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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林武成 

實施年級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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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樸質之物、好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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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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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年級於 108 年學度參與構成、色彩，已習慣教師操作美感實驗課程節奏:從發現、探

索、應用經驗連結。 

 

* 先備能力：  

雖然七年級新生對於美感課程陌生，本課程動手操作，相當適合鄉下孩子的天性。 

 

 

 



2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以校園材質採集活動開始，學生根據材質特性歸納整理，紀錄其名稱、表徵及觸感，

喚起視覺與觸覺的連動關係，感受從手到心的美感體會。其次，利用攜帶式電子顯微鏡，觀

察探索材質表面的節理變化（樣態），並記錄比較不同視域觀看，記憶質感凹凸節理。再來，

藉由鎚敲打磨，改變材質的原始質感光澤，體驗凹凸之間的真實感受與光線的應用。最後從

校園中俯拾皆是的斷枝，根據自已的喜好打磨拋光或打花，體現出木質維度，感受其內外的

樸質感，並將此物封固於透明ＵＶ塑脂內製作成紙鎮，並分享與好質的邂逅之感。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盤點校園中的材質，摸摸看，紀錄其名稱、表徵及觸感。 

2.利用攜帶式電子顯微鏡，微觀察材質的表面凹凸節理與光澤。 

 美感技術 

1.能操作手持式電子顯微鏡，調整倍率觀察材質並拍照。  

2.操作電動手工具更換相對材質所需的配件鑽頭，進行拋光、打花技術。 

3.使用各種小木工相關工具材料，製作各種凹凸節理。 

4.能調配ＵＶ塑脂比例，灌模封固物質。 

 美感概念 

1.材質＝節理＝凹凸（質地） 

2.觸之美＝軟硬、粗細、涼暖、滑順（感覺） 

3.質感為材料與技法兩元素所構成。 

 其他美感目標 

1.跨域：生活科技、自然、國文 

2.在地：校園中常見各種樹木斷枝的木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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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15 

單元目標 觸動校園有感 

操作簡述 
1.盤點校園中可見的材質，模模看感受材料表面的質

地是光滑，還是粗糙；感受其溫度是冰冷還是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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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紀錄所見表面質地特徵與當下的感覺，喚起學生視

覺與觸覺的連動關係。 

2.學生分組就其所採集的材質，進行歸納分類 

，了解校園材質種類。 

2 10/19~22 

單元目標 探索質地-記憶真相 

操作簡述 

1.教師說明示範攜帶式電子顯微鏡操作方法。 

2.利用電子顯微鏡，觀察校園金屬、木、紙、土、

石、玻璃等材質的表面凹凸樣態與光澤變化。 

3.比較探索各種材質凹凸變化結構、孔隙關係。記憶

微觀世界質感特徵，回憶觸覺感受。 

3 10/26~29 

單元目標 凹凸之間的真實感受 

操作簡述 

1.教師說明示範手持電動工具、木工具的操作及公共

安全。 

2.學生使用上述手工具，對不同軟硬材質，嘗試拋光

研磨、打花方式改變材質表面節理，使學生覺知質感

為材料與技法元素所構成。 

4 11/2~5 

單元目標 樸質之態練功房 

操作簡述 

1.選擇木質材料，分隔九宮格、利用各種手工具，練

習各式打花凹凸質感變化。 

2.嘗試不同性質的塗料，改變表面光澤質感。 

5 11/9~12 

單元目標 樸質之物-紙鎮 

操作簡述 

1.撿拾校園中樹木殘枝，裁剪所需長度， 

2.進行質感處理，打磨出木質維度，感受木頭的內外

樸質感。 

3.將此樸質之物灌膜封固於ＵＶ塑脂內，學生可以依

照自己所製作的殘枝質感，連結第四堂課練習，設計

相對的塑脂質感，製成紙鎮。 

6 11/16~19 

單元目標 好質邂逅的對話 

操作簡述 
1.展示作品並分享對話。 

2.學習單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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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美感基礎課程結合日常生活脈絡，使學生動手操作提升學習動機，建立其成功經驗與自信

心。 

2.建構累積美感學習歷程，培養學生觀察現象、探索、合作、提問、反思之問題解決能力。 

3.藉由美感初體驗，以在地材料主體，提升東山學生美感經驗與跨域思維能力。 

4.奠定學生美感素養，能發現校園環境美感問題，主動提出與環境共好。 

五、參考書籍： 

1.《漂流之島：小亨利的微型漂流木創作》，小亨利／廖家威（攝影），一起來，2012 年。 

2.《我的木工初體驗：在家動手做療癒木製小物，打造幸福生活器具、飾品、玩具》，張付

花，創意市集，2019 年。 

3.《木作手工具研磨整修：使用目的＋挑選工具＋研磨加工，找出專屬手感、展現最高潛能

的調整維修技法》，手柴正範，譯者張心紅，易博士，2019 年。 

4.《木雕刻創作(精裝)》，竹田光幸，麗寶文化，2019 年 

5.《手造美：生活的質感，決定家的幸福力！》，荻原健太郎/太田文、譯者：褚炫初，三

采，2012 年。 

6.《一把美工刀削出可愛小動物：我的第一本木雕手作書》，許志達，創意市集，2017 年。 

7.《手作木筆全書》，徐志雄、樂爸（林正豐），布克，2019 年。 

六、教學資源： 

1.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聯經出版，2010 年） 

2.蕭亦芝撰稿，《 美感入門》（ 臺南市：成功大學，2019 年）。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生活美感

電子書發展計畫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about-aesthetics/about/ 

3.葉承享主編，《觸之美-從手到心的美感體會》（南投縣：國立臺灣手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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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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原實施對象是受過一學年美感課程的東山國中學生，109 學年度因教

師平調官田國中，實際授課學生皆未有美感課程經驗，因此，增加一堂「恐

怖箱-喚起觸覺與視覺的連結」先備知識相關概念課程。同時調整九宮格質感

探索，簡化在一根木條上嘗試凹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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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恐怖箱-喚起觸覺與視覺的連結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依序觸摸五個箱子內的物件，感受物件表面的肌理質感，根據過去經驗聯想該物件可

能之材質或物件名稱。 

2.紀錄五個箱子內物件的質地訊息與感覺以及對應個人經驗到的材質。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教材準備：備用五個空箱子，放置外型經過改造的物件:橡皮筋、刷子、防滑墊、手套

及防撞條，主要是避免「物件外型」因素干擾，強化學生對質地的觸覺經驗。 

二、課前說明：僅能以手感碰觸物體表面肌理，藉由觸覺與過去經驗連結，記錄其經驗中

的材質(以下稱經驗材質)。 

三、歷程導引： 

1.請思考經驗材質、真實材質之間存在著哪些相似材質，具有相似的觸覺? 

2.感受材質的溫度、粗細、軟硬等基礎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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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觸動校園有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盤點校園中可見的材質，模模看感受材料表面的質地是光滑，還是粗糙；感受其溫度是冰

冷還是溫暖，並紀錄所見表面質地特徵與當下的感覺，喚起學生視覺與觸覺的連動關係。 

2.學生就其所採集的材質，進行歸納分類，了解校園材質種類。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教材準備：教師設計紀錄材質的學習單。  

二、課前說明：尋找校園中軟硬性物件各五種。紀錄其質地描述、感覺(範例如下)。 

1.質地描述：具有一定的硬度，不易彎折易碎，表面經過處理光滑有光澤。 

2.感覺：與皮膚接觸具有溫軟感覺，古代人以其象徵溫文儒雅，具有居子風度。 

三、歷程導引： 

1.摸摸看、感受材料表面質地的光滑、粗糙感受及其溫度感。 

2.沒有標準答案，請自信寫出內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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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探索質地-記憶真相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分組利用 usb 連接手機、筆電電子顯微鏡，觀察校園金屬、木、紙、土、石、玻璃等材

質的表面凹凸樣態與光澤變化。 

2.比較探索各種材質凹凸變化結構、孔隙關係。記憶微觀世界質感特徵，回憶觸覺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教材準備：準備平板、筆電提供弱勢家庭學生使用。 

二、課前說明：教師說明示範攜帶式電子顯微鏡操作方法。 

三、歷程導引： 

1.注意肉眼所見表面光滑、粗糙的物質，在微觀世界所呈現的肌理變化。 

2.導引學生注意，不同質感得表面凹凸關係，包括方向、形狀、密度等視覺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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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凹凸之間的真實感受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撿拾校園枯枝，利用線鋸裁切所需尺寸。 

2.利用美工刀、尖錐等物，進行除去樹皮，再利用不同細目的砂紙打磨。 

3.練習電動雕刻筆的各種鑽頭更換與正確操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教材準備：電動手工具雕刻筆組、各種細目砂紙、線鋸、美工刀、尖錐。 

二、課前說明：教師示範手持電動工具、木工具的操作及公共安全。 

三、歷程導引： 

1.研磨與切割鑽頭分別運用這些鑽頭製造凹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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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樸質之態練功房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選擇木質材料，利用各種手工具鑽頭，練習各式打花凹凸質感變化。 

2.嘗試不同性質的塗料，改變表面光澤質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教材準備：電動手工具雕刻筆組、各種細目砂紙、線鋸、美工刀、尖錐。 

二、課前說明：嘗試拋光研磨、打花方式改變材質表面節理，使學生覺知質感為材料與技

法元素所構成。 

三、歷程導引：導引學生使用各種不同鑽頭，嘗試以素描筆觸，製造不同凹凸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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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樸質之物-紙鎮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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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撿拾校園中樹木殘枝，裁剪所需長度，進行質感處理，打磨出木質維度，感受木材的內外

樸質感。 

2.以紙杯作為模具，依紙杯直徑畫圓排列樹枝，以利修剪所需長度。 

3.將 A(主劑)、B(硬化劑)依 A:B=3:1(重量比)方式混合並均勻攪拌，利用吹風機加熱排氣，

靜置約 15 分鐘之後即可灌注。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教材準備：線鋸、電動工具、電子秤、ＵＶ塑脂 AB劑、紙杯、免洗筷、吹風機 

二、課前說明： 

1.可以依照自己所製作的殘枝質感，連結第四堂課練習，設計相對的塑脂質感，製成紙

鎮。 

 2.說明灌注 uv 塑脂注意事項。 

三、歷程導引： 

1.嘗試不同方向、高低、角度放置樹枝，追求適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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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好質邂逅的對話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拆模，利用各種細目砂紙整理邊緣。 

2.使用拋光研磨劑做拋光的動作 

3.待研磨後，以金油或亮光漆做表面處裡即可完成。 

4.展示作品並分享對話。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教材準備： 各種細目砂紙、抹布、拋光研磨劑、亮光油。 

二、課前說明：展示個人作品，相互欣賞。 

二、歷程導引：分享美感歷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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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課堂 1 恐怖箱單元，學生想盡辦法透過觸碰物件的外在形狀，已取得材質訊

息，更有學生會以嗅覺來確認材質味道。從訊息的取得觀之，學生主動透過各

種管道搜尋訊息值得讚賞。質感本身的觸覺連棟視覺觀之，還是降低各種可能

干擾，集中於探索項目為佳。 

2.利用攜帶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探索材質表面的節理變化（樣態），總是能夠

引起學生的興趣，他們總是喜歡到處去探索微它們感興趣的東西，在顯微鏡下

的世界。 

3.藉由各種鑽頭及不同筆觸處理，這些被丟棄的枯枝，意外產生各種凹凸之間

的節理，有著特殊的質感。 

4.電動手工具的使用技巧不熟練，損壞不少鑽頭。未來可安排一堂特別介紹使

用工具及保養的課程。 

5.學生在進行樹脂灌漿，總是將桌面弄得到處都是，對於調配 AB 兩劑往往不

知所措，未來還是由老師帶領組長進行訓練，再由各組組長負責。 

6.取之不盡的校園枯枝，作為紙鎮確實有著不同的樸質風味，未來可以發展為

學校文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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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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