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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魏士超 

實施年級 一、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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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校園拾遺—樹枝的同質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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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一、二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於第一學期已上過「府城漫步—舊質新感」之質感課程，對於校園建築中常用的建築

材質，如：水泥、磨石子、抿石子、紅磚…等，已有初步認識，為加深學生對於質感的體

認，本學期以樹枝、木頭為媒材，亦讓學生練習使用手工具，透過木頭了解「同質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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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教案參考南區黃珮綺教師與張銘修教師所開發的課程，以學生日常接觸的校園為主要環

境，主題設定校園中的常見樹木。從樹枝的長、短、粗、細感受美感比例。再從校園修剪

的廢棄樹枝中挑選素材，在取捨之中，截取一段視覺感受最佳，並符合手感線條的比例的

枝材。除此之外，一截樹枝由未經處理的粗糙樹皮，到處理過的光滑表面，同一種材質卻

有著不同的質感與色彩。希望透過本案，除了讓學生體驗樹枝的比例、質感、色彩之美，

也結合生物與環境教育，能讓學生對於環境保護更加重視。希望本課程讓學生放慢腳步，

用心感受＂天然木頭＂的比例、質感之美。本課程於 110 年執行期間，遇到新冠肺炎疫

情，全國各級學校自 110/5/19 日後實體停課，故實作部分配合線上課程做更動調整。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 

1. 了解比例的基本概念，培養學生「比例」的觀察能力，讓學生可以主動覺察到

生活中自然物的比例美，了解局部與整體間的比例關係。 

2. 學生能從校園中觀察不同樹木的生長特色與枝幹、樹皮、樹葉等質感。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 

1. 觀察生活中物件的比例及構成，能夠具體指出影響美感效果和聯結各式要素整

體展現的相對關係。 

2. 能設計出符合自己手部尺寸的樹枝筆。 

3. 能善用手工具，完成樹枝筆的比例質感作品。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 

1. 感知並關注比例之美在生活中的呈現。 

2. 能感知符合人體工學的比例。 

3. 知道生活中許多的物件與生活產品都涉及到比例與質感的概念，並嘗試操作運

用工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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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單元目標 何謂比例？校園樹枝觀察 

操作簡述 
在校園中觀察並欣賞樹的枝椏，發掘枝椏美麗的比

例關係，以鉛筆畫在方格紙上，亦將樹種本身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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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記錄下來。水墨畫中墨色可分濃、淡、乾、濕、

焦、飛白，每種墨色代表了不同的質感。請學生用

水墨畫的方式嘗試將一棵樹多種面向的質感以及

枝枒的比例關係表現出來。 

2 5/24 

單元目標 校園樹枝比例與質感表現 

操作簡述 

植物在校園中是必然的存在，剛修剪下來、放置

一段時間陰乾的樹枝，請學生觀察二者之間有何

不同？並透過素描方式記錄下樹木枝枒的比例、

樹皮表面的質感。(由於 110 年 5 月 18 日因疫情

之故，隔日全國停止實體上課，本次開始改為線

上操作) 

3 5/31 

單元目標 樹枝筆實作 1─鋸切 

操作簡述 

挑選合適的樹枝，找出具有美感的比例並裁剪出

想要的長度。分析所裁剪樹枝的比例，在視覺比

例上是否有美感？在實際需求比例關係上，是否

有符合手持時的適當比例？是否有注意到符合筆

芯長度的比例需求？ 

4 6/07 

單元目標 樹枝筆實作 2─削磨 

操作簡述 

在樹枝的削或磨的過程中，可以留下不同樹皮

層，感覺留下皮層不同比例的感覺，做出自己想

要的樹皮層次的美感效果。關注自己手的大小及

握筆姿勢，及使用所需的曲線比例關係。 

5 6/21 
單元目標 護木漆表面質感處理 

操作簡述 以護木漆或楊干漆進行樹枝表面的保護處理。 

6 6/28 

單元目標 小組自評他評、心得分享、票選作品。 

操作簡述 
引導學生分享課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及如何解決

問題，最後達成目標的方法，並請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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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了解並描述比例、質感與美感之間的關係。 

2. 學生能了解並描述比例、質感與使用需求之間的關係。 

3. 學生能了解大自然所提供的材料，建立愛物惜物觀念以及提高環保意識。 

4. 學生能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表達及反思討論。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美感入門全冊（105 年） 

2. 核心問題－開啟學生理解之門／Jay McTighe & Grant Wigginst 著/侯秋玲、吳敏

而譯/心理。 

3. 美感練習誌。試刊號。105-108 美感教育推廣計畫核心實務推廣計畫出版。2016。 

4. 美感練習誌。第 2 期。105-108 美感教育推廣計畫核心實務推廣計畫出版。2017。  

5. 美感學習工具 KIT。2018。出版社/2017 年 4 月二刷 

六、教學資源： 

美感教育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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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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進度對照表 

週

次 

預定 

上課日期 
預定課程主題 

實際 

上課日期 
調整後課程主題 

1 5/17 何謂比例？校園樹枝觀察 5/10 何謂比例？校園樹枝觀察 

2 5/24 校園樹枝比例與質感表現 5/17 校園樹枝比例與質感表現 

3 5/31 樹枝筆實作 1─鋸切 
5/24 

線上課程 

校園樹枝質感觀察素描 

(5/18因疫情隔日全國實體停課) 

4 6/17 樹枝筆實作 2─削磨 
5/31 

線上課程 
樹枝筆實作 1─削磨 

5 6/21 護木漆表面質感處理 
6/17 

線上課程 
樹枝筆實作 2─削磨  

6 6/28 
小組自評他評、心得分享、

票選作品。 

6/21 

線上課程 

線上發表、小組自評他評、

心得分享、票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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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何謂比例？校園樹枝觀察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以簡報向學生說明比例、美感與生活環境之間的關係。 

2. 教師告知學生配合事項以及行進路線後，請同學於校園內觀察、拍照、現場速

寫等方式，紀錄校園中的樹木或樹枝。 

3. 回到教室後，用奇異筆單色塗黑的方式完成樹枝的黑白稿。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找尋樹枝美的比例，可畫樹的局部就好，無須畫出整棵樹。 

2. 樹木造形不一定要畫得很複雜，只要將感覺有比例美感的樹枝畫出即可。 

3. 要注意樹枝之間的比例關係，例如枝椏之間粗細、長短、枝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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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校園樹枝比例與質感表現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請同學回顧上週的黑白稿，單一黑色就可呈現比例關係。 

2. 請同學仔細觀察整顆樹木，思考維持單一顏色但加以變化，能否展現質感？ 

3. 教師介紹水墨中的乾、溼、濃、淡、焦、白，請學生透過宣紙、毛筆與墨汁，

嘗試將樹的比例關係、質感特性表現出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單一色彩（如黑色），能否展現不同的質感？ 

2. 乾、溼、濃、淡、焦、白和樹木的外觀表現如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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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校園樹枝質感觀察素描(線上課程)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因疫情關係實體課程臨時改為線上課程。本週進度原先應為學生進行樹枝鋸切

及鑽孔，此部分改為教師協助，完成後以郵寄或是家長到校方式領取材料。 

2. 課程為臨時新增，請學生觀察樹枝實體後以素描方式呈現質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樹枝粗細、長短比例之間的關係，在視覺比例上是否有美感？ 

2. 樹枝長度及粗細是否適合握持？還是需要調整？ 

3. 將要施工的部分與方式，以文字說明，並標示於素描圖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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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樹枝筆實作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以實物投影機實搭配網路進行線上直播示範，並請同學立即操作。 

2. 學生觀看教師轉播示範後，可進行提問及討論。 

3. 學生使用自備的美工刀，進行樹枝表面的切削處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教師補充鋸子、電鑽等使用方式及工具特性，此部分學生因居家之故，並無操

作。 

2. 請同學思考使用時要注意那些安全規定？ 

3. 枝枒、樹皮要保留還是要去除？形狀是否要切削調整？ 

4. 筆尖與筆尾何種造形較為適宜？收尾還是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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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樹枝筆實作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使用實物投影機，說明如何運用輔助工具進行打磨，以及打磨時須注意配合

砂紙粗糙程度，由粗磨到細磨（100 號砂紙至 600 號砂紙），學生操作部分到

此。上漆部分，待實體課程回復後再後續進行。 

2. 教師示範：清理木屑粉塵後，上洋干漆或護木漆，漆面越薄越好。第一層會產生

毛細作用，待乾後以 600 號砂紙再次輕輕打摩，再上第二次漆。上漆層數可自

行決定，一般而言，上漆 2 至 3 次已經足夠。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樹皮要保留還是磨？要留下多少？這樣的質感具備美感嗎？ 

2. 這種質感表現的樹枝筆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3. 上漆的目的為合？上漆的次數（或是厚度）要如何拿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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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作品分享與討論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請學生將這學期的心得感想、口頭報告先行準備，以電子檔方式上網繳交。 

2. 同學將完成的樹枝筆，於線上報告時展示，並分享在本課程中的感想、遭遇到什

麼樣的問題及如何解決。 

3. 學生就「造形創意、使用舒適、整體美感」三個向度相互給予評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筆頭與筆尾在造形上，是否會受到制約？而有收尾收邊的樹枝筆，相較於沒有

收尾收邊的樹枝筆，在造形感受上有何差異？ 

2. 造形最有創意的樹枝筆，使用上一定舒適嗎？而「造形創意、使用舒適、整體

美感」這三者是要如何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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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全臺灣因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全國疫情警戒由二級提升為三級，因此教育部

於 110 年 5 月 18 日宣布：隔日起全國各級學校停止實體上課，改為線上學

習。由於事出突然，許多教師措手不及，只得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

開始進行線上教學，反思如下： 

1. 學校與師生即早建立雲端教室及線上溝通模式： 

行政端、授課教師、學生於入學後，應該儘早建立雲端教室，學校可幫學生

開立帳號，由導師建立雲端班級、任課教師建立雲端課程、增進學生資訊能

力。師生、家長之間，可透過雲端進行教學、聯繫，發布公告等事項。 

2. 因應疫情，課程即時調整： 

原先規劃「同質異感」之構想源自堅硬的筆、柔軟的紙，均和樹木有關。校

園中修剪下廢棄的樹枝能夠製作樹枝筆，而製作樹枝筆過程中產生的廢棄木

屑纖維等，是手抄紙製作材料來源之一；同樣材質能製作出不同質感的物品。

但突發而來的停課，學生僅能收拾課本、書籍回家；實作中會使用到的工具、

材料多半都還在學校；教師只得自行完成樹枝鋸切、鑽孔等備料工作，再請

學生家長到學校守衛室領取材料，因此課程僅能保留樹枝筆，暫時捨棄手抄

紙。 

3. 線上學習難以呈現質感 

樹枝筆切削完成後，表面需進行打磨，這一步要特別注意的是質感與觸感。

教師透過螢幕畫面，可觀察學生樹枝筆造形，然而質感與觸感卻難以感受與

判斷，僅能透過教師詢問、學生口述的方式來進行了解。 

4. 鼓勵學生開啟視訊鏡頭 

線上教學時，部分學生常以各種理由不願意打開視訊鏡頭；可能因開啟視訊

後學生的居家穿著、房間擺設、有無認真上課等，透過畫面一覽無遺、教師

立即知悉。倘若多數學生均不願開啟鏡頭，教師就得自己對著鏡頭唱獨角戲

了。這邊推薦學思達的線上教學工作坊，學思達教師於研習中分享許多線上

教學要領，包含：燈光、互動、PPT 簡報的美感等等。在這新世代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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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跟上時代，持續精進自己的教學，學習如何擔任網紅來吸引學生學習、提

高學習成效。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蘇同學：我拿到這節樹枝時，觀察外表皺皺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地方。

整個外型有些扭曲；觸摸起來感覺很粗糙、堅硬，我想設計成鳥

的造形。完成後筆桿平滑、手握處較為粗糙、造形羽毛的地方刺

刺的。這次課程我學到了一節沒用的樹枝，用美工刀削出造形、

改變外觀，再用砂紙打磨，讓他們變得更好看、更有質感，樹枝

不再只是樹枝，而是具有個人特色、獨一無二的筆。 

 

楊同學：我的這節樹枝木紋有深有淺，給人一種灰灰的感覺；旁有邊一根一

根的鬚鬚，色澤較深，層次豐富，觸覺摸起來有點光滑又有點毛躁，

算是粗糙。在製作時我想要保留樹枝原有的造形，筆身不要刻太多

圖樣。握持及書寫上，有點像鉛筆，沒有原子筆那麼重，算是符合

人體工學。加工完成後的樹枝筆，外觀上看來較為乾淨，旁邊的鬚

鬚沒那麼多了；摸起來光滑不毛躁。因為疫情的關係，原本要在課

堂上做的作品，都必須靠自己完成，習慣了有老師在身邊的我，一

度有點做到手足無措，有點恐慌，擔心我會不會做的很差、會不會

毀了它？但很感謝老師辛苦地幫我們準備材料，細心的講解，幫我

們把時間分配好，讓我們像實體課一樣學習！雖然生活真的變的很

不方便，但我覺得在這種非常時期，大家只能共體時艱、互相體諒！ 

 

陳同學：我我的樹枝筆長度大約是 15cm，直徑大約是 1.3cm。剛拿到尚

未加工的樹枝時，外觀上呈現褐色，似乎歷經風吹日曬雨淋；觸

摸時，紋理有些刺刺的感覺。我的創作理念像一支竹輪，外觀看

起來光滑又帶有木紋，質感上樹皮削掉的部分摸起來光滑，樹皮

沒削掉的部分摸起來還有點木頭的感覺。因為疫情要居家學習，

造成實作課程有許多不便，連觀察樹枝都只能找之前的照片。第

一次製作樹枝筆，從選樹枝、打磨、切削，都是全新的體驗，謝

謝老師很用心地安排這些有趣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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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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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