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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陽明國中  

授課教師 邱于欣 

實施年級 國中二、三年級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約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食物質感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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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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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在國一已具備認識色彩、調色及配色的概念。 

一、課程活動簡介： 

在本課程中，以活動設計引導學生發現質感之美為目標，了解生活中，合宜的材料選擇

是質感之美的首要條件。 

首先在課程中觀察、觸摸、品嚐各種食材，建立學生的質感經驗。其次指導學生了解米

飯的特性，以及把米飯結合的方法。最後，請學生結合質感經驗與技法，設計出表面、質地

與包覆內餡的三款質感各異的飯糰。透過學生彼此發表討論心得，讓學生理解質感來自合宜

的選擇與組合，質感之美在生活中隨處都可以發現。 



3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透過飯糰的設計、製作、品嚐，體認質感的意義。並經由同學彼此成品的觀摩，發現

質感合宜的美。  

學生將會：  

1. 認識質感的概念 

2. 發現與欣賞生活週遭的質感呈現 

3. 理解質感的優劣除了主觀性感受外，材料的選擇是否合宜也相當重要 

4. 能把自己過去的經驗，經由學習，整合對材料質地與美學品質的關係，並產生優劣

的意識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質感  構面的美感 

2. 合宜的  質感  構面 

體認質感的美感來自物件的視覺、觸

覺、口感等各種感官上感覺的綜合呈現 

1. 飯糰的製作材料選擇與組合有那些限制 

2. 有那些生活中的應用可以由此學習而轉

化 

3. 在同學們的設計中，你喜歡那一個？你覺

得那一個最合宜？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各種食物的視覺、觸覺與味道的特性 

2. 能整合食物質感探索的經驗 

3. 能合宜的組合所選擇的材料 

1. 能選擇、辨別所需的食材 

2. 能將食材合宜的組合 

3. 能嘗試失敗並改進技術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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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1. 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Lesson 1: 材料質地的認識：讓學生分組觀察、觸摸、品嚐各式食材。 

Lesson 2: 表面練習：介紹米飯的特性與它們的結合方式。 

Lesson 3: 介紹飯糰製作。 

Lesson 4: 製作飯糰。 

Lesson 5: 寫出製作心得。 

Lesson 6: 發表、觀摩彼此的看法。 

2. 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a) 飯糰的製作有那些技巧要注意? 

      b) 如何把食材合宜地組合起來? 

      c) 製作飯糰的歷程還可以運用在生活中的那裏? 

      d) 你曾注意過生活週遭各種物品的質感嗎? 那種質感令你覺得舒適? 那種質感俴人無

法領教? 可以說出原因嗎? 

      e) 班上同學的飯糰中，你最喜歡那一個? 為什麼? 

3. 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使學生能了解並發現生活美感中質感的重要。以質感的探索、認識，整合成質感經驗。並培

養學生判斷材料特性的能力，能合宜地使用材料與方法，發揮質感的優點，製作出

美觀又好吃的食物。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期盼這六堂課能給學生： 

1. 認識何謂質感 

2. 能整合質感經驗來設計生活上的物品 

3. 發現並感受質感的美 

4. 能正確地使用材料和合適的方法，展現個人風格與品味 

四、預期成果：  

期昐這六堂課能給學生 

 

1. 認識何謂質感 

2. 能整合質感經驗來設計生活上的物品 

3. 發現並感受質感的美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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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讓學生分組，並攜帶任一平常會加在飯上直接吃的食材，如海苔、

肉鬆、堅果、醬菜等。透過觀察、觸摸、品嚐食材，並在學習單上

寫下體驗報告。 

2  
介紹米飯的特性與如何結合的方法，如捏、揉、煎、烤等四種方法

得出的米飯糰有什麼不同的質感。 

3  
用投影片介紹飯糰與製作方法，並請生結合認識的食材與米飯糰的

製作方法。分成表面、質地、包覆食材三層次，分組設計三款飯糰。 

4  分組製作飯糰。 

5  分組繪製飯糰製作過程與心得。 

6  分組發表，彼此分享看法，評斷飯糰質感的優劣。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Lesson 1: 讓學生分組，並攜帶任一平常會加在飯上直接吃的食材，如海苔、肉

鬆、堅果、醬菜等。透過觀察、觸摸、品嚐食材，並在學習單上寫下

體驗報告。 

第一課：請學生發展他們的經驗值與想像力，寫出他們的夢幻好吃飯糰，並說

出飯糰必需具備什麼特質，他才覺得好吃。他們寫著、討論著，口水

都快流出來了。最後以看「食尚玩家」介紹飯糰的節目作結尾，為第

二節課的試吃直播作準備。 

Lesson 2: 介紹米飯的特性與如何結合的方法，如捏、揉、煎、烤等四種方法得

出的米飯糰有什麼不同的質感。 

第二課：每天的早自修，造訪學校附近各個早餐店，購買不一樣的飯糰，上次

「夢幻飯糰」寫最好或畫最好的前三名，有機會試吃飯糰，並在課堂

直播試吃報告。播放三種飯糰製作的影片，學生必須把三種製作方法

紀錄下來。 

Lesson 3: 用投影片介紹飯糰與製作方法，並請生結合認識的食材與米飯糰的製

作方法。分成表面、質地、包覆食材三層次，分組設計三款飯糰。 

第三課：質感體驗試吃，本週登場。準備 6 種不同口味的食材，每班兩杯米，

一鍋飯。由每桌六人，每人出來滾一次飯糰，滾完後六種口味都齊全，

六種飯糰做好後，他們必須仔細觀察，寫下或畫下他們的心得。在下

課前 10 分鐘，每人一顆分配好的飯糰（當然他們經過激烈的討論誰吃

哪個），細細品味食材的質感與味道，寫下自己的體驗，並跟同桌的

同學分享。 

Lesson 4: 分組製作飯糰。 

第四課：設計自己的美感飯糰，並分配下次自己要攜帶的食材。 

Lesson 5: 分組繪製飯糰製作過程與心得。 

第五課：分組製作飯糰，把做好的飯糰擺盤，送到簡易攝影棚拍照，最後享用

飯糰。  

Lesson 6: 分組發表，彼此分享看法，評斷飯糰質感的優劣。 

第六課：飯糰照片分享，製作美感飯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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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ppt 講解生活中的小故事，在繁忙得生活中，仍該好好的用餐，一塑膠袋的飯菜 vs 飯

糰。5 分 

2. 你有自己包過飯糰嗎？自己包的好吃嗎？有沒有吃過好吃的飯糰？詢問學生的想法，並

喚起他們的記憶。請學生發展他們的經驗值與想像力，寫出他們的夢幻好吃飯糰，並說

出飯糰必需具備什麼特質，他才覺得好吃。他們寫著、討論著，口水都快流出來了。30

分 

3. 最後以看「食尚玩家」介紹飯糰的節目作結尾，為第二節課的試吃直播作準備。15 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美術課的氛圍是輕鬆愉快的，所以學生們 很容易聊起來，很能夠分享他們生活中的經

驗，只是不能給太久的時間，免得聊著樓歪掉了。 

2. 飯糰是孩子常接觸的食物，所以他們很有感，所以我也順道問他們好吃的飯糰哪裡買？

作為下次飯糰試吃購買點的參考。詢問之下，發現他們吃的飯糰大部分來自便利超商。 



 

3. 他們想像中的夢幻飯糰，其實就是集合他們最想吃的食物！看他們的想像，有時很好笑。 

4. 美食節目的試吃部分，其實是在對孩子示範質感的發現、體驗與如何描述。孩子們常常

接觸這些節目，但只是把它當娛樂來看，其實裡面包含許多的感知。再撥放影片的同時，

老師會在旁邊提醒孩子，該注意觀察哪個點。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課前造訪學校附近各個早餐店，購買不一樣的飯糰，當作本次上課試吃飯糰。 

2. 上次「夢幻飯糰」寫最好或畫最好的前三名，有機會試吃飯糰，並在課堂直播試吃報告，

學生必須先聞味道、第一口品嘗飯的口感、第二口直播吃到甚麼、甚麼味道？好吃嗎？

甚麼口感？你喜歡嗎？下次還會想吃嗎？ 

3. 看三種飯糰製作的影片，小飯糰、三角飯糰、蛋糕飯糰，他們必須把三種製作方法紀錄

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學生簡直無法相信美術課與吃飯糰有何關係，更何況老師變出真的飯糰讓他們吃，所以

吃飯糰吃得很高興。當然，老師要適當的選擇可以帶動氣氛的學生來製造效果，來吸引

學生注目，老師快成為綜藝節目主持人了。 

2. 觀看飯糰製作影片時，必須適時提醒學生，他們實際製作時可能會遇到甚麼問題。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質感體驗試吃，本週登場。 

1. 我準備 6 種不同口味的食材，每班兩杯米，一鍋飯。 

2. 請學生到外面盆栽每桌採摘一片山蘇葉，洗淨、擦乾備用。 

3. 由每桌六人，每人出來滾一次飯糰，滾完後六種口味都齊全， 

4. 而且他們的自己做的自己吃掉，哈哈，無法嫌棄別人。 

5. 六種飯糰做好後，他們必須仔細觀察，寫下或畫下他們的心得。 

6. 在下課前 10 分鐘，每人吃一顆分配好的飯糰，細細品味食材的質感與味道，寫下自



 

己的體驗，並跟同桌的同學分享。 

7. 還剩下 5 口飯，寫得好的人，可以任選食材滾來吃。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自己做的飯糰自己吃掉，哈哈，無法嫌棄別人。 

2. 原本的器材準備是可丟棄的紙圓盤，為了課程銜接快速不得已的選擇。但看起來沒質

感，一點也不美。後來經過多方汲取經驗，看到外面山蘇盆栽，靈機一動，我不發盤子給他

們了，每桌請他們到外面山蘇走廊（我家山蘇園可食用的那種山蘇），剪一片山蘇葉，洗淨、

擦乾讓他們當盤子用。當他們把飯糰一一做好擺放上去，看起來真不錯。 

3. 有些班孩子偏食有點小嚴重，對於沒接觸過或不吃的食材，連試都不試。徵狀輕一點只

是說難吃，嚴重的直接不吃。健康的無調味燕麥片百分之 95 不受歡迎，所以當一個女同學

來告訴我，燕麥吃到最後甜甜的，我知道她有認真品嚐到食物的原味了，真感動。 

4. 其實這一步，是為了增加他們第四課的飯糰設計與第五課的飯糰製作的經驗值，沒有用

手捏過飯糰，下次實作飯糰如何成形？ 

5. 兩杯米，一鍋飯，31 人，我們仔細的品嚐食物的原味。這愉快的美感質感課！ 

6. 連續兩個星期 run 的飯糰第三課：飯的質感體驗，每天在煮飯，每天在思考，每天調整

教學過程與方法。所以五個班，同一個課程，每班都有微調，都不一樣，只是越來越好（老

師自我感覺良好，哈哈）。 

7. 課程操作更精準、更聚焦在飯與配料的質感體驗。在飯本身的質感上多加了一道工，請

同學把飯糰在手中揉 5 分鐘到看不到飯的顆粒（當然他們是洗乾淨的手加韓國昻貴芝麻油下

去戳揉）時再加上料。吃起來的飯糰，其實跟鬆軟的飯糰是不一樣的，更像是麻糬。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我的美感飯糰設計，為下次的飯糰實作作小組準備與討論。 

2. 小組成員必須決定飯糰的外觀、內餡、口感與製作方法。 

3. 小組成員必須作工作分配與食材的準備。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孩子們天馬行空設計一堆食材，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帶來？ 

2. 下次要實作飯糰，老師再次複習飯糰的製作方法，提醒他們流程，因為只有一節課，要

把飯糰做好、擺盤、拍照、享用，最後教室收拾乾淨。大工程。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飯糰做好、 

2. 擺盤、 

3. 拍照、 

4. 享用， 

5. 教室收拾乾淨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五個班飯糰實作的課程成功完成，其實經過前 4 節課的醞釀，學生非常期待這堂實作課，

流了 4 節的口水，終於可以止飢。 

2. 我們學校的學生家境普遍不錯，父母皆很熱意幫孩子完成課前的食材準備。比如，肉類

要事先烹調好、蔬果類要事先切好、特殊工具要自己帶，孩子們準備充足，份量更驚人

的多，這節課他們忙得很，也吃得很開心。 

3. 開始的幾個班，帶來的承裝容器不優，導致擺盤效果不佳。後來的班已經有顯著改善。 

4. 學生帶來的餡料太多，他們不顧分量的多寡、吃起來的口感、看起來的樣子、味道的鹹

淡，全部包進飯糰中，結果有些飯糰太鹹，料太多，吃起來並不好吃。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瀏覽上一節課的照片，完成美感飯糰報告。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學生看到上一節課的照片，皆回味不已。 

2. 請學生綜合前五堂課的內容，最後寫出心得感想。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因為課程執行在國中二、三的五個班，課程很受歡迎，學生上課的

參與度、配合度很高，老師很有成就感，但很累。 

2.只有實際執行 6 節課，節數明顯不足，目前還未上完，預計需 8 節

以上。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學習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