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領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壹、 學校名稱 

貳、 團隊成員 

參、 跨領域科目 

肆、 教學對象與先備能力 

伍、 跨領域美感課程實施模式 

陸、 跨領域美感課程應用策略 

柒、 教學計畫 

一、 單元名稱 

二、 設計理念 

三、 藝術概念與美感元素 

四、 教學方法 

五、 設計依據（含核心素養） 

六、   教學目標 

七、 課程架構圖 

八、 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 

九、 教學評量 

捌、 教學省思與建議 

玖、 課程研發成果（如學習單、觀察紀錄表、評分規準等） 

壹拾、未來推廣計畫 

壹拾壹、 課程實施紀錄 

壹拾貳、 參考資料 

 

 

※請先以文字進行論述，再輔以表格等說明。 



▋ 跨 領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所 屬 區 域 ／ 學 校 名 稱 

學校名稱  新竹市私立曙光女子高級中學 

團隊成員  陳錦慧、陳惠姬、阮碧華 

跨領域學科  生命教育、家政 藝術學科  美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力 

 具備美的形式原理原則的知識。(漸變、韻律、比例…) 

 具備色彩學知識。(冷暖色、對比色…等) 

 具備家庭教育的溫暖情感。 

 具備食品營養學的概念。 

跨領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結合三個學科共備課程：美術、家政、生命教育。 

 美術：運用美的形式原理原則，教導擺盤設計的技巧，食物的擺設經

過設計是一種深刻的生活美學。從民以食為天的需求與慾望出發，導

引到欣賞，協助自身找到美感的體驗、醞釀自己的生活品味。 

 家政：透過早餐的擺盤設計，瞭解早餐是一天開始的活力來源，所以

吃什麼很重要。你的早餐讓你活力十足，還是愈吃愈昏沉？透過家政

課學習六大類早餐，瞭解食物解營養如何吃才是最佳選擇。 

 生命教育：進行家庭教育並宣導與家人一起吃飯的時間是非常重要

的；除了可以一起在吃飯時討論今天發生的點點滴滴、與父母、孩子

和配偶聯絡感情之外，我們也更容易將食物和營養，與安全感及感情，

做更深的連結，甚至說明正確的用餐禮儀行為。 

 最後與訓育組合作進行國際志工服務學習，進行當地餐桌文化交流。

跨領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略 

應用策略 (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教學策略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網路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類數位典藏資源之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論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評量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量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錄 

□其他 



課程架構

與跨領域

課程設計

概念 

一、課程設計概念： 
 

 結合三個學科共備課程：美術、家政、生命教育。 

 美術：運用美的形式原理原則，教導擺盤設計的技巧，食物的擺

設經過設計是一種深刻的生活美學。從民以食為天的需求與慾望

出發，導引到欣賞，協助自身找到美感的體驗、醞釀自己的生活

品味。 

 家政：透過早餐的擺盤設計，瞭解早餐是一天開始的活力來源，

所以吃什麼很重要。你的早餐讓你活力十足，還是愈吃愈昏沉？

透過家政課學習六大類早餐，瞭解食物解營養如何吃才是最佳選

擇。 

 生命教育：進行家庭教育並宣導與家人一起吃飯的時間是非常重

要的；除了可以一起在吃飯時討論今天發生的點點滴滴、與父

母、孩子和配偶聯絡感情之外，我們也更容易將食物和營養，與

安全感及感情，做更深的連結，甚至說明正確的用餐禮儀行為。

 
二、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擺盤設計 

教學時數  3 實施班級  二忠、二孝、二和、二平 

實施情形 

 首先課程設計以「美的形式」與「色彩」為二大主軸、教導透過

擺盤的形式技巧和顏色的搭配，更能彰顯菜餚的風味，同時展現

出生活細膩的美感。 

 運用紙筆的平面圖文設計草稿，分享出自己的想法與設計理念 

 簡單食材進行觀察，體會色彩配置與造形的美妙，也能感受肌理

與質感。 

美術 家政

生命實作



 進行擺盤設計實作，設計出具有視覺美感的形式。 

 利用假日早晨，與家人共享「幸福早餐」計畫，並分享日常生活

的點滴。 

 將此美學擺盤概念融合到國際志工服務學習的活動，與當地的飲

食進行餐桌文化交流。 

設計理念 

擺盤設計是一種深刻的生活美學。從民以食為天的需求與慾望出發，導引到

欣賞，協助自身找到美感的體驗、醞釀自己的生活品味，並與家人共享幸福

的時光。 

藝術概念與 

美感元素 

美的形式原理、美學色彩的心理學、生活點滴的內在感受、 

圖文修飾表達的形式、空間美學。 

教學方法 觀察法、講述法、討論法、實作法、發表教學法。 

教學資源 投影機、自製簡報、影片、音響、電腦、食物、器皿。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 能理解美學理論 

2. 能分析名家作品 

3. 能實際創作並分享 
核心 

素養 

1. 美的形式與色彩的掌握 

2. 擺盤設計理念的表達 

3.   實作與家人情感的交流 學習 

內容 

4. 美學理論 

5. 範例賞析 

6. 實際創作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能完整實作出一件具有美感的食物擺盤，並分享給家人。 

(早餐或甜點)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協同 
食物的營養與烹調

(家政課) 

引導學生對於食物營養的六大類，有基礎

的認識。 
觀察法、講述法

協同 
餐桌文化幸福對話

(生命教育課) 

說明親子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鼓勵與父母

親透過餐桌產生良好互動與分享生活。 
講述法、實作法

1 
美的形式原理原則

(理論) 

美的形式原理可歸納成十項形式原理，包

括秩序、反覆、漸變、律動、對稱…等。 
觀察法、講述法



2 
擺盤設計名家主廚範

例與草圖設計(鑑賞) 

具代表性名家主廚料理作品鑑賞與分

析，並進行草圖設計創作。 
討論法、賞析法

3 
實際創作與家人分享

(創作) 

透過實際進行擺盤設計，進行檢討，並

於假日再次實作分享給家人。 
實作法、發表教

學法。 

教學流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念

美感元素

跨領域 

策略 
評量模式 備註 

1 
理論-美的

形式與色彩 
50 分鐘 

引入國立

美學理論

輔助教學

設計美學

協同家政

說明食物

六大營養

學習單 1 

2 
鑑賞-草圖

與範例說明 
50 分鐘 

引入名家

主廚擺盤

範例說明

文字美學

協同生命

教育賞析

名家作品

草圖設計

與討論 

討論 

臨摹實作 

2 

3 
實作-擺盤

設計與檢討 
50 分鐘 

引入微電

影母親在

廚房影片

生命美學

協同生命

進行早餐

幸福計畫

自我創作

與發表 

展覽發表 

3 

教學省思與建議 

 教師：此課程計畫課程讓高中美術課內容更為豐富精彩，有效提升美感素養。

 學生：透過擺盤設計課程，美術課可以應用在生活上，很寶貴！ 

 家長：透過孩子們的早餐，讓家庭更具有美感與溫度。 

 期盼能將此課程，推廣至更多家庭和國家，彰顯家庭教育的價值。 

教學研發成果 

一、美感社群教師共同討論教案方向與備課，有著校內跨領域協同教學的示範作用。

二、透過家政課前導課程，瞭解飲食的重要性，以及食物的營養和餐桌文化的禮儀。

三、透過生命教育前導課程，展現家庭教育的重要與家人分享生活溫暖。 

四、美術課介紹美的形式、色彩學、進而實際創作擺盤設計，落實生活美學的意涵。

五、學生進行親自下廚和食物擺盤，將成果分享給家人，讓家庭生活更臻完美。 

六、能將具有美感與溫度的食物，透過國際志工服務學習的方式無遠弗屆的傳播。

未來推廣計畫 



一、 結合在地或當季食材，深入瞭解土地滋養生命的價值，如：客家茶道。 

二、 透過國際志工等方式，進行美學與食文化的交流，彰顯食物特殊與家庭的溫度。 

 

*附註：2017 年於黃土高原實施飲食禮儀、2018 年於河北史庄實施文化美食大賞。

課程實施紀錄（教學照片 10 張加說明） 

 

 
學生進行擺盤設計 學生作品 

 
 

擺盤設計範例說明 擺盤設計課程簡報 

學生進行擺盤設計討論 學生作品 



 

 

學生假日作早餐與家人分享 學生假日作早餐與家人分享 

 

河北史庄國際志工擺盤設計 河北史庄國際志工美食饗宴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