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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 

授課教師 鄧昌苓 

實施年級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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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2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食 在 「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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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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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質感: 以質感美感的練習為主軸，重新發現尋常之物當中的質地表現的潛能與應用。引領學

生去〝玩〟材質；從〝玩〟當中帶入校園與周圍的質感的探索； 進行美感的重新觀察與體

驗。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１．具備基本的繪圖與拍照能力 

２．有搜查資料的能力（多數的學生看似很會用電腦，大多只會玩，總找不到主題的關鍵

字） 

需求：培養審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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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食物混在一個大碗公裡；還會好吃嗎？吃午餐時把所有飯菜裝在一起，雖然方便却很難

享受到食物的原味。混雜在一起的食物不僅缺乏美感，更破壞食慾。 

觀今宜鑑古；學生可以透過參觀故宮與故宮典藏資料系統來感受古人在飲食文化的積累與承

載美味器皿的質地。盛裝食物的食器與食物搭配的合宜性，往往被忽略是其最日常的美感養

成，這也是學生常抱怨午餐不美味的原因之一。那麼，是不是也能從他們的學習的生活空間

中做起，讓他們每天接觸到有美感的生活物件呢？吃午餐的器皿就成了一個切入點，幫孩子

塑造出良好的環境與食器，培養生活美感與品味。 

袁枚在陏園食單中強調美食配美器；這也說明了食物與食器兩者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課程中，透過故宮的 OPEN DATA 專區中的線上博、教學資源區等孩子能對質感產生鑑別意

識。並達到材料質地呈現回應功能的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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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統餐的食器與餐具  

2.學校統一發給學生的便當盒或學生自行帶的餐盒 

3.擺放統餐的空間環境與器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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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理裝飾：使用點線面的裝飾結合各種工具製作肌理 

2. 拉坯成型：了解拉坯的基本技巧 

3. 揑陶相關工具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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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陶的來源及到生活中燒成品的運用；使其產生對工藝美術的興趣 

2. 工藝體驗活動深入了解工藝技法培及涵養美學基礎 

3. 透過實際參與體驗學習培養美感設計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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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進度表（依需要可自行增加，通識課程至少 6 小時、基本設計以 18 小時為原則）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3／2 

 

單元目標 漫步雲端-故宮&數位陶瓷博物館之旅 

操作簡述 

１． 透過故宮資料庫, 故宮 e 學園：陶裡乾坤瓷中秘數位學習課

程及大觀北宋汝窯特展;讓學生對古人的食器有初步的認識 

２． 教師拿出瓷杯或陶杯的寶物，也可以讓學生用視覺與觸覺

學習如何區陶器與瓷器的不同質感 

 

3/16 

單元目標 設計思考:繪製陶盤 草圖。 

操作簡述 
１． 第一堂課課程的延續與修正、美感概念的補充。 

２． 完成草圖設計 

3/23 

 

單元目標 便當美學 

操作簡述 

1. 如何透過擺盤，讓營養午餐變得色香味俱全?  

    先引導學生運用 KIT 操作，讓學生知覺抽象思考的方法 

2. 便當美學:掌握 4 大原則 

食材堆疊的先後順序、乾與濕的食材要分開或混合等。 

3.拍照－上傳至雲端 

4.享用美味午餐 

 

3/30 

4/13 

4/20 

單元目標 窯滾吧！食器  - 陶盤、陶碗 

操作簡述 

１． 認識土的特性：一種原始自然的創作材料；學生透過雙手

感受與自然黏土的互動，經過手捏、泥條土板雕塑．．．

等，各種陶藝成形技法，加上創作思維運用，就能製作屬

於自己的「食在好器」。 

２． 應用各種不同的工具使用方式，來表現陶土的可能性與多

元性。 

３． i 素燒前與素燒後作品質感的比較(拍照)並紀録質地表面的

差異 

ii 妝飾：妝飾分為兩種，一種是先上顏色再上釉，另一種方

法是不畫顏色直接上釉。 

４． 作品觀摹 



4 

一、預期成果： 

古語說：「美食不如美器」。材質是表達食器情境與美感的表現。質感讓餐具表現出不同的使用

價值。期待學生能在這幾堂課中，感受並理解操作單一材料來創造不同質感、體驗食器質感所

傳達出不同的質感温度（陶器充滿手作質感 木質給人樸實的感受 金屬給人現代感．．．）；

讓食器的語意更為豐富。 

二、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世界飲食文化－傳統與趨勢 桂魯有限公司 （原著於２０００年出版） 

設計原理－從概念到成形  台北龍溪國際圖書 

小時代的日常－一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 台北故宮 

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 

百卉清供－瓶花與盆景畫特展 

瓶盆風華─明清花器特展圖錄(平裝) 

飲食物語─陶瓷器皿與文化的日常 

江淑玲、黃虹嘉、樊子郡、呂巧智、楊欣怡 出版日期：2019/04 出版單位：鶯歌陶博館 

意想青花瓷--新世紀的震撼江淑玲出版日期：2015/11 出版單位：鶯歌陶博館 

家在鶯歌，我做陶: 工作室的故事陳庭宣出版日期：2013/07 出版單位：鶯歌陶博館 

 

  

三、教學資源： 

透過故宮資料庫, 故宮 e 學園  電腦影音設備、拍攝器材、各式器皿、桌布與花卉等攝影相關道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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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調整情形 

1.新增第三節－便當美學：如何透過擺盤讓午餐變得色香味俱全 

2.刪除第七節課的點食成金 

二、6 小時實驗課程紀錄 

課堂 1 

A 實驗課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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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預約電腦教室，請學生先至故宮網站中點選線上故宮-典藏賞析資料檢索-食器 

 

2.電腦排版練習，嘗試將比例與構成的觀念應用於 word 圖文版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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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教師引導學生如何體會古人吃的如此藝術——美食不如美器，瓷器如何成為食器主角?透 

過故宮的文物賞析培養鑑賞力，作為培養美感素養的第一步。 

2.在排版時隠形格線可產生秩序感 

 

課堂 2 

A 實驗課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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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預約電腦教室，請學生先至陶博館網站中的展埸環景下載飲食物語物語特展 

2.實物欣賞-透過真實的器物讓學生觸摸感受陶、瓷與柴燒的器皿有何不同? 

3.學生讚嘆日常食器之美外，同時也引發他們設計食器的靈感並完成設計圖 

4.設計食器之前要先設定好,此一食器要用來盛裝什麼食物? 

C 課程關鍵思考： 

中、西式各式點心與食器在形態與形體之間的對話 

 

課堂 3 

A 實驗課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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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教師解說便當美學的構成法則並引導學生運用 KIT 操作，讓學生知覺抽象思考的方法 

2.應用學校的營養午餐的食物進行實際的擺盤，學生中午用餐時間都是倉促而短暫的。讓

孩子有充份的時間練習立體構成的方法，可以創造生活美感品味的提升，同時也能融入日

常的生活中。 

 

C 課程關鍵思考： 

便當擺盤的美感分析－格線方式與盛盤配色  

 

 

課堂 4 、5、6 

A 實驗課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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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實際觸碰陶以及燒製完作的作品、感受平常不常摸到這種質感的東西，激發興趣、建立

關於觸覺所帶來的材質感 受。 

2.依自己的設計圖稿所設定要擺盤的點心－食器，開始揑陶 

3.基礎土板成形法、手捏和拓印方法的運用介紹。  

4.運用 生活物件進行質感紋理拓印。 

5.陶藝作品燒製完成後 –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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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材料、技法(陶土切割、捏塑、黏貼方式)產生的質感差異。 

  2. 依據材質的特性，創作與思考製作流程。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 實施期間遇到會考結束，也因疫情日益嚴重國三課提前遠距教學，導致原先規劃好的活動課程－

點食成金無法實施，也因臨時停課學生的陶藝作品也在學校，無法帶回家完成此美感課程，未來要

在會考前執行完課程。  

2. 因作品完成若要上釉再窯燒，往返過程時間拖太長，因此在揑陶前解說陶與瓷的分辨以及什麼是

柴燒？因時間關係大家的作品會以柴燒方式完成。 

3. 線上博物館 3D 環境的展覽彌補了學生無法到現場觀看的小遺憾。學生對於藝術家的作品的觀察

與理解會大大影響設計出來的成果，同時藝術家作品陶瓷器皿飲食日常的元素，從創作的視角轉換

成使用的視角－食器就是要用得到，所以在觀看作品時就需要更多鋪陳，讓學生產生認同感，並在

設計和創作上有更大的動機。 

4.希望學生能透過漫步雲端-故宮&數位陶瓷博物館之旅認識藝術作品，同時融入器物的美感於生活

中。學生的確能在觀察、設計與製作的歷程，對藝術作品的美感有所體會，但由於時間仍不足以做

較深的觀察及理解，故各組施作的程度仍有極大的落差，對於美感的體會也較為粗糙，建議未來能

將作品的觀察分析獨立作為一個單元，同時也不一定要以藝術家的作品做為審美的目標，也許可以

就更生活化的題材。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可放)（學生學習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