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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林佳玫   

實施年級 九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6-18 小時） 

▓國民中學_8__小時 

 

班級數 5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39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質得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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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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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美感電子書及美的形式原理 

2.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進行七年級及八年級色彩、質感構面練習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習過美感課程色彩構面，並進行過手工皂模具製作，將其能力應用到水泥灌模模具製

作。八年級討論過質感主題，對於物件質感有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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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活動簡介（已修正）： 

       首先介紹校園中不同棟建築物的建材(二丁掛磚、小黃磁磚、磨石子及新的仿石花彩

漆塗料)讓大家觀察質感上的不同；並收集校園回憶中場景的各種質感，如:光滑、粗糙、堅

硬、柔軟…等，記錄其地點及質感感受接著以超輕土製作相關記憶的物件及質感。 

       進行烤箱陶土的製作，學會用陶板技法，製作造型的杯墊設計，並在其表面設計/壓

印校園植物或器物的質感；分享校園回憶及該場景記憶的質感，製作水泥杯墊模具，將對於

復中三年生活的回憶收集置入水泥杯墊中，封存回憶。 

      待水泥乾後，拆模後砂磨，也象徵砂磨掉三年的稜角，完成較圓融的狀態，由觸摸的

實體質感，轉化為記憶的抽象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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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中的各種物件質感(磁磚、磨石子牆、植物…等)，呈現光滑、粗糙、堅硬、柔軟…等質感

差異，並以校園新修整大樓，比較磁磚、磨石子及仿石花彩漆塗料質地視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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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灌模方法 2.陶板製作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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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感與視感 2.反覆排列 

▓其他美感目標（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可依需要列舉） 

搭配舊大樓本學期預計修整外觀，敲下舊磁磚收集再造杯墊，給即將畢業的九年級封存對學

校記憶質感。(搭配康軒九上「時光膠囊」單元) 

 

三、教學進度表  (藍字為修正處-修正進行順序) 

週

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2021 

10/11-15 

單元目標 分享不同材質的感受，質感與記憶 

操作簡述 

1. 介紹美感電子書中的質感單元，欣賞各種
質感之美。 

2. 並以校園新修整大樓，比較磁磚、磨石子
及仿石花彩漆塗料質地視覺感受。 

2 
2021 

10/18-22 

單元目標 

透過陶板製作及質料壓
印呈現校園質感，學習
反覆與排列美感。 

收集校園質感與記憶 

操作簡述 

1. 利用烤箱陶土製做
造型小盤，並在上方

壓印或設計校園收集
的質感物件，例如:花
草葉、樹皮、地磚…
等，進行圖案整齊的

利用超輕土收集校園
環境質感。請學生回

想在學校的生活點
滴，最想保存的記憶
為何? 
去到校園該處拓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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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2. 也利用不同工具，
刮、壓、戳出相同圖
形的刮痕排列圖案。 

感，並寫下原因。 

3 
2021 

10/25-29 

單元目標 收集校園質感與記憶 

透過陶板製作及質料
壓印呈現校園質感，
學習反覆與排列美

感。 

操作簡述 

利用超輕土收集校園環

境質感。請學生回想在
學校的生活點滴，最想
保存的記憶為何? 
去到校園該處拓印質
感，並寫下原因。 

1. 利用烤箱陶土製
做造型小盤，並在上
方壓印或設計校園收
集的質感物件，例如:

花草葉、樹皮、地
磚…等，進行圖案整
齊的排列 
2. 也利用不同工
具，刮、壓、戳出相
同圖形的刮痕排列圖
案。 

4 
2021 

11/1-5 

單元目標       質感探索 I  質感與記憶轉化 

操作簡述 

1. 替上上周收集的質感超輕土進行質感分
類，討論肌理的不同，呈現不同質感的特

色，學習單上記錄的內容回想並分享校園
生活回憶。 

2. 發下舊大樓磁磚碎片尺寸及材料，製作水
泥灌模的模具。(10*10cm) 

3. 交代下周攜帶能表現該記憶質感的物件，
例如:紙、繩、木..等要一併放入水泥灌模
中。 

5 
2021 

11/8-12 

單元目標        質感探索 II 質感與記憶轉化 

操作簡述 

進行水泥杯墊灌模 
1. 檢查模具有無漏水 

2. 擺放校園大樓舊磁磚及帶來的質感物件 
3. 灌模 

6 
2021 

11/15-19 

單元目標 質感探索 III 觸摸與書寫記憶 

操作簡述 
1. 拆模  2.砂磨水泥表面、觸摸質感  3. 書寫

記憶文字於磁磚上 

 7 
2021 

11/22-26 

單元目標          分享與討論 

操作簡述 
透過成品欣賞，互相討論呈現質感的差異，並
交換意見，欣賞質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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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認識校園中不同物件質感的美，以及對於學校的記憶質感保存轉化創作。 

2. 使用陶板與水泥材料，想讓學生更貼近校園舊大樓改造的主題相關性。 

3. 創作不同質感作品，了解質感傳遞視覺溫度。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夾心巧克力的魔法饗宴：以微波爐及吹風機便能做出專家作品。製作時「無須隔水加熱及

溫度計」，劃時代的技術！作者： 熊谷裕子   譯者： 黃詩婷出版社：瑞昇   出版日期：

2018/08/05 

2. 超可愛的迷你 size！袖珍甜點黏土手作課 作者:  関口真優  譯者： 莊琇雲出版社：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  出版日期：2017/08/07 

3. 陶藝實踐 100 個關鍵重點：不可不知道製作陶器的基礎知識作者： 野田耕一  譯者： 楊

哲群出版社：北星  出版日期：2020/04/15 

4. 烤箱陶藝課 萌系動物小飾品：只用家庭烤箱就 OK 的可愛陶土飾品（附原尺寸紙型）作

者： 刈田妃香里   譯者： 涂雪靖出版社：瑞昇   出版日期：2019/02/18 

5. 一試就會作的陶土胸針＆造型小物作者： BOUTIQUE-SHA   譯者： 彭小玲出版社：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  出版日期：2016/09/07 

六、教學資源： 

1.美角—生活中的每一課 2.0 https://www.aade.org.tw/ 

2.美感電子書 https://www.aesthetics.moe.edu.tw/texture/01-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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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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二堂陶板設計與第三堂超輕土捏塑交換進行順序。 

   2.原有餅乾及巧克力質感練習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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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到新整修的大樓觀察新建材質感，分享校方在討論選擇材料的考

慮，並記錄比較三期大樓磁磚材料的質感。 

2. 回想過去在校園裡和同學發生的回憶，並於產生回憶的地方收集(拓

印)該處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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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比較三期大樓外表覆蓋的材料其差異性，利用觸覺、視覺寫下感受

的語詞。 

2. 將事件回憶的書寫是很簡單的書寫是很簡單，但是要轉換成記憶質

感比較難，讓學生拓印時，以發生的地點其地板或牆面或物件當成

拓印的目標。也有學生表示其地點可能是在校外(隔宿露營)，則以校

內較為類似的質感來代替(例如草地)。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參考上週學習單收集的回憶及質感，將超輕土捏塑成回憶的片段。 

2. 每個人只給一小塊，在超輕土上的任何痕跡都是為要表現的手法，若不

是要的線條及痕跡都不要留。可以用工具做出戳、刮、切等線條。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將事件轉換記憶質感時，部分學生容易做出該事件的物件的造型(例如:

露營的帳篷，教室的麥克風)，但希望引導的是抽象質感的紀錄，簡化成

點線面，粗糙、光滑、沉重、輕盈等表現。 

2. 學生對於該回憶的好與壞都有可能出現，感受表現及呈現透過對話也能

較為清楚表現的意象。 

課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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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利用烤箱陶土製做造型小盤，並在上方壓印或設計

校園收集的質感物件，例如:花草葉、樹皮、地磚…

等，進行圖案的排列。 

2.也可以利用不同工具，刮、壓、戳出相同圖形的刮

痕排列圖案。 

C 課程關鍵思考： 

    主要是利用另一種材料來收集對於校園的印記。有別於超輕土的單色，陶

土選了四色讓他們自己搭配變化，陶土的控制更不容易，濕度及厚薄都是考

驗。另外在上面要壓印的事跟校園記憶有關的物件(例如:常觀察的樹、常坐在

某處聊天的地方、運動場地跑道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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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替上上周收集的質感超輕土進行質感分類，討論肌理的不同，呈現不同

質感的特色，學習單上記錄的內容回想並分享自己的校園生活回憶。 

2. 製作水泥杯墊模具。 

C 課程關鍵思考： 

      主要觀察大家做的質感描述有何不同? 有些人是具體圖像，有些人的作

品是抽象的表現，針對某種感受的表達。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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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跟學生介紹已經試過三種比例的砂與水泥調配的狀態，水泥與砂的比例也會影響不

同質感的呈現，為節省學生嘗試時間，所以選擇 6 水泥/4 砂的比例給學生製作。 

2. 調配水泥砂與水的比例後，倒入模具一半高度後，放入學校的磁磚及帶來要放進去

封存的校園記憶。 

3. 倒入剩餘水泥與瓷磚高度一樣，最後放入碎石子點綴仿磨石子質感，用衛生紙吸取

過多水份後待乾。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選擇要放入的校園記憶物件。該物件所代表的涵義，以及大小是否合

適。有人是劇本的紙張，有人是用過的鉛筆。 

2. 水泥的高度。若無法將磁磚跟水泥做到均等高度，不適合當杯墊。 

3. 磁磚要正面或背面可以自己選擇(質感不同)，注意書寫的空間。 

 

課堂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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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脫模。上週乾後的水泥，從角落用刀片切開拔除。 

2. 砂磨。用兩種號數砂紙，分別砂磨杯墊角落及四邊，減少銳利感。 

3. 書寫。比較三種關於校園記憶的物件，給予形容詞並對課程進行回饋。 

C 課程關鍵思考： 

    課程進行三個階段的創作，將抽象的記憶轉為有形的作品分別為超輕土

(質感塑形—輕微的進行記憶物件的連結)、陶土(採集、拓印--記憶的局部)、

水泥灌模(包覆收藏—記憶的片段物件)，希望從外在一直進行到內在。從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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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有形的練習雖較為挑戰，但是可回歸點線面練習以及多給予藝術家作品的

詮釋練習。 

 

二、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剛好學校要拆除舊建築的磁磚，要換上新材料。所以先預備了拆除後的磁磚，讓舊的磁磚有了

新的生命，陪伴畢業生一起畢業，代表他們都曾經在復中校園中的生活歷史，搭配康軒九上[時

光膠囊]單元，進行記憶封存的概念。 

2. 認識校園中不同物件質感的美，對於學校的記憶質感保存轉化創作。使用陶板與水泥材料，讓

創作更貼近校園舊大樓改造的主題相關性。創作不同質感作品，了解質感傳遞視覺溫度。 

3. 學生反映喜歡這個課程，因為第一次灌水泥。然後可以將自己心中、腦袋裡的記憶題取出來，

再一次回想過去與同學發生的蠢事也能逗得哈哈大笑，還有人回憶跟團隊在場上奮力地練習，

一起準備比賽，那些曾經的青春即將畢業封存，期許自己更成長，勇敢帶著這些記憶往前進。 

4. 陶土的小盤，學生都做得很好。但是因為太薄的關係，加上溫度差，自然乾後有些作品會裂

掉，厚薄度下次要調整，有 1.5cm 厚的比較不會龜裂。另外，原本陶土的部分要買日本烤箱陶

土，利用烤箱來烤作品(因為學校沒有電窯)，但因土質似乎不是日本進口的土，所以沒有完成

最後的窯燒，甚是可惜。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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