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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設計之緣起與理念

壹、研究背景

德、智、體、群、美雖並列為我國學校教育的五大內涵，理論上五育

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曾接觸學校教育者皆體認到智育掛帥的實

際現象。相對於德智體群，美育是最晚被提出的一環；長年以來，美育也

被認為「即使欠缺亦無立即損害」。因為，缺乏德育，學生的問題行為不

斷干擾學校與社會；欠缺體育，直接影響學生身體健康；少了群育，導致

學生難以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欠缺美育，只是那「不影響升學就業的藝術

科目成績」欠佳，似乎無關緊要。或許正因如此，美育成為學校教育中名

符其實的「懸缺課程」（null curriculum）。然而，美育不等於狹義的視覺

藝術、音樂、表演藝術教育，目的也不在於培養擅長於某種藝術表現技巧

的孩子，而在於讓所有孩子成為具有欣賞與表現能力的人。當一個社會裡

的人普遍難以欣賞與表現「美」，這個社會就無法創造美好的環境，無法

產出具有精緻品質的產品，也無法追求具有品味的生活。就此而言，欠缺

美育對個人與整體社會的傷害並不下於其他四育。然而，眾所周知，我們

的學校教育一直將讀寫算視為最重要的「基本」能力，用大部分的時間著

力於讀寫算的訓練，忽略引導孩子學習如何在生活中覺察與感知事物的

「美感」，導致學生對事物不覺知，對人無感受。

人可以透過繪畫、舞蹈、歌唱、書寫等不同的表徵方式，尋找自己的

意象、觀點，開展人的多樣性。他也因而了解，可以用什麼方式發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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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什麼」、「感覺什麼」、「想像什麼」，並且讓這些進一步發展

成為某些內容。在這樣的歷程中，人就可以經驗到美感的開展（sensuous 

openings） （Greene, 1991）。所以教育目的應該包含一種立基於生活情境

中的想像與覺知的激發，養成觀看與理解事物的敏覺性。早在 1943年，

Herbert Read即將教育界定為「表現型式的培養」—教導人如何創造出聲

音、意象、動作、工具和器皿（呂廷和譯，2007, 89）；而在這創造歷程中

表現得好的人就是優秀的藝術家。著名的藝術教育學者 Eisner（ 2002）也

贊同此說法，他指出，所謂「藝術家」並不是專指詩人、畫家、音樂家、

舞者，而是泛指：在各個領域內，可以發展觀念、感覺、技巧、想像，以

創造出相稱的、精心構成的、充滿想像力作品的人。學校教育若能重視美

感的體會，將有利於學生發展覺知、感受與表現的「基本能力」，幫助學

生對這個世界進行覺察與回應。欲使學校教育產生美學的轉向，教師應當

如Read所言，在教育過程中引領學生「欣賞美的事物」與「表現美的感

受」，為此，教師本身也應當具有美感素養。這就涉及教師的專業養成教

育問題。

多年來，國內關心美感教育的人士雖多方呼籲重視學校的美感教育，

但教育政策上一直未將美育納為政策重點。總統府漢資政寶德於民國 102

年 4月 3日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之國政評論，發表「有效的推動美感教

育」，指出美感教育必須被視為國家的重要政策，在國民教育體系中長期

推行，希望教育界正視「視覺美感」的生活性及普及性。也具體說明：實

施美感教育的教師必須是可以培養美感的人；他們不必是藝術家，卻必須

是美的鑑賞家。呼籲教育部要推動美感教育，就必須先有一套師資培育計

畫。讓教師除了個人有鑑賞能力外，還要有辦法把這種鑑賞力教給孩子，

培養孩子審美的習慣，成為其品性的一部份。其後，102年 6月 20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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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核定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 103年─ 107年）規劃報告之

工作項目，其中一項即是：推動教師參與「藝術與美感知能」研習課程。

教育部隨即於 7月 8日以臺教師（一）字第 1020100273號函核定設置核心

規劃團隊，以協助推動辦理「美感教育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暨種子學校與

大學基地學校計畫」，本研究為其中一項子計畫，關注中小學師資培育學

程（以下簡稱師培學程）的美感課程建構。

貳、設計理念

建構一項課程首應確認課程實施對象的需求，而非僅憑藉課程設計者

一廂情願或片面的主觀假設。本計畫期望建構一項可於師培學程實施的美

感課程，首先即應了解目前臺灣中小學教師美感素養的一般狀況，以及教

師們對於在師培學程中開設美感教育課程的認可程度。為此，本計畫進行

一項「中小學教師美感素養需求調查」，由北中南東各區的高中、國中、

國小教師中隨機取樣，結果發現大多數教師在視覺形式美感的「知覺」方

面大致表現良好，但是在審美態度與實踐方面以及批判反省能力上普遍偏

弱。此項調查的主要結論為：

第一，教師的批判反思與論述能力皆顯得不足。教師對於現象與問題

的批判分析能力，是進行日常美感教育相當重要的基本素養。當教師對於

日常生活中「美」與「不美」的問題欠缺分析與判斷能力，通常對相關議

題習焉不察、視而不見，或者只是跟隨媒體或常俗的觀點，自然也不可能

與學生討論美的問題。所以，師資生應該在職前的培育過程中，有更多機

會對美感問題進行思辨與論述，以提升審美分析能力。

第二，提升教師的美感知覺與判斷能力，不能只憑藉藝術科目；除了

美感案例-0812.indd   3 2018/8/12   下午 09:26:41



IV

多接觸藝術，了解基本的美感形式與原理，更要讓師資生多留意觀察日常

生活事物與現象，練習由不同面向感受事物中美的形式與內涵。

第三，美的形式要素或原理原則的認識，雖然不是審美知覺與實踐的

充分條件，但是引導師資生用美的原理原則來欣賞多元的藝術型態，可以

讓學生歸類、判別、整理、省思美與不美的現象和問題。

要培養師資生的美感知覺、分析與實踐能力，以目前各大學的課程結

構來看，可在通識課程與師資培育學程兩方面著力。多數大學在通識課程

中設有關於「藝術與美感」的領域，師資生可由修習相關課程提升個人在

藝術與美感方面的專門知識與技能。但是，有關「如何引導學生覺知與探

討美的現象或問題」這方面屬於一位教師的教育知能，則須藉重師培課程。

然而，在現有的中小學教育學程結構中，與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有關的科目

已佔據絕大多數學分，視覺美感教育的相關課程只能成為選修科目。研究

者評估，在師培學程中實施美感教育，最具可行性的方式即是設計一門美

感教育的選修科目。

大學開設的科目與內容向由開課教授主導，即使未來大學有意願於師

培學程開設此類科目，可能各人想法差異頗大。因此，研究者提供的並不

是一套課程架構，而是一套可供師生討論的教材。

基於調查研究的發現，未來的教師最重要的美育知能是：

1. 能知覺到環境中美與不美的現象和問題。

2. 引導學生以審美的知覺去觀看、欣賞、批判環境中的事象。

3. 引導學生採取實踐行動讓生活具有美感。

要在一個科目裡培養師資生上述的知能，不能侷限在美感理論的闡

釋，而應當引導師資生去探討、分析那些與教師工作有關的事象中，所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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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美感問題。於是研究者採取「案例分析」的形式設計美感教育教材，

以供有興趣開設此科目的師培課程教師運用。

本教材以貼近教師工作的案例作為探討材料，以實作和小組討論為模

式，從中引入相關的美學理論，讓師資生針對日常生活與教育活動中美

的議題進行辯證討論，再進行美感教育的教學設計。此種課程的型式為

problem-based curriculum （PBL），乃是以某個問題為起點，統合與此問題

有關的各向度理論以進行探究，具有理論與實際統整的優點，有別於過去

談美育原理時，常常是先依美學發展史，依序呈現各美學理論派別，後段

課程才進入實際問題探討。由於本科目的任務不在系統性的探討美學史及

美學理論，而在引導師資生覺察、分析、批判思考日常生活中美的問題，

並思考如何在學校中進行美感教育，所以PBL模式更為適合。此課程的設

計構想可圖示如下（見圖 1）：

 

 

  

 

圖 1：美感教育案例的教材設計構想

引入美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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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案例選擇係以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為範圍，包含社會環境、

校園環境、學校行事、藝術與流行文化等四大面向。各面向的案例包含有

關美感形式與原理、文化與社會脈絡、實用性／機能性或環境永續等與美

感有關的要素（見圖 2）。

參、使用建議

一、本教材的每一個案例都包含案例背景、問題討論、評論三部分，

有些案例另有延伸學習活動的設計。授課教師可請師資生於課前先行閱讀

案例背景與問題，並蒐集其所見所知的相關事件或現象，帶到課堂中共同

討論；亦可指定與本案例問題有關的文獻，請學生課前閱讀，以輔助其思

圖 2：美感案例包含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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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案例-0728.indd   6 2018/7/28   下午12:04



VII

考問題。「評論」部分是撰寫者參照相關理論所提出的觀點，可供師生討

論時參考。為免限制學生對問題的思考，建議於課堂上再行提供。

二、各案例所涉及的要素（見圖 2）不盡相同，可帶入討論的理論觀

點亦深淺有別，授課教師可視學生的背景知識選擇採用。尤其，在問題討

論時，不宜讓學生停留在個人主觀意見，而應引介相關理論、文獻讓學生

閱讀，以提升學生對美感問題分析的層次。

三、「延伸學習活動」包含觀察、體驗或實作性質的學習，授課教師

若能斟酌使用，可增加本課程的多樣性，亦有助於審美實踐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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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課程案例之設計理念

「美感」一詞包含「美」和「感」；美是主體感覺、觀察、思考的一

個過程，如果學生「無感」則無法感受「美」。生活美感是一種生活方式

的選擇，也是一種美感的生活享受，但卻不是憑空而來的；透過生活中事

物的體驗、觀察、探索、分析與應用，我們才能學習在生活中找到美。因

此本書所舉的案例皆取材於生活，包含校園環境、學校行政、社會環境、

藝術與流行文化等四個面向。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期望開展學生與自我、與他人、與社

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將所學的知識、技能、態度化作素養，將學

習落實在真實的世界當中。美感生活課程即是一種個體自發的感知，從客

體中發現、探索美的愉悅，與物件、空間、環境產生溝通互動，並期能參

與社會，有善念，為生活的共好而付出。所以，美感教育不僅充實美感素

養與藝術涵養，更強化學習者對於周遭人事物與環境關懷的公民素養。

美感課程在教育上的實踐，首重個體的覺知（awareness），其次是客

觀的鑑賞能力（appreciation）培養，最終期望學生有行動（action）的實踐。

以下列舉本書的三個課程案例以說明設計理念。

第一個例子「整潔之美非難事」來自學生每天生活的校園環境，所強

調美感是一種基本的公民素養。由客觀的美感直覺而言，人們應該比較喜

陳育淳

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師

臺北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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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整潔的環境，從教室的清潔、桌椅、書本的排放整齊，置物櫃的整理以

及教室的布置，公告的張貼，只要能符合清潔與整齊的基本條件，整齊劃

一有秩序就容易產生美感，也能讓使用教室的師生們擁有愉悅、共好的

環境。

「調和的環境色彩」屬於社會環境的探討。此案例探討街景的招牌、

變電箱、街道的設計、違章或加蓋的建物，甚至在大自然中突兀的人造物

等議題。透過街道與環境實景的觀察，學生可以發現「統一中有變化，變

化中有統一」的秩序所顯現的美；如果從色彩的向度來討論，調和的色彩

就是環境看起來統一舒適的要素。文中所提麥當勞為配合城市色調，而將

企業識別標誌更改為咖啡色調或轉換成低調的黑白，可見為了提升城市的

美感，就算是跨國企業也須換裝配合。經由對美的原理原則的理解與應用，

可培養學生較深入的鑑賞能力。

「施工也可以有美感」的課程則是以經常出現在城市施工地點的工地

旗手為主題，除了探討其突兀的狀態，也讓學生思索如何讓「工地旗手」

這位城市裡陌生的熟客不破壞環境景觀。此課程所探討的是美感教育如何

讓環境變得更美好？此時需要學習更複雜的美感知識與技能。

關於藝術與流行文化的部分，涉及藝術批評的相關美學涵養，教師可

以「比較法」帶領學生討論，以多種面向去探討、思辨，例如：生活經驗、

傳統文化價值、當代思維、藝術批評觀點等進行對話，尋求客觀的共識。

美感是一種公民素養。本書所提供的生活案例，試圖引導學習者進行

覺察、分析、思辨與判斷，尋找一種美感共識—一種適用於社會環境的合

宜狀態；讓學習者思考如何讓自我、事物、環境可以更好、更美，以實踐

自發、互動、共好的理想。就此而言，這些課程案例其實可以邀請所有對

美感有興趣者一起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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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有美感

#1

  陳育淳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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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小萌與小環在放學的途中看到了工地揮旗手（圖 1）。小萌搔搔頭問

小環：「為什麼工地揮旗手這麼嚇人呢？有一次晚間我爸爸開車看到有人

倒在路邊，趕緊下車幫忙，走近一看竟然是工地揮旗手！」

小環接著回答：「視藝老師說過，有秩序就有美感，美感的第一要素

是清潔、整齊，這樣的工地沒有清潔也沒有整齊，髒兮兮的旗手看起來就

不舒服，更談不上和諧，明天我們去問問老師這樣的情況是發生了什麼

問題？」

隔日，小萌跟小環跑去找視藝老師說明自己的疑惑。在一旁的勝男馬

上搶答：「我從小看到大的工地揮旗手就是長這樣，看習慣就好啦！」

圖 1：工地揮旗手

視藝老師微笑著要大家想想下面幾個

問題：

1. 從小看到大的東西，習慣了就是好

的嗎？

2. 你覺得工地揮旗手看起來愉悅嗎？

在都市的景觀中合宜嗎？

3. 如果你覺得它沒有美感，為什麼呢？

4. 我們如果有機會要怎麼樣來改造

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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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每一個人都是環境的一份子，都應該為維護環境的美感盡一份心力。

醜的東西習慣性的存在，不代表是正確的事情。近年來國民的公民素養已

經逐漸在提升，基礎的美感也是一種平時的修養，二十一世紀已經從工業

時代邁向設計世代，是我們開始學習發現醜的存在，發展公民美學的時機

了。在很多的國家已經開始注意到城市的妝容，開始關心城市裡施工的環

境問題，美化工地是改造城市景觀重要的工作，因此工地揮旗手，它也是

有變化的可能性喔！

施工揮旗手就處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如果它看起來不好看，也就成

為破壞環境美感的原因之一。它為什麼醜呢？很明顯地它是沒有經過設

計，直接以任意的塑膠服裝模特兒搭配雨衣的拼裝造型，手上拿著螢光棒

或旗幟，整體的造型比例怪異，加上工地的灰塵，常常弄得髒兮兮，非常

突兀的出現在城市環境當中，沒有跟環境產生和諧感。首先值得討論的就

是街道市容的管理措施，如果政府確實對施工地點加強管理，打造乾淨整

潔、規範有序的施工環境，髒亂的感覺即可改善，接下來也可以引入藝術、

美化城市景觀並運用設計行銷城市。

如果我們有機會為社會環境來設計改善工地旗手，讓這位城市裡陌生

的熟客不要成為破壞環境景觀的一份子，是否讓都市的環境變得更美好

呢？透過設計可以有更多可能性，可以更友善，暖化城市民眾的心，甚至

於發揮改善環境品質的功能喔！（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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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活動

1. 社區踏查，尋找社區當中美的景點、醜的景點，以及美中不足的地方。

2. 引導學生搜尋國際間的工地施工的案例，討論施工場所如何跟環境融

合，而不影響整體景觀的規劃。

3. 為自己的社區環境設計工地揮旗手。各組須溝通互動討論出符合旗手

功能，並具備美感與環境能結合的旗手設計。

圖 2：黃心健藝術家所設計的工地揮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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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陳育淳拍攝
圖 2：黃心健藝術家所設計的工地揮旗手（黃心健授權）
圖 3∼圖 6：陳育淳拍攝

圖片來源

圖 3：學生分析社區街道不美的原因。

圖 4：以心智圖發想旗手設計。

圖 5：各組上台發表旗手設計的理念

圖 6：展示各班的旗手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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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並陳的
現代城市

#2

  翁千雅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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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2016年 2月，臺北市拆除一級古蹟建物「北門」旁忠孝橋引道，希望

讓歷史建物重現風華。拆除引道之後，北門固然重現原有面貌，但在它四

周的現代建築物以及招牌、廣告等，卻與古蹟格格不入。請觀察以下北門

附近的景觀圖照，你發現如此的城市景觀有哪些問題？

圖 1：臺北市一級古蹟承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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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一個具有歷史的城市，經過各個時期的建設崩毀，通常會呈現出繽

紛熱鬧的色彩。但印度的粉紅城市齊浦爾（Jaipur）、藍色城市鳩得浦

（Jophur），以及希臘聖托里尼島等地，卻顛覆了我們對城市色彩的一貫

印象。這些城市因為某些原因或是生活習慣，選擇了某個顏色作為城市的

主色系，城市裡充滿了相同色調、不同深淺或花紋的顏色，沒有特別凸顯

的元素，因而能將複雜而且多層次的城市景觀統整在一起，使整體的視覺

效果和諧（引自教育部美感電子書）。

臺灣對公共空間的美感要求不若對自家居家的要求，在歐洲或日本，

對於公眾空間、建築立面、招牌等，都有一些法規與美感的要求。在京都

我們會看到為了配合古蹟而刻意低調降低彩度的招牌；在巴黎舊城區，可

以感受同一個城市的統調，與舉目所及具有美感的窗戶柱鐵欄杆；在荷蘭

可看到維護得非常有品質的小庭院。我們發展城市美學的第一步，似乎要

從民眾自覺開始，才能變成一種美學文化。

北門做為臺北市歷史發展重要的地標，長久下來她被夾雜在忠孝橋引

道之間，直到今日才得以還原容貌，但當我們站在北門旁遠眺市容時，應

問題討論

1. 在這張照片中，北門週邊的這些現代建築物以及各式招牌，與歷史建

物出現什麼樣的衝突？

2. 走在臺灣的街道上，舉目所見大多是如同上圖中的招牌，你認為這樣的

招牌對整體景觀造成什麼影響？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安置這些招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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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發現其背後的建物在視覺上非常混亂，鮮豔而斗大的廣告看板、缺乏

設計的招牌、霓虹燈爭先恐後的閃爍，北門在這混亂的環境中成了配角，

如果我們能以尊重古蹟環境的態度來重新思索，可從城市色彩和諧性、招

牌管理的法規、環境整體視覺美感構思，最後去建構屬於臺北城市的美學；

2016年臺北設計之都，臺北市文化局與民間設計師合作，以「臺北街角遇

見設計—小招牌製造所」「變電箱色彩」計畫帶著市民思考關於城市色彩

與招牌的可能，為臺北街景找到一些美的可能性，並藉由設計思考討論自

己的環境色彩、店家招牌，藉由討論才能聚焦問題、凝聚共識才有可能發

展城市美學。

圖 2：臺北市北師美術館
展覽宣傳文宣 , 簡明的排
版與合宜的色彩 , 不會造
成環境視覺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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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活動

在班級中當我們要與孩子們談論到城市美學時，不妨從實事討論、改

善自己的班級環境開始，再來也可帶領孩子走訪社區環境看看生活周遭環

境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美感的養成不是一朝一夕，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打造美的環境進

而涵養美的眼睛，期待臺灣的城市空間能夠越來越進步。

圖 3：臺灣博物館土銀分館 ,減低古蹟周圍不必要的色彩 ,讓新舊環境並存 ,沒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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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感稽查達人

 一個合宜具有美感的招牌應該注意合宜的色彩、比例、質感、字體與

環境的協調性，比較左右兩邊招牌何者較有美感且融入環境？原因呢？

2. 社區改造家

 帶一張自己居住環境街道中的照片，檢視空間裡可改善的問題，例如

招牌顏色、環境整潔度、突兀的角落⋯等，試著找出三至五個問題並

提出改善方案，畫出你改善後的樣子。

圖 4（左）、圖 5（右）：三峽老街店家招牌

圖 6：學生繪製改造的理想街景 圖 7：檢視社區街道問題畫出改造計畫

3.  城市色彩改造家

 為城市重新妝點新色，帶一張你認為可以改善的街道照片，檢視照片中

美感案例-0728.indd   14 2018/7/28   下午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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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圖片來源

臺北市小招牌計畫
http://www.cityyeast.com/passion_show.php?newstype_
id2=83&news_id=946

臺北市變電箱色彩計畫
h t t p : / / w w w . c i t y y e a s t . c o m / p a s s i o n 3 _ s h o w .
php?passion3type_id2=34&passion3_id=1402

圖 1∼圖 9：翁千雅拍攝

臺北城市色彩議題
h t t p : / / w w w . c i t y y e a s t . c o m / p a s s i o n 3 _ l i s t .
php?passion3type_id2=64

京都『戶外廣告條例」
http://recent.keedan.com/track/2014/09/15/kyoto-city-
landscape-policy/

的色彩後重新思考色彩計畫。

 （1）怎麼樣的色彩是與環境搭調的和諧色彩呢？先以水彩調出環境建

築的色彩後再思考哪一些是可與環境相搭的和諧色彩組合（可以試試

看同色調或高明度低彩度的組合）

 （2）想一想如何降低古蹟旁的招牌影響度，試試看以拼貼或水彩重新

為北門附近建築與招牌重新思考色彩計畫，重新上色降低招牌對古蹟

的影響。

圖 8：思考街道色彩合宜性 圖 9：學生調色找出現有街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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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育淳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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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校園裡的楓樹紅了，視覺藝術教師要大家到樹下好好欣賞。東東撿起

掉落在地上的葉子說：「楓葉的顏色好漂亮喔！」老師接著問：「你看到

了哪些顏色呢？」

「紅色！」東東說著。老師再問了一次：「仔細觀察楓樹的葉子，有

哪些顏色呢？這次大家認真了起來，竟然發現楓葉有好多顏色：「紅、橙、

黃、綠、咖啡、黃土似乎都有。」老師要每個人撿拾一片葉子回到教室嘗

試著用水彩畫出相同的顏色。大家突然發現，沒有單純的原色是跟葉子上

的顏色是一樣的。

老師要大家試著加入各種顏色調看看，當紅、黃、藍、綠各色混在一

起的時候，產生一種灰灰的色調，這種色調加些紅就比較接近樹葉上的紅、

加些黃也比較接近眼睛看到的黃，不同比例的加上顏色好像可以調出比較

接近自然的顏色。

這時，視覺藝術老師緩緩地說：「調和的色彩才是自然的顏色，平淡

的、低彩度的灰色系是色彩調和的基礎。」

圖 1：新竹觀霧 圖 2：日本金澤市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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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螢幕上放了一張照片新竹觀霧的照片（圖 1），同學們覺得整

個畫面看起來很舒服，感覺到藍灰色，淡藍、帶點深綠，這樣的灰色調給

人調和的愉悅感。

接著老師放了一張日本金澤市的街道（圖 2）。她問同學們對於這個

街道的感覺？阿仁搶著說：「也是很舒服的顏色啊！跟觀霧的照片都是以

灰色調為主！」

環環睜大眼睛說：「老師他們的變電箱顏色好樸素喔！不像我們的有

塗綠的、黃的、紅的，還有很鮮豔花或是風景圖！」

老師很滿意地笑著：「環環真是講到重點了！在城市當中有它的環境

色，城市裡的色彩規劃要跟周遭的環境產生和諧感，金澤市不僅是變電箱，

圖 3：臺南新化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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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柵欄的顏色也跟變電箱一致，要不仔細看幾乎看不到招牌，人行道更

是乾淨、平坦，沒有突兀的色彩搭配，自然地令人感到舒適。」

我們再來看看臺南的新化老街（圖 3），說說看你們對它的看法？

筱芬皺了一下眉頭說：「二樓的房子好復古喔，很漂亮！但是一樓的

招牌五顏六色的感覺就比較紊亂了。而且騎樓上還裝了遮雨棚，商店的衣

服都放到外面來了。」

是的，相對於日本金澤街上的街景，臺南新化老街的色彩是比較不調

和，而且商家們是否為了擴充自己私領域的擴張，搭了遮雨棚，反而忽略

的整個街道的色彩和諧？

陳老師接著給大家看了，一張麥當勞為配合世界文化遺產瑞士伯恩古

城的城市色調，而將企業識別更改為白色（圖 4）。陳老師告訴同學們為

了整個街道的色彩調和，避免突兀、不自然的景觀，提升城市的美感，就

算是跨國企業也須換裝配合。

圖 4：瑞士伯恩老街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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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色彩是美感的第一印象，人對於色彩的感覺是敏銳的，我們會喜歡看

小丑的五顏六色，會以對比的顏色設計來凸顯主題，但在生活的層面中，

我們不會覺得每天「花枝招展」、刺激力過強的設計是舒適的色調，反而

是比較喜歡柔和的色感。火紅的楓葉不是僅有一種紅色原色，而是混合許

圖 5：八煙部落

問題討論

老師接著再播放一張圖片，是臺北淡金公路上的八煙部落（圖 5）。提出

下列幾個問題要大家想想：

1. 這張圖給你什麼感覺？

2. 你覺得人工的柵欄跟告示在這個景觀中合宜嗎？

3. 如果你覺得它有美感，說說看是為什麼呢？

4. 你覺得在一個環境中要如何運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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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紅色調的層次搭配大地的顏色，楓紅燎繞也是因為統一了色調而美。因

此將色彩轉換到人工產品的時候，就要仔細考慮調和的重要性。

就臺灣五顏六色的招牌設置來討論，其大小不一、顏色鮮艷，反而讓

人眼花撩亂。如果都市景觀的規範中，能夠為了維持整體的都市樣貌，讓

「顏色」和「環境」搭配，使用「中間色調」降低彩度，跟環境調和，看

起來就會較為舒適清爽。

水越設計都市酵母的城市計畫，已經開始在為臺北市的變電箱進行與

環境色搭配的設計；八煙部落（圖5）中的告示也注意到要醒目但不要突兀，

柵欄更以環境中的自然素材設計，他們對於色彩的運用是以「調和」這個

美的原則作為主要的參考依據。如果想要增加多樣性與變化時，也可以調

和色為背景，選擇性的突出某種原色，注意其比例的搭配，一樣有畫龍點

睛的效果。

延伸學習活動

1. 參考Mr. dale 楓葉排列的攝影作品與學生自己的作品，討論色彩的搭配。

2. 分組在校園中撿拾各式各樣的樹葉，將其以形狀、顏色分類後，找出

秩序，以美的原理原則中的均衡、對稱、漸層、對比⋯⋯等要素排列（圖

6、圖 7）。

3. 引導學生探討：臺灣街道的混亂，除了招牌的顏色之外，還有哪些因

素讓整體的街道景觀顯得突兀不調和呢？

4. 請學生搜尋如八煙部落感覺調和的景觀，討論影響環境美感的要素是

什麼？如何提升環境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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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圖片來源

都市酵母城市色彩計畫
https://www.facebook.com/CityYeast/photos/pcb.117418
2919272197/1174182852605537/?type=3&theater

圖 1∼圖 7：陳育淳提供

圖 6：以輻射對稱進行樹葉排列

圖 7：撿拾樹葉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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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是
美感第一步

#4

  翁千雅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教師

什麼是相同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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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教室是眾人的學習空間，整齊的教室會讓我們覺得神清氣爽，學習充

滿精神，而教室設計上常見公佈欄與學生置物櫃，讓我們來思考一下關於

教室美感問題，從這些大小相同一致的單元來思考關於模矩的概念與秩序

之美。

櫃子是教室裡常見的設備，讓教師與學生放置各類物品，一格一格標

準單元的木格子有秩序的排列，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形體。請看看圖 1與圖 2

的櫃子擺設，想想下列問題：

圖 1：教室的儲存架設置 圖 2：裝設置物櫃的儲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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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左圖）、圖 4（右圖）：模矩概念的應用

問題討論

1. 請分辨左右兩邊哪一張照片中的櫃子看起來比較有愉悅的感受 ? 為

什麼 ?

2. 請說說看如何才能幫助這個空間變得比較有秩序 ?

3. 這些尺寸相同的櫃子幫助我們的空間變整齊，在生活中也有些地方也

用了這種以相同大小的尺寸做有秩序延伸，例如蜂巢、樂高積木都是

用這樣的概念產生。你還知道有什麼相似的例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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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生活中充滿了秩序，從居家空間、商店擺設到街道，都隱藏著秩序的

概念，秩序是構成美感的第一步。大多數的秩序源於自然的規則，如蜂窩

的內部結構，六角形的單元構成，是一種自然的秩序；樹木由樹幹到樹枝

到葉脈，分支生長，越末端越細，這也是一種自然的秩序。居家和辦公空

間的桌面擺設，通常也是配合使用者的習慣，將物品擺放在使用方便順手

的位置。秩序的基礎在於整齊，不斷重複的單一元素會讓人產生整齊劃一

的印象。（引自教育部生活美感電子書）

運用相同大小的櫃子標準化的單位的整齊堆疊，是一種模矩概念。例

如我們去逛無印良品的商店陳設，便可看到這種有固定的模矩化再慢慢的

延伸出不同尺寸的收納品（編織籃、PP 盒、再生紙箱）可讓空間有簡潔

感的秩序感。例如日本的榻榻米，就是模矩美學的首要代表，垂直與水平

直線構成格線產生矩形，榻榻米讓狹小侷促的空間，以標準單元產生秩序

與整齊的意象，食衣住行處處皆有模矩化之痕跡：重複、堆疊、簡潔、機

能。模矩也會運用到各種地方，小到由人出發的各個尺度，大至個體空間、

住宅、巷弄、街道、廣場、甚至城市的整體設計，都跟模矩秩序息息相關。

空間中有了這些標準單元的櫃子創造出整齊有秩序的收納空間後，就

要開始學習收納，如何將亂七八糟、五顏六色的東西整理整齊呢？首先應

該分門別類，善用收納盒將尺寸不一的東西歸納分門別類，再來依大小不

同尺寸依序放置，並注意使用的頻率讓常使用的東西置放於易取處，並養

成良好收納習慣，讓自己的生活空間從秩序之美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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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上圖）、圖 6（下圖）：
運用相同尺寸的櫃子與有系統的

收納，創造出有秩序的空間。

（2017華山原創基地節／游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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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活動

一、動手玩秩序

在我們的生活空間中經常會用到櫃子，小的如我們座位上自己的抽

屜，大到如教室後面全班的櫃子，在這些空間裡，櫃子的東西太多很難整

理，讓我們來想一想怎麼排最好好看，可以學生的鉛筆和或抽屜來進行，

請老師引導學生思考以下問題並動手排排看。

圖 7：運用相同尺寸的櫃子與有系統的收納，創造出有秩序的空間。
（2017華山原創基地節／游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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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感秩序小實驗

欣賞西雅圖攝影師Brittany Wright將不同的食物以其色彩漸層加以排列

的美感作品後，我們也一起玩食物色彩排列。

1. 請討論有哪一些東西有色彩變化可以作為色彩排列的材料？例如 :

衣服、水果、瓶子、糖果等。

2. 請同學攜帶具有色彩變化的物件，並自己試試看做一個具有色彩

秩序的美感排列？請想想看大小如何排列、東西如何分類，如何

找出有邏輯性的秩序變化？

3. 排列時的色彩變化如何？是依照明度變化由淺到深，還是依照色

相變化由暖色調到寒色調？

◎可運用「啊！設計第四集」讓學生進行下列秩序小活動

1. 想一想東西如何分門別類？請把自己的鉛筆盒中的文具拿出來排

排看 ,想想看可以如何分類並做有秩序的排列？（例如同樣大小的

放在一起，同樣類型的分一類，顏色一樣的放一起）

2. 排一排抽屜如何變整齊？延伸以上學習試一試整理抽屜。（準備

檔案夾或透明盒子將東西分類擺放）

3. 回到家中後是不是可以自己動手改造一個零亂的小空間，拍下整

理前後照片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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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上圖）：使用衣服排列出色相環
圖 9（下圖）：使用糖果做出寒暖色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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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圖片來源

以人為本—模矩空間的再現
http://www.mottimes.com/cht/article_detail.
php?type=1&serial=103

我的東京「物」理學／李明璁／《大聲誌》

第四期（2006 四月號）
https://vdfido.wordpress.com/2007/04/06/share46-
part4-2/

《啊！設計》第四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TMVrboLADc

圖 1∼圖 2：翁千雅拍攝
圖 3∼圖 4：教育部美感電子書
圖 5∼圖 9：翁千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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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與人行道
如何共存

#5

  莊淽媃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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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大部分的學校或是路上的人行道，為了美觀與方便會在地上鋪人行磚

與磚塊，避免直接看到土壤與碰觸到石頭，泥土與石頭也不會跑進鞋子裡，

走起路來較輕鬆方便。學校多處種植綠色大樹，但是種植的大樹越久，不

斷生長的樹根竄出地面，導致地面的磚塊如波浪般起伏。

下課時間，小美與阿棋兩人在教室前玩球⋯⋯

常竄起的樹根將人行磚擠壓得凹凸不平，不少人因而跌倒受傷，走路

就像是要進行障礙賽。當初鋪人行磚是為了美觀，但是跟大自然樹的茁壯、

根的長成，卻有所牴觸。

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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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旁種植的樹形成綠葉成蔭的綠色隧道，但粗大的浮根卻導致兩側

人行步道地磚破損，有些地方居民以危害行人安全為由要求當地公所重鋪

或捨棄，也有人建議乾脆把這些樹木砍除。但是綠林美景是吸引民眾與遊

客前來散步休閒的誘因，他們不希望綠林消失，但也不能為了保有綠林而

犧牲用路安全，希望重鋪路磚或乾脆不鋪設，起碼維持步道平坦。粗厚的

樹根危及房屋的基礎地面、路面、人行步道安全，樹砍了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樹砍了會缺乏道路的美感與破壞自然，而人行道磚瓦隆起缺乏美感，

還產生了危險。

問題討論

1. 人行道磚塊隆起，不僅缺乏美感，還有危險性。但是如果把樹砍掉，危

害環境，也讓本來美麗的樹景消失。你認為美感與安全性的關係為何？

2.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人行道旁的樹木自然生長，保有其原來的美感嗎？

圖 1：樹根突出造成人行道磚塊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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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人行道因樹根而扭曲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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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漢寶德說：「美感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但需要培養才能廣泛的運用

到生活裡，提升精神的生活品質。」就如生活中處處包含有美感，但是美

感與實用性之間，應當要如何取捨與運用呢？漢寶德又說：「美感是一種

自覺，感覺是欣賞的第一步」而在公園裡、學校裡，甚至是馬路上，人行

道樹總是讓我們擁有感覺、產生美感，係一種環境之美。為了方便與實用

性鋪上人行磚，讓人們更能體會與感受樹之美，但是在樹根隆起後，卻發

現美感不僅打了折扣，還增添危險性。誠品書店總經理吳清友所說的：「不

好的音樂我可以不聽，不好的文學我可以不讀，可是不好的建築我不能不

看，因為我眼睛必須張開看。」磚塊原本是力求美感而設置，但是因為樹

根的隆起，造成了危險性。若因為如此將樹砍掉，不禁缺乏原本的美感，

甚至還對於環境產生傷害。

延伸學習活動

在學校與學校以外的地方（如：社區），有許多人行道隆起的例子，

讓學生實地觀察，及訪問學校學生、或是當地居民對於此件事的想法，帶

領學生走訪校園與社區看看生活周遭環境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圖片來源

圖 1∼圖 2：莊淽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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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棒棒糖，
還是綠色隧道

#6

  葉晉嘉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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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如果曾用心觀看臺灣街道，或許會發現「小葉欖仁」常作為行道樹，

由於它全年常綠生長力強，逐漸成為臺灣相當普及的樹種。

自然生長的小葉欖仁呈現出整個樹木開展式的樹型，相當漂亮，若樹

齡夠長的行道樹，甚至能在道路兩旁形成美麗的綠色隧道（如圖1與圖2），

但臺灣修剪行道樹的方式，讓這些樹木成了一根又一根的棒棒糖（見圖

3）。把樹木修剪成為相同的模樣，這樣形成的景觀真的具有美感嗎？

圖 1：自然生長的小葉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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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修剪成棒棒糖的小葉欖仁圖 2：形成綠蔭的行道樹

問題討論

1. 行道樹的功能是什麼？為何要修剪行道樹呢？ 

2. 所有的樹木都修剪成同一個造型，是否美觀？在修剪行道樹時，該如

何考量美感與實際需求？

評論

樹木是都市之肺，除了能夠提供乾淨新鮮的空氣之外，在雨天能夠吸

收入滲到地下的雨水，減少都市水患，也能夠提供生物棲息，增加生物多

樣性，同時對於都市視覺的景觀也有很大的幫助。一個充滿綠蔭的街道景

觀，呈現色彩與光影的豐富變化，對於視覺上的感受也能增加分數。然而

經常遇到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問題，當樹木長高了，綠蔭茂密，生機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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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卻經常看到工程車去修剪行道樹，修剪出令人難以接受的結果。樹木

應該有相同的樣子？還是擁有不同的面貌？人為的修剪應該以安全為優

先？或者是以美觀為優先？

每年新聞都報導路樹倒塌，造成財產損失，然而我們是否需要每年都

固定修剪一次行道樹，這究竟是基於防災還是基於都市景觀？是否有可能

不做統一的修整，而僅針對有傾倒的危機才需要做修剪的工作，對樹木做

到最低限度的破壞，讓樹木的外型盡量保留其原來的形狀美感，創造具有

景觀美質的特色道路。

雖然目前的各縣市政府訂定有【行道樹修剪標準及作業規範】這一類

的作業準則，然而我們還是經常看到，把樹木修剪成相當誇張的結果，整

棵行道樹剩下少許的樹枝與樹葉。在大自然中，樹型與樹冠就如同人的長

相一樣，樹種不同，呈現出來的外貌也會不同，所以修剪過後，不同的

樹種都成為相同的模樣，這樣的修整方式所形成的都市景觀真的具有美

感嗎？

讓我們重新想一想，都市中的行道樹，它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成長？

它與大自然中的樹木應該有何不同？我們應該可以理解行道樹並非大自然

中的森林，適度的修剪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為了安全？或者是為了美

觀？電影【剪刀手愛德華】能夠快速地修剪灌木成為園藝造型，但行道樹

的存在並非在創造園藝景觀，畢竟喬木與灌木的生長方式不同，用修剪灌

木的方式去修剪喬木，希望喬木能順著人為的意思長得像灌木一樣，這顯

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基於美觀去修剪行道樹，那麼是否把行道樹當成

園藝植物去修剪呢？

樹木因為在不同的季節發芽，開花，結果，所以產生不同的面貌，增

加了都市景觀的變化與色彩的豐富性，如果我們都將樹木修剪成同樣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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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那麼選擇不同的樹種就沒有差異了，這樣不僅統一單調，甚至不具備

任何的美感。我們應該有更創新的方式去思考，例如行道樹是不是需要一

整排都種植同一個樹種？有沒有可能交替種植不同類型的樹木，讓視覺上

產生變化？我們可以嘗試藉由樹種的變化讓行道樹更具有特色，例如搭配

不同的季節開花的樹種，或者在選樹種時候，考量不同葉片形狀，不同類

型樹種所產生的外貌變化，高低落差以及搭配樹葉表面色澤的差異，利用

這些元素去創造出空間的層次感，讓每一條行道樹都具備著吸引人駐足欣

賞的特色。

延伸學習活動

請學生觀察不同類型的樹木外貌，製作不同大小與形狀的圖案剪紙，

然後依序排列成心目中理想的行道樹樣貌。在過程中有三個階段的學習重

點，首先讓學生先進行觀察不同樹種的生長樣貌，培養對於樹木自然生長

的認知。其次，在剪裁的時候，不應該要求畫出樹木的外型再進行裁剪，

應直接讓學生在沒有勾勒線條的狀況下剪下一棵樹，去了解修剪的過程中

維持樹木外型的重要，最後排列的學習則是讓學生學習去體會沒有秩序的

排列與有規律地排列所呈現出來不同的視覺美感，並進行討論與分享不同

組別的排列成果。

圖片來源

圖 1∼圖 2：葉晉嘉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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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效應下的
群眾現象與文化反思

歪腰郵筒面面觀

#7

  薛丞堯  基隆市武崙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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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2015年 8月 7日，受颱風蘇迪勒侵襲臺灣影響，臺北市許多路樹和招

牌都因而傾倒或掉落。南京龍江路口的兩座紅色與綠色郵筒，也被掉落的

廣告招牌砸中，加上強風侵襲而使得郵筒腰桿朝同一方向彎曲。由於兩座

被砸歪的郵筒造型可愛，許多路過民眾紛紛擺出俏皮姿勢與郵筒合照；而

這些郵筒以及合影相片隨即在網際網路上廣泛流傳，新聞媒體也爭相報

導，進一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很快地歪腰郵筒吸引越來越多民眾前往所

在地圍觀，並且擺出不同動作拍照留念。

歪腰郵筒成為臺北市另類的熱門拍照與打卡新景點，對此中華郵政表

示由於獲得許多民眾反映希望可以維持歪腰郵筒的樣貌，因此決定傾向順

應民意而予以保留。

由於歪腰郵筒每天都吸引大批人潮前往拍照，中華郵政在第一時間派

遣兩位郵差查勘並在現場輪值以維持秩序；現場的輪值郵差也配合民眾拍

照需求而擺弄姿勢，進而拍下一系列趣味照片。之後中華郵政表示將會順

勢推出文創商品，包括有歪腰郵筒公仔、個人化郵票等。

8月 11日，中華郵政表示由於歪腰郵筒位於南京龍江路口的人行道過

於狹小，大量遊客已經造成附近交通出現壅塞的現象；因此基於避免影響

交通與附近居民生活作息、並且保護用路人安全等考量，而決定在 8月 13

日將郵箱移至博愛路上的臺北郵局。中華郵政認為該處寬敞的人行道將可

容納更多遊客。

對於歪腰郵筒移動位置一事，許多網友紛紛持反對意見而傾向不予以

搬遷。主要意見表示這將會導致郵箱沒人理會並且失去紀念價值，而希望

中華郵政可以原地保留。不過亦有評論探討臺灣民眾的盲從現象，進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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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可以舉辦全臺巡迴展以療癒各地民眾，而門票收入還能為中華郵政賺進

觀光財，前文化部部長龍應台也在 Facebook 上發表文章，提出她的觀點。

面對反對遷移之意見，中華郵政在考量該項決定已經引起社會許多討論

後，決定順應民意將歪腰郵筒暫定原地保留以維護場域文物。

圖 1：兩個郵筒經過颱風侵襲，成為歪腰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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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街頭原本就存在著許多郵筒，平常也很少有人覺得可愛，更不會大排

長龍搶著合照，為什麼被颱風侵襲過的傾斜郵筒這麼吸引人？您覺得

這兩個郵筒的「可愛」之處是什麼？

2. 當您看到網路與新聞媒體不斷討論歪腰郵筒的事件，看到許多富有創意

與趣味的合照時，會想要親自到場跟著排隊然後拍些照片嗎？為什麼？

3. 您認為探討歪腰郵筒案例，對於美感教育存在著什麼樣的意義？

相關論述與命題分析

生活在這個多媒體活躍的年代，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每天都有可能被

大量的媒體訊息包圍，並且受到影響，大眾媒體的良窳非常重要！如果能

夠秉持專業精神，慎選素材，並且依重要性與價值性調配比例，做適切的

報導與揭露，的確可以對社會發揮較為良好的影響力，可惜的是，大部分

的大眾媒體所奉行的，恰巧都跟上述概念背道而馳。

由於新聞報導是需要高度專業性與價值判斷的特殊事務，所以讓我們

聚焦在新聞報導的領域來討論。許多大眾媒體，特別是那些商業媒體，在

處理新聞時的最高指導原則不是專業，而是「獲利」與「收視率」，所以，

當我們看著新聞報導時，會看到以下這些內容：第一，與商業利益或特定

政治立場直接掛鉤的置入性行銷，而且越來越不遮掩。第二，渲染、炒作

特定議題，而且佔據大量時間，嚴重偏離比例原則。第三，放些腥、羶、

色與雞毛蒜皮的小事娛樂觀眾。第四，重大要聞還是會有，但經常不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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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時段，除非正好符合前三種需求，否則時間比例都很低。

於是，新聞報導成了類似廣告、八卦與綜藝節目的綜合體，這樣的新

聞品質，直接塑造了反智、短見與極富煽動性的風格，許多觀眾看多了這

種新聞，不知不覺習慣了，甚至被制約了，於是成了缺乏思考力、缺乏遠

見，並且容易被煽動的人。臺灣的社會文化，在近二十年的所謂民主開放

過程中，本就朝向民粹、膚淺與物質化發展，在這樣的媒體效應之下，只

能說是更加強化了這些負面特質。專業的、嚴肅的、具有深度的事物不受

重視，輕鬆的、好玩的還有滿足物慾的事物，似乎更能吸引大批追隨者。

這種文化現象甚至早已蔓延到教育現場，讓教育的品質遭到嚴重的弱化。

探討媒體效應與相互影響的文化現象，已經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這個歪腰郵筒的案例所呈現出來的現象與問題，並不算是嚴重的，但

是做為一個案例，這其中包含了幾個頗具意義的素材，有助於我們思考一

些事情。問題1希望提醒學生思考，歪腰郵筒並不是天生就可愛的，它們

的可愛，其實是人們心情的投射，以及想像力的發揮，把兩個郵筒擬人化，

投遞口就像是眼睛，有點好玩，看起來像是兩個人歪著腰站在那裏，經過

這樣的趣味詮釋，歪腰郵筒的可愛也就自然而然被接受，在媒體上的高曝

光率，也大大的強化了它們的受歡迎程度。問題2要探討的重點，是人的

從眾心態。對於媒體一直報導的事物，是否能有足夠的反思力與抵抗力？

還是說媒體報導什麼好就急著去參與？當然，以歪腰郵筒的例子來說，真

的跑去現場排隊照相也不是什麼壞事，但重點在於，你會不會看到大家都

去，覺得自己沒去好像跟不上潮流，甚至感到焦慮呢？更重要的是，我們

每個人該喜歡什麼，該做什麼，不應該是由媒體來告訴我們，要做一個有

主見的人，有所為，有所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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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3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表面上看，探討歪腰郵筒的案例跟美感教

育關係好像不那麼直接，但我們必須了解，在這個媒體效應強大的年代，

整個社會文化都會受到牽引，如果媒體能輕易主導我們的喜好，當然也可

能主導我們的美感，如果我們喜歡什麼、認同什麼都依賴媒體的餵養，而

大部分的媒體卻經常拿著缺乏營養價值的東西來餵養大眾，試問，這樣我

們如何能期待一個具有深刻涵養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所謂美感，會

不會只是廉價的、膚淺的？誠然，美感的培養還有許多正向途徑，透過這

些途徑的確有助於提升美感素養，但是媒體素養也非常重要！培養學生成

為有主見、不輕易隨著媒體起舞的人，有助於擺脫那些負面效應的拉扯，

並且有自信的追尋更美好的價值。

延伸學習活動

建議安排一個「流行與美感」的主題，請學生自行搜尋與美感相關的

流行事件新聞報導，最近流行或曾經流行都可以，內容可包含文字和影片，

先行研究新聞背景，並收集相關資訊，整理出自己的觀點或是疑問，在課

堂上發表並與大家共同討論。討論過程要適度處理媒體效應與美感之間的

辯證，引導學生提升警覺性與批判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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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 1：由東森新聞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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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豆腐
美味嗎？

#8

  鄭淑慧  新北市秀峰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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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惠美在美國的網友 Jenny，暑假要來臺灣自助旅行。過去 FB中，惠美

PO了不少臺灣美食，讓 Jenny羨慕不已，她又從中華民國觀光官網中，看

到不少介紹臺灣美食的資訊，如圖 1。嘗試各種臺灣食物是她此次旅行重

要的目的，熱情的惠美，當然也羅列不少臺灣特有的食物，準備招待這位

外國友人。幾天下來 Jenny對於小籠包讚不絕口，對珍珠奶茶感到新奇。

今天，惠美帶 Jenny到網路上力推的名店，讓 Jenny品嚐臺灣特有的美食。

在店門口附近，Jenny就聞到一股令她不舒服的味道，但看到店門前很多

人排隊，雖她不喜歡那股奇怪的味道，但還是跟著排隊。好不容易坐到位

子，當兩盤臭豆腐端上來，那種濃郁的味道，讓她連嘗試的慾望都沒有。

但惠美力推這是臺灣特色美食，一定要試試看。Jenny鼓起勇氣，試了一

口馬上吐出來，她實在受不了這種奇怪的味道。她問惠美：「這是什麼食

物？」惠美說：「這是臺灣很有名的臭豆腐喔！很香又酥吧」。Jenny瞪

大眼睛不可思議地問：「既然你們都稱這種食物為『臭豆腐』，怎麼會香

呢？這個奇怪的味道，你們稱為美食？」

問題討論

1. 文章裡為什麼兩個人對於臭豆腐的感覺有這麼大的歧異？

2. 美食的「美」應該具有哪些特質？請依據這個特質舉出兩個實際的

例子。

3. 依據這些特質，你覺得臭豆腐可以被稱為「美食」嗎？

美感案例-0728.indd   56 2018/7/28   下午12:04



57

  

美
感
教
育
案
例

圖 1：臺灣美食 -臭豆腐

圖 2：增添了色彩的臭豆腐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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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美食帶來的喜悅完全不分年齡、不分地位、不分國籍、不分時代；

這種喜悅可以跟其他喜悅相得益彰，而且當其他所有喜悅離我們而去的時

候，只有它會留下來撫慰我們的心靈。」這是法國美食家尚－安泰姆‧布

西亞－薩瓦蘭的名言。食物的感受其獨特性在於它存在於人類口腔的一瞬

間，無法保存，也無法重複。食物給人的感受是如此強烈，除了味覺之外，

也包括了嗅覺、視覺，也因此人對食物個感受常鑲嵌在記憶的深處。1949

年從大陸來到臺灣不少作家，其作品裡可以看到不少人午夜夢迴思思念念

地就是家鄉菜。此外，多少遠渡國外的留學生，在國內玉手不沾陽春水，

出國後常常想盡辦法也會動手下廚，吃個臺灣味的菜，解解饞。食物對人

的影響可見一般。

中國文壇上不少文學大家都喜愛美食，精於烹飪，如：宋朝蘇東坡傳

世名菜東坡肉，民初梁實秋更是著名的美食評論家，他出身在書香門第家

庭，父母都精於烹飪飲食之道，這對梁實秋的影響非常大。梁實秋在飽覽

京城風物景致的同時，也嘗遍了北京各地美食。他的著作在《雅舍談吃》

即是一本描寫了北京美食的名著，如：全聚德、便宜坊的烤鴨、東興樓的

芙蓉雞片、忠信堂的油爆蝦、鹽焗蝦等。

美食除了滿足人類味覺得感受，美食裡更包含著人與物關係、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有「日本美食評論第一人」美譽的山本益博（Yamamoto 

Masuhiro）曾說過食物當中讓他感興趣的是「人」，菜色本身反而其次。

他覺得，最好吃的料理是有「人味」的料理。把料理人放在首位，是山本

益博一貫秉持的原則。「光臨新餐廳之前，我完全不想事先知道主廚的年

齡，推理過程是我人生一大樂趣。」他也說：「料理和其他藝術最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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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於料理是瞬間的，吃完就沒了，即便同一個人再做一次，成果也未

必相同，所以是非常個人的東西。如同我先前說的，美食評論家若只在意

菜色本身，永遠無法進入深層的一面」。

因此，美食的「美」在何處？「美」的內涵為何？怎麼在舌尖，在味

蕾中品味與感受「美」的存在？怎麼評斷？是長久以來一直被討論與思考

的議題。

延伸活動

1. 請找一篇關於美食的文學名著進行閱讀，並分析作者如何描述食物

之美。

2. 準備自己認為的一種美食，邀請同學們進行品嚐，請這些人對於這種

食物的感官經驗與評價，並從中反思自己對於「美」食的看法與標準

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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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圖 2：鄭淑慧拍攝

美感案例-0728.indd   59 2018/7/28   下午12:04



60

  

美
感
教
育
案
例

美感案例-0728.indd   60 2018/7/28   下午12:04


	美感案例封面設計
	美感案例 印刷檔 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