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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陳芊妤 

實施年級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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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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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地圖，百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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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學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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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具備色彩搭配及版面構成能力，藉由日常生活的觀察與收集各式各樣材質，已達成美

感質感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 

讓學生發現其實「美感」的可能性存在於生活中，只要常保觀察之心，就能發現「美感」的

存在，『質感』是存在生活中很直接的感官感覺，透過美感課程帶領學生從經驗記憶整理出對

質感的辨識，透過物品的形態探討，讓學生可以在不同的質感中，辨別選擇與創作一個優

質、得宜的質感樣式，鑲嵌或拓印在水泥器皿表面，加以呈現水泥器皿的多元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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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透過生活中各式材質收集，能分辨不同素材在視覺、觸覺上的差異。 

 

 美感技術： 

利用雕塑技法完成模型製作，再將模型進行翻模，訓練辨別與感受美感中質感差異

的能力。 

 

 美感概念： 

感知素材在生活應用上的影響，且能運用異材質創作合宜的質感器皿。 

 

 其他美感目標： 

將完成的器皿依美感植栽，佈置於美術教室外的藝術庭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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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週 

單元目標 視覺與觸覺：質感辨別 

操作簡述 

帶領學生進行質感的探索與觀察，由記憶中搜尋

所觀察到的質感想像，實際觸摸後與想像中的質

感進行比對，透過文字說明觸感感受，進而思考

如何運用於翻模創作中。 

2 第六週 

單元目標 合宜的質感運用 

操作簡述 

透過美感電子書的圖片，引導學生認識質感，並

說明該圖片中元素組合的質感意象，引導觀察生

活中的質感實例, 分析其帶給我們的質感意象。 

3 第七週 

單元目標 生活素材的收集 

操作簡述 

實際走訪學校附近公園，觀察並尋找個人喜歡的

自然有機物（如：石頭、樹葉、樹枝、花朵、泥

土等），完成異材質的質感搭配，並將收集到的個

人實體質感素材，合宜的計畫、安排於器皿表

面。 

4 第八週 
單元目標 水泥器皿製作 

操作簡述 依照不同的意象主題,創造出合乎主題構成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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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透過生活環境的媒材探尋，認識各式素材的質感樣貌，分析素材質地變化，提升學生對於質

感的敏銳度，透過檢視生活素材應用，掌握素材質感特性，運用素材的色彩搭配及重組，使

學生發現質感在生活中的無所不在，透過觀察、分析的練習，利用質感差異進行異材質創

作，養成觀察日常的習慣，體認美感無所不在，只是缺少發現。 

五、參考書籍： 

1. 《華興慢教育》 

2. 《美感練習誌》 

3. 《如何培養美感》、漢寶德著、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0 

《談美感》、漢寶德著、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7 

六、教學資源： 

想泥手作工作室、網路資源 

 

 

 

 

 

 

搭配，收集與分類質感物件並將質地翻模與灌模

於水泥器皿上。 

5 第九週 

單元目標 擺拍質感生活家 

操作簡述 

將完成後的器皿與準備好的植栽（請同學至校園

附近的興中花市尋找適合的花材）做質感搭配，

利用擺拍與光影美感將一樣產品創造不同感受。 

6 第十週 

單元目標 綜合討論 

操作簡述 
透過成果分享學會反思,進而創造生活中合宜質感

的美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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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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關係水泥課程無法於線上進行教學，延後於九月進

行課程。原先預計訂購花材讓學生於教室選擇搭配盆器的部

分取消，混凝土以及器材改為一人一份，撿拾樹葉及樹脂製

做機裡也改為利用手邊牙籤或不同機裡的塑膠材質取代，工

具及材料避免交叉使用，以免造成病毒交叉感染。 

2. 原於第二堂課說明質感定義，往前於第一堂課先行說明 

3. 由於水泥灌模與翻模的製作時間長，無法於 50 分鐘完成，故

改為一週講解並練習，下一週同時進行質感灌模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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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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透過美感電子書設計質感相關課題，說明質感定義後，教師準備各式各樣的樹枝樹

葉、乾燥花等材料，向學生解釋如何運用於水泥器皿表面，進行比較質感的活動，並請同

學分組進行討論分系後上台分享，以建構質感資料庫。 

C 課程關鍵思考： 

引導學生察覺質感差異，並思考合宜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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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請學生準備各式各樣不同質感與造型的容器至課堂中，例如：寶特瓶、牛奶盒、塑膠袋、

吸管、鐵鋁罐等。教師於課堂中說明製作水泥器皿的步驟，並請學生調和適當比例的水

泥，灌入模具當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過視覺與觸覺，感受與發想器皿表面質感的創意製作，並發現美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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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原訂以樹葉樹枝製作器皿質感，因疫情關係改為個別製作，以不同的材質容器為基底，搭

配雙色灌模（白水泥與灰水泥），並以牙籤進行質感製作，達到不同質感運用的任務。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以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容器為基底，透過表面的質感觀察，發現質感的茶藝與美感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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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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水泥凝固後以剪刀、美工刀、鉗子等工具進行拆模，拆膜後將完成的水泥器皿泡於水

中，使用砂紙進行表面質感打磨。 

C 課程關鍵思考： 

思考純粹清水模質感與加入質感後的清水模所帶來的美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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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於課堂中搜尋水泥器皿相關商品，給予學生合宜的美感建議後，由學生根據自身美感

喜好，為其作品加入質感或色彩，以豐富作品的細節層次，當然亦可以繳交純粹清水模作

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利用精簡的配色與質感差異做出高質感的美感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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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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上週帶回拍攝的水泥盆器照片上傳 google classroom，課堂中教師播放學生的照片進行

美感指導與建議，學生可藉由觀賞他人成果照學習與自己不同的靈感與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透國質感容器製作，讓學生思索材質的合宜性，如何將製作的容器結合於生活中，使美感

兼具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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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原先設計的課程因疫情關係有所調整，有些美中不足之處，不過大

部分學生在實作課時仍然保持高度熱忱讓教師相當感動，由於時間

不足，若未來許可，質感課程可以延伸種植與攝影的單元，讓學生

了解植栽的養護，將課程貼近生活，也將美感落實於生活，而非侷

限於課程既有的規劃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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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