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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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104)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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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級 班級數 4 

教師姓名 邱安琪 

教師經歷 

教學年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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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課視藝、彈性課程：台灣花磚                   

最高學歷 北藝大戲劇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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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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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內教師社群 

￭ 校外教師社群，如：台北市國中美感社群  

3.專長及特質簡述 

專長：跨科整合 

特質：善於溝通 

4.曾執行的美感構面 
色彩、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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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七 

班級數：4 班 

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有：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南  區 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 黃惠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質感讓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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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課程名稱：質感花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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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年級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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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09 上學期修習美感基礎課程，認識美感六構面並關心花磚文化保存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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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相關構成的基本概念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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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帶領學生認識不同型態花磚的質感，統整從平面到立面，質感轉換到環境質感搭配

等實作練習。 

    利用拓印與免燒陶土進行校園的建材質感踏查,將上學期設計的圖稿以超輕土完成

花磚仿製，並細心處理質感表現〫接著上第二層塗料改變質感，在過程中認識質感的變

化，藉由創作重新認識建材質感之美，探索在地生活文化之美感經驗〫 

    課程最後邀請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將花磚作品排列組合，提出策展概念與想法〫思考

作品在展覽空間中的擺放位置、與環境質感的呼應，對生活環境與空間能進行美感覺察

與省思。 

    期待課程結束後，學生能持續關注花磚的在地發展與文化存續議題，認識校園中的

綠建築，關心生活周遭環境，細心品味質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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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中的綠建材質感 

2. 環境質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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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輕土仿製花磚 

2. 免燒陶土與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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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美感條件中的質感 

2. 運用自然環境中的素材進行質感創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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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校本彈性課程進行策展規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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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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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12~16 

單元目標 
1. 生活中的質感 

2. 校園質感踏查與拓印 

操作簡述 

老師先運用質感牆的紀錄，讓學生了解所處生

活環境其質感的多樣性。接著進行校園的質感

踏查，以鉛筆拓印建材質感〫 

2 4/19~23 

單元目標 

1. 生活環境中的質感組成 

2. 質感產生不同的心理感受 

3. 質感運用的需求性以及合宜性 

操作簡述 

學生分組（三人一組)依各組主題任務，以「免

燒陶土」實地拓印環境中的不同質感(範圍可由

校園擴大至社區環境)〫 

3 4/26~30 

單元目標 
1. 仿製花磚 

2. 質感處理 

操作簡述 
將上學期設計的圖稿以超輕土完成花磚仿製，

並思考質感表現〫 

4 5/3~7 

單元目標 
1. 質感的選用有其目的性 

2. 不同的質感表現 

操作簡述 

上第二層塗料改變質感，在過程中認識質感的變

化，進行討論〫(質感變化可限定校園中的自然資

源，如沙、土、植物等〫)  

5 5/10~14 

單元目標 
1. 環境質感搭配 

2. 策展討論 

操作簡述 
將全班的作品進行質感分組,尋找校園中能與之

呼應的角落進行策展思考〫 

6 5/17~21 

單元目標 

1. 空間中的質感 

2. 佈展 

3. 質感排列組合 

操作簡述 

將花磚作品排列組合，思考作品在展覽空間中的擺

放位置、與環境質感的呼應，對質感進行文字描

述，整合概念合作完成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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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學生能對居家生活環境進行美感評估，關心環保建材選擇的議題，藉由花磚設計創作，

認識質感，重新思考環境中的秩序之美，從人文角度認識在地文化，培養美感素養〫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再訪老屋顏:前進離島、探訪職人,深度挖掘老台灣的生活印記與風華保存》,老屋顏 ,馬 

可孛羅 ,2017 

六、教學資源： 

  校園綠建築、台北故事館、先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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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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應疫情發展，課程做了幾次調整與急轉彎。原先預定参訪鶯歌陶

瓷博物館後，帶著學生設計好的圖稿至「新旺集瓷」進行陶土刻版

與上釉。 

2. 交通與段考考程重新排定後，疫情開始嚴峻，新北市所有場館停止

對外開放，緊急聯繫新旺集瓷，改由整批陶土及上釉工具載來學

校，並搭配每班兩位師傅至班級教室教學。一切聯繫妥當時，緊急

宣布進入線上教學，實體課程被迫取消。課程設計轉而思考將學生

已設計好的圖稿，考慮受眾需求、商品質感，線上進行提案設計報

告。 

3. 課程調整將拓印的線稿轉換成藍晒圖，從相同的設計稿轉換成不同

的質感進行討論。 

4. 邀請捲毛力卡工作室，了解設計師如何思考將設計轉化成商品，如

何考量質感。 

5. 課程進行跨科合作， 與數學老師共備合作利用 AMA 外掛程式進

行數位圖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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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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磚拓印：以鉛筆拓印建材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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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傳統花磚的質感正反面的有哪些細節?陶磚與上釉之後的質感如何帶來不同功能?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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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紀錄生活中的質感: 藍晒校園植物、轉換花磚設計稿 (1) 

C 課程關鍵思考： 

如何將植物的紋路轉化成設計稿? 如何增加設計的元素豐富對稱圖形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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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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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紀錄生活中的質感: 藍晒校園植物、轉換花磚設計稿 (2) 

C 課程關鍵思考： 

日光曝曬的長短、藥劑調製的比例與塗刷方式如何轉變藍晒圖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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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圖片為捲毛力卡工作室作品，與學生做設計案例分享) 

B 學生操作流程： 

蒐集捲毛力卡工作室資料、認識設計師工作、與設計師座談並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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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設計的概念如何轉化為實際的產品？質感的考量包含哪些層面(與可能的議題)?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線稿轉成立體圖形：超輕土仿磚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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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從平面轉成立體的過程，如何選擇凸面與凹面？如何凸顯焦點？ 

處理超輕土應使用什麼工具能增加質感的細緻度?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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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利用 AMA 外掛程式將設計圖稿轉成數位對稱圖形 

C 課程關鍵思考： 

數學幾何對稱的概念如何幫助設計？數學與藝術是否都追求秩序之美? 

中垂線與水平鏡射、連續圖形的應用是否為你的設計帶來新的發現? 

數位化的作品與手繪的作品在質感上有何不同?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因應疫情而被迫取消的實體課程實在可惜，未來要更珍惜能實體上課的

時機，及早規劃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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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上線後學生的提案報告亦頗為精彩，提案設計可另開發為獨立課

程，強調設計思考、練習簡報提案的方法。 

3.藍晒可單獨成立規畫為更完整的單元設計。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藍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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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圖形設計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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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命名與設計理念 (與數學老師共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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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位花磚作品(由數學老師跨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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