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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學校全稱) 苗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羅麗萍 

實施年級 9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6小時）■國民中學 

班級數 8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學生人數 200名學生 

二、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高級中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餐盤上的 party/擺盤與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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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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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質感/印花構成 

這屆9年級學生是從7年級色彩調和與衝突開始練習起，對色彩的統一與對比應用有多次練

習。8年級上校園質感蒐集與應用,對於校園與生活蒐集不陌生,拍照與蒐集已經有一定的常

規與習慣,下學期雖受疫情影響利用蓋印章印花重複構成，產出獨一無二的手提袋美感簡化

與重複練習。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整理與統一(多樣物品構成) 

1.國中三年級同學在一二年級皆有做過校園相關美感課程 
2.希望能在生活中垂手可得的物品運用美感(構成)構面 

3.升學大考在即、藝術可以療癒人心、紓解壓力。 

   4.實踐中學習:國三學生需要一節可完成操作所學、互相討論、整理心得、下課直接可以    

     回到升學科目的課。 



 4 

一、課程活動簡介： 

     「生活中不缺美,欠缺發現」是我三年美感課程的主軸:用易懂的色彩構面再蒐集家

中生活質感,希望帶到美術平面設計中常見又實用的構成。普通班國中生較不易了解構成

在平面構成中的平衡與統一的秩序美,是我這學年的重點。9年級學生面臨升學學科取向

的時間壓力享用輕鬆方式「課堂操作」取代「回家作業」完成體驗的任務 。  

         本次課程以構成元素轉換點線面為主。從讓學生好奇進而分析食物。以單一零食擺   

     盤練習，然後配2種以上食物元素、粉、粒、線..等構成。接著挑選搭配（形狀、質  

    感、色彩）,在一次次地重組食物物件、學習單(設計與計畫)的調整與學生分組討論，在   

    操作中了解在生活中不同形式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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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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判斷:在構成操作中練習美感的搭配發現比例的存在質感和色彩的運用。 

    2.工具意義:食物的解構產生不同的樣貌。餐具器皿雖為配角,在搭配上更顯美感深度。   

      增加產品的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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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構食物:點線面歸納/例如:洋芋片,巧克力棒多種樣貌 A.點:粉粒顆 B.線:粗細長短寬窄 C.

面:大小厚薄及質感 

2. 重複的運用:鏡面、對稱、多少、主從、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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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概念:數大(多)便是美/例如:一樣的洋芋片至少要重複5-10份 

2.秩序:整齊產生力量/食物排列距離一樣,效果較好 

3.簡化:少及多(空白之美)/欣賞好的擺盤增加價值感:大飯店精緻美食與路邊攤大鍋菜視覺

感受口味或許一樣美味,但經濟價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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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海報平面文字圖案構成、社團成果展擺設。 

2. 學校校園角落玻璃白板正向心理教育看板書寫與美化。 

     3. 美術作業畢業留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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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單元目標 

1.美食欣賞與蒐集分享2.如何使美食加分?3.欣賞擺盤

之美 PPT 

3.能說出圖片中基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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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1.食物解構方法 

2.介紹美術教室如何操作實務擺盤 

2 9/23 

單元目標 在學習單填寫繪製過程解構食物與重組 

操作簡述 

1.解構食物討論基本造型 

2.學習單填寫介紹 

3.找出點線面零食3-10項,分組完成攜帶物品的工作 

4.畫下可能的擺法與命名 

 

3 10/7 

單元目標 
成效評估:1.能簡化食物進行擺放2.能指出自己或別組

擺盤優點與缺點至少一項(評判與鑑賞) 

操作簡述 

1.攜帶現成較不需處理食物:例如:洋芋片餅乾.片狀長

條狀與圓球狀… 

2.各組擇一練習(對稱/均衡/對比/主從/分隔/遞增) 

4 10/21 

單元目標 賦予擺盤意義:能說出構成原則並美其名 

操作簡述 

1.處理食物:解構方法的歸納:捏、折、拆、   

  揉、局部、放置、重疊、分散… 

2.各組練習(對稱/均衡/對比/主從/分隔/遞   

  增) 

3.拍照調整及欣賞 

5 10/28 

單元目標 

1.能完成擺盤設計學習單(規劃不同食材和食器的關係

位置)並能調整構成設計 

2.能欣賞他人並與給予評論建議 

操作簡述 

食物與食物之間形狀調整/粉狀粒狀塊狀的搭配色彩

與質感平衡與比例/各組到他組觀摩與建議/在調整後

各組自評互評/拍照 

6 11/04 單元目標 

1.原本以與生活與美感結合利用構成的操作為基

礎，在一次次擺盤練習中打造盤中風景。 

2.引導學生在幾何點、線、面擺盤中，了解簡化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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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能依據擺盤成果命名並說出調性一個更合適的餐點名

稱/討論這個擺盤作品並且調整/設計符合構成的哪項

學習? /主角與配角關係是否合適? 

 

四、預期成果：  

 

1.原本以喜歡吃東西為動機正好與生活與美感結合利用構成的操作為基礎，在一次次擺盤

練習中打造盤中風景。 

2.引導學生在幾何點、線、面擺盤中，了解簡化美。 

3.生活中用一點巧思可以製造生活情趣。 

4.透過學生討論相互建構出獨特的擺盤作。 

5.期待透過六堂課的討論與操作，以擺盤藝術此種生活情調為媒介讓學生嘗試練習構成的

美感，並且體驗不一樣的飲食態度。 

五、參考書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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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町山千保 譯者： 吳

旻蓁, 謝薾鎂 出版社：麥浩斯 出版日期：2016/02/03  

2.對稱早餐：一切都是為了愛 作者： 麥可‧齊 譯者： 龔嘉華出版社：悅知文化 出版日期：

2017/02/02  

3.擺盤藝術：構圖比例 X 色彩設計 X 創意發想，39 道 Fine Dining 擺盤基礎全圖解 作

者： 亞烈士•維諾里 譯者： 林惠敏出版社：麥浩斯 出版日期：2018/12/08  

4.野餐小日子：主題、美食、景點，給自己的美好休日小旅行 作者： 冰蹦拉 出版社：

PCuSER 電腦人文化 出版日期：2015/10/03 

 

六、教學資源： 

1. 美感網站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14 

3. THE ARTS OF PLATING http://theartofplating.com/ 

4.電腦5.手機6.投影機7.學習單 

 

  

http://theartofpl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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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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盤子及布置美術教室有耽擱時間,學習單作為課堂引導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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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介紹:(擺盤之美 PPT)  

1.食物解構方法 

教師介紹:美術教室配置動線 

1.如何操作實務擺盤 

C 課程關鍵思考： 

1.美食欣賞與蒐集分享2.如何使美食加分?3.欣賞擺盤之美 PPT 

3.能說出圖片中基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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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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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解構食物討論基本造型 

2.學習單填寫介紹 

C 課程關鍵思考： 

在學習單填寫繪製過程解構食物與重組 

找出點線面零食3-10項,分組完成攜帶物品的工作 

畫下可能的擺法與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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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攜帶現成較不需處理食物:例如:洋芋片餅乾.片狀長條狀與圓球狀… 

2.各組擇一練習(對稱/均衡/對比/主從/分隔/遞增) 

C 課程關鍵思考： 

1.能簡化食物進行擺放 

2.能指出自己或別組擺盤優點與缺點至少一項(評判與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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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處理食物:解構方法的歸納:捏、折、拆、揉、局部、放置、重疊、分散… 

2.各組練習(對稱/均衡/對比/主從/分隔/遞增) 

    3.拍照調整及欣賞 

C 課程關鍵思考： 

賦予擺盤意義:能說出構成原則並美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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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５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食物與食物之間形狀調整/粉狀粒狀塊狀的搭配色彩與質感平衡與

比例/各組到他組觀摩與建議/在調整後各組自評互評/拍照 

C 課程關鍵思考： 

１能完成擺盤設計學習單(規劃不同食材和食器的關係位置)並能調

整構成設計 

2.能欣賞他人並與給予評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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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食物魔法陣  

 

  



 15 

傷心表情 Sad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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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能依據擺盤成果命名並說出調性一個更合適的餐點名稱/討論這個擺盤作品並且調整/設計符合構

成的哪項學習? /主角與配角關係是否合適? 

C 課程關鍵思考： 

1.原本以與生活與美感結合利用構成的操作為基礎，在一次次擺盤練習中打造盤中風景。 

2.引導學生在幾何點、線、面擺盤中，了解簡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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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每周一課實施實驗課程難度增加,每次上課要複習上一堂

課進度才能銜接本次上課進度。用範圍較大的學習單(一張學習單用3-6節課)

來預習與複習對於上課得以串連幫助很大。 

2.未來的教學規劃:普通班良莠不齊,花很長的時間建立班級常規本次實驗班及

從7年級至9年級一路走來了解研究教師的上課與脈絡。但是9年級能力已經

成熟做起來較輕鬆,大部分學生已經習慣用命名及畫面傳達單元目標及操作重

點,深感欣慰! 

3.建議做為未來實施的調整: 

  3-1研究教師的部分:班級數要降低。因為自己作實驗創新課程用所有個班   

     級,好處是做成果照片較易獲得氣力,缺點也是資料太多整理要花雙倍  

     氣力。 

3-2課程安排場域:今年固定在美術教室施行實驗課程會影響其他美術老師  

   使用美術教室的時間。實驗課程能固定對於研究教師來講是方便許  

   多,實驗課程也好控制變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