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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實驗計畫概述 

⼀、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可貼原有計畫書內容即可，如有修改請紅字另註） 

 
實驗課程執⾏內容 

⼀、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 實驗課程執⾏紀錄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 學⽣學習⼼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同意書 

⼀、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授權書（如有請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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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 (請填寫完整校名)	 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 

學校地址 (請填寫郵遞區號)	 32645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337號 

課程執行類別  

美感創意課程一學期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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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國民中學  
 

預期進班年級  8年級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4班 105人 

教師姓名  張素菁 

教師資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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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研究所藝術學碩士 

教學年資  24年 

1.美感課程經驗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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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質感、結構、比例、構造 

n 曾申請109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曾執行的美感構面：色彩、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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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輔 導 團，您的身份為：  藝術輔導團兼任輔導員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n 校內教師社群 
n 校外教師社群，如：  跨校美感社群召集人  	

 

二、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高級中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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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年級：8年級 

班級數：4班            學生數：103人 

班級類型：n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全新課程設計說明：  

n 本人過去沒有施作的課程設計。  
n 本人了解其他教師沒有相同課程設計。  
n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能延續學生七年級美感之所學，再在「色彩與構成」上加進新的操作方式。  
2.七年級學生曾去踏查楊梅古蹟，想讓孩子有老屋翻新的概念。  
3.以質感為探究主軸，鎖定在外牆建材範圍上。  

                                                

課程名稱：屋·言 

課程類別： 

美感創意課程一學期6-18小時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n 國民中學10小時  

 

美感構面類型：（單選或複選）：n色彩 n質感 o比例 n構成 o構造 o結構  o基本設計	

課程設定 
o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n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o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
堂數 

n單堂	
o連堂	 教學對象 n國中  8  年級 	

o高中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1. 學生7年級上學期已知二個秩序的核心概念-『重複的單一元素』與『整齊與韻

律』，並且能運用構成構面中的「對稱」＆「主從關係」，去安排畫面上的物件。 

2. 7年級下學期了解色彩構面的「相近色系」與「衝突色系」，能觀察色彩在生活

中的運用，透過校園色彩分析了解環境色彩的合宜性。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學生承繼7年級美感課程之所學，藉由校園植物之美，對於「秩序」的核心概念和「構
成」的對稱、平衡與主從的元素，可以將色彩與色彩中存在的「中間色調」，加以運用並利
用顏料調出不同程度的色彩，實際的在生活中實踐出來。希望學生從校園的色彩擴充至社區
環境的色彩上，加進「質感」的構面練習，觀察老屋建材之運用與替換。 



5	

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生活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質感」，這次主題鎖定在「老屋翻新」的建材（材料）質感

之探究，學生需要運用到7年級學習到的「色彩」構面之區域性色彩，來分析房屋所在地的環

境色，能從建材中挑選出適當的色系與質感，學習重點在於將牆面的建材，利用秩序概念中

的「相異元素」，有規則地排列組合在整齊中產生變化。 

表現任務(1)先讓學生瞭解記憶中的質感，從視覺與觸覺去感受經驗連動的統合概念，

例如：粗細、軟硬、溫度、紋理、光澤…等等;表現任務(2)-認識各類型不同質感的建材;表現

任務(3)-預先挑選學校附近五棟舊屋的牆面，讓學生分析環境色彩;表現任務(4)-搭配合適的建

材質感，將老屋牆面重新做質感替換，再次賦予「它」新的「語言」。 
 

一、 課程目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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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生活中發掘記憶中的質感。 

2. 觀察街道上房屋所使用的建材質感。 

3. 分析並挑選適合街道色彩之材質。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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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收集到的質感用重複單一的概念整齊黏貼在10*10cm 板子上。 

2. 利用 ORID 分析街道上建築材料與色彩。 

3. 為老屋替換合宜的新建材。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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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從古代到現今建築材料之轉變。 

2. 不同民族在建材上所習慣使用之質感。 

3. 說明與分析質感與時代的價值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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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7年級校本課程老屋與古蹟修復之議題。 

2. 與國文領域和生活科技課程做跨域合作。 

3. 將7年級所上過的「公民美學」延伸至環境共好的美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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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 

單元目標 記憶裡住了誰（一） 

操作簡述 

1. 用影片與實際物件讓學生先打開五感（觸、視、
味、聽、嗅覺） 

2. 從國文課程的寫作去做質感的摹寫，讓學生暸解
並運用描述五感的詞語與短句。 

2 10/4 單元目標 記憶裡住了誰（二） 



6	

操作簡述 

1. 設定5個情境題，引導學生產生描述的興趣。 
2. 透過情境文案改寫，去仔細觀察並摹寫出質感的

細膩與美感。 
3. 分組共同創作進行文案的變形與延伸。 

3 10/18 

單元目標 收集記憶中的質感（一） 

操作簡述 

1. 從校園中或是生活中收集質感殘骸，每人需要完
成二片質感板（10*10cm）。 

2. 主題設定在5個方向：粗/細、滑/糙、軟/硬、新/
舊、自然/人工。 

3. 用抽籤的方式每人做出兩個對照版的質感。 
4. 先將收集到的質感與同組組員分享並分類。 

4 10/25 

單元目標 收集記憶中的質感（二） 

操作簡述 
1. 將上堂課已分類好的物件做黏貼。 
2. 利用重複單一的秩序感，整齊排列在10*10的木板

上。 

5 11/1 

單元目標 收集記憶中的質感（三） 

操作簡述 
1. 將黏貼好已凝固的質感板做分類。 
2. 觀察別組同學所收集到的物件做評比。 
3. 同組學生將質感版做出合宜的排列，拍照存檔。 

6 11/8 

單元目標 建築材料的演變 

操作簡述 

1. 從建築史去介紹各時期建材的運用。 
2. 連結地理的氣候、植被、人文環境，讓人們發展

出的特殊建材。 
3. 科技的進步帶來建材質感的更新，讓學生觀察比

較新舊建築間質感的呈現。 
4. 用四角辯論法探索古蹟存在的價值。 

7 11/15 

單元目標 建築材料的認識 

操作簡述 

1. 由教師提供多樣性的建材，讓學生使用視覺與觸
覺去感受其質地。 

2. 各組抽籤決定舊屋改建案。 
3. 利用 ORID 討論出舊屋的環境色彩分析、建材的

運用或轉換、以及想呈現出來的意象。 

8 11/22 

單元目標 進行舊屋外牆的質感轉換或延續（一） 

操作簡述 

1. 用圖像將建築的外牆製作成模板，同一片模板出
現舊的原外牆與挖空的新外牆。 

2. 在不改變建築的外貌下，讓學生去設計合宜的建
材質感。 

3. 兩人一組合作一建案。 
4. 畫出建築設計稿。 

9 12/6 
單元目標 進行舊屋外牆的質感轉換或延續（二） 

操作簡述 1. 根據設計圖做外牆的建材黏貼。 
2. 注意施工的工序與排列。 

10 12/13 單元目標 進行舊屋外牆的質感轉換或延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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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 上台分享設計的想法與做法。 
2. 比較別組的作品其材質是否合宜？ 
3. 完成自評與互評的表件。 

三、 預期成果： 

本校7年級的校本課程有帶學生去做古蹟踏查，觀看的地點有楊梅客家古蹟建築、土塊

厝、土牛溝、富岡老街..等，這次課程想利用8年級的美感課程，讓孩子實際去當個改造者，

從認識建築的古建材到新式建材的轉換，將公民美學運用進去，先去分析街道的色彩、探討

色調的融整或衝突，再到建材的選用與施工，期望孩子們能透過質感的練習、探究與觀察，

實際當個小小改造家，將舊屋新建的設計與想法，可以在合宜的情境下展現出來。 

四、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書名：毛森江的建築工作-清水模家的質感 / 作者：毛森江 / 出版社：三采。 

2. 書名：石材萬用事典 Stones Material-設計師塑造質感住宅致勝關鍵350。 

3. 書名：裝潢建材-全面涵蓋各類世界建材＆原理性質施工應用圖解 / 作者：洪淳瀅 /  

出版社：易博士。 

五、 教學資源： 

1.硬體設備：電腦、單槍、手機、彩色印表機。 

2.利用領域時間辦理校內科技與藝術課程跨域研討會。 

3.增購相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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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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即可）	

⼆、6⼩時實驗課程執⾏紀錄	
（請填寫表格 x6，可參考美感練習誌第⼀冊12~17⾴） 

課堂1  記憶裡住了誰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用影片與實際物件讓學生先打開五感（觸、視、味、聽、嗅覺）。 
2. 從國文課程的寫作去做質感的文字摹寫，讓學生能藉由文字描述出五感的詞語。 
3. 學生自定一個物件，例如：我的舊書包，撰寫50字以上的質感短文，可以參考老師提供

的「五感的形容詞」表（粗糙的、方方正正的、黑漆漆的、硬梆梆的、窸窸窣窣…）撰
寫。 

4.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能藉由⽂字來敘述出物件的質感，給學⽣⼀個好⽤的⼯具-五感的語詞表，學⽣更
能發揮對質感的模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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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收集記憶中的質感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從校園中或是生活中收集質感殘骸，每人需要完成二片質感板（10*10cm）。 
2. 主題設定在5個方向：粗/細、滑/糙、軟/硬、新/舊、自然/人工。 
3. 用抽籤的方式每人做出兩個對照版的質感。 
4. 先將收集到的質感與同組組員分享並分類。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能藉由觀察→收集→分類→製作質感版，來呈現⽣活周遭所接觸的質感，與同組的同

學互相交流收集的想法與觀察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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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撰寫與⽐較收集的質感版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將黏貼好已凝固的質感板做分類。 
2. 觀察別組同學所收集到的物件做評比。 
3. 同組學生將質感版做出合宜的排列，拍照存檔。 
4. 選出三件質感板（自然物 VS.人工物）寫出感官描述。 

C 課程關鍵思考： 
能將物件的質感，⽤⽂字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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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建築材料的演變 

A 課程實施照⽚： 
 
 
 
 
 
 
 
 
 
 
 
 
 
 
 
 
 
 
 
 
 
 
 
  胡夫⾦字塔-巨⽯塊  中國應縣 ⽊塔  印度泰姬瑪哈陵 ⼤理⽯    羅浮宮⾦字塔 玻璃 
  （出處-維基百科） （出處-中⽂百科）  （出處-天下雜誌）    （出處-紐約中⽂報） 
B 學⽣操作流程： 
1. 從建築史去介紹各時期建材的運用。 
2. 連結地理的氣候、植被、人文環境，讓人們發展出的特殊建材。 
3. 科技的進步帶來建材質感的更新，讓學生觀察比較新舊建築間質感的呈現。 
4. 用四角辯論法探索古蹟存在的價值。 

C 課程關鍵思考： 
用年代去區分出五個時期，讓各組針對抽到的時期查找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去分析建

材的特色與建築的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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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5  舊屋外牆的質感與環境色彩分析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由教師提供學校附近的舊屋外觀，讓學生先觀察街道與房屋的周遭環境。 
2. 各組抽籤決定舊屋改建案。 
3. 利用 ORID 討論出舊屋的環境色彩分析、建材的運用或轉換、以及想呈現出來的意象。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能將要改造的舊屋，其主要⾊彩先找出來，並且與同⼀組的同學討論並分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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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進行舊屋外牆的質感轉換（一）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由教師提供多樣性的建材，讓學生使用視覺與觸覺去感受其質地。 
2. 在不改變建築的外貌下，讓學生去設計合宜的建材質感。 
3. 兩人一組合作一建案。 
4. 畫出建築設計稿。 

C 課程關鍵思考： 
能與同儕互助合作畫出改造圖並決定要使⽤的外牆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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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7  進行舊屋外牆的質感轉換（二） 

A 課程實施照⽚： 
 
 
 
 
 
 
 
 
 
 
 
 
 
 
 
 
 
 
 
 
 
 
 
 
 
B 學⽣操作流程： 
1. 根據設計圖做外牆的建材黏貼。 
2. 注意施工的工序與排列。 

C 課程關鍵思考： 
替換質感時，需要想⼀下建築物黏貼時，其上下層的關係與質感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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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這次課程想利用8年級的美感課程，讓孩子實際去當個改造者，從認識建築的古建材

到新式建材的轉換，將公民美學運用進去，從學校附近的舊屋著手，先去分析街道的色彩、

探討色調的融整或衝突，再到建材的選用與施工，學生大都能透過質感的練習，找到自己

想要改造的樣貌，將舊屋新建的設計與想法，可以在合宜的情境下展現出來。	

四、學⽣學習⼼得與成果(如有可放)	
 

	

	
	
	

	
	
	

	
	
	

	
	
	

	
	
	

	
	
	

	
	
	

	
	
	

	
	
	

心得： 

將頂樓加蓋的部分去掉，做成有日式風

格的屋頂，把厚重的陽台改成單純的牆面，

因為那一整排房子以米黃色系的瓷磚為主，

所以採純白的牆面，既有變化又能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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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將鐵窗拆掉，改成開放式的陽台，鐵門轉換成木質

的大門，原先裸露的水泥牆貼上白色的磁磚，將鐵皮的

屋頂換成紅色的波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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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我把原本是普通的民宅，改造成具有文青風的古典咖啡

屋，用黑、淺咖啡和白色做基礎色，這樣出現在街道上不會顯

得太突兀，又具有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