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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洪維蔓 

實施年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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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山海石之戀Ｉ-家的質感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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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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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彩、質感、立體構成能力，但較無接觸過質感面向，枋中致力於創客推廣，學生皆有基

礎動手做的能力，此次教案以質感進行創客，可補足質感構面的能力，發現生活中的質感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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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徐徐的微風拂過中央山脈的尾端，綿延的山脈在夏日南風吹拂的時分格外的壯麗優美，山稜

線與肌理清晰可見。枋寮車站後有山巒圍繞，出車站往前走就是一望無際的海洋，海平線的

沙、漂流木與消波塊推著一滾一滾的浪花。 

而枋寮高中，就位於依山傍海的寧靜小鎮中心，與山海為臨。 

本教案與下學期教案接續，先讓學生自備物品，在課堂上進行恐怖箱挑戰，初步用手指感受

質感之美，再進入校園踏查，尋找探索建築與土地中的砂石肌理質地，用手及腳親身感受這

片土地，並利用小玻璃瓶蒐集喜歡的質感保存，回到教室發表分享自己的感受，由老師總

結，並介紹傳統抿石子、磨石子、洗石子、斬石子等傳統技藝，將營養午餐的牛奶盒回收再

利用，製成模具及打孔，調製水泥（或珪藻土）材料，再把自己喜愛的砂石質感紋理融入其

中，完成水泥（珪藻土）盆的製作。建模、灌模、加入質感、脫模、打磨．．．觸摸著盆器

製成的每個步驟，藉由手作的細膩溫度，親身感受盆器與所在土地之間的對話。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１·體驗日常常見之物的觸覺感受。 

２·用身體發現所處環境質地之美。 

３·敘述出不同質感之間有何異同？ 

 

 美感技術 

１·製作水泥盆器的技能。 

２·建模、灌膜、脫膜、打磨等技術。 

 

 美感概念 

１·了解抿石子、磨石子、洗石子、斬石子差異與案例欣賞。 

２·水泥盆製作方法。 

３·質感的種類分辨。 

 

 其他美感目標 

與生活科技課跨域結合，配合校本創客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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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進度表 

四、預期成果：  

對質感有感，對美有感。 

建立學生對生活周遭更深刻的感知能力，能從生活中發現美，並且說出為何美。 

對質感進一步因地制宜的應用，感受質感於生活物件中的轉換與重要性。 

理解翻模製作的流程與技術。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１２／４ 

單元目標 探索恐怖箱質感 

操作簡述 

由學生自身蒐集不同的質感題材，放入恐怖箱

內，讓學生剔除視覺感知，實際體驗材質質地。

將蒐集而來的質感分類，觀察與紀錄，並加入質

感小活動喚起質感記憶。 

2 １２／１１ 

單元目標 蒐集校園砂石質感 

操作簡述 

實際走訪校園各處，於校舍各個角落、土地，將

不同質感的砂石蒐集於玻璃瓶內，於課堂中分

享，再由教師檢討與說明古老的石子技藝。 

3 １２／１８ 

單元目標 環保模具製作 

操作簡述 
教師指導水泥盆作法，利用環保紙盒作模，並預

留孔洞位置，完成模具製作。 

4 １２／２５ 

單元目標 多重質感的協奏曲 

操作簡述 
依混和水泥粉、砂、等材料，加入每人蒐集來相

異質感的砂石土，完成灌模。 

5 １／１ 

單元目標 細節的經營 

操作簡述 

將水泥盆脫膜後打磨拋光，依個人美感經驗保留

些許砂石質感，讓表面保留凹凸韻律，感受質感

之美。 

6 １／８ 

單元目標 質感欣賞與回饋 

操作簡述 
水泥盆的欣賞與分享，透過親手觸摸感受不同作

品間的質感差異，分析差異後檢討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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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書籍： 

初學者 OK！綠意花園水泥雜貨設計書／原嶋早苗／良品文化／2018/09/06 

簡單製作獨具魅力的設計小品：透過水泥、石膏、黏土、布料、天然材料及廢物利用創造 6

種素材的反轉魅力／裵榮珠／北星／2017/07/27 

 

六、教學資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vnY9mCAM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e9NcxaN62Y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無調整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8E%9F%E5%B6%8B%E6%97%A9%E8%8B%97/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nofrill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A3%B5%E6%A6%AE%E7%8F%A0/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nor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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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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質感踏查 

欣賞並蒐集校園質感之美，並且將之拓印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是什麼？ 

曾經發現校園中有什麼特殊的質感表面嗎？分享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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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恐怖箱體驗及質感分享發表 

藉由質感探索小活動去感受各種不同的質地，並能形容出各質感間的差異。 

C 課程關鍵思考： 

說說看，摸到了什麼？觸感如何？ 

敘述出不同質感之間有何異同？ 

有過這樣的觸感經驗嗎？分享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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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記憶中的石子質感蒐集 

連結石子、種子等物品質感與過去的記憶，尋找能代表屬於個人回憶的物件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的記憶描述，可以對應哪樣的質感感受？ 

我對家的記憶是什麼？試著描述出來並尋找相對應的物體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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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磨石子／抿石子的質感探索 

將蒐集而來的質感加入抿石泥當中攪拌，運用磨石子／抿石子兩種不同手法（正反兩

面），體驗石子工藝之美。 

嘗試掌握時間和濕度，用海綿擦出抿石子的質地。 

C 課程關鍵思考： 

「洗石子」、「抿石子」、「磨石子」是什麼？ 

不同質感的石子，創作出的抿石子和磨石子會呈現怎樣的效果？ 

是否能掌握好抿石泥濕度及擦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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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磨石子／抿石子實作 

將杯墊打磨露出石子質地，感受磨石子之美。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製作抿石子與磨石子工藝？ 

如何運用兩種技法，結合自己蒐集的砂石，製作出具個人特色的抿石杯墊？ 

 



10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磨石子實作 II 與賞析 

欣賞不同的磨／抿石杯墊美感，並請同學互相分享石子質感的記憶故事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質感的石子製作的磨／抿石子作品分別產生什麼樣的美感經驗？ 

可以從石子作品中感受同學們的記憶故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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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課程結合對物件質感的感受經驗，與古老的磨石子抿石子技法，讓學生動手

做具有個人質感經驗的磨／抿石子杯墊。 

此美感課程實際安排上，關於＂家的記憶＂及與石子質感的連結，在課程上

的引導上較為不足，因此學生在尋找代表性的砂石或種子的時候較沒有方

向，但亦有同學分享與父親釣魚的經驗而從魚池內尋找透明石子，創作的成

品晶瑩剔透，結合了美感經驗與家庭記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因此在之後的課程安排上，會特別引導摸到不同質感時，心理產生的感受與

過去經驗的連結，而製作抿石的時間很關鍵，也會盡量安排兩節課連堂，才

能抓準時機抿得恰到好處，以免有突發狀況，或是作品太濕抿完凹凸不平或

石子掉落等現象，需要經驗的積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