與總結。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思考日常餐具選用在材質美感與生活風格上的美感表現。 

 



12 

二、 教學觀察與反思 

材料本身提供重要的物理特性，形成人們的觸覺經驗。材料經過人為加

工，進一步提供各種更細緻的質感表現。人們的質感體會是錯綜複雜的。它

雖然是觸覺的，但因為經驗的累積，人們透過視覺便可連結到過往的所有觸

覺經驗，形成心理的感受，最後啟動多層次的情感連結：「它可能會勾起某個

回憶、某個似曾相似的場景，或是那些連自己都說不清的偏愛。此種直覺的

反應，背後隱藏的是對我來說，那是一種由物理到心裡的體會。」（註：揭開

台灣 10 種在地工藝材料美學！「觸之美」集結 15 組工藝家 感受從手到心

的工藝之美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1802514） 

這次的質感課程可說是經歷百般煎熬。一來是自己對課程的目標搖擺不

定，當客觀條件不允許時，就抓不住方向。二來是因為疫情來攪局，使到材

料已經就定位的「布料畫」創作單元被迫擱置。原本期望開學後再把它完成，

但疫情不樂觀，加上開學後諸多工作接踵而至，所以決定把質感課作急轉彎，

變成生活居家可以操作的餐桌器皿質感體驗。 

然而學生家中的生活器皿不及老師的多樣多變，即便老師強調實驗本身

是為了「啟動」美感覺察，觀察怎樣會更好，但因為線上教學在空間上的限

制，老師表達和學生接收之間有落差，加上線上課所花耗的時間是實體課的

兩倍，因此一節課能做到的內容很少，教學進度牛步。  

最後本課程還是理出了一條路：一、透過生活化的廣告切入，了解質感

是透過多元感官被人們所感知而形成記憶，並學習質感的分析與描述的字詞

運用；二、小組合作，從生活小物的質感介紹，分析其材料物理特徵、機能，

以及質感的美感觀察；三、從網路觀察各種食材與器皿的搭配，初步了解選

用適合的質感器皿，能為食材加分；四、在家自己動手操作看看，同樣的一

種食材盛裝在不同材質的器皿上，會產生何種美感表現，你最喜歡哪一種，

為什麼；五、透過網路上的美食攝影照片，學生分析其攝影道具質感如何替

食材表現加分。希望同學經歷過這次質感課程，能對生活中的器皿運用有多

一點材料、機能與美感上的觀察與思考。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18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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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