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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鳳甲國中 

授課教師 陳盈華 

實施年級 2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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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是否有課程參考案例 

□ 有：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南 區  旗津國中  學校   許甄云 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手作傳情巧克力   

參考美感構面： 質感    參考關鍵字：  質感   、         、            

□ 無                                                  

課程名稱：手作傳情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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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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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概述內容） 

  學生在國一曾學習過色彩色及配色的基本概念。國二上時利用美感電子書學習過結構，

動手操作利用義大利麵搭麵橋，並用飲料測試麵橋的盛重能力。學生對於努力動手做能獲

得食物這件事顯得十分積極，故二下時想再以食物作為誘餌激發學生的創作能力。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一、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質感指的是對象物的表面性質，可經由觸摸或視覺經驗的聯想而感受到，首先在課程中以

觀察、觸摸、品嚐各種物品及食材，建立學生的質感經驗，建立學生的質感經驗；其次是引

領學生利用框景來體驗轉換不同的質感的視覺效果，嘗試建立不同質感的感受。接下來針對

自己的家人，透過之前的質感體驗去聯想每一位家人的特質與哪一類食物質感類似，製作送

給家人的表面、質地與包覆內餡的三款質感各異的質感巧克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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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對於生活周遭物品的質感經驗的建立，培養觀察與分辨不同材質 

2. 轉換原本的質感，利用製作框景藝術找尋合宜的質感替換 

3. 能對於生活中的質感與人做質感的經驗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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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製作框景-學習利用紙雕簍空技術 

2. 能練習適當的表達出心中想要的質感表現，並且能清楚表達給大家了解.(製作質感巧克力球-

透過預先畫下送給家人巧克力球的想像樣貌，學生能練習適當的表達出心中想要的質感表現，並且能清楚

表達給大家了解. 而在實際操作之後，會發現不同食材或質感在實際運用在物件上搭配的優缺點(學生可能

會發現有些搭配起來看起來髒髒的或是不容易操作，也許會有一些意外的驚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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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框景藝術 

2. 製作巧克力球-質感 

3. 製作巧克力球-色彩(○1 在第 5.6 節實際製作時,會給同時提供一種彩色巧克力米(預設為陷阱)及其他深咖

啡色或是大地色系的搭配食材，在學生完成巧克力球的時候先拍照，待下一節課將學生的成果分享給全班

同學時，再請同學去發現彩色巧克力米是畫龍點睛還是將整體質感都向下拉了。○2 大地色系的搭配食材一

樣有顏色深淺之分，學生共製作 3 顆巧克力球，這三顆巧克力球如何做顏色和諧搭配的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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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2/20 單元目標 建立質感經驗-摸摸看  



操作簡述 

利用準備一些外表材質觸感反差大的東西(肉鬆、

水彩紙、木耳、菜瓜布、砂紙、科技海綿等) 放在

箱子內給同學先摸摸看並寫學習單 

2 2/27 

單元目標 體驗:利用框景轉換不同質感 1 

操作簡述 

1.介紹框景定義及藝術家 Nikolai Tolsty、

Shamehbluwi 作品 

2.請同學就老師所提供的剪影或是自己喜愛的圖案

案，利用模型紙製作框景並在下一節課分享 

3 3/5 

單元目標 體驗:利用框景轉換不同質感 2 

操作簡述 

1. 老師分享自己的作品 

2. 同學利用上一節課所製作的框景在校園中尋找

合適或更美的質感替換，拍照向同學分享成果 

4 3/19 

單元目標 建立質感連結 

操作簡述 

1. 準備製作巧克力球外觀包覆或是內餡的食材(杏

仁片、餅乾碎片、巧克力米、巧克力醬)等點線

面等不同樣貌，讓學生先品嘗，並要求學生寫

下食材與家人間的質感聯結為何?預先畫下送給

家人巧克力球的想像樣貌 

2. 提供各式巧克力圖片給學生做參考 

5.6 3/26 

單元目標 製作圓形質感巧克力 

操作簡述 

1. 透過巧克力球的製作，表面材質差異處理及內

裹質地差異處理，包裝製作成禮物，針對不同

家人特質所設計的巧克力. 

2. 本課程只要針對質感作探討，故要求統一做成

圓形，在巧克力的包裝上提供多種材質的緞帶

讓學生挑選符合的質感。 

四、預期成果： 

1.透過運用各種不同材質的物件，做出心目中想要的質感。 

2.能夠清楚分辨不同材質的感覺與差異，並清處的用語言表達。 

五、教學資源： 

1. 美感學習工具：質感 1(魏嘉成 建築師、主廚) 

2. 他校已參加過多次美感計畫的美術教師互相討論請益 



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建立質感資料庫(讓學生摸摸/看看/聞聞/吃吃)各項觀察材料 

C 課程關鍵思考： 

這樣的(外觀/味道/顏色/…)有沒有讓你想起哪一位家人朋友?為什麼?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介紹框景藝術家 

2. 請學生預想送巧克力的對象，並設計與他相關的意義圖像，並切割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與對象間的圖像的連結是什麼?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走出教室，在校園的任何角落，找尋適合的風景 

C 課程關鍵思考： 

哪一個風景才最適合你的圖像呢?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給予學生版型 A 和版型 B，讓學生挑選合適版型製作紙襯，並完成裝飾。 

C 課程關鍵思考： 

“挑選合適的版型+對象+巧克力的包裝裝飾”三者需要一併考慮。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給予學生製作巧克力的材料，請學生根據對象的個性/外貌/對他(她)的鼓勵或期待。繪

製巧克力的製作藍圖。 

C 課程關鍵思考： 

 仔細觀察對象與巧克力食材之間的關係。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給予學生製作巧克力的材料，並將課堂 2 製作的卡片一起送給對象。 

C 課程關鍵思考：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 課堂 1 和課堂 5:  

要引導學生在觀察物品時用外觀、顏色、香味、長起來的味

道等去聯想生活周遭的人，再由課堂 5 繪製巧克力藍圖時，

用食物口感聯想到人物個性上的連結，需要再多下一番功

夫，才能讓學生清楚明瞭課堂的目的。 

 

2. 課堂 5 和課堂 6： 

課堂的藍圖可能很美但是做出來會容易不如預期。另外在課

堂 5 需要透過食材選擇來傳達你對對象的感覺，這點需要不

斷的強調，免得學生解釋不出為何這巧克力球與對象個性之

間的連結，避免課程淪為一般手作巧克力課。 

 

 

 

 

 

 

 



二、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