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怀化商业学校

《烹饪美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学习中餐烹调、

中式面点制作、营养配餐等专业化方向课程的基础。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烹饪菜

品色彩、图案、造型等知识，使学生能运用烹饪艺术所需要的美术原理，研究以

食用为目的的烹饪菜品色彩和造型;在烹饪活动中把美的创造、审美意识与烹任

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培养学生对中西式烹饪菜品的审美能力，并为后续学习各专

业化方向课程做好准备。

二、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课堂教学和练习，使学生了解烹饪色彩、造型、图案的基础知识，并将

色彩、图案等综合应用于烹任菜点的工艺制作中。在掌握工艺美术设计基础知识

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一)知识教学目标

1.了解烹饪工艺美术的起源。

2.理解课程中色彩的基础知识及色彩的情感和象征。

3.了解烹饪图案的类别、基本形式、平面及立体构成。

(二)能力养目标

1.培养学生在饮食中的审美情趣及审美能力。

2.通过学习与训练，提高学生的审美观在烹饪技术中的综合运用能力，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

3.能将烹饪图案形式美法则运用到实际操作中。

(三)职业情感目标

1.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审美情趣及艺术鉴赏力。

2.培养学生刻苦学习，具有钻研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求知态度。

三、参考学时

36 学时。

四、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
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
时



1

烹饪工艺美术概
述

1.了解烹饪工艺美
术的起源和发展
2.了解烹饪工艺美
术的含义和特点
3.理解如何学好烹
饪工艺美术

多媒体课件展示 2

2

烹饪色彩

1.掌握色彩的基本
知识
2.理解色彩的情感
和象征意义
3.了解菜肴的色彩
联想的一般规律
4.掌握菜肴的色调
处理的基本原则

利用多媒体课件、
教具、实物、讨论
进行教学

6

3

烹饪造型图案

1.掌握烹饪图案的
类型
2掌握烹饪图案的
基本形式
3.了解烹饪图案的
平面构成种类
4.了解烹饪图案的
立体构成种类
5.了解烹饪图案与
美术字的相关知
识

1.多媒体课件、实
物辅助教学
2利用项目教学、
任务驱动法、小组
合作学习等教学
法

6

4

烹饪图案形式美
法则

1.了解烹饪图案形
式美法则中的变
化与统一
2.掌握烹饪图案形
式美法则中的对
比与调和法则
3.了解亨饪图案形
式美法则中的节
奏与韵律法则

展示不同的菜例
进行对比、展示佳
作进行赏析，达到
形式与内容的和
谐统一

6

4.掌握烹饪图案形
式美法则中的对
称与均衡法则
5.了解烹饪图案形
式美法则中的重
复与渐次法则

5 烹饪菜点的造型
与拼摆

1.了解冷菜造型与
拼摆工艺

学生训练 8



2.掌握热菜造型与
装盘工艺
3.了解食品雕刻造
型艺术
4.了解面点造型的
分类及技法
5.掌握围边装饰工
艺

6

烹饪综合造型艺
术

1.了解美学在中国
烹饪器具造型中
的作用
2.理解菜看造型与
盛器选用的原则
3.解宴席展台设计
的方法
4.了解饮食环境美
化的方式

学生训练、学生作
品展示

6

7 机动 2

8 总学时 36

五、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1，烹任工艺美术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集文学、绘画、工艺、心理学、

色彩学、营养卫生学和烹调技术等多种学科知识为一体，本课程的教学应以学生

发展为本，围绕为专业服务 的教学原则，通过对烹饪工艺美术的讲授与实训，

提高学生的专业审美能力。

2，在教学实施中，注重使用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实物、挂图、菜点案例、多

媒体课件等数字化资源优化课堂教学。加强教学的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力

和兴趣。

3.注重“教”与“学”的互动。以菜点案例分析、佳作赏析、小组合作学习、

教师演示、学生训练、作品展示与点评等不同形式，让学生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

(二)评价方法

1.倡导评价方法多元化，坚持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考核与评

价要坚持总结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2．突出过程性评价，结合学生日常表现、课堂提问、活动参与、课后作业、

模块考核等环节，给予学生客观评价，树立学生学习专业的信心。

3．强调总结性评价，结合案例分析、成果展示、技能大赛、期中期末测试



等手段，考核学生的审美能力。

(三)教学条件

1．教师必须更新教学观念，树立产教研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积极引导学生

提升岗位技能。

2．要重视现代教育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开

发利用多媒体资源，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效果。

(四)教材编选

1．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合理安排各部分内容。

2．教材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编写理念。

3．编写内容应图文并茂，以彩图、课件、网络等形式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文字表达应简明扼要，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教材中的活动设计应以学生为本，

要具有可操作性。

(五)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

应创设形象生动的教学情境，按照中职学生的认知规律， 结合教材，采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制作和收集与教学内容相配套的多媒体课件、电子挂图等，提

供教学需求的课程资源，为教师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全面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