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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主題課程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杉林食在有意思 

課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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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施行課堂 

□高中高職多元選修 or 基本設計 

□國中彈性學習或社團。 

■視覺藝術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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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 八年級與九年級曾修單一構面「結構課程-美感力可帶」 ，在不同的目標與挑戰下，

以 20 根義大利麵建構高塔、A4 一張影印紙製作可載重的平台、而後討論結構與美之間的

關係，再以討論後歸納的結果，以有限的材料建構一個可以遮蔽、休憩的空間。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在結構課程中，提供不同質感的材料（牛皮紙板.影印紙.西卡紙.透明片…..）多數學生反應對材

料質感陌生、不知道如何操作。在生活中，學生對生活周遭的質感，較少花時間去觀察、觸摸、

比較、討論。所以想藉由本課程，引導學生對生活質感是有敏銳感覺。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杉林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陳筱安 

實施年級 7.8.9 

班級數 8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30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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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本次課程設計中，第一單元透過「杉林質感資料庫」的收集與建立，引導學生開始注意、觀

察生活周遭物件的質感，並藉著全校質感成果展的方式，觀看他人以同樣質感，進行不同詮

釋的美感。而在第二單元，學生以不同質感的器皿，進行杉林農產品的擺盤設計，並討論材

質美感呈現的合宜與衝突關係，藉以開啟學生對質感運用的新視野。並在兩種以上的質感搭

配過程中，討論另一個美感構面-「構成」。在擺盤設計、食物攝影、食譜編排的過程中，學

生要反覆練習「構成」的應用，而在這過程中，引導學生思考，如何以美感能力，包裝與行

銷杉林的農產品。讓學生在討論、實作的過程中，去思考自己與家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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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學生對質感有感的部分，像是：「制服材質僵硬不透氣、運動服材質柔軟排汗」、「手機

殼金屬比塑膠有質感」諸如此類，因為每天都會穿的制服、每天都會摸的手機殼，所

以有感。但對於平日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因為較長時間被學校規範著，與經濟能力不

足的條件下，較少機會去體驗美的質感。 

備註：本校屬偏遠地區，全校有 2/3 以上家庭經濟狀況需要補助。當經濟能力不足，

基本生活需求受到威脅時，很多時候是無力去追求美感。  

學生將會：  

1. 喚起生命經驗中對物件質感的記憶感知，啟動對生活物件質感的敏感度。 

2. 比較不同質感搭配，對物件產生的影響。 

3. 探索生活環境中質感的運用，並理解實用與美感的合宜度。 

4. 融合質感構面其他美學構面的素養，並實際運用於生活中。 

5. 思考杉林農產從產地到餐桌的設計。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質感構面的美感 

2. 合宜的質感構面 

3. 不同材料組合對於材質美感呈現的

合適與衝突關係 

4. 構成美感：物件＋物件＋物件最具有

美感的搭配與擺置方式 

5. 將質感、構成美感應用生活日常 

1. 用○○來表現○○質感，恰如其分？有沒

有更適合形容○○的質感？ 

2. 每個材料都有它最適合的表現方式，要以

什麼形式呈現這個材料最美？ 

3. 如何應用美感教育所學知識、技能，包

裝、行銷杉林？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知道生活中很多物件，都與質感息息

相關。 

2. 瞭解如何凸顯不同質感的美。 

3. 知道不同材質搭配出來的質感呈現

是否合宜。 

4. 土地與家庭、自我的關係。 

1. 對生活物件的質感有感。 

2. 能夠具體說明物件質感美的部分，以及指

出與其他質感不一樣之處。 

3. 在生活物件質感選材上，能結合其他美感

構面與美學素養，選擇合適的物件。 

4. 擺盤設計、食物攝影、食譜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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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單元一 建立杉林質感資料庫 

帶領學生走進校園，貼近土地，開啟五感體驗，用心觀察生活周遭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對

自己生活的土地有感，對不同質感的物品有感。並從不同人的作品呈現中，擴大不同質感美的

詮釋。 

單元二 杉林食在有意思 

以單元一建立杉林質感資料庫之活動中，學生使用兩種不同質感來裝飾杯子，以此一經驗當作

引導，帶領學生接觸美感另一構面－「構成」。而在第二單元，讓學生用杉林農產(第一次是指

定題南瓜鬆餅，第二次是自家農產品)，在烹煮、擺盤設計、食物攝影、到最後的食譜編排過

程中，多次的應用「構成」美感。 

四、預期成果：  

1.啟發學生對於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小事物有感，進而觸發更豐富的感知能力。 

2.透過觀看、觸摸、傾聽不同人詮釋的美感，對美的想法產生更多的想像與可能性。 

3.對於生活周遭「美」與「不美」有更多質疑批判能力。 

4.對自己成長的這塊土地，有多一份認同感。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田野裡的生活家：12 位在地小農的種植故事╳43 道美味食譜提案/作者：史法蘭/出版社：

四塊玉文創/出版日期：2018 

2. 觸之美：從手到心的美感體會/作者：La Vie 編輯部/出版社：麥浩斯/出版日期：2018 

3. 好吃 34：食設計－攝影、策展、包裝、料理的 10 個關鍵字/作者： 好吃研究室/出版社：

麥浩斯/出版日期：2018 

教學資源： 

生活環境裡的質感、自家栽種的農產品、從產地到餐桌的所有設計。 

教學進度表（以單元為題，單元安排之週次可自行修正）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子題 

單元一 杉林質感資料庫 

1 10/4 
質感腦力激盪   

比較生活當中，同一類的物件，不同質感所呈現的不同特點。 

2 10/11 

校園質感大搜查 

拓印校園裡十六種質感，帶領學生思考，那些是你每天路過，但忽

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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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18 
我的獨一無二質感杯子 

尋找一樣生活當中最有感的質感，製作佈滿單一質感的杯子。 

4 10/25 
我的獨一無二質感杯子 

尋找一樣生活當中最有感的質感，製作佈滿單一質感的杯子。 

5 11/1 

畫龍點睛  

在自己獨一無二的質感杯上，再加入第二種質感。引導學生思考，

要如何擺放第二種質感，才能讓杯子有畫龍點睛的美感，而盡量避

免畫蛇添足。 

6 11/8 

杉林質感資料庫成果發表 

透過全校學生質感杯子的成果展示，藉著互相交流方式，觀看與聆

聽，多元素材的不同詮釋。 

單元二 杉林食在有意思 

7 11/15 

擺起來剛剛好 

將學生投票最具美感的質感杯子做成簡報，和學生討論兩種質感怎

麼搭配比較美，並進行構成美感的討論。 

8 11/22 

南瓜厚鬆餅-製作與擺盤 

以不同質感的器皿，進行杉林農產品－南瓜的擺盤設計，並討論材

質搭配美感呈現的合宜與衝突關係，藉以開啟學生對質感運用與擺

盤構成的新視野。 

9 11/22 

南瓜厚鬆餅-食物攝影 

擺盤完成後，請學生用手機進行食物攝影。透過取景構圖，再次討

論構成美感。 

10 12/6 

檢討與改進 

互評食物攝影作品，檢討要改進的部分，並討論下一次烹飪、擺盤、

食物攝影要如何調整，更能呈現杉林農產的美味與美感。 

11 12/13 

食在杉林 

開放學生任意攜帶自家當季盛產的農產，並用以進行烹飪、擺盤、

攝影。 

12 12/20 

杉林小農食譜-電腦排版編輯 

以上一堂課課學生們之創意料理及擺盤成果，製作杉林小農食譜-

南瓜濃湯、越式春捲、番茄義大利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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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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審與決審教案審查中，評審建議「以水泥作為主題課程串聯」需再

思考與調整。而原本課程要讓學生自製裝植物的容器，除了水泥入手比較容

易且製作快速，其他不同媒材，例如：玻璃、編織竹籐、陶瓷……等，因時間

與技術上的限制，無法短時間讓學生各種媒材都嘗試，所以課程設計者決定

捨棄「製作裝植物容器」，調整成讓學生挑選適合的容器(質感構面)，去盛裝

一盤杉林農產、農產加工品，並以擺盤設計(構成構面)，去認識與推廣杉林的

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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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內容紀錄 

主題一 杉林質感資料庫 

單元 1-1 質感腦力激盪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請學生拿出，教室裡最堅硬質感的物品。 

2.從「堅硬」這個形容詞，引導學生思考什麼是「質感」。 

3.腦力激盪生活同一物件不同質感的特點。 

c. 課程關鍵思考 

1.質感是什麼？是可以摸的？可以聞的？可以看的？可以嚐的? 

2.一樣東西，每個人會因為生命經驗的不同，對於那樣東西的質感詮釋不同嗎? 

3.比較生活當中，同一類的物件，例如帽子：草帽、毛帽、鴨舌帽、安全帽，不

同質感所呈現的不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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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2 校園質感大搜查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五感體驗校園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 

2.拓印校園自己有感的十六種質感(例如：柏油路、洗石子、磁磚……) 

c. 課程關鍵思考 

1.哪些是你每天路過，但不曾注意的質感? 

2.這十六種物件中，哪一種質感，跟你想像的落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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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3  我的獨一無二質感杯子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蒐集生活中的質感，不能與全校其他人重複。 

2.黏貼一種質感在杯子上(要佈滿整個杯子，不能看到杯子的底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回憶一下，上一堂拓印校園十六種質感，哪一種質感最令你印象深刻？ 

2.如何將這個質感，從校園帶進教室、黏貼在杯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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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4  我的獨一無二質感杯子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黏貼一種質感在杯子上(要佈滿整個杯子，不能看到杯子的底色)。 

c. 課程關鍵思考 

1.怎麼黏貼、用什麼黏貼，是不是跟這個質感本身特性有關連？ 

2.如何黏貼，最能展現這個質感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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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5 畫龍點睛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在(全校)獨一無二的質感杯上面，再加入另一種質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你的第一種質感是什麼特質？ 

2.第二種質感的特質，跟第一種質感特質類似嗎？ 

3.每個質感都有它最適合的表現方式，你怎麼搭配，去呈現兩種材料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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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6 杉林質感資料庫成果發表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在全校質感杯的創作中，挑選五件最具有美感的作品。 

2.撰寫優點評論，給這五個最具美感的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不同材料組合對於材質美感呈現的合適與衝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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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 杉林食在有意思 

單元 2-1 擺起來剛剛好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將學生投票最具美感的質感杯子做成簡報，和學生討論兩種質感怎麼搭配比較

美，並進行構成美感的討論。 

c. 課程關鍵思考 

名片設計、衣服穿搭、攝影取景、擺盤設計……等，都牽涉到「構成」之美，對

稱的、有秩序的、對比等不同的手法，呈現出來的美感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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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2 南瓜厚鬆餅-製作與擺盤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製作南瓜格子鬆餅。 

2.一組兩人，挑選鬆餅盤子、桌巾、杯子、餐具、裝飾物等。 

3.挑選適合的位置(考慮光線)，進行擺盤。 

c. 課程關鍵思考 

1.你們的擺盤想呈現什麼風格? 

2.在挑選盤子、桌巾、杯子、餐具等物的選擇上，是以什麼標準去做取捨? 

3.當兩人對於擺盤的想像不同時，如何協調以達到共識? 

4.不分組以個人為單位再擺盤一次，你想怎麼呈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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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3 南瓜厚鬆餅-食物攝影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挑選光線最適合的位置。 

2.以多種不同角度，拍攝小組擺盤作品。 

3.選擇一張小組公認，最具美感的攝影作品。 

c. 課程關鍵思考 

1.想凸顯擺盤中的哪一部分？(例如：聚焦新鮮水果、呈現午後悠閒氛圍…) 

2.在取景構圖時，是否發現畫面中有些東西太多餘，或是缺少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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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4 南瓜厚鬆餅-檢討與改進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互評食物攝影作品，檢討要改進的部分。 

2.播放「杉林作客」新聞報導，和學生討論杉林農產如何行銷與推廣。 

3.請家裡務農的同學，分享現在田裡盛產的農產品。 

4.分組討論下一次課程，要料理的食材。 

c. 課程關鍵思考 

1.家裡農產品盛產過量時，怎麼加工、包裝、行銷？ 

2.討論下一次烹飪、擺盤、食物攝影要如何調整，更能呈現杉林農產的美味與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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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5 食在杉林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帶自家農產，進行烹煮。 

2.擺盤時，請凸顯杉林農產的亮點。 

3.取景構圖時，聚焦在杉林農產。 

c. 課程關鍵思考 

要怎麼排版(擺盤與攝影)，才能凸顯家裡帶來的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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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6 杉林小農食譜-電腦排版編輯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食譜草圖 

2.電腦排版 

c. 課程關鍵思考 

1.食譜的觀眾設定年齡層?  

2.食譜圖文排版時，畫面如何編排比較協調、資訊清晰易閱讀？ 

3.如何透過食譜編排，凸顯杉林小農的農產，是最新鮮、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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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在設計這個課程時，最希望能帶給學生的，是對於家鄉的認同感。但因為對

於杉林這片土地的了解並不深，所以在課程設計之初，是打算以組合盆栽的實作，

帶入美感構面與家鄉認同感。但透過課程前幾堂田野調查，帶領學生走進校園、

從生活中找質感、傾聽學生跟這塊土地的故事，發現到，杉林最驕傲的，是每位

學生家裡的農產品。所以將組合盆栽呈現杉林之美，改成包裝行銷杉林農產的課

程。而這樣的微調，也的確更貼近學生與這片土地的連結。 

2. 

除了上述杉林農產是這片土地的驕傲之外，在學生興奮地討論自己媽媽多會

煮菜時，發現到除了農產，土地上辛苦耕耘的杉林人，更是這個地方的獨特魅力。

因為八八風災後，莫拉克風災永久安置的重建村蓋在杉林，所以我們學校，聚集

了多元族群的學生。有從山下遷村下來的原住民、原本在地的客家人、閩南人、

還有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多元的族群，在本課程「杉林食在有意思」，就展

現了多元的可能性。 

3.  

    未來，會規劃學生透過課程，多一點和家人學習的機會。因為這一次學生呈

現「越南的特色美食-越式春捲」，學生完成後的表情是驕傲充滿自信的，而這

樣的自信，也希望能帶給家人。因為在偏鄉，人們對原民、外籍、女性，還是存

在著些許的歧視與偏見，如果能藉由課程，讓學生去瞭解家人的文化，與家人多

一點互動，讓學生自身可以跳脫社會文化對不同種族、性別之窠臼，也減少其對

自己家庭多元文化組成之怨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