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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學校名稱  
(請填寫完整校名)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學校地址 
(請填寫郵遞區號) 

220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1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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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綜合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搭配美感通識 

預期進班年級 8年級 班級數 4班 

教師姓名 温婉婷 

教師經歷 

教學年資 5年 

教師資格   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視覺藝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 
□ 其他：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碩士 

1.美感課程經驗  曾參與105至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 
□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 
□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 
□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儲備核心 / □種子教師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社群教師 / 種子教師 

□ 不曾參與105至108年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但曾參與其他美感課程
計畫，如：      

□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2.相關社群經驗 □ 輔 導 團，您的身份為：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校內教師社群 
□ 校外教師社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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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長及特質簡述 (1)專長：平面設計、多媒體設計  
(2)特質：學習型人格，持續向前輩教師學習；在導師與行政歷練中學
習；在進修研究所的課程中學習；在美感共學的經驗中學習，期許成為
思考與教學設計的養分。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温婉婷 

實施年級 8 年級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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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期，南區 台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張雅喬教師 
參考課程名稱：  餐桌上的高顏值                 
參考美感構面：  構成  參考關鍵字：合宜色彩、主從關係            

□ 無                                                  

課程名稱：「盤」中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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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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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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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學習過「美的形式原則」、「色彩學」課程，並有分組完成專題設計提案的經驗。 

一、課程概述（300字左右）： 

   融入生涯議題，以「食物 X攝影 X構成」為課程發展的三個核心關鍵詞。首先觀察
市面上優秀的食物攝影與文案包裝，分析組成因素並解構關鍵元素。觀察食物形體，感受
主食材與配菜在形體形態之間的對話關係。以美的形式原則為課題，在餐盤上進行構成的
初步探索。再加入主題式的整體設計，選擇搭配的食器與配件，攝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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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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食物形體分析，以及與配菜在形體形態之間的對話關係。 

2.食物主體與配菜、承裝容器的色彩搭配。 

3. 日常餐食的擺設與相應的搭配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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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筆素描與彩繪技法。 

2.攝影技巧。 

3.後製修圖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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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形式原理。 

2.構成設計。 

3.合宜的色彩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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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跨域家政科，融合對食材的處理方式與口布的搭配挑選。 

2.融入生涯議題，體驗餐飲業、攝影、設計行業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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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3/27 

單元目標 分析與解構作品 

操作簡述 
觀察市面上優秀的食物攝影與文案包裝，分析組成

因素並解構關鍵元素。 

2 3/30-4/3 

單元目標 構成探索 

操作簡述 

觀察食物形體，感受主食材與配菜在形體形態之間

的對話關係。以美的形式原則為課題，在餐盤上進

行構成的初步探索。 

3 4/6-4/10 

單元目標 主題設計 

操作簡述 
分組規劃主題式的作品，討論商品定位與繪製草

圖，準備材料。 

4 4/13-4/17 單元目標 擺盤設計與食物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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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按草圖進行擺盤設計，選擇搭配的食器與配件，攝

影紀錄。 

5 4/20-4/24 
單元目標 整體包裝與文案發想 

操作簡述 攝影作品使用手機修圖後製，發想文案。 

6 4/27-5/1 
單元目標 成果分享 

操作簡述 分享成果，回饋交流。 

四、預期成果： 

1.能了解藝術的構成元素與基本原則。 

2.能嘗試運用美的形式原理在生活之中。 

3.能與同儕分組協作、自主表達想法。 

4.透過探索歷程，主動發掘、嘗試錯誤。 

5.對於餐飲、攝影、設計等行業有所認識。 

6.享受美感經驗的體驗。 

五、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食設計－攝影、策 展、包裝、料理的 10 個關鍵字》好吃研究室，麥浩斯，2018/12/13 

《擺盤藝術：構圖比例 X 色彩設 計 X 創意發想，39 道 Fine》 亞烈士•維諾里，麥浩斯，

201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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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2/03 

六、教學資源： 

電腦影音設備、製圖與上色用具、迷你攝影棚、拍攝器材、各式餐具、桌布與花卉等攝影相

關道具。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A%9E%E7%83%88%E5%A3%AB%E2%80%A2%E7%B6%AD%E8%AB%BE%E9%87%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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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執行課程與原計畫，主要有三點調整： 

(一) 在操作擺盤活動的實施週數，調整到第四、五周連堂的上課時間會比較充裕，教師

可以有較為充分的引導，也讓孩子能有再調整試作的機會，善後工作也不會手忙腳

亂。 

(二)原學習單「擺盤前的草圖規劃」改為「成品紀錄圖」。是因學生在事前天馬行空的想像作

品，最後卻因實際材料限制與操作手法不純熟，導致與成品差異甚大。 

(三)原訂在擺盤完成時，讓同學嘗試運用攝影技巧，記錄自己的成品上傳社群網站分享。但因

時間不足，也為了能更聚焦學習的核心概念，後改由老師統一記錄各組作品，上傳班網

或儲存在班級電腦，於次一堂課分享回饋。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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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討論第一單元的食器質感時，需要實物讓同學觸摸感受，特別是相近的材質類別，學生

因缺乏經驗容易混淆，如：陶/瓷；鐵/鋁/不鏽鋼；竹/木……等。 

課程進行到構成的畫面排列時，學習單以「點」、「線」、「面」、「立體」為元素出發，結

合美的原理原則的設計方式，學生基本都能理解，也愈來愈能掌握學習的核心概念。 

而在前面的班級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習單關於擺盤前的小組設計圖，通常都難以執行，

因執行擺盤當日帶來的食材不一定如預期，要考量到家長購買的便利性，後面的班級調整

為：在小組討論的當下進行文字紀錄，學習單的設計圖則改為成品記錄，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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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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