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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至 112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校課程實施計畫 

 

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創意課程/設計教育課程 

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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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等學校 

執行教師： 林維瑜 教師 

輔導單位： 北區 基地大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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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中等學校 

授課教師 林維瑜 

實施年級 一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一、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 小時 1 學分）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6-18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6_小時 
□ 國民中學___小時 

班級數 7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鱗光再現─從魚拓藝術來認識質感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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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一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基本美術課程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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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從魚拓藝術為出發，帶領學生從拓印、魚類、海洋到版畫藝術，並以凹版印刷來認識

質感，結合學校特殊專業學科(漁業科)跨領域合作展現學校特色，以「在海洋中認識藝術，在

藝術中認識海洋」為目標。 

在魚拓藝術中讓學生能學習到觀察，並了解到拓印呈現的物件質感，進一步討論到質感在觸

覺與視覺的綜合感受，讓學生藉由拓印去認識質感差異，再回到「質感再現」的版印課程，

以凹版印刷讓學生體驗與創造屬於自己的質感美學。 

藉由凹版的獨特性，版面的光滑粗糙在擦板後印製所展現的視覺感受，可以讓學生在視覺質

感有所新認識，並藉由這樣的實作課程激發學生的學習樂趣，對生活能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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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魚拓藝術觀察魚類的身體結構組成。 

2.觀察物件的表面質感與拓印效果。 

3.觀察版面凹凸的所呈現的質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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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版畫凹版印刷概念。 

2.能運用工具在紙張上製造出各種質感。 

3.運用的不同肌理表現出質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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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美的形式原理：單純、漸層、反覆、對比、律動、統一。 

2.認識版畫藝術：凹凸版種與版畫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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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洋主題：透過魚拓藝術認識魚類構造，拓展海洋生態概念，認識在地文化。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10/5 

單元目標 
1.魚拓藝術的認識 
2.能對魚類進行觀察 
3.能了解質感的差異 

操作簡述 
1.介紹魚拓的製作過程 
2.認識魚類的身體結構 
3.討論拓印的視覺質感感受 

2 10/12 
單元目標 

1.感受質感的差異 
2.認識各類質感的視覺表現 

操作簡述 1.運用素描拓印方式收集九種不同的質感，感受光
滑到粗糙質感變化。 

3 10/19 單元目標 1.運用各類工具在紙張上做出不同的質感效果 
2.透過不同質感上墨印製的效果認識凹版版畫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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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使用各類工具在厚紙板上模仿出上一節課的素描
拓印，呈現從光滑到粗糙的質感效果。 
2.運用凹版印刷方式，將在厚紙板上所仿造的九種
質感上墨印製。 

4 10/26 

單元目標 

1.能透過拓印與質感仿作練習，學習到不同質感的
表現方法。 
2.能運用不同質感來表現作品。 
3.完成凹版版畫製版。 

操作簡述 
1.以海洋生物為主題，進行繪製。 
2.運用質感仿作的方式來做主題的質感表現，完成
凹版版種的製作。 

5 11/2 
單元目標 

1.學習凹版版畫印製 
2.能觀察各類質感的視覺表現 

操作簡述 1.運用上墨、擦板、印製的凹版印板手續完成作品 

6 11/9 

單元目標 1.能觀察與欣賞質感之美。 

操作簡述 
1.整理作品 
2.發表及分享個人創作 
3.說明各類質感的表現方式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1.觀察能力的建立：透過各類質感的認識，能對生活進行更細膩的觀察。 

2.感知能力的提升：認識材質的組成並能分辨出質感間的差異。 

3.在地文化有感：以海洋為主題創作，讓學生能對學校特色與在地文化產生共鳴。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觸覺不思議 : 從觸感遊戲、感官實驗及最新研究，探索你從不知道的觸覺世界》 仲谷正

史，臉譜出版社（2017） 

《特殊印刷・加工事典》 FLAIR, 西村希美, 島﨑肇則，台灣東販 (2020) 

 

六、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投影設備/平板/雷射印表機/版印機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FLAIR/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A5%BF%E6%9D%91%E5%B8%8C%E7%BE%8E/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3%B6%EF%A8%91%E8%82%87%E5%89%87/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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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無調整，按課程計畫實施。 

二、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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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魚拓的製作過程 

2.認識魚類的身體結構 

3.討論拓印的視覺質感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1.觸覺質感與視覺質感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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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觀察生活周遭九種不同的表面質感 

2.運用素描拓印方式收集九種不同的質感，感受光滑到粗糙質感變化 

3.與同學分享不同質感的拓印效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1.了解質感的差異與視覺的感受 

2.能感受各類物品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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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使用各類工具在厚紙板上模仿出上一節課的素描拓印，呈現從光滑到粗糙的質感效果。 

2.運用凹版印刷方式，將在厚紙板上所仿造的九種質感上墨印製。 

C 課程關鍵思考： 

1.認識版畫的原理 

2.體驗上墨印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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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以海洋生物為主題，進行繪製。 

2.運用質感仿作的方式來做主題的質感表現，完成凹凸版種的製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1.認識陰刻與陽刻以及凹凸版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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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運用上墨、擦版、印製的凹版印版手續完成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動手實作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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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整理作品 

2.發表及分享個人創作 

3.說明各類質感的表現方式 

C 課程關鍵思考： 

1.質感與想像之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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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由魚拓作品開啟同學對版畫的認識，進而進行版畫的創作與應用，讓學生對藝術創作的手法有新

的認識與體驗，也提高學生在生活中對於物品表面質感的敏感度，能進一步的去觀察與觸摸感受

不同質感的物件。 

在藝術作品的創作上運用各種質感所呈現的畫面效果去做相關圖案的組合，讓學生在基本的點線

表現外，開啟以「面」來做為自己創作的表現，也透過凹凸版的創作讓學生認識版畫的世界，開

闊學生對藝術世界的認識與體驗，版畫的製版與印製涉及到左右相反的問題，也讓學生在創作到

製版到印製的相關換位思考。 

若有再次修正此課程的機會，會再把學生製版與印版的節數增加，讓學生製版與印版的部分調整

成更多的嘗試與體驗，可以讓學生了解到製版與印版的更多可能性。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學生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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