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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 

一、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授課教師 余慧真 

實施年級 九 

課程執行類別 

一、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設計選修課程（18 小時 1 學分）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美感創意課程（6-18小時） 

□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___小時 

▄ 國民中學 10小時 

班級數 1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40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質感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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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     年級 
技術高中     年級 

綜合高中     年級 
◼國民中學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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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 

學生具備色彩配色能力、素描描繪能力及基本設計概念。 



 

一、 課程活動簡介： 

不同的質感會帶給物品不同的視覺感受，讓學生比較聚焦在質感變好會增加美感上面。

會在課程中補充：搭配出具有質感美的蛋糕後，品嘗時心境上的轉變(例如:一口快快吃掉跟捨

不得吃於是細細品嘗之轉變)，美的質感帶來愉悅的心情跟美的感受…等，因此適宜的質感搭

配是影響美感的重要因素。在此課程中學生能藉由對材質的觸摸與觀察感受不同材質的質感

美，讓學生可以覺察到生活中自然物及非自然物的質感美，從教師提供的圖例與小組活動

中，思考質感與視覺感受的關係；利用生活物品為例，討論與反思質感美感與功能性的關

係，並能透過實作將先前所學的色彩、構成的先備知識與質感的知識能力共同運用，完成杯

子蛋糕的變身，選擇適合的盤子以及其他物件做蛋糕擺盤的思考，透過桌面布置的構成(桌

巾、杯盤、布置的物件…)布置一場精采絕倫的質感下午茶，最後利用攝影鏡頭記錄下來。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生活中不同材質的質感美 

◼ 美感技術-攝影構圖 

◼ 美感概念-質感的合宜性、立體造型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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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單元目標 認識質感 

操作簡述 
利用恐怖箱引起學生動機，除了用手觸摸以外，也
讓學生利用聽覺來挑戰，或是用身體其他部位來感
覺，讓學生了解質地與感受在記憶中的連結。 

2 3/8 

單元目標 理解質感美的重要性 

操作簡述 

以「Hermès 兩萬元的新款藍白拖鞋神似台灣藍白
拖」的新聞引起學生動機，教師以新聞內容讓學生
討論兩者間的差異，藉此說明質感的重要性與對美
感的影響。教師利用市場上杯子蛋糕的照片讓學生
比較不同質感的搭配會產生不同的美感，並思考如
何利用不同的食材搭配提升杯子蛋糕的美感，讓原
本素顏的杯子蛋糕可以成為具有質感美的蛋糕，品

嘗時心境上能夠轉變為捨不得吃跟細細品嘗，讓美
的質感為自己帶來愉悅的心情跟美的感受。 

3 3/15 

單元目標 了解質感的合宜與不合宜 1 

操作簡述 

利用簡報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的設計品是否搭配了
合適的質感，從中探討質感的合宜性，也提供不合
宜的例子讓學生討論與思考。教師提供 20 種食材
的質感盒，讓學生小組討論，思考每樣食材在視
覺、嗅覺上的不同特性，學生做成觀察紀錄，紀錄
下每項食材的特性(色彩、造型、聞起來的味道、口
感、品嘗時的味覺。 



 

4 3/22 

單元目標 了解質感的合宜與不合宜 2 

操作簡述 

延續上周課程，學生利用質感盒與上周的觀察紀錄

小組討論，將 20 種食材利用不同的條件做分類(色
彩、大小、味道、味覺)，上台分享討論的結果。教
師提醒學生設計杯子蛋糕時，要考慮不同食材搭配
後會產生不同的造型、味道、味覺，因此選擇時要
思考食材間是否彼此搭配?而不是僅選擇自己喜歡的
食材。學生思考後，從中選出適合搭配的組合並且
記錄下來。 

5 3/29 

單元目標 質感下午茶的布置設計 1 

操作簡述 

除了杯子蛋糕的質感搭配以外，完美的質感下午茶
還須包含擺盤及桌面擺設，教師利用下午茶布置圖
片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利用圖卡小組討論，

教師提供不同的條件讓學生分組完成不同的構成效
果，引導學生思考不同質感搭配的杯子蛋糕適合擺
在怎樣的盤子上?需要思考甚麼(色彩、造型或質感
的搭配)?不同大小跟形狀的盤子可以如何擺放杯子
蛋糕?擺幾個?(構成畫面)盤子上能否再做其他點綴

的裝飾?數個組合(杯子蛋糕跟盤子)該如何擺放才好
看(主從關係)? 

6 4/12 

單元目標 質感下午茶的布置設計 2 

操作簡述 

學生利用自行準備的生活物件以及教師準備的材
料，練習質感下午茶的布置，思考帶來的生活物件
質感是否搭配?先將這些生活物件用質感的條件來分
類，學生記錄下適合搭配在一起的材質類型。學生

思考不同的生活物件會有不同的大小、高度跟造
型，要如何擺放才能有美感?平面的擺放或是相互疊
加?試著進行構成畫面的安排。 
 

7 4/19 

單元目標 繪製杯子蛋糕變身設計圖 

操作簡述 

教師說明構圖的主從關係，並發下質感盒作為教
具，學生利用教師提供的食材(也可以自行準備不同
的食材)，思考如何利用不同質感的食材搭配，考慮
視覺、嗅覺、味覺的不同條件，選擇出合適的 3-5
種食材，思考具有美感的構圖安排，提升杯子蛋糕
的質感+造型美，並將想法畫下來。 
 

8 4/26 

單元目標 練習鮮奶油擠花 

操作簡述 
教師利用影片及現場示範讓學生利用擠花袋練習簡
單的鮮奶油擠花。 
 

9 5/3 

單元目標 質感下午茶 

操作簡述 

學生利用不同的食材搭配完成具有質感美跟造型美
的杯子蛋糕，學生利用擺盤技巧以下午茶桌面擺設
營造一場具有美感的質感下午茶，並用攝影做紀
錄。 

 



 

10 5/10 

單元目標 分享與回饋 

操作簡述 

教師收集全年級的作品照片進行分享給予回饋，學

生寫下心得感想分享彼此的擺盤心得，思考可否在
未來應用在生活當中，幫媽媽做擺盤、裝飾餐桌，
或是為朋友做生日蛋糕等…。 

四、預期成果： 

感受不同材質的質感美，思考質感與五官感受的關係，了解功能性與質感間的關聯與質

感是影響美感的重要因素，體會合宜的材質美感，練習不同材質的搭配發揮質感的優點，建

構美感經驗。 

五、教學資源： 

質感盒、各式食材、桌巾、盤子、各式生活物件、I-PAD、電腦、投影機、彩色鉛筆、橡皮

擦、液晶小黑板與其他美術相關用具。 

 



 

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原定第 5 堂課以圖卡來解釋下午茶的布置，最後改為讓學生直接帶實際物

品到校，教師利用學生帶來的道具以及教室內原有的各式物品讓學生分組練習

布置下午茶場景，教師提供不同的條件讓學生分組完成不同的構成效果，引導

學生思考具有美感的下午茶場景布置。 

原定第 10 堂課為分享，但因為國三較往年提前兩周進行畢業考，需要提

前作成績結算與上傳，加上國三有模考、第一次段考，因此會考前第 10 堂課

來不及實施；會考後又有隔宿露營、班遊、畢業典禮前置作業…等活動，適逢

疫情解封也有很多學生請假出國加上整班確診停課，評估整體狀況，會考後也

不適合進行最後的上台分享活動，是今年的一大遺憾。 

 

 

 

 

 

 

 



 

二、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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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恐怖箱引起學生動機，除了用手觸摸以外，也讓學生利用聽覺來挑

戰，或是用身體其他部位來感覺，讓學生了解質地與感受在記憶中的連結。並

試著利用五感觀察教師提供的各式質感物品，記錄下每樣材質的特色與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以五感觀察、記錄不同材質的特性與感受，深入認識質感 

 

 



 

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以「Hermès 兩萬元的新款藍白拖鞋神似台灣藍白拖」的新聞引起學生動

機，教師以新聞內容讓學生討論兩者間的差異，藉此說明質感的重要性與對美

感的影響。教師利用市場上杯子蛋糕的照片讓學生比較不同質感的搭配會產生

不同的美感，並思考如何利用不同的食材搭配提升杯子蛋糕的美感，讓原本素

顏的杯子蛋糕可以成為具有質感美的蛋糕，品嘗時心境上能夠轉變為捨不得吃

跟細細品嘗，讓美的質感為自己帶來愉悅的心情跟美的感受。 

 

C 課程關鍵思考： 

理解質感美的重要性 

 



 

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利用簡報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的設計品是否搭配了合適的質感，從中

探討質感的合宜性，也提供不合宜的例子讓學生討論與思考，並讓學生練習幫

滑鼠做材質搭配，思考合宜的材質搭配是否能讓人有美的感受。教師提供 20

種食材的質感盒，讓學生小組討論、思考每樣食材在視覺、味覺、嗅覺上的不

同特性，做成觀察紀錄，紀錄下每項食材的特性。 

C 課程關鍵思考： 

了解質感的合宜與不合宜 



 

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延續上周課程，學生利用質感盒與上周的觀察紀錄小組討論，將 20 種食

材利用不同的條件做分類(色彩、大小、味道、味覺)，上台分享討論的結果。    

    教師提醒學生設計杯子蛋糕時，要考慮不同食材搭配後會產生不同的造型

(畫面構成)、色彩搭配、品嘗後的味覺、嗅覺的味道，因此選擇時要思考食材

間是否彼此搭配?而不是僅選擇自己喜歡的食材。學生思考後，從中選出適合

搭配的組合並且記錄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選擇合宜的食材搭配 

 



 

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利用學生帶來的道具以及教室內原有的各式物品讓學生分組練習布置

下午茶場景，教師提供不同的條件讓學生分組完成不同的構成效果，引導學生

思考不同質感搭配的杯子蛋糕適合擺在怎樣的盤子上?需要思考甚麼(色彩、造

型或質感的搭配)?不同大小跟形狀的盤子可以如何擺放杯子蛋糕?擺幾個?(構成

畫面)盤子上能否再做其他點綴的裝飾?數個組合(杯子蛋糕跟盤子)該如何擺放

才好看(主從關係)?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搭配與畫面構成的思考 



 

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利用自行準備的生活物件以及教師準備的材料，練習質感下午茶的布

置，思考帶來的生活物件質感是否搭配?先將這些生活物件用質感的條件來分

類，學生記錄下適合搭配在一起的材質類型。學生思考不同的生活物件會有不

同的大小、高度跟造型，要如何擺放才能有美感?平面的擺放或是相互疊加?試

著進行構成畫面的安排。 

 

C 課程關鍵思考： 

整體畫面構成的思考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說明構圖的主從關係，並發下質感盒作為教具，學生利用教師提供的

食材(也可以自行準備不同的食材)，思考如何利用不同質感的食材搭配，考慮

視覺、嗅覺、味覺的不同條件，選擇出合適的 3-5 種食材，思考具有美感的構

圖安排，提升杯子蛋糕的質感+造型美，並將想法畫下來。 

 

C 課程關鍵思考： 

合宜的質感與構圖安排 



 

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教師利用影片及現場示範讓學生利用擠花袋練習簡單的鮮奶油擠花。 

C 課程關鍵思考： 

合宜的鮮奶油造型 

 



 

課堂 9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學生利用不同的食材搭配完成具有質感美跟造型美的杯子蛋糕，學生利用

擺盤技巧以下午茶桌面擺設營造一場具有美感的質感下午茶，並用嘗試用攝影

做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營造一場美感的質感下午茶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直以來國三的視覺藝術課都是不容易上的，尤其是三下，因為多數學生為了升學對於

非考科的科目較不重視，也較不願意花時間學習，因此如何規劃有趣的課程變得格外重要，

國三學生在繁多的考試下已經充滿壓力與打擊，此時如果再安排技法難度高或是需要花長時

間才能完成的作品是不適合的，而這個美感教育課程結合生活的特性，容易因起學生的興

趣，而且這九堂課無關乎繪畫技法，探討的是每個人對於好質感的感受，及應用生活經驗、

美感學習經驗練習與實作，最後的作品是十分生活化的表現，也能應用到未來的實際生活

中，因此在課程進行期間，學生的回饋都是十分正向的，在課程進行中，我能感受到多數學

生是具有熱情且充滿興趣的。 

    這個課程中，奶油擠花雖然無關乎質感的學習，但是因為擠花的成敗會直接影響最後的

造型，因此是一堂無法排除的練習課，但擠花對學生來說是很生疏的，再者因為課堂時間不

足無法打發鮮奶油，只能選擇市面上的氣壓瓶鮮奶油來作創作，今年換了一個牌子的鮮奶油

解決了鮮奶油的擠花紋路不明顯美中不足的問題，今年整體擠花的狀況明顯好很多。今年也

不少學生選擇花生醬來擠花，花生醬較濃稠，花紋明顯漂亮，但是有些學生對花生過敏，不

適一個普遍適合的材料，或許之後再執行課程時，會試試豆沙擠花。 

    今年以 9 堂課的時間進行課程，加入構成構面的討論，因此在下午茶的布置上，有時間

能充分討論與練習，今年每組的下午茶布置成果比起之前完整許多，學生能盡情發揮想法，

完整展現具有質感美的美感下午茶。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111 至 112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1 學年度基本設計/創意課程/設計教育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余慧真   同意無償將 111 學年度 1、2 學期課程實施計畫之成果報告之使用版權為

教育部所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總計

畫學校）於日後直接上傳 Facebook「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粉絲專頁或美感與設計課

程創新計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摩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請學校不得異議。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新竹市立光武國中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余慧真              (請用印) 
(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512 號 

聯絡人及電話：余慧真 0983438988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7 月 1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