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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美感教育實踐的經驗－
以「我是小小廚師」主題課程為例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施宜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基隆市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吳佩芬

壹、前言

美感是國家進步的表徵、社會的成熟度、現

代公民的素養之一，也代表社會進步的世界指

標。臺灣長年以來雖然提倡五育均衡發展，但是

關於美育的扎根課程，也僅只有學校的美術課、

音樂課，致使國內民眾對美的渴望與需求仍不

足。因此教育部為了進一步發展提升國民美感素

養，使臺灣成為一個具有美感競爭力的國家，從

民國一○三年起至一○七年推動「美感教育第一

期五年計畫」。而這項計畫共有六大重點：(一)

美感教育從幼起；(二)美力終身學習；(三)藝術

青年播撒美感種子；(四)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美

感素養提升；(五)厚植美感教育研究發展實力；

(六)美感教育點線面（教育部，2015）。

進一步來說，近年來美感的需求逐漸成為國

人的生活態度（教育部，2013），而為了發展並

提升國民美感素養，教育部將103年訂定為美感

教育年。並鑒於幼兒教育是美感啟蒙之關鍵，乃

推動「幼兒園美感及藝術教育扎根計畫」（國立

臺南大學，2014）。上述現象無疑點出美感教

育應從幼兒階段開始，幼兒階段進行美感教育

有其重要性存在，而且也被現場教保服務人員

所認同，如楊麗芬（2014）的研究便指出教保服

務人員認同「美感教育」，並肯認幼兒美感教育

在幼兒教育中的重要性。正因為幼兒美感教育有

其重要性，所以國內一些大學陸續舉辦以幼兒美

感教育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如亞洲大學於2015

年舉辦「海峽兩岸幼兒美感教育與實踐學術研討

會」，探討的議題包含幼兒美感教學實踐或課程

設計、幼兒藝術（視覺藝術、聽覺藝術、戲劇藝

術）創作與展演、幼兒美感經驗與生活的回應及

賞析。此外，也包含幼兒藝術與人文、品格、情

意教育，也包含幼兒多元藝術或藝術統整教學，

其他有關美感教育以及課室翻轉的論述與實踐議

題。

總結來說，幼兒階段進行美感教育有其重要

性存在。是以，本文將以筆者參與幼兒美感教育

的教學省思，分享筆者實踐幼兒美感教育的經

驗－「我是小小廚師」的主題課程，以茲現場教

保服務人員進行幼兒美感教育教學的參酌。並

且，希冀以上述的探討為基礎，厚實我國幼兒美

感教育的實踐。

貳、參與幼兒園美感與藝術教育扎根之教學

省思－「我是小小廚師」的幼兒園主題

課程

幼兒美感經驗的發展可以經由主題課程的實

踐，並且希望結合校園各科系豐富的資源，因筆

者所服務的學校有餐旅管理系與餐飲廚藝系，是

故展開「我是小小廚師」的幼兒園主題課程，提

供幼兒豐富的探索、覺察美感經驗之後，讓幼兒

對於美食的色香味與美感間的關聯性能有探索、

覺察的機會。筆者詳述如下的教學活動，以茲現

場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幼兒美感教育教學的參酌：

一、啟動感官經驗的探索—引發幼兒對食物經驗

及廚師烹飪議題的動機

在一日作息校園戶外時間中，老師每每

帶領著幼兒在校園散步時。遠處總會飄來烹

調料理的香味，經尋訪香味從何處飄香而

來？原來是餐飲廚藝系的哥哥與姊姊們，正

在動手做料理，上中西餐的課呢！

幼兒散步完回到教室前，經過廚房時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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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又異口同聲地說：好香唷！原來是聞到了

廚房阿姨在煮餐點的香味！就這樣校園探索

經驗不間斷，幼兒持續覺察到校園內餐點與

廚房傳來的陣陣飯香味，進而激發幼兒對廚

工阿姨工作內容的興趣以及對廚師做烹飪議

題的好奇心。為了揭開並滿足幼兒的好奇

心，老師除了特地製作了廚工阿姨工作內容

流程影片外，還邀請廚工阿姨來到教室擔任

主題人物現身說法。在經驗連結主題人物與

參觀的經驗中，幼兒發現食物的擺盤與學校

營養午餐很不一樣，進而引發幼兒想動手做

烹飪動機。

二、進行探索與覺察經驗中產生回應與賞析的歷

程—誘發幼兒表現與創作的動機

在老師們的討論下，教室科學區騰出空

間規劃出烹飪區，老師邀請幼兒回家與家長

一起收集可以製作裝飾餐點的飾品。有了烹

飪區的產生，提供了更多幼兒表現與動手創

作的機會。主題人物的加入，提供探索食材

與烹調食材的使用，例如:基本工具使用方

式-切割類，特意用不同盛裝容器或擺盤引

發幼兒的覺察。

在進行食物烹調歷程，讓幼兒發現食材

與餐具的美。因此，每天學習區時間-幼兒

開始經驗製作餐點與擺盤經驗。起初的過

程，幼兒主要運用感官探索著食材的特性與

探索食材本身的美感，樂在切割工具特性的

操作，完成食材處理後即將食材集中放置餐

盤上；但是，透過每天學習區時間幼兒動手

製作餐點與擺盤經驗的相互欣賞；慢慢的幼

兒擺盤歷程有了不同的表現，陸續將自己對

美的感受展現在食物的拼盤中，例如：重

複、規律的美感擺盤，形狀、對稱形式的美

感擺盤…等。當然，在進行食物烹調歷程中

幼兒創作美、發現美，進而提供幼兒探索美

的機會。

其次，在餐桌佈置的經驗中幼兒分享了

自己與家人到餐廳用餐的經驗，不同的桌巾

與餐廳內燈光隔局佈置等因素，皆讓幼兒留

下難忘與深刻的印象。因此，主題戶外教學

老師即安排了學校附近的餐廳，帶領幼兒前

往一探餐廳內擺設與燈光之美。在美感多元

的探索下，幼兒對餐廳內的光線、燈光的氛

圍、餐具的美感（顏色、材質、質感、花

紋…）、環境的擺設之美…等等，皆留下深

刻的印象。最後，筆者再帶領幼兒參觀校內

實習餐廳時，幼兒的目光會持續覺察擺設與

燈光之美與不同之處。

三、藝術與戲劇的創想與表現—師生統整參觀經

驗，有了對扮演區集體創作的發想

在進行戶外教學與參觀校內實習餐廳

後，幼兒期待著在教室內也能有一間餐廳。

因此，在討論扮演區中的佈置時，孩子經由

舊經驗提出美麗餐廳應該有不一樣的燈光、

要有一些裝飾。討論回應參觀經驗，在環境

佈置中善用素材，例如線條、材質以及飾品

作以豐富用餐環境的美感等，幼兒為了讓扮

演區可以充分運用戲劇表現用餐歷程，中大

組幼兒通力運用美勞團體創作方式完成餐廳

細節的佈置。在幼兒動手創作中有美感多元

展現-立體創作與團隊合作中展現了對素材

創造的想像力。

四、探索與覺察—高峰活動—美食饗宴的開端

在主題一開始，幼兒對食物香味的尋

察，主題人物-廚房阿姨的現身說法接續著

在烹飪區中動手與食材接觸進而裝飾擺盤，

再到特色餐廳的拜訪，扮演區的餐廳佈置，

幼兒對餐廳食材﹑擺盤等有了連結延伸的概

念。就在幼兒參觀了餐旅系哥哥、姊姊們的

期末餐會，看見大哥哥、大姊姊投入其中的

準備為食的藝術呈現（餐盤與食材的搭配效

果、食材擺盤-顏色、空間配置美感、餐桌

整體的色彩裝飾物的配置美感、心靈的滿足

感）。有了豐富餐會的參訪經驗後，幼兒在

烹飪區有了更多創作美、發現美的表現延

伸－烹飪區的展示桌，除孩子成品擺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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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提供不同飲食美感經驗（食材雕刻／

探索造型之美、餐桌布置／顏色、飾品擺置

空間的美感探索）亦增加幼兒參與餐桌佈置

經驗，孩子經由舊經驗提出美不只在餐點還

有餐桌的擺設，幼兒美感多元表現-什麼食

物搭配何種容器盤子、飾品的配置如何顯得

更美。

五、高峰活動正式起跑—美食饗宴籌畫期

透過拜訪與體驗許多美感的經驗，「我

是小小廚師」的主題課程也漸入尾聲，與幼

兒討論在主題高峰活動時如何呈現主題的統

整活動，幼兒異口同聲的說：要一起來辦一

場｢美食饗宴｢，就這樣大家齊心合力的規劃

餐會形式與餐點（幼兒回顧食的美學藝術：

餐點的內容、餐點的美感呈現-擺盤、色彩

的配置）。海報製作、場地的布置想法聚焦

（音樂、造景佈置-聽覺、視覺藝術，並且

還各組分工收集飾品～桌巾、蠟燭、花卉的

準備等，高峰活動當天每一位幼兒都忙碌著

餐點準備。擺盤→擺桌的分工合作歷程、餐

桌布置的種種、餐桌擺飾、桌巾顏色與食材

的搭配、餐桌設計的靈感延伸～搭配花瓶與

花等等。

六、美食饗宴開動—美感多元探索與實踐　　

美食饗宴，展現食在色香味的生活美

學，將主題課程進行期間幼兒所有感官與探

索美的經驗，再透過食的藝術充分呈現（餐

盤與食材的搭配效果、食材擺盤—顏色、空

間配置美感、餐桌整體的色彩裝飾物的配置

美感、心靈的滿足感）。小小廚師大顯身

手，真實的豐富了幼兒的感官探索與整體美

感的經驗。在孩子們參與了小廚師的主題

後，除了認識與廚師相關的活動外，相信對

於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各種「美的事物」

的體驗，相信透過這樣的互動共構的歷程，

孩子已經在心中種下一顆，〝美〞的種子，

相信這顆美的種子將會在幼兒的心中發芽、

成長，進而豐富幼兒生活中對美的經驗與感

受力。

參、結論

在美國，1890年Bradley出版了有關幼兒園

學習色彩的書籍，並且鼓勵老師利用色紙、稜鏡

與色輪來教導幼兒學習顏色。1896年，Carnegie

藝術博物館成立，它不僅廣泛收集許多歐洲與

美洲的藝術創作提供參觀，也舉辦了各種藝術

班與夏令營讓兒童參與，以提高孩子的藝術涵

養。1897年，Hall在其著作《刷子與筆》（With 

Brush and Pen）一書中大力主張藝術教育要促

進兒童表達與自由創作，批評傳統的藝術教育限

制了兒童的藝術潛力。1903年，「學校與藝術雜

誌」（School and Arts Magazine）創立，其中

就有許多介紹教學的策略與方法，成為一個重要

的研究與參考資料。同年Binney與Smith研發了

八色蠟筆，這對於所有學習藝術的兒童與人們來

說，是一種負擔的起的工具，也有助於當時藝術

教育的推動（陳議濃，2011）。然而，藝術教育

的推動，無疑地可以拓展孩子的美感經驗。

美國教育哲學家Dewey在其《藝術即經驗》

一書，從人類經驗角度探討人類的美感教育，認

為人對具體物的感受應掌握其完整性，形成完整

經驗。一個完整經驗必須兼含理智活動與審美性

質，而美感就是聯繫感覺與行動的重要管道，與

生活密不可分（翁世盟，2008）。在生活中人們

需要具備美感，但是若要人們具有美感，則可以

從美感教育著手。就實際情形來說，當前社會致

力發展文創產業，而其中的文化創意得自於美感

教育，美感教育就是全民的美學生活，它是社會

發展的重要元素，是人格修養、道德共識的溝通

交流，既是心靈的也是生命的情源。而各種藝術

活動的社會美育功能，目的在培養人們高尚的情

操，從而提升自我感性與活動的學習，以期共同

建立和諧美好的理想社會（林進忠，2012）。

徵實而論，美感教育是教育的核心。美感教

育就是使受教者易於獲得美感經驗，而能時常沐

浴於美的感受之中的一種教育活動。換言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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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受教者能形成所謂的對美的欣賞，對美的感

受，然後自己有美的創造（陳木金，1999）。美

感教育是經由教育的手段，讓孩子能擁有美的素

養，這美的素養並非侷限於傳統既有的概念，所

問的漂亮不漂亮，或美不美的問題，而是在思考

與談論有關事物的特有品質，這些特有的品質，

往往是透過某些形式與內容的特質而外顯，而能

品鑑出事物品質的差異，必須具有藝術的素養。

換言之，素養本身是一種本能，也是個體與外界

溝通的歷程，這溝通的歷程含蓋知識、技能、情

意和習慣等等（陳瓊花，2008）。而為了提升幼

兒的美感素養，拓展幼兒的美感經驗，教保服務

人員有需要實踐美感教育。有鑑於此，筆者將參

與幼兒美感教育的教學省思，形之以文，以茲現

場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幼兒美感教育教學的參酌。

並且，希冀以上述的探討為基礎，厚實我國幼兒

美感教育的實踐，實踐合情理的幼兒美感教育，

以致拓展幼兒的美感經驗，提升幼兒的美感素

養，讓〝美〞的種子深植在幼兒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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