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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成果報告書 

113 年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校課程實施計畫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 

設計教育課程 / 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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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立四箴國中 

執行教師： 吳柔慧 教師 

輔導單位： 中區 基地大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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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計畫概述（可複製原有計畫書表單，依實際授課情形修正內容） 

附件 1 課程計畫書 

113 年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13-1 設計教育/基本設計課程計畫書 

壹、教師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台中市立四箴國中(請填寫完整校名) 

學校地址 台中市龍井區中沙路２號(請填寫郵遞區號) 

申請類別 Ｖ 設計教育課程（至少 6 小時）□ 基本設計（18 小時） 

課程執行類別 Ｖ國民中學   □ 普通型高中   □ 技術型高中   □ 綜合型高中 

預期授課年級 Ｖ國一   □ 國二   □ 國三   □ 高一   □ 高二   □ 高三 

班級類型 Ｖ普通班  □美術班 

課程類型 □ 高一多元選修   □高二加深加廣   □ 其他：＿＿＿＿＿＿＿＿ 

預估班級數 ＿1 班 預估學生數 25 名學生 

教師姓名 吳柔慧 

教師資格 

Ｖ國民中學「視覺藝術」藝術領域現職教師 

□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或「藝術生活」藝術領域現職教師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藝術領域現職教師 

□ 其他：＿＿＿＿＿＿＿＿ 

最高學歷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畢業 

教學年資 15 年 

美感課程經驗 

Ｖ曾申請 105 至 112 年度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及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Ｖ中學美感課程 (精選課程 / 創意課程 / 基本設計) 

□ 美感體驗課程 (自拍拼圖 / 自然參數 / 質感採集) 

□ 美感智能閱讀計畫－安妮新聞 

□ 未申請上開美感課程計畫，但曾申請其他美感課程計畫，如：＿＿＿＿＿ 

□ 完全不曾參與相關美感計畫課程 

相關社群經驗 
□ 輔導團，您的身份為：＿＿＿＿＿＿＿＿ 

□ 學科中心，您的身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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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教師社群 

□ 校外教師社群，如：＿＿＿＿＿＿＿＿ 

 

貳、課程內容及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 舌尖上的禪風：食、景、藝 

課程主題 

(可複選) 

□色彩  Ｖ質感  □ 比例  Ｖ 構成  □ 結構□構造 

□ 重大議題：A3.  Ａ17     ( 請參考下方主題並填入 ) 

課程主題 

其他選填項目 

【A】教育部 108 課綱之 19 項重大議題 

A1.性別平等、A2.人權、A3.環境、A4.海洋、A5.品德、A6.生命、A7.安全、A8.家

庭教育、A9.生涯規劃、A10.資訊、A11.科技、A12.法治、A13.國際教育、A14.閱

讀素養、A15.防災、A16.能源、A17.多元文化、A18.戶外教育、A19.原住民族教

育。 

【B】SDGs 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B1.終結貧窮、B2.消除飢餓、B3.健康與福祉、B4.優質教育、B5.性別平權、B6.淨

水及衛生、B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B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B9.工業化/創新及

基礎建設、B10.減少不平等、B11.永續城鄉、B12.責任消費及生產、B13.氣候行

動、B14.保育海洋生態、B15.保育陸域生態、B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B17.多

元夥伴關係。 

全新課程說明 

□ 本人過去沒有施作的課程設計。 

□ 本人了解其他教師沒有相同課程設計。 

□ 參考先前課程，並加入重大議題 

( □ 本人__(請填學期) _課程、□ 《美感行動誌》收錄課程 ) 

□ 課程設計創意理念： 

1. 人的認知是透過五感，串連起創造出共感連結我們的生活經驗。對於五

感的重視，能夠使我們的生活經驗變得多彩且豐富；使我們的感官世界

變得立體且清晰，能去思考生活環境中合宜的美感。 

2. 設計靈感做中玩的精神，從生活中欣賞環境之美，更能愛惜我們生活周

遭環境，一草一木即一世界。 

3. 嘗試融合枯山水庭園美學與現代設計，結合「食、景、藝」生活美學，

揉合新舊文化之美，以做中學體驗傳統甜點在簡約食器中展現禪意美

感，讓美食、美景與藝術在此進行心靈美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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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綱核心素養 （請勾選符合項目） 

A.自主行動 V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V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V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V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V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V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解 

二、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300 字左右） 

* 先修科目：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對於點、線、面構成，有基本程度的認知。 

2、對於質感有基本認識。 

三、課程概述（300 字左右） 

雖我們存在於視覺至上的世界，但視覺這項感官並非單一的存在。在重視視覺的現代社

會中，人們的感官世界逐漸變得平面，被忽視的其他知覺，剝奪了我們感知世界的立體性。

因此藉由「驚喜製造」等單元五感體驗去進行設計，重新喚回感覺與記憶，平衡我們的感官

世界，再將鮮活的感官世界帶回現實生活當中，透過「微型枯山水」單元，將簡約抽像感官

符號與意象美學，再製出實體的物質形成嶄新的食物意象，運用傳統台灣傳統甜點打造「可

以吃的庭園」擺盤單元，結合日式枯山水美學不同的排列組合，就可以變化出不同混搭味道

的甜點，體驗樸實耐人尋味的古早味魅力，也可以是食、景、藝的展現，多了做中玩的精

神。在「禪風的滋味」單元，搭配自然風音樂可以邊品嘗，邊想像心中的庭園輪廓，盡情在

自己擺盤中的平靜與寂寥，享受片刻的寧靜。 

四、課程目標 

美感觀察 

1. 在生活中去發現美的形式原理原則。 

2. 能觀察枯山水庭園的應用與多元變化，進而運用在食材上。 

3. 發現生活中的構成原理及美感。 

 

美感技術 

1. 運用減法法則，適當搭配傳統甜點食材作合宜的裝飾與擺盤。 

2. 構成的美感—均衡、非對稱均衡、主從關係。 

3. 了解枯山水的構成方式並轉化於食材擺盤上。  

美感概念 
1. 了解日式枯山水庭園侘寂簡約禪風美學。 

2. 能觀察侘寂簡約禪風庭園構成及質感的變化，進而運用於食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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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實作練習發現食器造型與食材質感的關聯性。  

其他美感目標 （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可依需要列舉） 

五、課程大綱、教學進度 ( 課程週次請依課程需求增減，請詳述操作方式以便記錄分享 ) 

週次/序 上課日期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操作描述 

1  

驚喜製造之一 

嗅覺與聽覺 

1. 課程以活動進行並學習單紀錄感受 

（1）嗅覺 : 十張口味配對卡 — — 仙草、芒果、甘

蔗、檸檬、鳳梨、玫瑰荔枝、茉莉柚子、蘋果肉桂、桂

花烏梅、蜂蜜烏龍茶 — — 讓大家可以透過嗅聞與配

對，考驗自己的嗅覺記憶。 

 

（2）聽覺 : 聲音在飲食的過程中也佔有一席之地，就

像汽水和啤酒「西西」的氣泡聲、豆腐煲「波波」的滾

沸聲、生鮮蔬果或洋芋脆片「喀喀」的咀嚼聲，這些細

微的聲響，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就可以判別食物是否

新鮮、是否美味，也建築起對它們「想」吃的渴望。 

2. 分享心得及完成學習單。 

2  

驚喜製造之二 

觸覺與視覺 

1. 課程以活動進行並學習單紀錄感受 

（3）觸覺 

抹去視覺記憶的感官晚餐 — — 《無光晚餐》 

《無光晚餐》的進行是在一個全黑無光的用餐環境中，

剝奪我們日常所仰賴的視覺，打開視覺外的感官，捏

拿、嗅聞、咀嚼、傾聽體驗美食。 

(4)視覺 

1. 先看食物再吃會覺得更美味？提供以食物為題的立

體藝術作品，或是看起來不怎麼美味的食物，只看

吃不得的藝術品，抑或是好看又好吃的藝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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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圖片參考網路) 

 

2. 分辨天然色素和人工色素差在哪？ 

 越來越多的人對食安和環境安全意識提升，對日常

食品和用品開始訴求有機與環保，並開始以天然物

質取代化學物質，創造健康的生活品質。 

3. 例舉天然色素色譜？ 

都是從植物中提取色素，台灣有 48 種被允許使用的

天然色素，例如薑黃，辣椒紅色素，青花素，葉綠

素，番茄素，胭脂紅，梔子黃，甜菜紅，菠菜綠及

可可色等， 

4. 分享心得及完成學習單。 

3  
走入枯山水世

界 

1. 介紹「枯山水庭園」 

 

（1） 美學及由來 

（2） 主要特色、元素 

（3） 比較枯山水庭園及中國庭園的差異 

 

2. 例舉： 

構成的美感中均衡、非對稱均衡、主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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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圖片參考網路) 

 

3. 符號： 

說明細沙碎石鋪滿地板，放上一些自然元素，利用

特殊的木耙，慢慢有條理的沿著置放物的周圍，在

砂石地上描繪出紋理，這些紋理象徵「水」，而大

石頭則象徵「山」，主要是想讓庭園保持靜止的姿

態，產生具有冥想、寧靜的效果，讓人與庭院一起

回歸自然。 

 
(上述圖片參考網路) 

4. 色彩：大地色系 VS 調和色 

5. 分享心得完成學習單。 

 

4  打造微型枯山 1. 介紹經典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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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2. 透過構成及質感美感分析，運用下列材料： 

（1） 準備各式不同質感長方形、厚重材質的盤子或透

明的等容器。 

（2） 材料：石頭，細軟的白砂或彩砂、海沙。 

（3） 工具：小耙子 

（4） 選擇適合質感及構成練習擺放。 

（5） 擺放重點： 

極簡不淩亂，少即是多禪意濃厚的枯山水美

學，可以放上喜歡的物件，讓它成為主角，嘗

試主從關係構成。 

3. 分享及拍照。 

 
(上述圖片參考網路) 

5  可以吃的庭園 

1. 接續第 3~4 堂學習，嘗試選擇適當的食器擺放極簡

擺盤 

（1.）先選擇鋪底盤的代替沙子，如：白砂糖、花

生粉、黑白芝麻、等細質感食材。 

（2）選擇合適傳統的點心與食材石頭代替，擇一點心

為大石頭主，擇 2~3 種配料為小石頭，營造主從關係

的構成美感設計。 

 石頭代表：草仔粿、堅果、麻糬、羊羹等。 

 青苔代表：抹茶粉、巧克力粉等。 

 綠葉：天然食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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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木耙用叉子取代，可以自由刮出紋路，打造屬於

自己的富禪意風的擺盤。 

 

 

 
(上述圖片參考網路) 

2. 拍照並分享成果。 

 
 
(上述圖片參考網路) 

6  禪風的滋味 

3. 接續上一堂，準備自然禪風音樂與茶水餐具分享與

品嚐。 

4. 完成學習單 

 

六、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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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製造驚奇」就是著重於鮮活的五感體驗去進行設計，能夠透過五感設計將失去的其他

感官找回，平衡我們的感官世界，將鮮活的感官世界帶回我們的生活當中。 

2. 「走入枯山水的世界」欣賞日式侘寂簡約禪風庭園構成美學，做中學動手打造微型枯山

水，透過與感官相關的物質符號(土壤、樹林、氣味等)，營造出山林庭園的情境，並欣

賞作品及拍照分享。 

3. 從大地天然色彩調和色譜，知道天然色素都是從植物中提取色素，但是過多攝取人工添

加食用色素存在會對人體不健康，進而能對食安問題的重視。 

4. 邊嘗想像心中的縮微式園林景觀，並運用傳統甜點混搭，將日式庭園美學構成符號轉換

於極簡擺盤，用視覺、 觸覺、 味覺、 聽覺中感受平靜與寂寥，產 生 具 有 冥 想 、 寧 靜

的 效 果 。  

 

七、參考書籍 ( 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 

《餐桌上的味覺練習：哪些美食把你的舌頭變笨了？觸、看、聞、聽，找回你的美味鑑別

力！》譯者：李貞慧版社：大是文化 

礫石與沙：日本枯山水庭園的見微知著 

和果子魔法書：舌尖上的藝術品，療癒系果食的美感生活 

八、教學資源 

1、電腦、教師自製 PPT、學習單、投影機、網路資源 

2、食材、食物餐盤、餐具、桌布 

3、石頭、細沙、小木杷子、木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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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 請簡要說明課程調整情形即可 ) 

            

二、課程執行紀錄 (請依據課程小時數複製下表，並依課程順序填寫執行內容)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嗅覺：氣味配對遊戲，測試嗅覺記憶。 

2. 聽覺：觀察飲食中的聲音，感受美食魅力。 

3. 觸覺：參與《無光晚餐》，透過觸摸與嗅聞體驗食物。 

4. 視覺：探索食物與美感，討論視覺對味覺的影響。 

5. 心得分享：完成學習單，記錄感受與收穫。 

C 課程關鍵思考： 

1. 感官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結合在一起，思考如何創造出更加豐

富的驚喜體驗？ 

2. 理解各種感官對情感和記憶的影響，還能引導他們思考如何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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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或藝術創作中利用這些元素來驚豔他人？ 

 

課堂 2～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導入：介紹枯山水庭園的美學與文化背景。 

2. 觀察與體驗：欣賞枯山水庭園設計，理解砂石與岩石的象徵意涵。 

3. 比較分析：探討枯山水與中國庭園的設計差異。 

C 課程關鍵思考： 

1. 美感構成：均衡、非對稱均衡與主從關係如何影響枯山水的視覺效果？ 

 

課堂 3~4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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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實作活動：使用細沙與石頭模擬庭園佈局，體驗均衡與非對稱美感。 

2. 分享與討論：學員交流心得，反思禪意與自然之美。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個人體驗：在實作過程中，哪些設計元素讓你感受到冥想與寧靜？ 

 

課堂 5~6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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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鋪底：用白砂糖、花生粉或芝麻模擬砂石。 

2. 點心擺放： 

主石：選麻糬包內餡（紅豆、芝麻、 花生）。 

配石：搭配堅果、小點心，營造主從關係。 

3. 青苔與綠葉：撒抹茶粉、巧克力粉點綴。 

4. 紋路設計：用叉子刮出流動紋理，打造禪意擺盤。 

5. 簡單步驟，即可創造獨特的食藝美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1. 主從關係：點心與配料的擺放如何營造視覺焦點與平衡？ 

2. 紋理設計：刮紋路時，哪些線條能強化流動感與空間層次？ 

3. 美感影響：食物的顏色、形狀與擺盤方式如何影響食欲與觀感？ 

4. 創意延伸：如何結合個人風格，設計出獨特的枯山水風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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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未來的教學規劃等等，可作為課程推廣之參考 ) 

本課程結合感官體驗、枯山水美學與食藝擺盤，透過實作提升對食物與藝術的理解。

然而，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發現部分環節可進一步調整，以提升學習效果與執行效率。 

1. 無光晚餐體驗的可行性調整，在一般教室中難以完全營造全黑無光的環境，影響體驗

沉浸感。可改用眼罩來模擬黑暗環境，讓學生專注於觸覺、嗅覺與聽覺的飲食體驗，

仍能達到學習目標。 

2. 限定食材與材料，避免資源浪費，若提供過多食材，容易造成材料耗損與學生選擇困

難。最好事先規劃好限定使用的食材與數量，例如：砂糖、花生粉、芝麻粉等鋪底材

料，以減少浪費並簡化操作流程。 

3. 課程時間管理與收拾流程適度調整，擺盤與創作後的整理過程較繁瑣，可能影響課程

流暢度。最好事前強調整理規範，讓學生分工合作，提升效率。建議將課程安排為兩

節課，確保學習完整度。 

4. 簡化擺盤製作流程，食材選擇過於多樣，可能增加準備與製作難度。建議擺盤簡化：

使用單一麻糬包餡，搭配各式粉料捏成「石頭」，降低組裝複雜度，使擺盤更直覺

化，讓學生更快掌握擺盤概念。 

5. 跨領域結合，提升學習延伸性，部分食材（如麻糬）需額外準備，增加成本。建議

與家政課合作，讓學生親自製作麻糬，從食材製備到藝術擺盤，一氣呵成。這不僅

能降低成本，還能讓學生學習烹飪與美學結合的應用，增加課程的趣味性與實用

性。 

總結 

本次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感官體驗與藝術創作機會，但透過以上調整，可進一步提升課

程的可行性、學習體驗與執行效率。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 學生學習回饋如有可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