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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澎湖縣立馬公國民國中 

授課教師 王瓊慧 

實施年級 八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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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6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8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上菜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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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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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色彩的配色有基本概念及已學習過美的原理原則，對於比例及平衡有基本

認識 

 

一、程活動簡介： 

    學校放學後學生為了趕往各大補習班，大多用外食來解決晚餐問題，排除個人對口

味的喜好外，便當店的 DM，用食物所呈現的樣貌來吸引人們，這也是影響點餐決定的

關鍵    人有五感，食物有色香味，讓學生當一日便當店老闆，利用三菜一主食的食物

彩圖來模擬擺放便當盒，設計便當盒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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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便當盒內配菜的色彩搭配 

 便當店宣傳單的搭配巧思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45 度接合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構成之美 

 色彩心理學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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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單元目標 原來這是美 

操作簡述 
利用美感電子書複習七下所學的美的原理原則，及認

識構成之美，並察覺生活中構成無處不在 

2 10/21 
單元目標 構成 KIT 做做看 

操作簡述 讓學生實作構成 KIT，了解構成之美 

3 10/28 

單元目標 美食選選看 

操作簡述 

教師及學生收集學校附近餐廳及便當店的 DM，票選

最吸引人的餐點，並帶領學生分析，吸引人背後的原

因，及其所符合的美感原則 

4 11/4 

單元目標 餐廳老闆換你做 

操作簡述 
設定不同類型餐廳，學生依喜好分組，學生依美感原

則設計外帶便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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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學生能重新審視身邊的日常生活事，思考如何透過美讓生活更好。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 擺盤設計：100+專業廚房核心技巧，讓日常餐點變身三星主廚料理/ Jo Denbury， Cara 

Hobday/積木出版社/2015 

2. 超詳解實用料理擺盤大全/ 《La Vie》編輯部/麥浩斯出版社/2015 

3. 擺盤設計解構全書：6 大設計概念 x 94 種基本構圖與活用實例/町山千保/麥浩斯出版社

/2016 

六、教學資源： 

1. 美感入門。教育部委託「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生活美感電子書發展計畫」。2016。  

 

  

5 11/11 
單元目標 美味蹦出新餐盒 

操作簡述 學生依美感原則製作外帶便當盒 

6 11/18 

單元目標 上菜嘍 

操作簡述 
學生分享自己的便當盒構成，介紹設計理念及心得感

想。思考構成在生活的影響。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Jo+Denbury/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Cara+Hobday/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Cara+Hobday/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3%80%8ALa+Vie%E3%80%8B%E7%B7%A8%E8%BC%AF%E9%83%A8/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94%BA%E5%B1%B1%E5%8D%83%E4%BF%9D/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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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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學生手作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將一二節融合，增長便當盒製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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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利用美感電子書複習七下所學的美的原理原則及講述構成之美 

2.讓學生實作構成 KIT 

C 課程關鍵思考： 

讓學生從做經驗中能辨別、分類、群組，並能配對成特定大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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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教師及學生收集學校附近餐廳及便當店的 DM，票選最吸引人的餐點，並帶領學生分

析，吸引人背後的原因，及其所符合的美感原則。 

2.分組討論想要製作的便當菜色及便當盒造型。 

3.與教師討論菜色搭配及便當盒大小及配菜的色彩配置是否合宜。 

C 課程關鍵思考： 

1.生活中實際便當的大小比例? 

2.生活經驗中的菜色搭配? 

3.餐盒裡的色彩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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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蒐集市面上不同樣式的便當盒，跟學生分析便當盒裡的分隔大小與實際需要 

2.學生分組用方格紙繪製實際製作的便當盒大小 

3.討論便當盒的分隔是否需要依食物大小做更動 

C 課程關鍵思考： 

1.如何從縮小模型轉換到真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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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講述風扣版製作便當盒的技巧 

2.學生依方格紙上的設計圖來製作便當盒實體(忽略蓋子) 

C 課程關鍵思考： 

1.團隊如何分工製作? 

2.模型的邊角如何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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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接續上一節進度製作便當盒模型 

C 課程關鍵思考： 

1.在製作過程上遇到困難怎麼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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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接續上一節進度製作便當盒模型 

2.製作完的組別將彩印出來的菜色放置便當盒模型內並展示成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1.實際菜色放上去的樣子可能跟想像中有所差異，要如何微調才能看起來更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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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在討論菜單時，學生的生活經驗完全反應在上面，有的菜色貧乏，有的

說不出菜名，也有的天馬行空中日韓加東南亞料理。跟學生共同討論時會很

有趣，但也需要花很多時間跟他們釐清。再加上學生會忽略食物大小，例如:

要放皮蛋豆腐，卻只給 3x3 的大小;要放蔬菜天婦羅也只能放入兩根炸蘆筍的

空間。會需要多學生舉例跟實體觀察的機會。 

    再來，下次要操作時，應該在用方格紙繪製草圖時，就要發下去菜餚的

彩圖，學生對於顏色的配置比較有實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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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學生便當設計稿及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