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至110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0學年度第1學期  學校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種子教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執行單位： 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執行教師： 邱士良 教師 

輔導單位： 南區 基地大學輔導 

 



2 

目錄 

實驗計畫概述 

一、 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二、 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二、 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三、 教學研討與反思 

四、 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3 

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邱士良 

實施年級 八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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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0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記憶中幸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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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質感、構成課程，對於質感及構成的美感有基本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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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備色彩及畫面構成的基本辨識。  

2.對於美感有基本的認識與喜好追求。 

3. 具備觀察及彩繪能力。 

4.能與同儕合作並表達個人想法。  

5.對於生活環境美感能有所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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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活動簡介： 

一、新課程概述調整： 

藉由構成練習⟶食譜的構成分析⟶家常菜的構成創作三個階段任務練習，讓同學從任務中討

論與分享過程歸納出構成的美感要素。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發現生活中可見的視覺圖像所符

合的構成美感關鍵要素；透過主題式的創作任務，強化學生對於美感構面中的構成運用之經

驗；結合介紹一道記憶中家常菜的主題；完成一件以構成美感為主，結合飲食文化為輔的平

面創作。 

二、新調整課程目標：  

1. 認識『構成』的美感要素：對稱的古典美學、平衡的現代美感、主從關係凸顯 

焦點、格線的分割邏輯、組合決定構成樣貌。 

2. 運用『構成』的美感要素設計一件有主題的 

圖文創作。 

3.能表達分享記憶中幸福的家常美食味道。 

4. 家常菜食譜討論，草圖發想、版面設計構成 

5.能完成記憶中的幸福味道(一道家常菜)的文案撰寫。 



5 

 二、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能觀察、發現、日常生活中各種事物構成方式？ 

2. 不同的構成方式所產生不同的意象、聯想？ 

3. 生活中的各種構成，所帶來的感受？ 

 

 美感技術 

 

1. 學會分析各種構成方式並了解其屬性。 

2. 完成食譜構成設計與製作。 

3. 將課堂學習到的美感之能，嘗試運用於日常生活。 

 

 美感概念 

 

1.學生能夠從中瞭解構成設計對生活的影響。 

2. 學生能從中學習、累積對美感的經驗。 

3. 關心及發現生活中不美處並思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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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跨域教學-家政課食育教育結合美感食譜設計落實生活美學，期望學生仍能感受到藉由美

感教育過程中所帶來的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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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單元目標 生活中的美感構成 

操作簡述 
美感構成的意義、生活中的圖文編排介紹『主從關係

凸顯焦點』、『格線的分割邏輯』的構成要素。 

2 3/21 

單元目標 構成大挑戰 

操作簡述 

色塊分割構成練習 

單色塊分割相同大小、 雙色塊分割相同大小、單色

塊分割不同大小、雙色塊分割不同大小，構成畫面練

習。 

3 3/28 
單元目標 一張食譜的構成分析 

操作簡述 分析一張食譜中須具備哪些元素，其中圖與文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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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分配關係與排列位置。食譜中以不同顏色色塊

(灰色代表圖片、白色代表文字)，貼在透明片上。歸

納出構成中如何達到「對稱」與「平衡」的美感。 

4 4/11 

單元目標 幸福的味道-家常菜的構成創作1 

操作簡述 

a.將討論出來的畫面構成製作個人的家常菜食譜 

b家常菜食譜內容包括：成品（圖）故事（文）食材

（圖或文）作法（圖或文） 

5 4/18 

單元目標 幸福的味道-家常菜的構成創作2 

操作簡述 

a.將討論出來的畫面構成製作個人的家常菜食譜 

b家常菜食譜內容包括：成品（圖）故事（文）食材

（圖或文）作法（圖或文） 

6 4/25 

單元目標 我的幸福味道-家常菜圖文創作 

操作簡述 

1.家常菜圖文創作展。 

2.歸納整理作品構成的美感有哪些。 

3.分享作品中幸福的味道故事。 

四、預期成果：  

希望學生經歷過本次的美感體驗課程，能夠知道關於構成的美感關鍵要素，並且可以從生活

中的各種視覺元素發現構成的美感；從歸納分析市面上的平面圖文設計實例中所運用的構成

美感要素，進而將此運用在各種圖文排版的平面設計中和生活之中並期盼學生能藉由「五

感」體驗，培養美感的生活態度與習慣。。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1.人生回味，水瓶鯨魚/丁芯瑜/林芳琦/李曉翔，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4 

2.幸福台灣味，天下雜誌，2017.6 

3.餐桌上的攝影師，許峵誠，尖端，2017.4 

4. 好吃 34：食設計－攝影、策展、包裝、料理的 10 個關鍵字(出版社：麥浩斯) 

5. 好設計！讓美食更誘人：全方位了解食物品牌設計的第一本書：沈婷，有意思出版， 

2018/10。 

六、教學資源： 

1. 美感教育入門電子書-構成。 

2. 筆電、教學自編 PPT、單槍、學習單。 

3. 網路資源。 

4. 老師及學校資源本身之經驗、學生或家中父母長輩，做為家常菜食譜參考。 

操作準備材料： 

1. 水彩顏料、水彩筆、色鉛筆、水彩紙、抹布、海綿、吹風機、代針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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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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調整 

二、6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1 

A 課程實施照片： 

 



8 

 

B 學生操作流程： 

1.美感構成的意義、生活中的圖文編排 

2.「構成」的構面介紹：對稱、平衡、主從關係凸顯焦點樣貌等，讓學生能夠從中瞭解並掌 

   握構成的基本概念。 

3. 介紹『主從關係凸顯焦點』、『格線的分割邏輯』的構成要素。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能從課堂所學到的構成方式，以點線面實際應用於課堂構成的練習中，嘗試不同構成的

畫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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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色塊分割構成，構成畫面練習。 

2.單色塊分割相同大小 

3.雙色塊分割相同大小 

4.單色塊分割不同大小 

5.雙色塊分割不同大小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透過色塊構成練習，嘗試擺放兩個面積一樣大小的色塊，讓同學歸納出當兩個一樣 

形狀的物件擺在一起可能會出現的對稱形式美感。不同顏色可以代表圖案方塊及文字方塊的 

構成，因為顏色不同，可能會排列出不對稱的編排，製造平衡的美感。相同色塊的練習，代 

表圖與圖之間編排的關係；不同色塊的練習，代表圖與文自方塊之間編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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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分析一張食譜中須具備哪些元素。 

2. 運用食譜版型的介紹，讓學生認識版面設計的原理並能從中瞭解且掌握版型的基本內容。 

3.圖與文組合的大小分配關係與排列位置。 

4. 歸納出構成中如何達到「對稱」與「平衡」的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能從鑑賞所學到構成的概念，應用於食譜的分析中，理解其功能、目的與人的關係 

與影響，並能將食譜觀察的構成分析應用於下一堂插畫食譜的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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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4-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將討論出來的畫面構成製作個人的家常菜食譜。 

2. 引導學生能將蒐集的家常菜作法，依據食譜版面構成的概念，進行食譜學習單製作。 

3.同學選擇可搭配的創作媒材及風格畫出成套的畫面。 

4. 家常菜食譜內容包括：成品（圖）故事（文）食材（圖或文）作法（圖或文）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能挑選一道生活中印象深刻的家常菜，以文字具體描述步驟與流程，能把步驟以繪 

畫方式進行轉化與呈現並能以合宜的構圖方式進行版面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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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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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家常菜圖文創作展。 

2.歸納整理作品構成的美感有哪些。 

3.分享作品中幸福的味道故事。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能從鑑賞所學到構成的定義、原理、功能、目的與人的關係與影響，並能以感官方式 

將生活的對於家常菜的體驗感受以插畫食譜的方式具體描繪與文字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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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食譜的創作牽涉「一道菜」的選擇，有些餐點不容易表現，學生在描繪上較有挫折感。 

2.上過 110-1 美感構面─色彩課程的同學，在創作過程中比較會加入色彩搭配的思考。 

3.圖文構成設計練習可以多增加一堂課，同學在後續食譜排版時會更得心應手。 

4. 透過家常菜的蒐集與探討，學生與家庭的關係似乎重新連結與記憶，每道菜也有著屬於個

人或與家人的故事與情感，完成的作品不僅在彩繪或是口述分享時都有著濃濃的家鄉味。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結束六堂的課程，透過各種不同的圖文版面設計構成安排，一步驟一步驟完成家常菜食譜，

學生不僅獲得滿滿的成就感也將美感品味得以在生活中持續延伸與展現，並且跟家庭產生更

深層的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