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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劉昀儒 

實施年級 七年級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15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好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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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年級 

□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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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1.色彩學初階概念 

2.幾何造形基本認知 

3.無美感教育課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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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校園中常常可見學生使用大量一次性餐具和塑膠袋，例如各式早餐、飲料的盛裝容器和

提袋，甚至也有懶得帶餐具而每日購買免洗餐具盛裝午餐團膳的學生。希望能透過質感課程

的體驗，讓學生對於此現象有所感知，進而思考改善的方式，過更有品質的生活。 

以質感概念的引導為始，讓學生對於質感有基本認識。而後經問答討論與觀察，使學生

發現一次性餐具的危害，再探討不同質感的食器各自的優缺點與適用性，進而探索食物與食

器間的關係、食器的製造成型過程（助於深入了解器物質感之美），並透過實作與實際體驗讓

學生找到合宜而友善於環境的用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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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質感 

學生將會： 

透過對不同材質食器的觀察、討論及應用練習，認識質感構面，進而反思自身日常生

活習慣對環境的影響，逐漸培養議題思考能力。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發現質感構面的美感。 

2. 了解質感與功能性的關係。 

3. 能因應需要選擇合宜的質感。 

4. 反思自身日常活動對環境的影響，

進而找出更好的處理方式。 

1. 方便性與環保觀念的取捨。 

2. 質感(材質+技法)與功能性的連結。 

3. 物與物之間的合宜搭配。 

4. 透過美感認知提升生活品味。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質感構面基礎概念。 

2. 質感與功能性的關係。 

3. 人類活動對於生活環境具影響力。 

1. 依物件特色分辨不同的質感。 

2. 說明物件質感與其功能間的關係。 

3. 依不同場合及需求選用合宜的質感。 

4. 陳述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 

5. 合宜地處理木材使成簡易餐具。 

6. 表達不同質感與搭配給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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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2.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3.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 質感是什麼? 

了解質感的基本概念。 

(2) 以團體討論及影片欣賞方式引起學生對於習以為常的「ㄧ次性餐具使用」進行思考。 

日常習慣的適切性。 

(3) 透過實際體驗，探討質感與功能性的關係及其給人的感受： 

不同質感之特定項目空食器 

→相同的食物盛裝於不同質感的食器 

→不同食物依需求盛裝於不同質感的食器 

→探討食器之製作過程、木筷實作 

→為食物選擇適宜的食器以提高其價值感。 

辨識並選擇合宜的質感使人感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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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學生對於質感構面能有感知。 

2. 學生能發現一次性餐具對環境的影響，並反思其適切性與必要性，進而改變日常習慣。 

3. 學生對於食物與食器的質感能有所體認。 

4. 學生能了解質感與功能性之間的連結。 

5. 學生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並分享操作成果。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設計型思考／漢寶德／聯經／2012 
2. 如何培養美感／漢寶德／聯經／2014 
3. 別人家的碗櫃：一只碗一對杯都是故事／張旻, 朱允庚／四塊玉文創／2016 
4. 和洋食器蒐藏家：學會用漂亮的杯碗盤，享受品味生活吧！／giorni 編輯部／瑞昇／2017 
5. 日日之器：與器皿相遇、交往的方法／祥見知生／大藝出版／2013 
6. 一桌子美好：台灣第一本！餐具控的餐瓷與餐桌佈置全書／余嘉方／推守文化／2013 

 

教學資源： 

1. 美感入門網站：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2. 美感電子書：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ebook/ 

3. 電腦、單槍投影機、食器圖片及相關影片、學習單 

4. 各種質感的食器、餐具 

5. 各式食物，如水果、餅乾、糖果、糕點、果汁、中式餐點…等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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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9-4/13 

質感概論 

1. 學生分組，於 8 分鐘內、在教室中以觀景窗概念框出自己認知
中的五種質感。(避免與他組重複) 

2. 利用美感電子書，進行質感概念引導與實例說明討論。 

2 4/16-4/20 

好方便? 

1. 團體問答：平日早餐用餐狀況回顧（含食物項目、餐具）。 

2. 影片欣賞：塑膠袋真好用？、中途島旅記：塑膠沙灘、中途島
中文預告片等。 

3. 團體討論：探討一次性餐具在現實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狀況，及
其對人與環境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思考可行的替代方式。 

3 4/23-4/27 

食器的質感 

1. 延伸上週議題，對各種材質的餐具做更深入認識。 

2. 分組觀察討論並分享： 

各組發給一套餐具，同組餐具為同一材質（保留材質原色不做
改變），各組材質相異。請同學觀察討論後，說明本組的餐具
具備哪些質感特色、功能特性及優缺點為何、適用於盛裝哪些
食物或使用於何種環境狀態。 

3. 以 ppt 進行實例、實物延伸說明與綜合探討。 

4 4/30-5/4 

換裝試試看 

分組動手做： 

1. 探討相同的食物盛裝於不同質感食器所給人的不同感受。 

 在食物狀態相同、色彩相同、數量一致、擺盤相同的狀況
下，盛裝於不同食器，比較並指出其給人的感受有何相異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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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不同的食物找到合宜的安身處。 

 發予各組相同的數組食物及材質不同的數組餐具，請同學
為它們做最合宜的配對，並分享如此配對的原因和完成後
之成果給自己的感受。 

5 5/7-5/11 

食器的誕生 

1. 木作餐具製造過程影片欣賞。 

2. 團體討論：探討食器如何選材、被製造以達其現有質感與功
能，深化質感概念。 

3. 動手實作：最實用的餐具—筷子，設計與製作。 

6 5/14-5/18 

1. 延續木筷製作。 

2. 究好食 

事先以單日團膳為盛裝內容，請學生尋找並攜帶合宜而不同以往的
食器加以盛裝後拍照存檔。於課堂上分享選擇的依據與實作過後的
感想。 

子題目標： 

 讓 40 元的團膳展現 150 元的質感。 

 選擇能呈現材質原色的餐具，不作表面漆飾或色彩改變，
避免色彩影響餐具質感給人的感受。 

 不做裝飾，擺盤以單純為主，避免因構成干擾餐具質感給
人的感受。 

 每樣菜色皆需盛裝，不可減省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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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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施班級數及人數由原本的 4 班 115 人調整為 6 班 168 人。 

2. 對於餐具質感的觀察，為避免失焦及簡化流程，取消低倍率行動顯微鏡的使用，請

學生直接以五感進行。 

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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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問答討論，分享個人對於「質感」的印象。 

2. 六人一組，在教室中以觀景窗概念框出各組認知中的五種不同質感，並選其中一項

進行質感描述。 

3. 觀看美感電子書，並記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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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說出電子書中質感單元的重點概要。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從當下環境出發，讓學生實際去發現並感知到生活中充滿各種不同質感的物品，且

有其相異的特性。 

2. 長時間觀看投影，學生耐心不足容易分心，以筆記與適時問答方式協助專心。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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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回想當日早餐內容與其盛裝容器，紀錄於紙張。 

2. 團體分享早餐內容與盛裝物，以舉手方式顯現班級成員早餐使用一次性餐具之比例。 

3. 觀看短片、紀錄影片重點並書寫感想。(片名：2017 世界海洋日減塑宣導、中途島

預告片、減速環保實測：做沒做差很大、塑膠袋真好用?、塑膠微粒的故事。) 

4. 討論減塑的必要性、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的具體方法。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因長期習慣所致，多數學生仍會將「方便性」列為選擇日用品的第一順位因素，食

物盛裝容器尤其如此，因此希望透過一些讓人不舒服但極為真實且正在發生中的影

像和數據喚起學生對相關議題的重視。 

2. 觀看影片前須先營造嚴肅認真的氛圍，讓學生沉澱情緒靜下心觀賞。觀看時亦盡量

控制全班於安靜狀態，若有想法則直接陳述於學習單上，避免彼此干擾。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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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六人一組，每組桌上分配一套相同質感的餐具，但各組餐具材質不同。針對本組所

分配到的餐具進行質感觀察與紀錄。 

2. 每組輪動二至三次，進行不同質感餐具的觀察與紀錄。 

3. 各組派員分享觀察所得。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要求學生運用各種感官對各材質餐具進行實際觀察。雖然餐具為日常用品，幾乎每

天都能接觸到，但平時在使用時卻易忽視它本身的各種質感細節，透過學習單觀察

項目的安排，引導學生深入觀察及思考。 

2. 進行觀察活動時，學生很容易將色彩、造型列入考慮，需適時提醒觀察重點為「質

感」。 

 

課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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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組實際操作。 
2. 在食物狀態相同、色彩相同、數量一致、擺盤相同的狀況下，將其盛裝於不同材質

的食器，比較並指出其給人的感受有何相異之處。 

3. 為不同的食材找出自認為最適合的盛裝容器，並於學習單中寫出如此搭配的原因。 

4. 觀看 ppt 實例，比較食材與不同餐具搭配給人的不同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除了視覺效果外，更著重「合宜性」與「功能性」的概念引導。讓學生深入思考食材特

性與盛裝容器特性彼此間的關聯性，不僅找出合適的搭配，並能說明如此搭配的具體原

因。甚至進一步思考延伸至往後用餐氛圍的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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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不同材質手作餐具影片欣賞。 

2. 從影片延伸，進行製作時的重點整理與討論。 

3. 討論筷子功能性、相異材質筷子之特性、製作時應注意事項。 

4. 感受檜木材質與砂紙的質感特色，作為實作前導準備。 

C 課程關鍵思考： 

1. 餐具的製作與設計必定與人的使用密切相關，從材質的選擇、造形的設計、各個製

作步驟的施行到最後完成的每一細節，都與功能性環環相扣。延伸上節課概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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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品的「合宜性」與「功能性」，並透過影片內容更深入了解特定的質感特性。 

2. 實作前務必讓學生釐清概念，如：手作特性及優缺點、所欲達成目標、如何運用手

中的材質達成預設目標…等，先有概念較容易幫助學生確立方向定下心製作，也有助

其耐性的延長。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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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於課前為某日午餐團膳尋找適宜質感的餐具，在擺盤方式相同的狀況下盛裝食物於

餐具中，並拍照存檔。 

2. 課中呈現自己的拍攝內容、彼此討論、分享意見。 

3. 繼續進行檜木筷之製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為團膳找適宜餐具活動旨在開發不同的可能性，目標為提升團膳質感增加用餐愉悅

感，因此須避免學生便宜行事只拿平時使用的餐具盛裝，以免違背活動初衷。 

2. 檜木筷製作重在過程中學生對於材質的實際體驗，享受材料在自己手中不斷轉變的

過程。希望透過親自手作讓學生更了解進而喜歡這樣的材料，期使將此經驗延伸於

日常生活中，能意識到個人用品的質感，並多加思考做更適切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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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週次 主題 困難 對策 未來教學規劃 

1 質感概論 

導入的觀察活動發表
討論時間不足。 

 減少觀察項目，並
指定各組特定觀
察區塊以免重複。 

 延長活動總時間
為 15 分鐘，給各
組 1~2 分鐘分享
時間。 

 

美感電子書中實例與
學生生活環境有所落
差，學生看一段時間後
易分心。 

 要求寫筆記紀錄
重點。 

 以問答方式喚起
注意。 

事先蒐集在地生活與
電子書內容相應的題
材，穿插播放以拉近與
學生的距離，增加吸引
力與持續力。 

2 好方便? 

  避免影片時間過
長，盡量控制在每
段 3 分鐘以內，且
採實際影像與動
畫 穿 插 方 式 播
放，以增強學生專
注力。 

 要求寫筆記紀錄
重點和感想使加
深印象、促進內
化。 

相關短片數量不少，可
選取適合者視需要安
排於之後的各堂課中
播放，持續加強學生印
象。 

3 食器的質感 

觀察對象物的準備：教
師準備的各材質餐具
樣本有限，要求學生自
行攜帶以增加多樣
化。但學生容易出現未
攜帶或者所帶材質過
於單一的現象。 

 建立賞罰機制、適
時鼓勵與提醒，促
進學生完成課前
準備。 

 指令須更清楚明
確、於前一節課舉
例說明，並限定不

除了對於各種餐具質
感的觀察及記錄，學習
單上增加「描繪」項
目，請學生以文字之外
的各種方式將所覺察
到的質感呈現於學習
單中。藉此加強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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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攜帶平時午餐
自己所使用的餐
具類型。 

增加類比思考。 

4 換裝試試看 

 食材保鮮問題：天
氣炎熱，生鮮水
果、飲料、或熱食
有保鮮、維持原本
狀態的困難，若執
行計畫的班級無
法安排於同一天
上課，則困難度更
增。 

 食材項目多，教師
於當節課前準備
時間有限，操作過
程感急迫匆忙。 

 儘量挑選不須保
溫的食材。 

 使用冰桶保存食
材。 

 事先完成裁切與
分裝程序、減少課
堂中準備時間。 

 安排小幫手，於課
前訓練，協助課堂
更順利進行。 

 請學生分組自備
指定項目及數量
的食材，但如此則
須承擔學生未準
備的風險。 

 搭配 ppt 的實例
播放，將課程延長
為兩堂課。第一堂
課處理「相同食材
盛裝於不同質感
食器」議題，第二
堂課則處理「為不
同食材尋找合宜
安身處」問題。 

 每個議題都從最
單純的一種單一
食物開始操作，學
生熟悉流程與進
行模式後再取同
類 複 合 食 材 擺
放，如此可節省每
一單項的處理時
間，也有更多空間
做不同搭配項目
的嘗試。 

 活動中段之後，可
給予每組不同的
題目，操作過後再
同時呈現各組成
果、共同討論，使
增加搭配的多樣
性。 

學生操作加上書寫學
習單並拍照存檔所需
時間比預計的長許
多，致難以增加食材與
餐具搭配的多樣性。 

 確實做好組內分
工，使各司其職儘
速完成各項工作。 

 每班安排一位攝
影手，專職處理拍
照存檔的工作。 

5 食器的誕生 

產業外移，台灣本地木
筷工廠難尋。鄰近的白
河雖有觀光工廠，但不
提供材料買賣，只開放
到場 DIY且單價過高。 

轉向小型木作工作室
詢問相關訊息。 

編列外聘講師相關經
費、將參與計畫之班級
課程集中安排，邀請有
經驗的專業師傅實際
到校授課，以增進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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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本身缺乏木工專
長。 

教師到訪木作工作
室，請師傅指導，實際
操作練習並紀錄過程
重點，以為實作課程的
準備。 

課程的學習效果。 

手作最需要的是時間
和耐心，雖已參考坊間
DIY 課程的規劃，但想
讓學生做完整些，時間
仍感不足。 

在課堂上將步驟全部
帶學生做一輪，使有基
本的概念，精緻化與完
整性部分則請學生利
用假期自行完成。 

將實作延伸為三節
課：第一節初磨，第二
節細磨，第三節修飾及
上油。雖然實作重點為
體驗和深入了解，「將
事情做完整」的精神及
基本態度仍須落實內
化，成本的品質也較容
易照顧。 

6 究好食 

學生積極度普遍不
高，雖已事先說明、事
後補充要求調整，但教
師無法親自於團膳時
間到場指導，學生常有
便宜行事的狀況出
現，似乎較難達成「辨
識並選擇合宜質感，使
人感受美好」的目標。 

  若為第四節的任
課班級，直接安排
於課堂上操作以
增進成效。其餘則
盡量抽空於中午
打菜時間到班級
走訪。 

 考慮開放另一方
向，讓學生以家中
單日晚餐為題，進
行兩組不同質感
餐具的選擇與拍
攝，並比較兩者給
人感受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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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2 好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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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器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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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換裝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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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器的誕生】 

 

【6 究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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