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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國昌國中 

授課教師 邱士良 

實施年級 7 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一、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國民中學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8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網美無極限-質感打卡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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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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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備能力：  

具備基本的美感概念，能發現生活中的美感元素並觀察生活中因質感所產生的感受，透過課

程提升學生對生活中質感的觀察，進而了解質感對日常生活中的影響並透過練習觀察周遭生

活，感受質感的合宜美感。 

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整合質感為學習美感的主軸能力，從生活中的質感出發，藉著五感體驗中發現質感與

生活的關係，並透過蒐集各種日常材料，練習質感的描述表達。增進學生瞭解質感與生活的

關係並提升對於生活中質感的感知能力。 

    課程透過校園中質感的美感踏查，收集生活中可以取得的各種材料(回收物、生活中使用

不到的物品)，分析其質感元素，並透過美的形式原理的美感組構，討論分析構成的關係，創

作個人質感拼盤，最後將作品於校園空間佈展成為質感打卡牆，讓學生發現其實「美感」存

在於生活中的各個角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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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能觀察、發現、日常生活中各種事物有哪些質感？ 

2. 不同的質感所產生不同的意象、聯想？ 

3. 生活中的各種質感，所帶來的感受？ 

 

 美感技術 

1. 學會分析各種質感了解其屬性。 

2. 完成質感拼盤構成設計與製作。 

3. 將課堂學習到的美感之能，嘗試運用於日常生活。 

 

 美感概念 

1.  學生能夠從中瞭解質感對生活的影響。 

2.  學生能從中學習、累積對美感的經驗。 

3.  關心及發現生活中不美處並思考解決。 

 

 其他美感目標 

透過最後的校園質感牆作品完成可使校園環境更優化美化以及落實生活美學，期望學生

仍能感受到藉由美感教育過程中所帶來的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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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單元目標 生活中的質感 

操作簡述 

引起動機 

教師先拿出 5 種生活物件圖片，用微觀的視點放大生

活中的小細節，請學生根據照片中的細節猜一猜是生

活中何種物品？讓學生了解所處生活環境與質感的多

樣性。拿出實際物品後，學生描述其視覺特性(形

狀、質地、軟硬等)與觸覺感受(粗糙、光滑、刺痛等) 

並比較觸覺和視覺產生的質感意象有何差別，分析影

響質感意象的因素有哪些，將討論結果填寫於學習

單。 

何謂質感?  

討論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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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質感會給人何種感受？ 

何謂質感？教師說明質感定義 

質感是視覺、觸覺與經驗連動的統合概念；是人類的

生活在細微感官方面的經驗積累。生活中隨處可見質

感變化，只是不若色彩般容易被發現。此課程希望讓

同學重新發現身邊的各種質感之美。  

2 10/19 

單元目標 日常質感拼貼 

操作簡述 

校園質感採集 

教師引導學生在校內進行各種質感的探索與觀察並實

際用手觸摸，與想像中的質感進行比對，透過實際拓

印記錄 24 種不同質感、並記錄下來。(下週進行拼貼

創作） 

萬物質感卡創作 

學生根據在校園進行的質感拓印,完成 24 格質感拼貼

創作。（腦力激盪，不同的質感會給人何種感受？） 

下堂課預告 

提醒學生，從自家中尋找各種不同的質感材料進行 8-

12 種不同質感樣本的收集供下堂課使用。(質感越多

越好，可從回收物尋找) 

3 10/26 

單元目標 美的形式原理大挑戰 

操作簡述 

美的形式原理 

1. 將家中收集的質感物品帶至課堂中。 

2. 教師準備 24＊24 公分厚紙板。 

3. 藉由所帶來的物品在紙板上排列，先讓學生依自

己的審美觀自由發揮排列，之後給予學生觀察他

人作品的時間，引導學生分享在排列的畫面中，

對美與不美進行討論，來試著歸納出秩序所能呈

現的美感。 

4. 教師利用圖片簡單介紹美的形式原理。 

下堂課預告 

提醒學生下堂課利用美的形式原理創作個人質感拼

盤。 

4 
11/2 

11/9 

單元目標 質感拼盤 1 

操作簡述 

依主題收集材料後 

1. 24＊24 公分厚紙板 

2. 將上一節課程中帶來的質感物件進行篩選。 

3. 將紙板劃分九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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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學生從中能欣賞不同質感所產生不同的美感。 

2.完成質感拼盤構成設計與製作。 

3.學生能從中學習、累積對美感的經驗。 

4.將課堂學習到的美感之能，嘗試運用於日常生活並思考解決問題。 

五、參考書籍： 

1. 美感入門電子書。教育部委託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生活美感電子書發展計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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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何欣怡(2018)。質感。107-1 儲備核心教師暨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手冊(P.29.30)。美感 

    教育課程推廣計畫核心實務工作計劃小組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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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星出版/2017/7/27 

六、教學資源： 

1. 美感電子書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2. 美感學習工具手冊 KIT Lessons  

3. 單槍、筆電 

4. 自製 ppt 簡報 

5. 厚紙板、美工刀、白膠 

6. 各種質感物品 

7.  學習單 

 

4. 適當的裁切、解構質感材料 

5. 利用美的形式原理排列 

6. 利用白膠黏緊，且高度＜1 公分 

5 11/16 

單元目標 質感拼盤 2 

操作簡述 

續完成上一週未完成作品，教師協助學生將相似性太

高的物件進行刪除或取代，作品須在同色系的取樣中

讓質感達到差異性的最大化。 

6 
11/23 

11/30 

單元目標 網美無極限-質感打卡牆佈展 

操作簡述 

學生觀摩作品並發表討論 2.打卡牆佈展(佈展學習) 

打卡點都符合一個可歸納出的結論—「非日常」 

◎三方法建構「非日常感」：紀念、美好與失衡 

學生依據此原理，在校園穿堂布告欄進行質感色 

彩拼盤打卡牆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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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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課程設計以質感和色彩為構面，經由基地初審建議刪除色彩構面,以單一構面課程建立基本美

感基礎。課程以質感為核心，由視覺細節與實際體驗開始，除了學習單的撰寫,課程多加入日常採

集操作。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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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拿出 5 種生活物件圖片，用微觀的視點觀察,生活中何種質感 

2.介紹生活中不同質感所帶來的美感感受 

3. 比較觸覺和視覺產生的質感意象有何差別 

4.完成學習單(學生撰寫的學習單忘記紀錄了!!!!)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生了解何謂質感,並透過實際生活觸覺經驗，觀察生活中各式樣的材質，重新去感受視

覺與觸摸不同的質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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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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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講解質感拓印示範和重點，利用 2b 鉛筆進行校園物品質感拓印。 

2.每人須完成 12 種不同校園物品質感拓印。 

3. 延續質感拓印體驗，讓學生以多種質感紋路為素材在底版上實作，完成 24 格質感拼貼

卡片,貼合的方式可自由創作。(可以跟同學交換不同質感) 。 

C 課程關鍵思考： 

1.利用鉛筆拓印，讓學生透過觀察和操作,感受不同的物品拓印質感和紋路,實際感受質感的

不同樣貌。 

2.能切割出所需大小，並切出大致相同的質感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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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帶來的質感物品在紙板上排列，學生依自己的審美觀自由發揮排列。 

2.老師利用圖片簡單介紹美的形式原理。 

3.利用美的形式原理排列再進行一次排列練習。 

C 課程關鍵思考： 

1.能運用美的形式原理, 找出各種排列方式所呈現的美感。 

2.學生能掌握運用各質感特性和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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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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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家中帶來的物件進行質感分類篩選。 

2.各種質感物件適當的裁切、解構材料。 

3.利用美的形式原理完成 24＊24 公分九宮格的質感拼盤卡。 

4.教師協助學生將相似性太高的物件進行刪除或取代。 

C 課程關鍵思考： 

1.同一種物品可以有不同的質感表現。 

2.透過不同技法的表面處理方式，會改變材質的質感。 

3.能感受課程體驗中的美感發現與再造經驗。 

4.作品在取樣中讓質感達到差異性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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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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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學生觀摩作品並發表討論。 

2. 校園穿堂布告欄進行質感色彩拼盤打卡牆佈展。 

C 課程關鍵思考： 

1.針對校園環境,選擇適合場域進行佈展。 

2. 打卡點都符合一個可歸納出的結論—「非日常」 

◎三方法建構「非日常感」：紀念、美好與失衡 

 

三、教學研討與反思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日常質感拼貼-學生對於走出教室實地觀察校園中的質感、收集質感，學生是相當有興趣。透過

走出教室認識校園質感的多樣性，但對於質感的紋理拓印，大部分學生較難掌握，質感採集拓印

紋理較雜亂，如能透過再多練習，學生應該較能掌握拓印的技巧。 

  從本學期的課程中學生的回饋中，看見學生開始會留意生活周遭的各種材質和議題(環保)對於生

活當中的美感開始有了些「感受」，會開始試著「思考」可以如何更好。但此課程實際實施節數

大約 8-12 節，課程節奏上較冗長，學生也較容易產生無感。 

  此課程的實施確實能引起學生對「質感」的關注，也能去思辨質感在生活環境中所能營造出的

美感。然而誠如學生所言，美感教育需長期推動，未來將社區及家庭列入推廣對象之一，讓學校

學習可以連結到家庭教育，才能全面推行生活美學。 

 

未來的教學規劃 

 質感的課程可再延伸，與攝影課程結合，讓學生比較實際的觸覺經驗，與透過攝影轉 

化為視覺質感的差異，並可安排空間配置(室內、室外)與光影的加入，讓課程更趨一致與 

完整。另外可加入立體的部分，有機會也可結合其他材質的結合等跨領域課程去開發， 

    而不只限定在美術領域的課程思考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