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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藝術領域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示例                                  

單元

主題 
木作食器 節數 8 設計者 黃瑴彥 

學科 

本質 
設計思考模式 

核心 

素養 

藝-E-A2  認識設計式的思考，理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3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課程

目標 

 (1) 學生能透過觀察認識校園植物的特性，搜尋出適合製作食用器皿的樹種。 

(2) 學生能夠從測量日常生活食用器皿中、分析食用器皿的特性。 

(3)   運用校園內收集到的木材，設計出合適使用的木作食器。 

(4) 學生能表達對作品的看法，欣賞作品的美感並與小組共同創作出獨具特色的食用器皿組。 

核心

概念 

觀察、辨識植物特性 

利用測量學分析食用器皿的設計取向 

利用設計式思考改變生活物件 

美感元素分享與再設計討論 

核心 

問題 

如何辨別植物的特性，篩選出適合製作實用器皿的材料? 

食用器皿在美感與機能性中如何取到平衡? 

如何利用生活周遭物件與美感元素設計出適合使用的食用器皿? 

如何欣賞他人作品並討論製作出獨具文化特色木製器皿? 

學習 

內容 

視 E-Ⅲ-1(表現)  視覺元素、色彩與構成要素的

辨識與溝通 

視 A-Ⅲ-2(鑑賞)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的特質 

視 E-Ⅲ-3(表現)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 P-Ⅲ-2(實踐)   生活設計、環境藝術 

學習 

表現 

視 1-Ⅲ-1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視 1-Ⅲ-3   能學習設計式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視 2-Ⅲ-2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

術與文化。 

視 3-Ⅲ-1   能觀察、參與和記錄學校、社區的藝文活動，體會藝術

與生活的關係。 

視 3-Ⅲ-2   能應用設計式思考，試探改變生活環境。 

情境 

(1) 校園中的植物常因為修剪或風災有許多廢棄的木材堆置在校園中這些植物有什麼可供再利用的想像空間呢? 

(2) 市售的餐具種類非常多元，從形狀、材質等出發探討出其機能性要件。 

(3) 政府禁用一次性餐具，自備餐具已成為未來趨勢。如何運用手邊可得的素材製作出生活器物是設計思考重要的一環? 

(4)   透過作品分享與討論，找出作品的優缺點，最後設計出系列性富含在地文化意象的木作食器。 

表現

任務 

表現任務說明：(總結性評量) 

1.蒐集校園內的植物並進行特性分析。 

2.蒐集家用食器並進行測量，分析其美感元素與機能性。 

3.最後設計出食用器皿 

4.小組討論出融入在地文化意象的木作食器組。 

評量方式規劃：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表格設計者:李鳳華、藍偉瑩 

課程架構 

節次 學習目標 學習脈絡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檢核點 學生困難分析 

1 

能認識校園植物

的特性，找出適

合製作食用器皿

的樹種。 

探索與發現 

 觀察植物的特性 

 尋找適合食器材料 

視 E-Ⅲ-1(表現) 

視覺元素、色彩

與構成要素的辨

識與溝通 

 

視 1-Ⅲ-1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

素，探索創作歷程。 

能找出適合的樹

種當成創作材料 

學生對木素材原

料接觸較少，對

特性不了解。 

2 

能測量分析食用

器皿的特性 
解析與嘗試 

 使用測量學記錄分析食器

特性 

 

視 A-Ⅲ-2(鑑賞) 

生活物品、藝術

作品與流行文化

的特質 

視 1-Ⅲ-3 

能學習設計式思考，進行創

意發想和實作。 

能使用工具測量

器物的尺寸並分

析其機能要件。 

對測量工具的不

熟練，無法真實

描繪出器物的機

能性。 

3 

能設計出合適使

用的木製食用器

皿 

 

釐清與試驗 

 食器設計原理分析 

 製作出適合使用的木製食

器 

 

視 E-Ⅲ-3(表現)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 P-Ⅲ-2(實踐) 

生活設計、公共

藝術、環境藝術 

視 1-Ⅲ-2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

現創作主題。 

視 3-Ⅲ-2 

能應用設計式思考，試探改

變生活環境。 

能運用蒐集的木

料製作出食用器

皿。 

能正確使用刀

具。 

手工具操作不熟

練，無法依自己

的設計製作出成

品 

4 

能表達對作品的

看法，欣賞作品

的美感並與小組

共同創作出獨具

特色的食用器皿

組 

分析與應用 

 討論系列性食器組製作內

容 

 小組合作進行創作 

 

視 P-Ⅲ-2(實踐) 

生活設計、公共

藝術、環境藝術 

視 2-Ⅲ-2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

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

術與文化。 

視 3-Ⅲ-1 

能觀察、參與和記錄學校、

社區的藝文活動，體會藝術

與生活的關係。 

 

能藉由欣賞作品

的美感並與小組

共同創作出獨具

特色的食用器皿

組 

設計元素中加入

在地文化概念不

易 

學習經驗設計 

節次 學生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檢核點)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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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園植物尋訪 

1、實地進到校園植物栽種區蒐集掉落的或過長的側枝。 

2、討論這些植物的特性(包含色調、韌度、氣味、是否具有毒性)，

共同找出適合製作成食用器物樹種。 

 

能找出適合的樹種當成

創作材料 

1. 注意學生在戶外使用工具的安全

性。 

2. 學生所找的木素材，不能是過於腐

朽的，容易對樹種特性產生誤判。 

3. 植物辨識 app的搭配使用 

2 

食用器物測量學 

1、請學生課前準備家中或餐廳所蒐集的食用器物 

2、分析:分兩組設定不同題目進行食用器物的分類，並討論其功能性

為何。第一組討論依食器大小分類，討論其適合的使用者對象為

何。第二組的主題為依材質分類，嘗試討論食器的材質差異性為

何。 

3、請找出一隻你(妳)感受最深的食器，利用測量學的方式記錄下外

觀、尺寸、材質、機能性。 

4、嘗試設計:根據自己找出的食器，試著利用對稱的概念檢出食器的

外觀，感受這個紙模食器是否符合自己設計的想法。 

能使用工具測量器物的

尺寸並分析其機能要

件。 

1. 曲線、高度的測量可適當提醒，以

免誤差範圍過大。 

2. 藉由發表、討論找出共同的機能要

件。 

3 

木作食器試作與欣賞 

1、木作技巧初體驗，練習使用美工刀削樹枝讓樹枝的尖端成為蠟燭

狀。 

2、透過上一堂課測量記錄下的重點與運刀練習時的體驗，設計出符

合機能性的叉子、湯匙。 

能運用蒐集的木料製作

出食用器皿。 

1. 刀具的安全使用規範，一定要請學

生確實遵守。 

2. 安全防護工具請學生要正確配戴。 

3. 設計時老師視設計樣式與樹種的搭

配性進行提醒。 

4 

創意木作食器市集 

1、透過實際體驗試用後，小組討論個人試做木食器的優缺點。 

2、確認試作品的修改方向後，討論如何將在地文化元素融入食器的

設計中。共同完成套件式的木製食用器皿。 

能藉由欣賞作品的美感

並與小組共同創作出獨

具特色的食用器皿組 

1.在地文化意象融入的形式很多元，可

以是顏色、圖像等，可以用外型呈現，

也可用後續的彩繪，鼓勵學生更多元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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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器觀察學習單 

食器觀察-依大小區分 特大 大 中 小 特小 

外觀      

用途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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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器觀察學習單 

食器觀察-依材質區分 金屬 木、竹 陶 塑膠 複合材質 

外觀      

優點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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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器觀察學習單 

食器觀察-我的最愛 

外觀 

(尺寸) 

俯視圖 
 
 
 
 
 
 
 
 
 
 
側視圖 

材質  

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