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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請填寫完整校名) 新竹市光武國中 

學校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 300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512 號 

課程執行類別 

美感精進課程一學期 6 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國民中學 

預期進班年級 三年級 
班級數 
學生數 

14 班 400 名 

教師姓名 余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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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 

教學年資 15 

1.美感課程經驗 

  曾申請 105 至 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色彩、質感、構成、比例 
□ 曾申請 109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例：質感 
□ 未申請上開美感課程計畫，但曾申請其他美感課程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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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市美感教育跨校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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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新實施實施年級： 三 

新實施班級數：     14       學生數：400  

新實施班級類型：■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精進課程說明： 

□ 參考本人課程 

     學年度第     學期，施作課程名稱：                   

 

   參考他人課程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南區學校：高雄市立旗津國中 

教師：許甄云 課程名稱：   手作傳情巧克力    

新實施課程名稱：杯子蛋糕變身記 

新實施課程類別： 

美感精進課程一學期 6 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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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年級  
高中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構成、色彩、結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一年級時上過構成與色彩兩個美感構面的課程，經過兩年的視覺藝術課程，學生對於美
的色彩配置與構成有基本概念。三年級上學期上過結構構面課程，能了解結構與力學間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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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課程概述： 

    質感指的是對象物的表面性質，可經由觸
摸或視覺經驗的聯想⽽感受到，首先放在引領
學生認 識「質感」的概念，開啟一扇體驗其
美感的門；其次是引領學生嘗試不同質感的感
受，觸覺及 味覺的體驗；接下來針對自己的
媽媽，製作適合給媽媽的各種質感巧克力球；
最後引導到生活 中各式生活物品質感的討論
及反思。 

一、新課程概述調整： 

    不同的質感會帶給物品不同的視覺感受，

商品的質感搭配更直接影響商品價值，因此適

宜的質感搭配是影響美感的重要因素。在此課

程中學生能藉由對材質的觸摸與觀察感受不同

材質的質感美，從教師提供的圖例與小組活動

中，思考質感與視覺感受的關係，並能利用課

堂所學試著改變物品的質感提升物品的美感。 

二、原課程目標 
1.培養觀察與分辨不同材質 
2.能歸納出生活常見材質的質感特色，透過
觸覺及味覺的體驗 
3.能針對不同的對象設計並製作出自己符
合其特色的質感物品 
4.生活中各式生活物品質感的討論及反思。 

二、新調整課程目標：（若有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
校本、跨域、學校活動，可列舉） 

1.理解質感的定義  
2.培養學生「質感美感」觀察能力，讓學生可以
覺察到生活中自然物及非自然物的質感美 
3.利用生活物品為例，討論與反思質感美感與
功能性的關係。 
4.透過實作將先前所學的色彩、構成、結構的先
備知識與質感的知識與能力共同運用，完成杯
子蛋糕的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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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原課程對照 

(複製參考課程) 
新調整課程內容 

（填寫調整處即可） 

1  

單元目標 觸覺體驗 認識質感 

操作簡述 

準備一些外表材質觸感反差大的東
西放在箱子內給同學摸，讓同學 
說說摸起來的感覺，他的外表應該
是長怎樣的，用觸覺體驗質感表 
面的差異。 

利用恐怖箱引起學生動機，讓學生
了解質地與感受在記憶中的連結。
人會經由五官感受，視覺、嗅覺、觸
覺、味覺、聽覺體驗種質地，這些感
受會記載在記憶中成為生活經驗，
因此當人們看到冰塊的圖案便會聯
想到冰冷，這是以觸覺和味覺為主
要感受，但是還伴隨著其他五官感
受，例如：透明無色(視覺)、無味(嗅
覺、味覺)、冰塊相互敲擊咖咖咖的
聲響(聽覺) ；當看到火盆燃燒的圖
案想到炙熱與危險，這裡除了觸覺
以外，還延伸出心理感受。安排學
生體驗各種不同的材質，藉以感受
不同質感的材質美，教師再以冰的
質感為例，學生閱讀文章”吃冰的
滋味”，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作者如
何利用文字形容冰的質感、記憶美
感與質感間有何關聯。 

2  

單元目標 認識質感 了解質感的合宜性 

操作簡述 

準備一些不同口感的食物讓同學矇
著眼睛吃，並說出寫下自己的口 
感，用舌頭體驗不同質地在口中的
差異感覺。 

質感的合宜性。上周已經了解各種
材質與五官感受間的關聯，這周引
導學生思考生活中的設計品是否搭
配了合適的質感，從中探討質感的
合宜性。例如：滑鼠左右鍵的質感
是光滑或粗糙?側邊抓握的地方質
感光滑或粗糙?滾輪是光滑或粗糙?
各組帶來的滑鼠都是一樣的質感
嗎?試想設計師為何搭配這樣的質
感?記憶中有沒有讓人印象特別深
刻的質感搭配呢?教師引導學生在
課堂上討論與分享，學生分組討論
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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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元目標 認識質感 質感的不合宜性 

操作簡述 

準備一些不同口感的食物讓同學矇
著眼睛吃，並說出寫下自己的口 
感，用舌頭體驗不同質地在口中的
差異感覺。 

不同於一般認知的材質搭配產生的
視覺衝擊。教師以杯子為例，請學
生思考杯子適當的質感為何?再以
不合宜的皮毛咖啡杯圖片引起學生
注意，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當質感不
符合一般認知時會造成怎樣的視覺
衝擊?皮毛為質感的咖啡杯是否能
帶給人愉悅的用餐感受?質感與美
感的關聯性為何? 

4  

單元目標 巧克力傳情 理解質感美的重要性 

操作簡述 

巧克力傳情，送一盒請巧克力給媽
媽，透過巧克力球的製作，表面 材
質差異處理及內裹質地差異處理，
送一盒針對媽媽所設計的巧克力。 

以「Hermès 兩萬元的新款藍白拖
鞋神似台灣藍白拖」的新聞引起學
生動機，教師以新聞內容讓學生討
論兩者間的差異，藉此說明質感的
重要性與對美感的影響。教師利用
市場上杯子蛋糕的照片與售價讓學
生思考如何利用質感的搭配，提升
杯子蛋糕的美感，讓杯子蛋糕成功
變身提升價值。 

5  

單元目標 巧克力傳情 繪製杯子蛋糕變身設計圖 

操作簡述 

巧克力傳情，送一盒請巧克力給媽
媽，透過巧克力球的製作，表面 
材質差異處理及內裹質地差異處
理，送一盒針對媽媽所設計的巧克
力。 

參考教師提供的食材(也可以自行
準備不同的食材)，思考如何利用不
同質感的食材搭配，提升杯子蛋糕
的美感，並將想法畫下來。 

6  

單元目標 總結與回饋 杯子蛋糕變身記 

操作簡述 生活中物品質感討論及反思 
利用不同質感的食材搭配，提升杯
子蛋糕的質感美，互相參觀欣賞彼
此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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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預期成果： 
1.理解質感的定義 
2.培養學生「質感美感」觀察能力，讓學
生可以覺察到生活中自然物及非自然物的
質 
感美 
3.透過手做，能事當的表達出心中想要的
質感表現，並且能清楚表達給大家了解 
4. 生活中各式生活物品質感的討論及反思 

四、新調整預期成果： 
感受不同材質的質感美，思考質感與五官感受
的關係，了解功能性與質感間的關聯與質感是
影響美感的重要因素，體會合宜的材質美感，
練習不同材質的搭配發揮質感的優點，建構美
感經驗。 

五、原參考書籍： 

 
五、新參考書籍： 

 

六、原教學資源：  六、新調整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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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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節課需要同時裝飾完個人的杯子蛋糕以及小組的下午茶佈置，因擔心學生不熟

悉奶油擠花動作⽽影響上課流程無法於 45 分鐘內完成，於是在第三節質感的不合宜性的

課程時間中撥出半節課進行奶油擠花的練習，讓學生練習用擠花袋練習簡易的奶油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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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藉由恐怖箱體驗了解質地與感受在記憶中的連結，再閱讀文章”吃冰的滋

味”，小組討論與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認識質感、思考記憶美感與質感間有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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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利用聽覺猜材質的小活動讓學生理解記憶質感對生活的影響以及記憶質感

的重要性、質感美帶來愉悅感受的原因，接著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的設計

品是否搭配了合適的質感，從中探討質感的合宜性以及與美感的關係。學生在

課堂上分組討論與分享，完成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記憶質感對生活的影響、記憶質感的重要性、質感美帶來愉悅感受的原因以及

質感的合宜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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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以杯子為例，請學生思考杯子適當的質感為何?再以不合宜的皮毛咖

啡杯圖片引起學生注意，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當質感不符合一般認知時會造成怎

樣的視覺衝擊?皮毛為質感的咖啡杯是否能帶給人愉悅的用餐感受?質感與美感

的關聯性為何?討論分享後，利用擠花教學影片學習簡易擠花並試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的合宜性與不合宜性與美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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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利用質感盒以視覺、嗅覺、味覺等條件作分類，充分思考每項食材的

特性為何?小組討論後上台發表分享。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的重要性與對美感的影響、如何搭配出具有質感美的食材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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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利用質感盒思考適合搭配在一起的質感，須充分考慮視覺、嗅覺以及

味覺的條件，完成設計圖。 

C 課程關鍵思考： 

思考在視覺、嗅覺與味覺的條件下，如何利用有限的食材搭配出具有質感美的

杯子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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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依照小組討論結果先佈置好質感下午茶桌面與擺飾，再完成自己的杯

子蛋糕變身，利用手機紀錄後各自品嘗自己的作品，從中感受到質感美帶給自

己的愉悅。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搭配如何帶來美感、質感美帶給自己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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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直以來國三的視覺藝術課都是不容易上的，尤其是三下，因為多數學生為了升學對於

非考科的科目較不重視，也較不願意花時間學習，不過這六堂質感構面的美感課程，學生的

回饋都是十分有趣，最後的回饋單書寫時間其實已經在會考前兩周，但學生都以滿滿的文字

給予回饋讓我很感動，可能因為最後的作品是食物，是學生能夠自己吃掉的，⽽且也有品嚐

不同食材的活動，⽽且這六堂課無關乎繪畫技法，探討的是每個人對於好質感的感受，是非

常生活化的課程，因此在課程進行中，我能感受到學生是具有熱情的。 

    這個課程中，多數學生覺得最難的部分是在於奶油擠花，擠花對學生來說是很生疏的，

但是擠花的成敗會直接影響作品的美感，又因為時間不足無法打發鮮奶油，只能選擇市面上

的氣壓瓶鮮奶油來作創作，導致鮮奶油的擠花紋路不明顯，學生都覺得美中不足，這個部份

我一直在思考該如何改進，最後一堂課如果能調成兩節課一起上，或許就能有時間讓學生打

發鮮奶油，另外用花生醬擠花紋路明顯，不過因為花生醬的色彩不是很討喜，也不是很多學

生喜歡吃，所以學生選擇花生醬擠花的並不多。 

    六節課完成這個課程其實稍顯不足，因此在下午茶的布置上，學生沒有充分時間可以多

加討論，雖然有很多學生急中生智利用校園裡的植栽或是現成的班級公物來布置，但若要更

完整，應該要多兩節課，讓每位學生都可以帶物品來學校，再由小組討論去蕪存菁留下合適

的布置品，並且充分討論構圖，才能讓每組的下午茶布置都能完整展現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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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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