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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至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儲備核心教師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教育部 105 年 8 月 23 日以臺教師(一)字第 1050071365 號函、第 1050071365A 號函、

第 1050071365B 號函、第 1050071365C 號函、第 1050071365D 號函委請國立交通

大學（核心規劃實務工作小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中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

國立東華大學（東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等辦理「105 年至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

畫」。 

貳、工作目標： 

一、研發可落實於視覺藝術課程之美感教育推廣計畫教材。 

二、培育「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之儲備核心教師暨種子教師群。 

三、實踐「基本準則課程研發」、「教學實踐」、「教材推廣」三者循環運作之模式，以有

效推動「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東華

大學 

四、核心規劃委員：曾成德教授、黃健敏建築師、官政能副校長、吳光庭教授、林盛豐

客座教授、潘襎副教授、劉惠媛副教授 

肆、教學對象：全國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 1、2、3 年級的在學學生。 

伍、申請師資： 

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或高中藝術領域之「美術」或「藝術生活」科，

具備二年以上教學經驗之現職專任教師，並參加「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核心規劃實

務工作小組於 106 年 12 月 11 日、 12 日辦理之「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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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執行方式： 

1. 申請之儲備核心教師經縣(市)輔導團、美術學科中心或美感教育基地大學推薦得申請，

每班進行以六小時為主，建議不超過十二小時美感教育實驗課程，並依據課程格式，

開發實驗課程內容。 

2. 本期實驗計畫每位儲備核心教師建議進行至少四班實驗施作為原則。 

3. 於 107 年 1 月 05 日前將申請計畫書逕送所屬基地大學初審，修正初審意見後，於

107 年 1 月 23 日參與審議交流工作坊，進行初審對話，並視情況邀請參與基地計畫

修正說明會協助核心小組與種子教師對話，於 107 年 2 月 9 日前送修正後計畫，通

過後施行。 

4. 儲備核心教師應參與每學期審議交流工作坊、期中回流工作坊，如連續無法參與交

流活動者，建議以種子教師身份參與計畫。 

5. 如有意願進行額外課程引導培訓工作坊者，可與實務工作小組聯繫。 

 

柒、課程經費： 

1. 本案進班實驗經費每位教師新台幣三萬元整， 

2. 經費支用需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捌、計畫期程：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107 年 3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 

玖、行政流程： 

日期 主要行政工作 執行單位 

106.10.23-106.11.03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儲備核心教師遴選作業 基地大學、美術學科中

心、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各縣市政府輔導團 

106.11.03-106.11.08 提交儲備核心教師實驗學校及培訓名單 

106.10.23-106.11.17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招募種子教師 

106.11.17-106.11.20 提交種子教師實驗學校及培訓名單 

並依類型、地區將種子教師進行共學分組 

106.11.20-106.12.06 基地辦理初任教師預修課程（參考前期） 

106.12.11-106.12.12 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儲備核心教師暨種子教

師培訓工作坊，並說明計畫撰寫事項 

實務工作小組、 

基地大學 

106.12.13-107.01.05 實驗學校提送實驗課程計畫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大學 

107.1.10 前 基地學校彙整後，裝訂成冊， 

逕送核心實務工作小組 

基地大學 

107.1.11 寄送計畫予審查委員參閱 實務工作小組 

107.01.13-107.01.22 儲備核心教師暨種子教師實驗課程計畫初審會議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大學 

107.01.23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儲備核心教師課程實施計畫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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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交流工作坊 

107.01.28 前 公告初審結果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大學 

107.01.29-107.01.31 實驗課程計畫修正說明會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大學 

107.01.29-107.02.09 基地彙整儲備核心及種子教師修正後計畫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大學 

107.2.13 前 基地學校彙整後，裝訂成冊， 

寄達核心實務工作小組 

基地大學 

107.2.14 寄送計畫予審查委員參閱 實務工作小組 

107.02.21-107.02.22 實驗課程計畫決審會議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大學 

107.02.27-107.03.09 決審意見修正版最後確認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大學 

107.02.27-107.03.09 實驗教師修訂計畫確認，教師正本送基地學校，

實務工作小組彙整後函送教育部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大學 

107.03.12-107.03.20 核定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並函轉基地學校專

案經費， 基地學校核撥實驗學校經費 

實務工作小組、基地學

校、教育部 

107.03.20-107.06.30 基地大學協助並記錄實驗學校實施課程計畫 基地大學、種子學校 

107.07.01-107.07.31 各區實驗學校繳交成果報告書 基地大學、種子學校 

 

拾、預期成效： 

(一) 美感基礎課程的累積。 

(二) 建構國高中學生美感學習之過程與結果資料。 

(三) 符合 12 年國民教育新課綱素養導向的美感課程題材 

(四) 奠定學生美感素養培育與養成之基礎。 

(五) 落實教師課程討論共學社群建構 

拾壹、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基本準則：如附件一 

拾貳、實驗計畫規劃表：如附件二 

拾參、經費需求：如附件三（請詳見附表說明，經費標準請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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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至 108 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美感教育課程基本準則 

壹、美感教育課程說明 

A. 基本觀念： 

美感不單是知識，也不應該是生活教條規範，他應該是合於用的目的，並適應於整體秩

序的。而是在生活上便是比剛剛好更多一些的展現，所以「美感教育」不是技術的學習，

當我們開始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敏感，便會開始願意開啟發現、探索、體驗、嘗試、

運用、整合的歷程。   

生活美感是適合的、有目的並適應於整體秩序的美。生活美感的教育是一種素養教育，，

也是一種自信心的養成。有此養成的人將知道自己能在哪些部份對物或環境的美化表示

尊重、提出建議甚至進行創造。    

B. 題本媒材：應為真實生活事物。 

C. 實施概況： 

美感課程分為：發現、探索、應用三階段，但事實上每一個階段都包含三者，不僅是各

階段的學習目標、重點不同，六堂課也將形成一個學習歷程，而評量的對象則應是當中

的行為。本階段招募計畫以初階階段美感為重點，於視覺藝術科課堂中施行之單一美感

構面的課程建構，課程規劃以六小時為主，建議不超過十二小時。課程規劃應具順序性

和連貫性，顧及學生身心發展與認知成長，循序漸進加深、加廣，以持續累積其美感知

能及美感經驗強化。 

教師應依實驗對象階段性差異，規劃適當的目標。 

D. 核心能力與目標 

美感教育的課程目標，係在觸發美感感知及累積美感知能外，並建構美感力的問題解決

能力，故本計劃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施行時間為標的，發展與藝術教育並進

之美感教育課程開發及教學設計任務。 

故教師設計課程應確保學生美感學習之核心素養，由生活主題出發，規劃時應培養美感

的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習興趣和知能，對照構面能力於美感判斷、工具意義及環境共

好，並將美感落實於生活情境、生涯發展與職涯探索等。 

針對美感教育的課程原則及學習階段目標，概分如下： 

E.學習階段目標差異： 

課程規劃應具順序性和連貫性，顧及學生身心發展與認知成長，循序漸進加深、加廣，以持續累

積其美感知能及美感經驗強化。有鑑於國家美感力建構的迫切性與未來性，第四學習階段著重美

感的發現，由美感的覺察、知能培養及初步應用，逐漸培養議題思考與建構價值觀；第五學習階

段則兼衡社會公民的美感素養，引動美感的思考與公民意識，並於職業學校階段，初步積累專業

美感能力與相關職涯融入發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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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美感教育課程發展說明 

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在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重點在「做中學」的體驗設計，在審

查關鍵中，並非僅以實作為標準，而是在做之中「有沒有真正的學習」？換言之，如何

將「美感構面」做為「學習重點」，藉由教學方法的設計，在學習歷程中建構學生「帶

得走的美感能力」，而非僅是「完成作品的手段」，便是美感能量重聚的開始。 

 

當美感素養被視為未來國家的競爭力，美感教育究竟能帶來什麼樣的個人與環境可能？

我們是否能在預備台灣的美感力的同時，也能為孩子展開更寬廣的視野？一個理想的教

育，應該包含個人與他者，透過思考探索的歷程，讓孩子建構屬於自己與觀照他人的美

意識！故在這個基礎下，增添合宜的主題，便是教師創造力的發揮！古人說：「因材施

教」，美感教育的區域基地，揭示了美感教育尊重多元特質的精神，以生活為題的美感

課程，面對多元的生活風貌下，教學方式的自主應該回應教師的經驗與學生特質的思考；

教學節奏、主題或許多元，但教學核心與目標重點應該回應計畫需求，讓學生重視美感

生活進而願意探索、實踐美感生活的第一步，便是從課程出發的再思索。 

 

綜觀推廣計畫的發展期程：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以生活為範疇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以做中學為構面的學習策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以美感素養為核心概念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以美感建構生活議題、跨域為的主題開發，及美感示例的擴寫 

 

故可發現，本期審查重點建構在前兩期實驗基礎，聚焦檢核「生活美感主題」與是否合

乎「美感素養」，及根據策略思考建立的「子題策略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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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授課教師 黃逸渟 

實施年級 國中三年級(普)、國中一年級(美)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1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好感面子盒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一、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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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色彩初階課程，能覺察生活中使用的色彩，了解並能分辨相同

的色調與衝突的色調，對於色彩的調和與配色有基礎認識。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能利用觸覺與視覺覺察不同的質感，並能簡單描述不同材料的質感。 

      提升學生對於周遭環境不同質感的感受力，練習質感搭配並提高質感敏銳度。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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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引導學生從自身周遭出發，透過校園附近美好記憶質感的踏查，開始觀察發現環境中出現

的各種質感，並覺察自然的質感變化及人工質感的使用，利用視覺和觸覺記憶生活環境中的質

感，體驗並思考不同質感帶來的視覺與心理感受，進而理解記憶質感、真實質感及擬真質感在

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利用生活中常見隨手可抽的面紙盒進行美好質感思考與連結發想，讓學生利用與面紙同為

紙，質感卻大不同的其他紙材，透過簡單技法嘗試再現與創造各種質感，並練習重現記憶質感

的意象，進行合宜具美感的質感搭配，完成<好感面子盒>的設計。藉此過程體驗紙張質感的

變化，思考相同材料經不同技術可展現不同質感的多元可能性，進一步探索記憶質感與意象的

連結，感受質感對生活美感的影響，進而達到質感構面的美感提升。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記憶質感探索與合宜運用。 

學生將會：  

1.覺察生活中的質感                        4.能合宜利用質感提升生活美感 

2.能用觸覺和視覺進行質感描述              5.能藉由自己的作品進行表達與討論 

3.能對生活中的記憶質感運用進行討論        6.能對質感產生多元美感經驗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質感的美感。 

2.生活中記憶質感的應用。 

3.質感的可能性。 

1. 環境中合宜的質感搭配。 

2. 記憶質感的運用。 

3. 紙張的質感變化與使用可能性。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記憶質感、真實質感和擬真質感。 

2.觸覺與視覺的質感經驗。 

3.記憶質感的合宜使用。 

4.構成質感的主要元素:材料與技術。 

1.能觀察並用不同方式記錄質感。 

2.能進行小組合作與討論。 

3.能嘗試進行記憶質感再現與搭配。 

4.能發表、提問與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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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階段-質感認知】 

第一堂:   

1.你的質感。(選擇一項物品代表自己，猜猜是哪位同學。材質的描述與討論。) 

2.討論何謂質感?如何運用五官認識質感、描述質感與記憶質感。 

3.記憶質感探索。（視覺－顯微鏡頭下的質感 vs 觸覺－掌中的質感）(實物、ppt) 

  第二堂:  

     1.美感電子書-質感構面(記憶質感)。 

          2.檢視生活中記憶質感運用與生活影響。（ppt） 

     3.< 有好感的面紙盒>面紙質感聯想大車拚。(分組，學習單） 

           面紙質感的五感描述與質感聯想(相似/衝突)。例如︰柔軟，雲朵/金屬。 

     【第二階段-質感蒐集】 

第三堂: 

1.尋找面子盒的好植感-校園附近(四季山莊)的美好植物質感採集。(分組，攝影) 

     2.<回家作業>尋找面子盒的好質感。美好質感意象的圖片蒐集。 

第四堂: 

1.記憶中的美好質感。(分組) 

           面紙質感聯想與回家作業的延伸綜合討論，思考發想可與面紙盒連結的美好質感    

           有哪些。 

          2.進行<好感面子盒>小組設計。(學習單) 

           強調面紙與面紙盒質感的合宜搭配，各組設計出具美好質感意象連結的面紙盒。 

           例如:雲朵上的輕柔好感面子盒。  

     【第三階段-質感再造】 

第五堂: ＜好感面子盒＞設計製作    操作重點:質感搭配合宜的面紙盒。 

          1.延續上堂課的設計，各組由老師準備的各式紙材中，挑選出符合設計所需紙材。 

2.利用拓印、刀片或針錐挑割、切割拼組等各種方式於選定紙材上加工，進行表面 

處理，嘗試再造所需的美好質感。 

第六堂: ＜好感面子盒＞設計製作。 

     1.繼續上次的紙材質感再造探索與嘗試。 

2.參考老師發下的面紙盒紙型，利用完成的質感紙材製作成面紙盒。 

           

第七堂: <好感面子盒>完成分享討論。 

          紙張可以做出那些質感?視覺和觸覺上有何新的變化? 

          完成的面紙盒質感是否符合所設計的質感意象? 選用的紙材作為面紙盒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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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對於周遭環境的質感能有感。 

    2.能去思考這些質感是否合宜，是否有美感。 

    3.對於記憶質感、真實質感和擬真質感有基礎認識。 

    4.能利用紙張再現多種質感或創造新的質感。 

    5.使用材料時能思考各種可能性，並適切使用合宜具美感的質感。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漢寶德。《如何培養美感》。聯經，2010。 

2. Art Quarter。《Art Quarter vol.8 紙上大藝術-極致紙作藝術》。牧恩藝術，2015。 

3. 和田恭侑。《創意幾何‧紙玩藝：特別收錄 25 款實用紙型，蒐集家中的回收紙、包裝紙，輕

手作裝飾×收納×包裝！》。良品文化，2014。 

教學資源： 

1. 美感電子書。 

2. 投影機。 

3. 筆電。 

4.  各種質感片。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你的質感。質感大揭密。 

2  美感電子書-質感構面。面紙盒好質感大車拚。 

3  尋找面子盒的好植感 

4  記憶中的美好質感 

5  ＜好感面子盒＞設計製作 

6  ＜好感面子盒＞製作 

7  ＜好感面子盒＞完成與分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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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辦計畫項目經費 
計畫名稱：105 至 108 年美感教育推廣計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苗栗縣立興華高中    學校儲備核心教師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辦理方式：□政府採購法     □行政指示  ■行政協助 

計畫期程：107 年 3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計畫經費總額： 30000 

經費項目 

(請依課程實際需

求增減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物品費 2000    1 份 2000 辦理美感教育實驗實作課程示範討論用實物投影機 

材料費 220 110 份 24200 辦理美感教育實驗實作課程所需材料費 

 (各種紙材、刀具工具、切割墊、黏貼用品、噴水器、

刷子、顯微鏡夾式鏡頭組…等) 

資料蒐集費 2000 1 式 2000 
辦理計畫所須購置或影印必需之參考圖書資料或資

料檢索等 

雜支 1800 1 份 1800 其他辦公事務費，購買如文具用品、紙張、光碟片、

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 

小計   30000 
 

合計   30000 業務費項下各項目請准予互相流用 

承辦人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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