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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宜蘭縣文化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郭煌仁 

申請類別 ▓ 設計教育課程（至少 6 小時）□ 基本設計（18 小時）   

課程執行類別 ▓ 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中   □ 技術型高中   □ 綜合型高中 

授課年級 □ 國一   ▓ 國二   □ 國三   □ 高一   □ 高二   □ 高三 

班級類型 ▓ 普通班   □ 美術班  

課程類型 □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 其他：＿＿＿＿＿＿＿＿ 

班級數 4 班 學生數 112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 捻花惹草-水泥盆與多肉相遇 

課程主題 

(可複選) 

□ 色彩  ▓ 質感  □ 比例  □ 構成  □ 結構  □ 構造 

□ 重大議題：A3、A6、B11 

課程主題 

其他選填項目 

【A】教育部 108 課綱之 19 項重大議題 

A1.性別平等、A2.人權、A3.環境、A4.海洋、A5.品德、A6.生命、A7.安全、

A8.家庭教育、A9.生涯規劃、A10.資訊、A11.科技、A12.法治、A13.國際教

育、A14.閱讀素養、A15.防災、A16.能源、A17.多元文化、A18.戶外教育、

A19.原住民族教育。 

 

【B】SDGs 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B1.終結貧窮、B2.消除飢餓、B3.健康與福祉、B4.優質教育、B5.性別平權、B6.

淨水及衛生、B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B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B9.工業化/創

新及基礎建設、B10.減少不平等、B11.永續城鄉、B12.責任消費及生產、B13.

氣候行動、B14.保育海洋生態、B15.保育陸域生態、B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

度、B17.多元夥伴關係。 

 

 



全新課程說明 

□ 本人過去沒有施作的課程設計。 

□ 本人了解其他教師沒有相同課程設計。 

■ 參考先前課程，並加入重大議題  

( ■ 本人_111學年度國民中學精選課程種子學校教學實施計畫課程)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 同學能發現生活用品中的材質、環境的各種視覺、觸覺質感之美。 

2. 在觸覺體驗的過程中可以專注於各種材質在觸覺上帶給人的各種不

同感受，進而練習運用各種不同的素材，組合成一件展現質感特質

的立體作品。 

3. 未來在選擇生活用品或環境建材的時候可以考量其材質及質感的搭

配適切性。 

一、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二、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1.具有立體構成組合的能力。 

    2.具備基本的美感六個構面課程認識。 

* 先備能力： 

  1.有構成與色彩構面基礎的概念，並進行過相關的練習。 

  2.學生能藉由小組討論的活動，彼此分享對美感的新體驗。 

    「拈花惹草」的課程設計是處理生活中「花器與花草」的對話，體會一種生活方式的選

擇。課程將從「什麼東西可以當花器？」打開序幕，接下來學生們將處理花器的質感議題。

學生們藉由分組的討論，了解花器的功能與材質的可能性。 

     各組可以從「鐵器、紙黏土或免燒陶土、水泥」這些材質中選擇，或是自己組別決定該

組要處理的花器質感，依照教師給予的工具包，利用減法敲、磨、刷、刮；或是加法塗料等

方式處理容器的表面材質，並為其花器選擇適合其質感的植物，表現整組的風格。 

     最後讓學生觀察記錄自己養育盆栽過程與環境。課程進行中透過攝影紀錄歷程與改變，

並透過展示與講述分享活動心得。 

美感觀察 觀察生活中何種器皿是否適合當花器?花器為何種材質質感?花器質感是否



與花器中的植物相匹配。 

美感技術 
花器造型組合與排列規劃設計，並運用塑膠板或紙板進行切割、黏、組合

來製作水泥模板，並選擇合適的水泥調色、灌漿。 

美感概念 
花器水泥盆造型依其幾何造型，由三角形、四邊形反覆排列出現，讓學生

體驗到水泥盆的秩序、構造、結構、質感與色彩之美。 

其他美感目標 配合本校彈性課程-美感幾何跨域課程。 

週次/序 上課日期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10/14 

| 

  10/18 

1.什麼東西可以

當花器？ 

1.教師於課前請每一位學生準備一件可以當花

器的器物於課堂上分 享，整組討論花器的功

能是什麼？所選擇的器皿是否適合當花器？花 

器如何使用，以及其為何種材質。 

2.嘗試為自己所選的花器進行質感描述，例

如：凹凸、粗細、澀滑、軟 硬、乾濕、冷

暖；堅實與光亮、平滑與溫潤、粗糙與厚重、

光潔與剔 透、柔軟與細緻、彈性與韌性。 

3.請學生將所攜帶的花器拍照後上傳。 

2 

 

 

 

  10/21 

| 

  10/25 

花器有什麼樣的

質感表現？ 

1.教師提供關鍵字(例自製花器、花器質感)，

引導同學上網搜尋關於花器質感的表現，選定

一種質感的花器，說明此種材質的特色，並上

台報告。 

2.請各組選出材質作為該組花器的主要材質，

教師建議從「鐵器、紙黏土、陶土與水泥」中

選出表現材質。 

3.教師說明下週要自製花器，可以使用回收物

品作為容器，或是重新製作一種新的容器，請

各組討論需要準備的材料。 

4.教師於教室備好「鐵器、紙黏土、燒陶土、

水泥」等媒材的花器，提供學生參考。 

3 

  10/28 

| 

  11/1 

同一種材質可以

有什麼不同的質

感表現？ 

1.請學生挑選適當的材質或以現成容器改裝進

行花器製作，並考慮花器的質感跟功能。 

2.以簡報提供不同花器可能的材質表現技法，

並要求學生可以選擇一種材質，在水泥盆上做

質感表現。 

3.教師引導學生利用老師給予的工具包(砂紙、

鋼刷、肉槌、錐子……) 製造或嘗試處理容器

的表面質感，利用敲、磨、刷、刮、壓印、塗

料等方式處理同一材質。 

4.引導學生利用現成容器，表現加上紙黏土或

陶土後，比較不同表現處理方式所產生的質感

表現。 



5.引導學生利用水泥製作花器，並嘗試以工具

或是塗料處理其表面的材質。 

4 

  11/4 

| 

  11/8 

同一花器上，不

同的材質可以有

什麼不同的質感

表現？ 

1.進行花器的質感表現，並思考整組的花器材

質設計的共同點。 

2.思考所設計的材質作為花器的合宜性。是否

有注意排水功能，是否開 始考慮要放置何種

植物，開始思考擺放的地點……等。 

5 

  11/11 

| 

  11/15 

如何為花器選擇

合適的花草？ 

1.完成花器設計，拍照上傳。 

2.根據花器的質感選擇適合的植栽。 

3.將植物移植至花器當中。 

4.將整組植栽擺放至最具美感的狀態，並拍下

照片。 

5.將植栽帶回教室照顧，並觀察花器的設計是

否合宜。 

6 

  

  11/18 

| 

  11/22 

什麼是合宜的質

感表現？ 

1.請學生根據學習單的提問上台與所記錄的照

片分享心得。 

2.說明單一材質、加工處理過的表現材質是否

有美感上的差異，可以討 論是否單純的材質

質感表現已具備合宜的花器美感。 

3.說明植栽這一個禮拜來照顧的情形，主人在

照顧後有什麼發現或心得，其中跟質感相關的

是什麼？ 

4.各組票選最美的花器設計並說明原因。 

5.教師總結並歸納生活中的用合適的材料製作

符合使用者需求，以表現 合宜與協調的質感

樣貌。 

六、預期成果 

          期待美感質感構面課程，同學能發現生活用品的材質、環境中的各種視覺、觸覺

質感之美。在觸覺體驗的過程中可以專注於各種材質在觸覺上帶給人的各種不同感受，進而

練習運用各種不同的素材，組合成一件展現質感特質的立體作品。未來在選擇生活用品或環

境建材的時候可以考量其材質及質感的搭配適切性。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將添購與花器、植物擺設、場所、空間布置……美感相關書籍以供課程設計參考。 

1.美感電子書，2016。 

2.專家級多肉植物栽植密技：500 個多肉品種圖鑑＆栽種訣竅、靍岡秀明， 噴泉文化館， 

   2019。 



3.簡單製作獨具魅力的設計小品：透過水泥、石膏、黏土、布料、天然材料及廢物利用創造 

    6 種素材的反轉魅力，裵榮珠，北星，2017。 
4.不澆水！黏土作的喲！超可愛多肉植物小花園：仿舊雜貨×人氣配色×手作綠意──懶人在家 

    也能作の經典款多肉植物黏土，蔡青芬，新手作，2014。 

5. 初學者 OK！綠意花園水泥雜貨設計書，原嶋早苗，良品文化，2022。 

6.園藝職人の多肉植物組盆筆記：配色×盆器×多肉屬性，黑田健太郎，噴泉文化館，2014。 

7. 在 11F-2 的小花園玩多肉的 365 日：多肉植物組盆示範＆風格雜貨改造 DIYx 日本手作市   

    集＆園藝店踩踏實錄 x 創業歷程甘苦開心談，Claire，噴泉文化館，2017。 

8.多肉植物栽培大全：品種介紹‧四季管理‧Q&A 新手問答，羽兼直行，麥浩斯，2016。 

八、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學習單、chromebook、電腦、投影機、google classroom 雲端平台、

軟白板、簽字筆、白板擦、花器、植物、敲打研磨工具(砂紙、鋼刷、錐子、肉槌、拓印

物……)、鐵器、紙黏 土、免燒陶土塑膠、漆料、打底劑、切割用具等。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A3%B5%E6%A6%AE%E7%8F%A0/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8E%9F%E5%B6%8B%E6%97%A9%E8%8B%97/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91%E7%94%B0%E5%81%A5%E5%A4%AA%E9%83%8E/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springstudio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Claire/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BE%BD%E5%85%BC%E7%9B%B4%E8%A1%8C/adv_author/1/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在第一節增加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與本案課程設計之關聯性。水泥盆設計

製作與我校處於蘇澳鎮有多家大型石灰採礦場、與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的關

係討論與說明。 

 

2.第二節增加針對校園周遭環境做質感採集，並使用複寫紙拓印、採集後，將

質感採集樣張後，剪裁貼至學習單上並質感說明描述。 

 

3.第三節課討論多肉植物與花器的合宜搭配，同學採用水泥粉與塑膠瓦楞板來

製作花器。因課程時間不足，故同學製作五稜柱體外模，內模採用回收塑膠瓶

或飲料杯等，調製水泥後加以灌模、脫模、修整、裝飾。 

 

4.第五節課水泥盆裝飾:教師準備色紙膠帶、彩色洗石子、壓克力顏料等，讓學

生選擇合宜裝飾與點綴水泥盆美觀性。  

  

 

二、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介紹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17項指標，並說明與本案課程設計之關聯性。 



2. 教師提問請學生思考水泥盆設計製作與我校處於蘇澳鎮有多家大型石灰採礦場、與聯合

國 SDGs 永續發展的關係討論與說明。 

3. 針對校園周遭環境做質感採集，並使用複寫紙拓印、採集後，將質感採集樣張後，於第二節二

課時剪裁貼至學習單上並質感說明描述。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含17項目標(Goals)及

169項細項目標(Targets)。讓學生了解這17項 SDGs 涵蓋環境、經濟與社會等面向，展

現了永續發展目標之規模與企圖心。 

2. 蘇澳鎮有許多大型水泥廠，對本鎮居民、本縣及國家的經濟、環境保護等影響層面討

論。 

3. 對校園周遭環境做質感採集，詢問學生質感採集有哪些方式?是使用素描鉛筆、輕黏土、

鋁箔紙等方式?討論後使用複寫紙拓印、採集後，將質感採集樣張後，於第二節上課時剪

裁貼至學習單上並質感說明描述。 

 

 

 
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首先請學生準備一件可以當花器的器物於課堂上分享，透過學生各自所攜帶的可以當「花

器」的物件，探究花器的材質(色澤、粗細、軟硬、乾濕等等)、造型與功能。 

2. 教師提問請學生思考完成一個花器製作，需要解決那些問題？ 

3. 學生分析後整理出以下的需要探究的問題。包括： 

 (1) 什麼東西可以當花器？ 

 (2) 花器可以使用什麼材料表現？ 

 (3) 花器可以表現什麼質感？ 

 (4) 如何設計花器的造型？ 

 (5) 如何讓花器具有風格特色？ 

 (6) 如何解決其排水問題？ 

 (7) 如何為花器選擇合適的花草？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在追求方便迅速的世代，學生大多帶了身邊最常見的塑膠容器來作為花器，在這個階段

學生是尚未感知到材質的差異，而是大多以便利性為最大考量。 

 
2. 請學生分析整組所攜帶的容器名稱、材質名稱，並可從容器表現材質的色彩、光澤、紋

理、粗細、厚薄、透明度等外在特性來描述描述其質感，期讓學生發現容器質感的差

異，並從中選出質感最佳的花器，引導學生思辨不同的材質感所帶給人們 的感受差

異。各組上台發表對於花器的觀察與描述，教師總結在花器製作上，材質、造形的選擇

與功能必須相互呼應的思維。 

 
3. 此時的課程紀錄上傳是將與最後學生們親手挑選材質製作花器之後做比較，從比較中省

思自己對於花器質感認知的差異。  

 

 

 
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各組根據所期望的花器造型、質感，決定該組花器的主要材質後，使用塑膠瓦楞板來製

作五角稜柱體為花器。 

2. 花器外模製作:使用黑色簽字筆在瓦楞板上繪製10個等腰三角形及1個正5邊形，並進行

切割與組裝。 

3. 花器內模製作:學生採用回收飲料紙杯、寶特瓶等。 

4. 花器排水性:內模與外模中，採用擷取一段塑膠吸管做間隔。 

5. 每節課紀錄操作的過程，拍照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將選擇權交給學習者最大的挑戰就是教學者在課堂中將會非常的忙碌，教學者必須給予

學習者適當的建議，並處理多種技法的教學。但這是讓學生能自主學習，並嘗試解決自己

所選擇的問題的重要歷程。 

2. 此堂課主要引導學生使用所選擇的材質，建構或裁切成花器的樣貌，並思考如何排水。 

3.學生缺乏手做經驗，致浪費板材或不善運用模板來繪製。 

4.膠帶黏貼塑膠瓦楞板不夠確實，導致下一步驟灌水泥時，容易從黏貼縫隙中流出。 

  

 
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繼續花器的製作，有的學生完成模型建構，有的學生進行水泥灌模。此堂課的重點

在於引導塑膠瓦稜板用膠帶黏貼相鄰處須確實，避免灌水泥時，水泥會從縫隙處流出。 

2. 灌水泥時，不能在洗手台，要在洗手台洗手時，水龍頭下方要放置水桶。避免洗手台排

泄水管被水泥堵住。 

3. 灌好水泥，利用膠帶調整造型後，放置晾乾架上陰乾2天。 

4. 提醒同學水泥拆模後可運用哪些裝飾材料，以增加質感表現與美觀。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用膠帶黏貼瓦楞板須確實，以避免灌水泥時，水泥會使膠帶失去黏性，造成溢漏現象，

使水泥模無法灌滿，造型無法符合設計所需。 

2. 學生在調製水泥時，可以選擇白水泥或灰水泥，或利用壓克力顏料、水泥色母等，來調

製花器顏色。 

3. 灌好水泥後，瓦楞板花器外模會受到水泥重力而膨脹變形，需再用膠帶黏貼修正造型 

4. 學生的手沾到水泥，就會想直接打開水龍頭沖洗，這樣容易導致洗手台水管被水泥堵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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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完成花器拆模、利用砂紙修整。並選擇有色紙膠帶、洗石子、壓克力顏料等裝飾。 

 2.根據花器的質感選擇適合的植栽。 

 3.將植物移植至花器當中。 

 4.將整組植栽擺放至最具美感的狀態，並拍下照片。 

 5.將學習歷程進行整理，準備報告。 

 6.將植栽帶回教室照顧，並觀察花器的設計是否合宜。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此堂課主要引導學生使用所選擇的材質，嘗試以不同的加法的方式進行花器上材質與質

感的改變，主要引導學生思考當加入色彩或是不同質感的材料時，如何讓花器顯得統一

與和諧，並提醒「多色」、「多樣」不一定好看。 

2. 在容器質感的要求上，每位學生的花器上皆要嘗試單一材質上不同的質感表現，或是 

不同材質上的質感表現，再從中選擇想要的質感表現方式。 

3. .在選擇花草時，要將花器與各種花草嘗試配對，面對上百盆的盆栽，每位學生面臨另一 

種抉擇，不僅是喜歡，更重要的是合宜，在花器的質感表現、大小比例與高度的限制

中， 決定多肉植物的種類。找到自己最喜歡的搭配方式。 

4.. 將完成的花器上傳，並移至戶外拍攝。並組內討論進行分析與省思，分工製作簡報並準 

  備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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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請上台報告整個課程的學習歷程，以及製作心得，並告訴其他組同學使用這樣的媒材與

工 法，所需的注意事項與操作方法。 

2. 每組上台從第一次上課所選的花器材質，陸續回顧課程的歷程，並說明該組所決定的材

質，如何發揮花器的功能與質感，並在欣賞各組的花器之後票選出覺得最合宜的花器，

並說說經 過了花器製作，對於質感是否有更深刻的體會以及照顧植栽一周後的心得感

想。 

3 教師總結並歸納生活中的用合適的材料製作符合使用者需求，以表現合宜與協調的質感 

  樣貌。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這堂課主要是比較與思考，引導學生回顧整個課程，並且分析從剛開始的花器選擇，到 

完成成品中，問題解決的歷程，以及後設思考的整理分享。 

 2.引導學生省思對於「質感」美感到底有增加多少廣度與深度，提醒學生生活中所有物件

皆 有質感的差異，而質感的選擇會築構出生活的品質。 

 3. 以真實的花器搭配活生生的植栽，並讓學生照顧一周，從學生的回饋中可以感受到學生 

對於此生命的喜愛與保護，也是真正的落實生活的美感。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學生手作能力可再提升: 

學生對塑膠板材、膠帶、美工刀、剪刀與虎鉗等工具的運用較無經驗。如

無法善用塑膠瓦楞板材造成材料浪費(直接從板材中間切割，不會使用板材

邊角)或使用美工刀等工具不當，易會造成自身傷害等，以及因使用膠帶黏

貼塑膠瓦楞板，黏貼不確實，造成水泥從黏貼縫中流出，水泥盆造型高度

無法達成，且水泥會漏至同學下層作品影響他人。因手作能力待加強易造

成課程進度的延宕。 

 
2. 美感基礎需加強: 

當學生可以選擇的裝飾材質較多樣時，學生多有選擇障礙，較無法依美感

形式原理原則作參考。若要學生嘗試以不同的加法的方式進行花器上材質

與質感的改變時，大多學生容易會有過多質感裝飾，無法讓花器顯得統一

與和諧，多次提醒「多色」、「多樣」不一定好看或請融入美感形式理原則

(單純、反覆、韻律與對比等)。 

 
3. 提升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意願: 

嘗試將課堂的主導權交還給學生時，是為了引起學生自發的學習動機以及

思考能力，教師並準備材料讓學生練習選擇材質搭配，與同組溝通表達，

以及為自己的決定去執行製作。但部分學生學習是選擇依賴教師的想法與

做法，學生對於教師上一節課所交代上網查詢資料或準備物品等，下次上

課時常無法準備適切與攜帶用品，部分學生學習動機與解決問題能力可再

加強。 

 

4. 課程連排: 

美感課程若能連續兩節排課會比單節課來的適合。因花器水泥盆等製作所

需工具、材料及步驟較繁瑣，1節課僅45分鐘操作時間較短，且教師未避免

影響學生下一節課程的進行，故授課教師常需要獨自一人自行善後、教室

環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