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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請填寫完整校名) 國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704 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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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綜合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 

預期進班年級 高中 2+3 年級 班級數 10 班 

教師姓名 邱稚惠 

教師經歷 

教學年資 9 年 

教師資格 

□ 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 

□ 其他：                    

最高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碩士班 

1.美感課程經驗 

□ 曾參與 105 至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 105 學年度□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106 學年度□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107 學年度□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108 學年度□社群教師 / □種子教師（□上學期/ □下學期） 

■ 不曾參與 105 至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但曾參與其他美

感課程計畫，如： 

   參加過 104 學年度美感教育                    

□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2.相關社群經驗 

□ 輔 導 團，您的身份為：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美術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 校內教師社群 

■校外教師社群，如：台南藝術博物學方法共備社群        

3.專長及特質簡述 

除了具備美術與藝術生活課程外，也具備廣設與金工的教師證，在學

校任教「創意表現」與「設計」課程，目前正在以博物學的方式，探

究「觀察」「採集」「分類」「命名」等相關能力的增長，對於藝術的課

程，教學效益的正增長研究。 

4.曾執行的美感構面 美終步足-街道家具的設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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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高中 2+3 年級 

班級數：10 班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學年度第     學期，    區               學校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參考美感構面：                    參考關鍵字：        、         、            

■ 無                                                  

課程名稱：「質的應用」-比例與質感的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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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高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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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概述內容） 

1. 上學期的「比的觀察」-比例與世界的實驗關係，經過許多的比例的實驗探索 

2. 在觀察力會進步許多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對開所以不同班級)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經過上學期的美感課程訓練，觀察與生活周遭環境的脈動，會較關注。 

2.上學期觀察的比例數據可以進行比例與質感的創作實驗課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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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質感其實也應該有許多的分別，以往設計課程時，都較偏向觸覺型質感，但透過電子科技的發達，

視覺型質感也越來越備受重視，使用手機頻繁的學生，對於視覺質感的美感要求，也日益精進，而透

過觀察實驗後，在進入手機進行圖像性的質感創作，能夠對於美感體驗的正向能量，也是本課程所關

注。 

  手機 app 的流行，也可以幫這個課程，增加許多魅力，大多學生都只是套版使用 APP，但若能把

前端的訓練補齊，讓學生有意識的進行 APP 的使用，知其所因而為之，也是美感的精神之一。 

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1. 觀察校園的不同質感，自然與人工皆可 

2. 觀察質感中的比例成分。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1 按照上學期的比例，進行質感改造，產生實驗性的質感。 

2.完成品可以套用在各種設計(產品、攝影、空間…)上，進行肌理質感表現。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1.濾鏡原理與質感製作的相關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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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通識課程至少 6 小時、基本設計以 18 小時為原則）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3/ 

單元目標 校園實際質感踏查 

操作簡述 

這堂課會實際帶領學生去探索學校的質感，轉印、

繪製、觸摸、拍照…等各種方式，將素材蒐集齊

全，並實際透過機器進行處理，讓素材能夠呈現更

容易觀察的模樣。 

2 3/ 

單元目標 體會生活用品中講究質感，並能了解感受與差異 

操作簡述 

介紹觸覺型的質感與視覺型的質感，相輔相成之

處，並能透過觸覺型的美感經驗，加強視覺型的質

感記憶。 

3 3/ 

單元目標 能夠理解許多的藝術作品與質感的關聯 

操作簡述 

介紹相關藝術派別中較創新並常使用多元質感於物

體變化的藝術家，超現實主義的改變質感與攝影手

法也常出現各種濾鏡處理效果。 

4 3/ 單元目標 將踏查回來的素材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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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憑著上學期的比例分析，開始進行質感上粗細

粒子的比例分析，也透過實際觀察中，發現與

以往不同的質感印象，也可以建構質感改造的

創意思維。 

5 4/ 

單元目標 改變質感中的比例成分 1 

操作簡述 

此課程真的滿實驗的，具體狀況會透過模擬與

app 合成的方式，或者是實際操作質感改變

後，可能呈現的創新發想。 

6 4/ 

單元目標 改變質感中的比例成分 1 

操作簡述 

檢驗透過實驗精神後，產生的後續影響，而去

改變原本的設定，進行更多原創性的質感設計

與視覺效果 

三、預期成果： 

學生能以自己觀察的質感進行比例上的視覺或觸覺的改造，產生更多原創精神。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練習有風格：30 個提升身心質感的美好生活提案，加藤惠美子，仲間出版 

2. 點子大補帖：42 種催生創意的嶄新思考術， 讀書猿，楓書坊 出版社 

3. 從天而降的創意思考法,  江上隆夫,寶鼎出版社 

四、教學資源： 

美感入門。教育部委託「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生活美感電子書發展計畫」。  

www.aesthetics.moe.edu.tw/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8A%A0%E8%97%A4%E6%83%A0%E7%BE%8E%E5%AD%90/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nakama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AE%80%E6%9B%B8%E7%8C%BF/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aple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B1%9F%E4%B8%8A%E9%9A%86%E5%A4%AB/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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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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 學期以「美感教育」中的

「質感」為實驗精神的課程，經

過暑假的增能工作坊學習新知有

些想法的思維改變，加上等到實

際開學上課時，又想要融入「新

媒體藝術」加深加廣的課程研

發，所以有了新的想法與落實的

改變，109-1 學年度的美感教育

實驗課程，就成為了「新媒體藝

術 X 美感教育」的實驗課程規劃為基底，而考量之一為了讓教學更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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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改變了週次順序，以美感中的「質感」精神不變，但是更為講究如

何讓學生觀察仔細與有趣的方式探究質感與生活的關係。 

 

 

 

 

★實際執行的週次計畫表 

109-1+109-2 實驗課程的週次 

實驗對象：高二+高三學生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作業／學習單 

美感教育

執行 

上課

時間 

質感踏查 校園質感踏查 Ppt 教學/學習單 ■ 2 節 

甩開濾鏡 

探討習以為常的 3c 軟體使用/介

紹各種濾鏡演變(內與外在)/藝術

家作品 

Ppt 教學/學習單 ■ 

2節 

軟體練習 
示範 snapseed 各種使用 

老師示範/學習單 ■ 
2節 

質感分類 
分類、命名，以產生相關脈絡 

Ppt 教學/學習單 ■ 
2節 

軟體實作 
自創「濾鏡」品牌 

作業 ■ 
2節 

軟體實作 
自創「濾鏡」品牌 

作業 ■ 
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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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第一堂-校園質感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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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步驟： 

(準備衛生紙與轉印紙)找到 2 種校園質感，透過拓印的方式採集

質感，並透過拍照與觀察將質感繪畫記錄(為了將觀察達到最大

值)。 

與老師分享的關鍵思考：

 

 

 學生常常會忽略觀察中的細節，透過拍照與繪畫的過程，可以讓觀察的思考值提升

到較高。 

 拓印也是一種藝術創作，從質感紋理中也能找到某種靈感。 

 玩弄「視覺質感」課程又過於狹隘，何不帶領學生從「觸覺質感→視覺質感」的變

異過程，都親自參與。「濾鏡」是一種主觀性的過濾資訊，然後讓觀者透過篩選過

後的資訊或是視覺效果，進行「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資訊解讀，但有多少學

生，會去思索生活中已被「主觀化」甚至「意識形態」化的資訊？     

 

 

 

 

 

 

 

 

【第二堂-甩開濾鏡】 

稚惠老師繪製整理 



12 

 

學生步驟：教師上課中，部分時候需要配戴紅藍眼

鏡來觀看，課程後學生依照學習單引導一張個人學

習單  

與老師分享的關鍵思考： 

 當你問學生一個問題，何謂「濾鏡」?學生會毫

不猶豫地跟你說：「手機app裡的效果」，再高深一點

的學生，可能跟你說：「在照片上面套上一層東西，也可以改變

臉型的效果」。「濾鏡」這兩個字，在這個世代中，太常見也太容

易使用，而「濾鏡」背後，到底代表著什麼? 

 

【第三堂-APP 學習】 

稚惠老師繪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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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步驟：教師直接示範後，學習單上有自主學習相

關的學習單設計 

與老師分享的關鍵思考： 

始於初見，止於

終老，人生總是

在道路上奔跑，

然後還要常常確

定自己是不是正

在「奔跑」。小

時常聽長輩說：

「要給一個人魚

吃，何不教他釣

魚?」，但稚惠老

師認為，在這個世代「釣魚論」尚需要做點改變，當初老一輩的

理論產生是因為要解決「伸手」而不解決問題的人，故而產生

「釣魚論」，但現在不僅僅「只要」解決這些問題，而是在分工合

作為優勢 的時代下，要如何判斷最適合自己的工作，也是一門學問。故需

培養多元 技能，更須培養「思維與判斷」能力。 

 

故學習「釣魚」只能是其中一項技能，而真

正更需要培養的能力是「判斷」，判斷「釣

魚」、「釣具」、「直接買魚」、「採買殺魚工

具」、「贈送殺好魚」、「直接拿別人給的

魚」，要讓學生產生思考，哪一步對於建構

我的未來最具幫助，而現階段的能力，先以

培養什麼樣的能力為優先? 

 

若有一個學生超級會殺魚，結果你安排了一

個釣魚的位置，可以培養學生另外一項技能，但若是安排他專門殺魚贈送顧

客，跟當初他殺魚可以自己產生利益的情況下，兩方權衡下，會有一樣的結果

與心態嗎?這是一種利益糾結心理，但主編老師認為更應該注意的是：「當一個

很會殺魚的學生，被安排在釣魚的位置時，可以給予的鷹架協助是什麼?」並且，「當一個很會殺魚的學

生，被安排去採買殺魚工具的時候，可以幫助到群體的優勢劣勢是什麼?」 

 

而當沒有人告訴學生其背後的原理與產生的過程，而使用的是一個現有按鈕的濾鏡，那前述所有的判

斷，都將化為「只是一個現在有的 app 濾鏡按鈕」。而現在的世代，我們應該帶給學生的是什麼? 

【第四堂-質感分類】 

稚惠老師繪製整理 

課堂教學實際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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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學生拓印的成品製作成質感卡 

學生步驟：教師上完課程後，學生依照學習

單引導一張個人質感卡之分類命名聯想收斂

學習單  

與老師分享的關鍵思考： 

 帶著學生逐步去觀察，是一件挑戰且開發學生新

潛能的一項重要的課程起步，可以運用各種輔助的媒

材「影片」、「文字」、「圖像」、「生活」….，但某些時

候從生活開始，反而是一種禁錮，因為一般人很少用

「多元」角度去切入自己精彩又平凡的生活，所以將

「事件」發生於課堂中，是一種挑戰，但也是能夠啟

發學生產生「新鮮感」的重要「引發」動機。 

 在自己切身「觀察」後得到的心得與證據，通常

記憶很久，甚至可以直接進入長期記憶的概念化過

程，在「非他人說」的環境一陣子之後，變會習慣性

的去查證許多資訊的「來源」與可靠性的判斷。 

 

【第五-六堂-自創品牌】 
稚惠老師繪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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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步驟：教師上完課程後，學生依照學習單引導一

張個人自創品牌之學習單  

與老師分享的關鍵思考： 

 變成複誦機，是小時候很大的一個「特徵」。我媽媽跟我說，

有一種魚，吃起來很軟又嫩嫩的；我爸爸跟我說，XX 牌的手

機，常常過熱耗電太多，叫我以後不要買；我姐姐跟我說，如

果要減肥的話，不需要運動，就不要吃澱粉就好。「那自己說了

什麼?」 

 高中階段常常會處在「他人說」的世界觀裡頭，因為 XXX 跟

我說過什麼，所以我現在不想要做，有一種自然的「因果論」，

但有多少人去求證過，「他人說」裡頭，是不是還有「他人說中

的他人說」的不斷複製貼上，哪一天才可以：「我發現…….，所

以我現在決定…….」、「經過我重新思考與脈絡重整，再加上我

觀察了兩個月，事情….我決定…..」。「觀察，是建立自己觀點的

第一步」，而自創品牌就是「自己說」的開始。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開始規劃一堂課的時候，會先思考「要培養學生什麼能力?」、「課程結束之後，對於學生往

後可以有什麼幫助?」、「老師在這堂課，處在什麼位置?」、「有沒有什麼資源，可以協助執行

面，達到一魚多吃?」而帶著學生從質感開始採集到分類命名，整個腦力大開中，發現一件

事情，有許多學生對於靈感或是原創想法的觀念認為是「天份」，而覺得自己能力不足，但

透過整個課程的流程後，便會發現課程設計的關鍵就是「原創」的建立。 

 

以美感教育的六大構面為發想，進行具延伸生活性的課程是美感教育希望達到的層級，而使

用「加重觀察」的博物學帶入，逕而帶領學生探索生活中常見的「問題」或是「現象」，試

著去「觀看」、「接受」、「改變」，則是這堂課想要試圖「操弄」點什麼的初衷。 

 

 

 

 

稚惠老師繪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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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09-2 學期成果-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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