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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 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國中部） 

學校地址 832308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 4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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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進班年級 八、九年級 班級數 五 

教師姓名 李紀瑩 

二、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八、九年級 

班級數：五班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課程名稱：固「質」己見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課程執行類別：美感通識課程（6 小時）  基本設計選修（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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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八、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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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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將美感教育帶入，以發現為主的初階課程，分享不同實例喚起學生對美感有感

的意識，從生活題材練習產生經驗累積，期許學生對生活與環境產生觀察力與感受力。 

 

透過色彩、構成兩個構面，「學習本色：我的國英數自社」與「排排讚，在日常遇上構

成」課程，鼓勵學生培養多嘗試的態度，觀察且從中發現美所帶來的樂趣，累積且記憶

這樣的經驗歷程，運用在未來的生活上，共譜和諧、美好的對話。 

 

* 先備能力： 

1.閱讀過美感入門電子書，知道美感與秩序和美感六大構面。 

2.透過 108 美感初探，已逐步培養將美感與生活連結的習慣。 

3.具備色彩與基礎編排構圖的能力。 

 

一、課程概述： 

以「質感」構面為課程主軸，與學生一起探索，什麼是質感？請學生收集生活中隨手可取得

的不同材料，分析其質感元素，感受觸覺、視覺與經驗連動的概念。將材質分類黏貼在「質

感收集盒」並分析寫下感受紀錄。於美術教室展示各班不同作品，成為質感記憶展示牆，讓

各班同學欣賞體驗觸摸不同材質所呈現的不同質感，建立質感資料庫，運用於水晶膠練習。 

 

經由學生最愛的活動：吃，讓學生對質感產生更大的興趣與連結，透過小方塊厚片吐司的表

面包覆練習，感受質感與口感對食物產生的作用，並參考質感牆內容，運用食材模擬出自然

物質感。 

 

多方感受材質的特性與組合，在介紹透明水晶膠（環氧樹酯）的材料特性與多樣作品範例

後，請學生繪製設計出吊飾構圖，進行吊飾元素的收集與製作。學習依比例正確調製使用水

晶膠，將編排設計後，不同的物品元素凝固於同一模具中，依其透明的特性整合並看見所有

物件，完成整體性具美感的吊飾設計。 

 

透過課程讓學生親手體驗與接觸物件材料，觀察實際物質的性質與表現，藉以創造更具美感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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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透過生活物品、瓷盤、植物、校園環境去觀察不同材質。 

 美感技術 

1.依材料屬性整理分類。 

2.切割厚紙板與黏貼。 

3.依正確比例攪拌水晶膠，處理氣泡並灌模成型與修整的方法。 

 美感概念 

1.察覺材質的豐富多樣性與其特性和影響。 

2.感受材質的屬性，並依特性，適切合宜地組合運用。 

3.在操作過程中體驗質感是觸覺、視覺與經驗連動的統合。 

 其他美感目標 

1.感受生活環境的美並加以愛護。 

2.珍惜食材與體驗擺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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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 

10/23 

單元目標 
1.認識何謂質感構面。 

2.感受材質特性所產生的美感。 

操作簡述 

●質感初探 

1.說明何謂質感。 

2.引導學生從舊有經驗中進行質感的感受討論。例

如：「天然、人為」，「粗糙、細緻」，「亮面、霧

面」……，並完成學習單。 

2 
10/26- 

10/30 
單元目標 

1.發現質感的眾多種類。 

2.感受質感的差異。 

3.在收集盒內進行合宜的分割，並能感受分割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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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質感收集盒 

1.學生從生活中尋找收集不同物件、材料、質感。 

2.將材料依其特性做分類整理。 

3.不同性質與質感物件，分別黏貼在至少分割三格

的紙盒中，完成兩個質感收集盒。 

3 
11/02- 

11/06 

單元目標 

1.建立質感資料庫。 

2.練習為不同材質找到共通性，為其質感命名。 

3.透過質感收集盒的作品，提供未來製作吐司方塊

表面的質感練習。 

操作簡述 

●記憶質感 

1.學生分析自己所收集的質感特質並記錄其特性，

寫下質感所帶來的感受。 

2.展示個人質感收集盒於美術教室。  

3.學生欣賞並觸摸他人的質感收集作品。 

4 
11/09- 

11/13 

單元目標 

1.從食物料理中感受質感的觸覺與視覺。 

2.參考質感牆的自然物，思考如何運用食材、技法

製作出不同質感，改變吐司的表面質地。 

3.透過方塊土司進行表面、質地與包覆的練習體

驗。 

4.以食材為練習時，著重感受口感。 

5.思考味覺與視覺感受，如搭配好的器皿，亦能提

升美味感受。 

操作簡述 

●質感食堂/厚片吐司方塊 

1.將吐司去邊切成方形小塊。 

2.抹以奶油、果醬、巧克力、花生醬……為媒介，將

吐司方塊沾裹不同質感素材，例：堅果、巧克力、

玉米、蔬菜……等配料。 

3.從表面改變其單一質感，使它入口不乾，增加口

感。 

4.增加吐司表面質感的變化與多樣性，例如：使用

餅乾碎粒模擬成細土，巧克力片捲模擬成樹枝。 

5.完成的作品加以呈盤，並珍惜剩餘食材與復原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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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6- 

11/20 

單元目標 

1.從豐富的質感收集盒展示牆中，找尋靈感並多嘗

試。 

2.運用所收集的材料，設計水晶膠吊飾與桌上便簽

夾。 

3.認識水晶膠此材料與技法操作。 

操作簡述 

●逅質構好，水晶膠 

1.設計兩個約 5cm×10cm 吊飾，思考主題與構圖

編排。 

2.製作一個方形立體桌上便簽夾。 

3.運用在「質感收集盒」中所分析的主題特質來發

想設計，並準備不同質地的物件材料置入水晶膠，

其中需含有自然物或立體物的運用。 

4.調水晶膠 AB 劑、擺置物件、灌模、調整、靜置

硬化。 

6 
11/23- 

11/27 

單元目標 
1.修整精緻水晶膠並與選擇合宜的五金吊飾搭配。 

2.運用材質特性，設計出獨特的作品。 

操作簡述 

●沁透流映，水晶膠吊飾 

1 使用砂紙、刻磨機將硬化後的水晶膠修整滑順。 

2.搭配五金吊飾與飾品。 

四、預期成果： 

1. 覺察生活中質感的多樣性並能分析其特性與加以分類。 

2. 能善用材質特性，選擇合宜的材質相互搭配使用。 

3. 創造不同以往的質感經驗。 

4. 察覺質感對生活造成的影響。 

5. 能運用不同材料與技法，模擬創造出不同質感。 

6. 懂得選用適當材料與技法，創造出符合需求並具美感的作品。 

五、參考書籍： 

●書名：做設計的第一堂材料課／作者： Inna Alesina, Ellen Lupton／出版社：原點 ／出版年：2020 年 3 月 

●美感練習誌、美感入門、美感學習工具手冊指引 

六、教學資源： 

教師自製 PPT、電腦、投影機、相機、UV 機、電動刻磨機 

美術紙、厚紙卡、襯紙板、顏料、剪刀、美工刀、切割墊、膠帶、保麗龍膠 

厚片吐司與多樣食材、塑膠手套、口罩、瓷盤、水晶膠、模具、量杯、冰棒棍、竹籤、銼刀、五金吊飾、衛

生紙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Inna+Alesina/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llen+Lupton/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yua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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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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依計畫概述內容進行，未進行調整。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質感初探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透過老師說明 ppt 與影片內容，認識何謂質感。 

2.學生從舊有經驗中進行質感的感受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1.從日常生活與同學切入思考，去認識何謂質感。 

2.感受並了解材質特性所產生的影響。 

3.思考生活中接觸到材質與運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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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質感收集盒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從校園與生活中尋找收集不同物件、材料、質感。 

2.把材料依其特性做分類整理。 

3.在收集盒內進行合宜的分割，並感受分割的比例結果。 

4.將不同性質與質感物件，分別黏貼在紙盒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1.透過收集、分類、觸摸……，感受質感的多樣性。 

2.學生在動手黏貼並分割紙板過程，一邊可複習構成與比較區塊的比例差異。 

3.以材質的質地為主要分類要素，應避免錯誤的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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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記憶質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完成兩個質感收集盒。 

2.學生分析自己所收集的質感特質與記錄其特性，寫下質感所帶來的感受並為作品命名。 

3.展示個人質感收集盒於美術教室，欣賞並觸摸他人的質感收集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質感是影響美感的重要成分。 

2.在操作過程中，學生能意識到材料的不同所傳遞的作用；希望學生在日後能覺察到質感並

善用此經驗，不強調學生的創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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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質感食堂/厚片吐司方塊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各自帶來不同材質的盤子。 

2.將吐司去邊切成 4 份方形小塊。 

3.抹以奶油、果醬、巧克力、花生醬……為媒介，將吐司方塊沾裹不同質感素材，例：海

苔、堅果、巧克力、玉米、蔬菜……等配料。 

4.從表面改變吐司單一質感，使它入口不乾，增加口感與視覺上的變化。 

5.思考並增加吐司表面質感的變化與多樣性。 

6.進行承裝擺盤拍照。 

7.餘料的運用與環境整理。 

C 課程關鍵思考： 

1.從觸摸料理食物中，感受觸覺與視覺的質感。 

2.能類比收集質感過程中，所感受的差異，進行吐司表面質地變化。 

3.感受食物與食器之間的關係。 

4.妥善利用食材，在不浪費與珍惜的態度中進行創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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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逅質構好，水晶膠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在老師發的設計紙上，設計兩個吊飾，思考主題與構圖編排，可多利用在質感收集盒

課程中，所收集的物件。 

2.設計製作一個方形立體桌上便簽夾。 

3.準備好不同質地的物件材料，其中含有自然物或立體物的運用，擺放好後置入水晶膠。 

4.調製水晶膠 AB 劑、擺置物件、灌模、調整、靜置硬化。 

C 課程關鍵思考： 

1.能跳脫以繪畫或是圖片的設計，善用物件的質地與立體空間效果。 

2.材質操作具有關鍵的時間要素，需善加控制運用。 

3.了解材料的特性，呈現最佳效果。 

4.特殊材料的正確操作流程，與環境復原，都是要不斷提醒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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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沁透流映，水晶膠吊飾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將乾凅的水晶膠脫模。 

2.使用砂紙、銼刀、刻磨機將硬化後的水晶膠修整滑順。 

3.搭配合宜的五金吊飾與飾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因材質的特殊與效果，多能引發學生興趣，再不求快的情況下，鼓勵學生仔細調整物件。 

2.引導學生重複灌模修整，為成就一個好的作品，需要耐心。 

3.透過視覺與觸覺操作質感練習，並封存質感記憶，作為最好的紀念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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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部分學生較不擅長分類物品的質感，容易變成分類色彩、風格、雜物收集；分

類的方向與概念需再學習。 

 

2.在收集質感物件過程中，許多學生就地從校園中取材，雖能善用環境資源，但

也因此種類受限。 

 

3.質感食堂的吐司課程中，學生易變成家政操作，去思考內容搭配口味，與土司

造型的趣味和擺盤。未來在課程進行中應更設立部分限制，以外型質感為優先與

兼備口味搭配。 

 

4.教師在水晶膠課程中須面對不同的問題處理，同時因材料黏稠有時間性需掌

握，未能好好紀錄課程進行。 

 

5.在水晶膠吊飾練習中，許多學生習慣以平面圖片放置膠中；未來應在課前準備

中更加強物件元素的收集，並在設計思考時提醒。 

 

6.教師須思考如何簡化水晶膠材料的調配使用，讓學生不疾不徐操作練習，並加

速環境復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