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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凝結質感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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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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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有修習「色彩」、「構成」方面的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一、課程活動簡介（300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質感無所不在，看得到、摸得到卻經常為人忽略，課程會先從體驗式活動展開，觸摸各

種質感，紀錄質感的凹凸變化，接著是創造質感。 

    參考1996年 Harri Koskinen 的經典設計「冰塊燈」，使用透明塑膠片為基底，黏著各種可

透光材質，學生在製作過程中，除了可觸摸並選擇不同的質感，更可透過光的投射將質感具

體化、純粹化為影子造形，將質感凝結在燈具之中。過程中材質與質感的選用則以「使用情

境」為判斷依據，因此會使用㇐堂課的時間帶學生建立各組的質感資料庫，為每種質感以及

透光效果進行情境描述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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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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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並觸摸生活中各種物品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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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使用各種方式感知不同物體之間的質感差異。 
2. 運用口語/文字將質感的差異描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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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什麼是質感、質感之美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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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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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單元目標 質感體驗 

操作簡述 以實例說明何謂「質感」、「觸感箱」觸感體驗。 

2 5月 
單元目標 質感紀錄 

操作簡述 觀察校園空間「拓印」體驗不同質感。 

3 5月 
單元目標 質感資料庫 

操作簡述 學習單分享、介紹日常生活中富於質感創造的例子。 

4 6月 

單元目標 質感燈製作（㇐） 

操作簡述 
使用透明塑膠片，根據正多面體的展開圖進行切割，

組裝出燈罩，其中㇐面開洞裝置燈具。 

5 6月 

單元目標 質感燈製作（二） 

操作簡述 

設定燈的使用情境，從第三堂課的分類結果中選擇適

合的質感，組裝到塑膠片上，裝上燈具觀察光影效果

是否符合需求。調整後固定正多面體以及燈具線路。 

6 6月 單元目標 欣賞作品、相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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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各組分享創作感想。 
四、預期成果：  

1. 學生能對物件做質感意象的描述 

2. 學生能了解質感所呈現的美感 

3. 學生能以質感的觀點，嘗試結合物件進行物件質感表現創作 

4. 學生能以質感的概念分析日常生活所見的物件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漢寶德，《談美感》，臺北市：聯經出版（2007）。 

2. 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臺北市：聯經出版（2010）。 

3. Alan Pipes，《藝術與設計入門》，臺北市：積木出版（2010）。 

4. 視覺素養學習網：基礎設計第四講，設計元素：質感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10_140/th10_140_04.htm。 

5. 仲谷正史、筧康明、三原聡㇐郎、南澤孝太，《觸覺不思議》，臺北市：臉譜出版

（2017）。 

6. 如果失去觸覺會怎樣？你不知道的觸覺奧秘!觸覺不思議（啾讀 第14集）啾啾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Ho8zjSJRE。 
 
六、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學習單、鉛筆、色鉛筆、各種材質、透明塑膠片（厚）、多面體展開圖、剪刀、美

工刀、切割墊、熱融膠、LED 燈座等。 

材質列舉： 

宣紙、手抄紙、描圖紙、氣泡紙、塑膠瓦楞板、發泡緩衝材、樹葉、草、花瓣、串珠顆粒、

保麗龍、沙、羽毛等。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課程進行兩週之後，遭遇疫情而改成線上課，內容與進度做了大幅度調整，質感燈創作的

部分無法在線上實施，故改成在新學期初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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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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實例說明何謂「質感」 

2. 「觸感箱」觸感體驗 

3. 觸摸各種物體並將結果用文字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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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的體驗牽涉到兩種感官系統：視覺與觸覺，觸覺的部分是學生較不熟悉的部分，因此

安排介紹觸覺的影片，以及觸感體驗實作，喚醒學生這方面的感知。 

 
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觀察校園空間、「拓印」體驗不同質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觸覺的體驗是抽象的經驗，透過拓印的手法將其以具體的方式紀錄下來，經過這次的練習

之後，學生能體會到質感是可以透過適當的方式呈現出來的。 

 
課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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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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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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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由於改線上課程，故關於質感的體驗與紀錄，採用線上互動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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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質感是什麼 

2. 質感可以用什麼方式感知出來 

3. 質感可以用什麼方式紀錄下來。 

 
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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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說明壓克力燈的製作流程 

2. 製作壓克力燈的底座 

3. 思考主題與構圖 

 

C 課程關鍵思考： 

了解壓克力燈的原理，根據媒材特性選擇適當的主題、素材。 

 
課堂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製作草圖 

2. 嘗試使用尖銳物在壓克力板留下痕跡，思考草圖的每個部分要使用哪一種工具刻出痕

跡。（工具類型有：筆刀、鋼製尖錐、電動打磨機） 

 

C 課程關鍵思考： 
壓克力燈的創作過程是在「硬碰硬」，在刻畫各種痕跡、質感時，學生需要更加使用「巧

勁」，力道、角度需要發揮得恰到好處，才能刻出理想的效果。（過程中同儕往往會主動交

流、分享彼此的經驗，幫助其他同學更快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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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教師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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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刻製作品。 

2. 作品欣賞、分享創作感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察同儕的作品是如何刻製的、刻出來的效果如何，交流刻製的經驗。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質感課程非常需要在實體課程進行，因為學生需要同時使用到視覺與觸覺去感受物品，

然而課程進行到一半就遭遇疫情改成線上課，課程修改的同時，對於質感體驗的成效也

大打折扣，這是這次課程進行令人扼腕之處。 

2. 質感的實體創作因為間隔了暑假才執行，學生對於質感的概念已經有些生疏，故而在創

作階段，對於質感的表現並未完整發揮出來。 

3. 由於壓克力本身材質堅硬，學生使用各種堅硬的工具在上面做出痕跡，需要耗費很大的

力氣，部分學生沒辦法發揮得很徹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