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領域課程雙教師共課補助方案  成果報告 

一 分項計畫：6.1 推動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 

二 課程名稱：設計思考與飲食創新 

三 授課雙教師姓名：詹慧珍 

四 跨領域課程教學模式或策略(請勾選)： 

■融滲式的課程實施(說明:融入另一個領域的特有現象/實務現況或實作)  

□議題為主的課程實施(說明:兩個領域的教師共同設計出新的學習議題，一起實施教學) 

五 教學實施紀錄： 

實施的科別：餐旅管理科 實施班級：201 

修課人數：41 上課地點：餐旅管理科實習餐廳 

跨領域課程雙教師共課記錄  (相片與說明) 

  

拍照日期：113.10.23 

照片說明：講師利用問題引導學生思考，教

學生認識食物設計 

拍照日期：113.10.23 

照片說明：講師利用一系列的照片，介紹實

務設計的概念 

  

拍照日期：113.10.23 

照片說明：以食物為載體，來傳達想法、創

造體驗就是食物設計 

拍照日期：113.10.23 

照片說明：講師介紹將海洋保護概念融入的

烏魚子。 



  

拍照日期：113.10.23 

照片說明：利用「槍」的形象傳遞「糖」對

人體的負面影響，這也是食物設計 

拍照日期：113.10.23 

照片說明：利用「冰棒」的形象傳遞「水汙

染」的意象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 第二周講師引導學生進行食物

設計的思考。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同學以行動表演什麼是「心碎」，

為當天的課程活動開啟序幕。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講師引導學生品嘗自己帶來的味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 第一次以文字描述食物，對學



道並以文字描述它。 生是新的挑戰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同學思考「心碎」的形狀並寫出

來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 同學努力的將「心碎」以味道、

物件來表示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 同學認真的設計一份心碎的餐

盤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 講師不藏私分享食物設計創作

的歷程 

  

拍照日期：113.10.30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 講師認真的引導學生進行食物

設計的思考 

照片說明： 老師分享者同學的作品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同學分享自己的設計理念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同學的作品展示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同學的作品展示 

拍照日期：113.10.30 

照片說明：同學的作品展示 

 

六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一)、學生學習成果與回饋  

 



 

 

以上是針對學生對課程目標的回饋，學生整體對「食物設計」有了一定程度的接受

與認識。這個部分剛好為期中考後的專題設計建立了基本的設計概念。 

 



 

這兩周的課程著重在第二周的活動設計，因此場地選擇餐旅管理科的實習餐廳進

行，該場地以分組方式就坐，方便同學討論及相互觀摩，再者教室的氛圍對這樣的課程活

動有加成效果。因此學生在地點上給予 93.5%滿意以上的回饋。而在於整體活動上也一樣

給了 93.5%滿意以上的回饋。 

 

學生整體對於第二周的活動表現出高度的興趣與肯定，代表這樣的課程活動設計是

成功、有效的。 

(二)、教師個人反思 （就跨領域雙教師合作實施教學的歷程、結果省思教學困境處理或

未來經營課程願景、…） 

雙師合作實施歷程 

課程設計初期，在網路上查閱了許多「食物設計」的資訊，有幸透過這樣的機會有這

樣一筆經費可以邀請業界教師到校為學生介紹新興產業。在努力聯繫下，與講師接

觸，在告知來意後，講師一口答應到校進行為期兩周 4小時的課程。之後針對課程內

容多次的溝通，協調後完在課程中間從設計師的角度，將食物為載體傳遞文化、各式



議題等…，為後面的專題設計開啟美好的序幕。 

結果省思 

在課程中，學生透過設計思考的架構深入探索食物設計，不僅理解食物的歷史、文化

及永續意涵，也激發了他們對飲食的全新視角。學生能夠在課程中主動投入，並透過

實作練習去檢視和創新飲食方式，展現出令人欣喜的創意。這樣的課程不僅使學生了

解設計思考的應用，也啟發了他們對未來食物生態的責任感。 

教學困境 

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數項挑戰。先是講師及學生時間上的困難。星期三下午是學校各

單位辦理活動的首選時段，導致學生出席率下降，而成效明顯打折。再來設計思考所

需的跨領域知識廣泛，學生在探索文化及環境議題時，對於部分知識可能較生疏，需

進一步引導。此外，部分學生在進行創新設計時，會面臨想法與實際操作間的落差，

需要透過更多實作練習縮短此差距。接下來，隨著課程推進，引導學生利用現有專業

知識進行創新發想，達到深度學習會是一項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