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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台南市立文賢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魏妤珊 

實施年級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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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155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美好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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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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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班級七年級曾上過美感構成的課程，透過校園植物巡禮，帶學生實地觀察植物外觀到葉

到花和果實，利用電腦排版和手繪，讓學生了解秩序構成「重複」、「韻律」、「對稱」、

「均衡」、「主從關係」之美。八年級上學期上美感的比例構成課程。 

 

* 先備能力： 

八年級的學生已有美感課程的體驗，本校校定課成為圖資教育，主題以食育為發想，透過各

種資料檢索方法，進行食育的探究。七年級學生經過半年食育的知識探究，希望學生在生活

中也有美食的體驗活動，從各種食材獨特風味及其不同口感發想，設計杯子蛋糕的加工體

驗。食要食的有品味又優雅，也需搭配各種杯盤桌布甚至是瓶花妝點，透過課程設計讓品味

食物更有質感，落實美要從生活出發的理想。 

 



4 

1、 課程活動簡介： 

觀察是美感發現的重要關鍵，因為能細膩觀察進而發現聯想，就能得到許多美感的樂趣。本

學期課程欲結合校本食的主題，在第一階段讓學生以杯子蛋糕為起點，透過各種想像繪出心

中的杯子蛋糕。疫情突轉為線上課程後，利用食物擺拍課程探究生活中質感的呈現。延伸分

享田中達也的創作，欣賞藝術家質感作品的轉換。也讓同學試圖觀察生活物件，利用近拍的

任務式的拆解方式重現質感。最後質感的呈現利用圖層的置入概念，轉換杯子蛋糕的質感，

完成想像虛擬的杯子蛋糕，並能給予命名表達自己的創作理念。 

 二、課程目標 

1.觸發美感知能：學生將建立「質感」的觀察，覺察到細節的處理。 

2. 累積美感知能：學生能以「質感的轉換」觀察視覺對象物，累積美感經驗。 

3. 建構美感問題解決力：學生能把質感概念運用在創作作品中。 

 

■  美感觀察 

觀察生活中細節的處理 

觀察生活中物件的質感 

 

■  美感技術 

能運用物件搭配完成質感擺拍 

能應用電腦軟體完成質感轉換 

 

■  美感概念 

理解質感轉換帶來的趣味想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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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校本課程主題體驗食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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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單元目標 認識質感 

操作簡述 簡報介紹質感 

以色鉛筆繪出心中的杯子蛋糕 

2 5/23 單元目標 質感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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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述 教師要求同學利用家中多種不同質感的物件當作盛盤

和背景，嘗試美感的擺盤設計 

3 5/30 

單元目標 觀察與紀錄質感的應用 

操作簡述 欣賞田中達也的作品，能理解藝術家如何進行轉換 

4 6/6 

單元目標 能觀察並拍照完成質感想像 

操作簡述 利用拍照技巧完成質感想像並上傳 PADLET賞析 

5 6/13 

單元目標 能觀察並進行近拍完成質感紀錄 

操作簡述 利用拍照工具完成近拍並上傳 PADLET賞析 

6 6/20 

單元目標 能進行質感轉化 

操作簡述 替換杯子蛋糕的質感並說明 

四、預期成果：（描述學生透過學習，所能體驗的歷程，並稍微描述所造成的影響） 

透過課程設計讓學生進行美感質感體驗。課程以杯子蛋糕為主題出發，因疫情關係食物體驗

部分改以描繪想像，進行家中食物擺拍。透過田中達也作品的分享，期許學生能觀察發現生

活中的質感，並能進行創意聯想。最後階段轉換設計自己的杯子蛋糕，期許學生對質感有更

進一步的感受。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楊茵茵(2018)Anna甜蜜裱花：從杯子蛋糕開始學韓式豆沙擠花！花型 X配色 X組合全圖

解，入門到進階都適用。台灣廣廈。 

vk cooking house(2016)。杯子蛋糕這樣做不失敗：網路蛋糕名店 VK Cooking House ４

６款職人級杯子蛋糕完全攻略。出色文化。 

六、教學資源： 

美感入門電子書 

美感入門網站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 

 



6 

 

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下學期疫情狀況不穩定，第一堂課原先要進行各種食材裝飾杯子蛋糕，改以色鉛筆進行描

繪想像。第二堂課開始疫情一周一宣布，原本期許能回到校園進行實作，故一週一調整，

最終沒有回到校園，故課程第二周後全轉為線上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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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質感的簡報-提問-讓學生進行色鉛筆杯子蛋糕的彩繪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單純的食物加料增添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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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任務操作-拍原始食物-質感搭配(物件須包含容器和餐巾紙或桌墊 2 種以上)-擺拍角度和畫面

調整 

 

C 課程關鍵思考： 

運用小物件進行質感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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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任務賞析:欣賞田中達也先生作品-選出欣賞的作品-寫下作者如何進行轉化-你的感想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察生活中的小細節能進行質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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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任務派發-觀察物件進行造型或質感的連結-拍照營造場景-寫下你創作的理由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察生活中的細節並進行質感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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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任務派發-質感來自細節-進行物件近拍處理-命名主題-寫下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觀察生活中的細節並進行質感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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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線上質感蛋糕製作-將採集的質感照置入預備好的 PPT檔案中-命名-寫下創作理念 

C 課程關鍵思考： 

真實到虛擬的創作進行質感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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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次課程規劃實作部分因遇到疫情所以修正為線上創作，因線上課程一周一宣布，在短短

15分鐘節奏中須完成講解和派發任務，讓學生有 20分鐘去創作，有太多無法掌握的因素。 

課程結構上從畫出杯子蛋糕；到生活質感擺拍到大師作品分析質感轉換；第四堂課質感轉換

的創作對學生是最困難的，比較無法精準呈現想像力；第五堂課質感蒐集對同學就簡單易上

手；最後虛擬蛋糕的創作，一開始遇到一些線上共編的狀況，幸好順利排除障礙，學生置入

的質感採集圖片呈現多元創意，成果充滿趣味。 

線上課程也有許多好處，第一是能更了解學生的生活資源，當要進行生活質感擺拍，也看到

同學有更多創意的呈現。第二是行動載具在身邊，能隨時進行拍照和線上軟體編修。第三是

線上作品即時上傳能及時分享給予回饋。 

質感課程的挑戰，在實作的體驗和線上課程規劃上有很大的差異，未來仍希望有機會完成實

作的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