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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10 學年度食農教育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畫  

 

壹、課程理念 

    隨著家庭結構的轉變，現已不再像以往大家庭共同用餐時，有需多的規矩。家庭

成員的減少、家長年輕化，用餐已不再像以往的戰戰兢兢，而是令人放鬆，可以隨興

的時刻。在家庭沒有要求用餐禮儀的情況下，學生的禮儀教學更是需要被重視，因此

設計了「餐餐有禮」這套課程，讓低年級的學生就能對用餐禮儀有基本的認識。 

貳、課程架構 

    從家庭用餐習慣分享出發，進入中式料理介紹，以及讓學生分享用餐時有禮貌及

沒禮貌的行為，營造學生圍繞在「如何成為一個有禮貌的小孩？」的思維中。透過討

論，思考在同學做了沒有禮貌的行為時，要如何有技巧的糾正他，並能同理被指責時

的不悅，一同想出好的勸說方式。 

    中餐禮儀結束後，進行西餐認識及西餐禮儀的介紹，這部分是學生較為陌生的經

驗，以認識、模擬體驗的方式增加學生經驗，並著重在西餐的用餐流程認識，最後以

中西式用餐差異的分享作為課程結尾。 

參、教學方法 

 講述法：教師分別介紹中西餐的不同。 

 討論法：學生討論有禮貌的行為、沒禮貌的行為。 

 角色扮演教學法：中餐藉由學生做出不同的不禮貌行為，讓同儕進行有同理的指

正方式；西餐則模擬用餐流程，增加學生經驗。 

 發表教學法：學生能分享其感受，及了解中西餐禮儀之異同。 

肆、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學生模擬用餐情境，做出適當的反應（中餐）且能夠依照用餐流程運

用正確的餐具（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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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生活領域 

實施年級 一年級 

主題名稱 餐餐有禮 

主題內容 

勾選 

可複選 

□農事教育、□人類與糧食生態永續、□產銷履歷 

□綠色生產與消費、□碳足跡、□食品安全 

□健康飲食、▓午餐禮儀、□感恩惜物、□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學習內容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核心 

素養 

總綱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會責任感

及公民意識，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

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領綱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 

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

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力

或採取改進行動。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生 E1 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 

所融入之

單元 
我是有禮貌的小朋友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投影片、學習單、中式餐具一套、西式餐具學生一人一套(自製之教具)、 

活動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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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我是有禮貌的小朋友 時間 80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學習 

內容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學習目標 

一、認識中、西餐禮儀且養成良好的用餐習慣。 

二、學習如何表得自己的感受。 

三、能以同理的方式委婉指正他人的不良行為。 

領綱核心素養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 

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中

所應扮演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力或採

取改進行動。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透過認識中、西餐禮儀，學習適切的用餐方式，藉此反思自身平時的用餐舉止

是否需要調整，以養成良好的習慣。 

議題融入 

說明 

生 E1 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 

培養學生在遇到同儕做出不好的行為時，能同理他人，說出正向的鼓勵方式來

糾正他人的錯誤行為。 

第一節：中餐禮儀 備註 

【引起動機】 

一、教師提問：家中平常吃午餐都吃些什麼？用了哪些器材。 

(學生說出各種菜色、使用鍋碗瓢盆筷匙) 

二、教師提問：家裡面用什麼樣的餐具吃飯？在那裡吃？ 

(各種型態：坐圓桌、客廳…) 

三、教師提問：你覺得吃飯的時候，會有哪些行為是讓你覺得不舒服的？ 

(黑板記錄，回答兩三樣即可) 

 

【時間】 

5min 

 

【評量重點】 

能與同儕討論並分

享自己家中用餐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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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 

一、教師以學生校外教學時吃合菜的經驗為出發，介紹中式菜餚。 

(冷盤、羹、魚、肉、湯品、甜點) 

二、教師藉由剛剛學生講出的不舒服行為進行延伸，並逐一介紹餐桌禮儀。

以示範不好的用餐行為的模式，讓學生猜出是什麼行為。 

包含： 

吃飯說話 放碗筷發出聲響 用筷子攪動湯品 

嘴巴有食物說話 亂擺放餐具 在菜餚中翻動挑食物 

吃東西發出聲音 夾菜沿路滴汁 用筷子搶食 

坐姿不良   

三、請另一位學生指正這項不好的行為，並由教師紀錄學生如何指正。 

四、教師詢問學生聽到這些指正時的心情與想法。 

五、比較各個學生的指正方式，歸納出一句較為委婉地勸導方式，並供接下

來遊戲使用，例如：OOO，請你不要______，這讓人感覺不舒服，我們

要當一個有禮貌的小朋友。 

 

【時間】 

25min 

 

【評量重點】 

學生能猜出教師示

範之不禮貌行為，

並說出想法。 

學生能說出自己聽

到指正時的感受，

並討論出委婉的勸

說方式。 

【綜合活動】 

一、教師準備抽題卡，由學生上台演出用餐中的不好行為。 

二、台下學生猜出不好的行為，並一同指正。 

三、教師總結今日課程及學生表現優缺。 

 

【時間】 

10min 

【評量重點】 

學生能為碗的指正

同學的錯誤行為。 

第二節：西餐禮儀 備註 

【引起動機】 

一、教師呈現義廚到校料理的照片，藉此回顧學生享用西餐的經驗，並進行

提問與討論。 

 

（一）請問你是如何食用義大利麵的呢？ 

使用的餐具為叉子及湯匙。 

（二）如何正確使用餐具？ 

食用方法為慣用手用叉子捲起義大利麵。 

（三）請問你有其他西餐的用餐經驗嗎？ 

【時間】 

5min 

 

【評量重點】 

能與同儕討論並分

享自己的西餐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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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 

一、介紹常見西餐（牛排、義大利麵、沙拉……等） 

二、教師說明西餐的用餐禮儀 

(一) 坐姿：坐下時立腰挺胸，雙膝自然併攏，椅子坐一半，手肘不可以撐在

桌上。 

(二) 餐巾布：平鋪在大腿上，用來擦拭嘴角或是手指。 

(三) 用餐注意事項： 

1. 不要大口吞食或飲水。 

2. 避免發出聲音。 

3. 吞下食物才交談。 

(四) 餐具使用方式： 

1. 餐具使用順序為「由外往內」、「由下往上」。 

2. 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子。 

 
3. 餐具名稱與用途（前菜、沙拉、正餐、甜點） 

4. 刀叉擺放意義 

 

三、學生演練西餐禮儀 

  教師呈現情境與菜色圖片，學生須根據情境做出對應的姿勢或是拿取對

應的餐具。 

 

【時間】 

25min 

 

【評量重點】 

專心聆聽且能正確

練習西餐用餐方式 

【綜合活動】 

完成學習單：學生依據情境完成學習單上的著色部分與填寫。 

【時間】 

10min 

【評量重點】 

能正確完成西餐禮

儀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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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成果 

一、教學過程 

  

介紹中式菜肴。 學生試用餐具。 

  

學生做出不禮貌行為供其他學生猜測。 西式餐點介紹。 

  

西式餐具介紹。 學生體驗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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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 

教學者一： 

    學生在中餐教學時，反應熱烈，多半都能猜出教師要表達的不禮貌行為，但在引起動機

提問時，回答內容較少，可見學生在家中較少被要求。在表達情緒時，用詞較為單薄，未來

可結合日常的國語課、寫作課，讓課程更加豐富。而課程中較沒有帶到「自省」的部分，如

何讓孩子內化這些禮儀，是未來若要執行這門課程可再加深的方向。 

 

教學者二： 

  西餐需要用到的餐具較多，教師在教學時除了透過講述法說明用餐順序之外，也可加入

同儕討論，讓學生說出自己觀察到的情形（例如：餐具大小及數量）。 

  對低年級學生而言，西餐較為陌生，因此在教學上以用餐流程（菜色、餐具擺放與使用

順序）為主。原先教學設計為一節課，但在課堂中發現，學生在練習用餐時容易混淆餐具的

順序，因此建議本課程可以將菜色及餐具使用分為兩節課進行。西餐菜色介紹的同時，可納

入上菜的順序，接著在學生對西餐有初步認識之後，透過觀察餐點學習餐具的運用。 

  學生在本次教學活動中反應熱絡，樂於嘗試不同的用餐方式，也能從中西餐中找出異同

處。教學活動除了讓學生認識中西餐的差異之外也能培養孩子日常生活中所需留意的舉止儀

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