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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學校地址 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內埔仔 2 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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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年級 班級數 8 班 

二、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質感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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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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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級學生曾修 108 上學期發現色彩課程，認識自然色彩的多樣性變化與色料的三原色的

差異。108 下學期發現構成課程中，學習到整齊秩序，單一重複及多而不亂的格線應用等

概念並用於學生多寶格的實作，來收納書籍及學習用具，讓教室空間及自己的座位更加有

整齊有秩序，讓自己及他人有舒適悅目的感受。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七年級新生未修習過美感課程。 

* 先備能力：  

大吉國中位處偏鄉，新生就讀國中前，美勞多數使用材料包。進入國中接觸美感課程，對於

色彩的調色、明暗、配色與感覺有進一步認識。接下課程以構成的秩序整齊為主軸學習，學

生在課程中學習對周遭生活有感覺，清潔整齊秩序是構成最基本的美感，更進一步自重複多

而不亂的格線應用中讓座位、教室公共空間的使用上，從對待沒感覺的環境升級到加入有秩

序舒適美感的空間。 

109 上學期課程，從色彩開始，再修正前次經驗，希望在本次課程中能讓教學目標、重點及

時間上更能清楚且明確運作。 

109 下美感課程，以質感為出發。希望學生透過日常生活中不同材質，有不同的肌理、粗

細、軟硬、冷暖與色澤種種面貌。發現什麼是質感、質感的多樣性及應用。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次課程想讓學生從日常周遭中進一步感受質感，不同材質中有不同的肌理有粗細軟硬種種

面貌。在課程中讓學生透過觸摸觀察瞭解更細緻的感受-質感，再從校園發現探索及拓印中找

尋天然與人工物中質感的多樣性，從複合質感多樣性中尋找舒適性和目的性的材質結合美

感，來進行合宜的花器設計創作。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能發現觀察事物不同材質肌理的變化。 

2.從生活物件中瞭解質感有粗細、軟硬、涼暖…..等質感。 

3.觀察環境中質感差異及生活應用。 

 

■美感技術 

1.對工具的正確及安全使用 

2.觀察、繪製及拓印的能力。 

3.可以從平面草稿規劃到立體組合成型的操作能力。 

 

■美感概念 

1.認識質感構面的定義與美感。 

2.能認識生活中不同材質有不同質感。 

3.能組合不同材質的特性應用於花器創作設計中讓其質感具有目的性，舒適性等合宜美感。 

 

■其他美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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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目標 什麼是質感？ 

操作簡述 

1. 讓學生經觸摸及視覺上發現校園內，各種不同物

件材質的粗細、軟硬、涼暖、厚薄、紋理、光滑

等質感感受並說出心得。 

2. 老師總結什麼是質感？ 

2  
單元目標 質感採集 

操作簡述 1. 蒐集生活中不同物件材質，製作成實物質感卡，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從日常生活中觀察自然與人工質感的差異。 

2. 學生能理解操作不同質感合宜性，目的性組合能力。 

3. 能將有感質感的不同並應用合宜於美感生活。 

透過觀察對比中，感知質感的差異性。 

2. 小組討論這些質感所帶來的感受紀錄於學習單。 

3. 質感的觀察分享 

3  

單元目標 質感混搭 

操作簡述 

1. 蒐集生活中不同材質混搭的物件，探索感受其目

的性、舒適性及功能性 

2. 質感觀察討論學習單 

4  

單元目標 質感 心感受 

操作簡述 

1. 質感的差異一食物與載器質感的對話（玻璃不銹

鋼 瓷塑膠） 

2. 用心體驗，生活中食物與食器在不同物件搭配異

質感中感受的差異性。 

3. 小組討論如何將質感和宜應用於食衣住生活中及

分享。 

5  

單元目標 讓他們相遇在一起 1-花器設計草稿 

操作簡述 

1. 為耐旱植物設計合宜生長的花器。 

2. 異材質媒合下，展現具有多樣性質感花器的可

能。 

3. 草稿設計 

6  
單元目標 讓他們相遇在一起 2-花器設計 

操作簡述 實作與分享 回饋 



五、參考書籍： 

美感入門主編吳光庭黃若珣 

漢寶德談美漢寶德聯經出版出版日期：2004/12/30 

如何培養美感漢寶德聯經出出版日期：2010/04/30 

看美二啟 

美感練習誌 

六、教學資源： 

1.美感電子書 

2. 美感影片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09-2 美感課程-質感和你在一起 

1. 單元一、什麼是質感？單元二、質感採集單元三、質感混搭單元四、質

感 心感受單元五、讓他們相遇在一起 1-花器設計草稿單元六、讓他們相

遇在一起 2-花器設計。基地建議修正方向是其一稍加說明『質感卡』為

何？是鉛筆拓印或是例如黏土的轉印？修正後為質感卡，以雙實物黏貼

並置在質感卡上呈現材質。 

2. 其二建議修正與其他意見，整個課程架構能明確看出專注於討論兩種不

同材質質感的相互對話與搭配。從質感搜集製作成質感卡，到連兩堂操

作兩種質感組合的引導課程，可以預期學生在最後可以有效討論植物本

身與其花器的質感對話關係。課程中，質感也是師生不斷尋求探討的課

題。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什麼是質感？ 

A 課程實施照片：什麼是質感？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透過眼睛觀察、觸摸感受及拓印，發現教室校園及生活中中不同質感物件。 

2. 學生透過合作學習，發現、書寫、歸納整理、口說表達質感物件。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引導學生經觸摸及鉛筆及油土拓印質感紋路，發現教室內，各種不同物件材質。 

2. 老師總結學生問答上物件的粗細、軟硬、涼暖、厚薄、紋理、光滑等質感。 

3. 材質的感覺用詞。 

 

 

 

 

 

 

 

 

 

 

 

 

 

 

 



課堂 2 質感採集 

A 課程實施照片：質感採集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透過眼睛觀察攝影記錄、赤腳踏行、觸摸體驗質感感受。 

2. 歸納出小組的發現，說明何謂質感？ 

3. 學生蒐集生活中不同物件材質，製作成實物質感卡，觀察質感的多樣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體驗腳踏在地上的感受（刺痛、軟硬、熱冷….）、紀錄於學習單。 

2. 討論歸納質感的多樣性。 

3. 小組分享討論質感的體驗。 

 

 

 

 

 

 

 

 

 

 

 

 

 

 

 

 



課堂 3 質感混搭 

A 課程實施照片：質感混搭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蒐集觀察生活中不同材質混搭的物件（文具、服飾、鞋子、茶具…..） 

2. 質感觀察學習單討論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探索發現質感混搭其目的性。 

2. 探索發現質感混搭其舒適性。 

3. 探索發現質感混搭其功能性。 

 

 

 

 

 

 

 

 

 

 

 

 

 

 

 

 

 



課堂 4 質感 心感受 

A 課程實施照片：質感 心感受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比較質感的差異性（玻璃不銹鋼 瓷器 塑膠 紙類） 

2. 以學生最喜歡的飲料為體驗物，盛裝在不同物件（玻璃 不銹鋼 瓷器 塑膠 紙類）質感

中感受其差異性。 

3. 分享杯器盛裝質感經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不同物件搭配異質感中感受的差異性。 

2. 天生我材必有用，不同材質應用於適用的位置。 

 

 

 

 

 

 

 

 

 

 

 

 

 

 

 

 

 



課堂 5 讓他們相遇在一起 1-花器設計草稿 

A 課程實施照片：讓他們相遇在一起 1-花器設計草稿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為耐旱植物發想設計花器草圖，樣式、尺寸。 

2. 內外模型收集準備，排水孔的預留。 

3. 異材質的使用目的性為何。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為耐旱植物（多肉、仙人掌、火龍果、黃金葛…）設計合宜生長的花器。 

2. 異材質媒合的可能性及目的性。 

3. 實作的操作流程 

4. 清楚說明灌製水泥花器及注意事項。 

 

 

 

 

 

 

 

 

 

 

 

 

 

 

 



課堂 6 讓他們相遇在一起 2-花器設計 

A 課程實施照片：讓他們相遇在一起 2-花器設計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實作/報紙墊底/攪拌工具（盆、量杯、攪拌棒、抹布） 

2. 製作版型或內外膜型/異材質準備/調製水泥/灌注/放置/ 

3. 收拾工具/報紙將剩餘水泥渣清入垃圾桶/第一桶水沖洗/第二桶水再洗/放回工具 

4. 作品整修/種植植物/ 

分享/回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清楚說明，灌製水泥花器及注意事項。 

2. 清楚說明收拾善後的重要性。 

3. 每一個作品都是獨一無二，加入植栽有其生命需要被照顧。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質感教學前，自己對質感不是很深入，為了美感課程六堂課的操作，讓自己

進一步爬梳質感認識質感於生活中的應用。教學中第一堂什麼是質感?質感

的採集、發現生活中的質感混搭，質感的感受到花器實作呈現中，感受到質

感的多樣性。 

2. 質感透過教學過程/問題思考/處理解決，讓師生發現更多可能性。單一水泥

材質利用不同材質(保特瓶、紙杯、塑膠杯、珍珠板)盛裝模具灌製出的質感

就有不同，在加入其他木質、石質、玻璃產生的質感更為多樣。 

3. 本學期課程為一節課 45 分鐘，時間操作上非常的窘迫。所以準備與收拾工

作的時間掌握就是很重要的一環。 

4. 五月因疫情進入線上教學停止實體課程，讓第五、六節實作花器一直延宕到

九月開學才進行。異材質的混搭，讓師生間不斷思考嘗試其組合的可能性亦

多樣，從開始操作流程的不熟悉、單一性到後來工作合作流程混和到多質感

（材質、色彩色澤）的混合均可非常有趣具挑戰性。 

5. 水泥質感實作中，三年級學生的操作會有更多嘗試的想法，二年級則須規矩

及注意事項要不斷叮嚀。不然，課程真的會亂成一團。此課程一年級應該是

更大挑戰吧! 

6、以水泥材質可以嘗試太多變化性，在美術班或是寒暑假的美術營隊上操作，

學生喜歡實驗應該會有更多不同美感出現。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學生學習回饋） 

1. 三年級美術班學生，從一年級就有上美感課程，花器版型及內外膜灌

製課程也多比普通班多三堂實驗時間，操作經驗較多也能彼此互相支

援其作品的發想更多，學生覺得課程實驗生動有趣，學生希望作品可

以放入其校慶展覽中展覽完也可以帶回家。 

2. 三年級普通班的學生，期待自己的作品可以完成帶回家，作品怕放在

走廊展是會被帶走或破壞。 

3. 賴冠錡美感六堂課中，最喜歡水泥花器設計，雖然灌製時間不太夠，

但真的很有趣，出來的作品也很漂亮。將白、灰水泥攪和再一起加入

墨汁，乾了之後。有漩窩的圖案或是珍珠奶茶的色澤。材料中加入石

材，可增加其堅固性。 

4. 楊博鈞美感印象最深刻的是，單元二質感採集脫下鞋襪赤腳，走過校

園操場腳非常燙刺的有趣體驗。.吳安芸美感課程中最有印象的是灌

水泥花器，好玩可以做出很多漂亮花器，還可以種自己歡的植物，也

學會如何待佩美感，如果只把所有的材質材料都扔進去的話，只會變

亂沒有美感，而且不整齊也不好看，破碎也有破碎的美，也可以更顯

現植物的生命力，做出的作品好看且實用。水泥加上玻璃也很好看，

種植水生植物很適合，希望以後還有美感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