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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理念 

    英國的「薄餅日」源自於信仰，但經過好幾個世紀的流傳變成傳統食品。他們相信在春 

天來臨前，熱熱的薄餅就像是象徵著太陽，吃薄餅就能獲得太陽神的力量。 

    每年的薄餅節日都不一樣，通常會在二月或三月的星期二，在聖灰禮儀日（Ash Day） 

星期三的前一天大吃含有麵粉、有蛋、奶、糖成份的薄餅，原因是聖灰禮儀日到復活節，有 

47天的齋戒期， 紀念耶穌受難，幾世紀前的基督徒，在齋戒期間不能吃含奶蛋、太營養的 

食物。另一種說法：齋戒期間教徒們會戒食自己最愛的食物，如黃油和雞蛋等。因此，在齋 

戒期的前一天，大家便趕快清空冰箱裡的雞蛋、麵粉等，將之做成美味的薄餅，先把自己餵 

飽飽。所以這個特殊的星期二，還叫做「胖胖星期二」（Fat Tuesday），因為你可以盡情的 

加入你想吃的東西在薄餅上，好迎接接下來的齋戒期。薄餅的主要成份代表了不同的意義： 

✅雞蛋: 創造  

✅麵粉: 生命的必需品 

✅鹽: 健康           

✅牛奶: 純淨 

★食用前，通常會在餅上淋上糖漿跟檸檬汁 

    在「薄餅日」這天，英國人也會在不同城市舉辦「甩薄餅」比賽，競賽據說於西元1445 

年起源於英國小鎮昂利（Olney)，參賽者通常是當地的家庭主婦，繫著圍裙、戴著頭巾，手 

拿平底鍋，鍋裡放著一片熱呼呼的薄餅，她們要進行一場跑步比賽，一邊拋甩薄餅到手上的 

平底鍋，一邊跑向終點線。而這個競賽，可能是根據13、14世紀一本食譜傳統——「每個人 

都得把薄餅好好翻面，才不會烤焦。」沿途參賽者要將薄餅甩翻個三次，最後看誰跑最快， 

送給教堂裡敲鐘的人，誰就獲勝，可以得到一個 kiss。 

    基督徒會在這天自我檢視，思考生活日常有哪些需要懺悔的事情，或是人生路上需要上 

帝的指引。在基督世紀前，斯拉夫人認為季節交換，是和太陽神（Jarilo）難熬的期間，如 

果他們能幫助太陽神渡過冬天，人們就能順利迎接春天，所以他們會在春天來臨前七天吃鬆 

餅，熱熱的薄餅就像是象徵著太陽，吃薄餅就能獲得太陽神的力量。 

    透過課程的安排，讓學生從不同的國家、宗教信仰來認識「薄餅」，親手體驗做薄餅及 

跑步甩薄餅，孩子在這過程中更體會合作的重要，薄餅的製作需要大家集思廣益，做出好吃 

的薄餅；接著，跑步甩薄餅也不能掉出來，成功競賽後，大家就可以好好享用胖胖薄餅；我 

們的食農教育與飲食文化做結合，與生活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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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架構 

 

參、教學方法 

    本課程將食農教育結合高年級國語文領域/綜合/健康與體育領域，將課程分為三個單元

來進行。 

【第一單元】英國薄餅日 

 透過 PPT 與影片的呈現，介紹英國薄餅日的傳統文化，讓學生認識英國信仰的特色與由 

 來，並能欣賞各式不同薄餅的多樣性。 

【第二單元】動手做薄餅 

 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生透過分組實地操作，親自料理美味可口的薄餅，過程中也讓學生學 

 習團體合作的精神。    

【第三單元】跑步甩薄餅 

 讓學生透過對不同文化的了解，體驗當地的家庭主婦，繫著圍裙、戴著頭巾，手拿平底 

 鍋，鍋裡放著一片熱呼呼的薄餅，進行的跑步比賽，並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 

 

肆、評量方式 

 1. 上課參與度評量 

 2. 分組製作薄餅，實作成品評量 

 3. 口語表達評量 

 4. 清潔度評量 

今天，你吃薄餅了嗎？

跑步
甩薄餅

動手
做薄餅

英國
薄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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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綜合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實施年級 高年級 

主題名稱 今天，你吃薄餅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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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文化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健】1b-Ⅲ-1 理解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對健康維護的重要性。 

【健】1b-Ⅲ-2 認識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的基本步驟。 

【健】2c-Ⅲ-2 表現同理心、正向溝通的團隊精神。 

【健】2c-Ⅲ-3 表現積極參與、接受挑戰的學習態度。 

【健】3c-Ⅲ-1 表現穩定的身體控制和協調能力。 

【健】3d-Ⅲ-3 透過體驗或實踐，解決練習或比賽的問題。 

【綜】2b-Ⅲ-1 參與各項活動，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協同合作達 

              成共同目標。 

【綜】2d-Ⅲ-2 體察、分享並欣賞生活中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綜】3c-Ⅲ-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 

【英】1-Ⅲ-8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英】2-Ⅲ-6 能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英】3-Ⅲ-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英】3-Ⅲ-5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對話。 

【英】3-Ⅲ-6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短文之主要內容。 

【英】4-Ⅲ-1 能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學習內容 

【健】Ea-Ⅲ-3 每日飲食指南與多元飲食文化。 

【健】Fa-Ⅲ-3 維持良好人際關係的溝通技巧與策略。 

【健】Fa-Ⅲ-4 正向態度與情緒、壓力的管理技巧。 

【綜】Bb-Ⅲ-1 團體中的角色探索。 

【綜】Bb-Ⅲ-2 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綜】Bb-Ⅲ-3 團隊合作的技巧。 

【綜】Cc-Ⅲ-2 與不同族群相處的態度和禮儀。 

【綜】Cc-Ⅲ-4 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英】C-Ⅲ-2 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核心 

素養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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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中 

          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公平 

          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體-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及包容 

          文化的多元性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理 

          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 

          團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綜-E-C3 體驗與欣賞在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群，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元 

          性。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所學、字 

         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英-E-C3 認識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多元文化教育: 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平等的跨

文化素養；維護多元文化價值。 

所融入之

單元 

1. 英國薄餅日 

2. 動手做薄餅 

3. 跑步甩薄餅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國語文、綜合、健康與體育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1. 電腦: (1)PPT: Pancake Day 

      (2)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IWsFGvZf4 

2. 簡易烹飪食材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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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英國薄餅日 時間 40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健】1b-Ⅲ-1 理解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對健康維護的重要性。 

【健】1b-Ⅲ-2 認識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的基本步驟。 

【健】2c-Ⅲ-3 表現積極參與、接受挑戰的學習態度。 

【英】1-Ⅲ-8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英】2-Ⅲ-6 能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學習 

內容 

【健】Ea-Ⅲ-3 每日飲食指南與多元飲食文化。 

【英】C-Ⅲ-2 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學習目標 

一、能認識薄餅的種類、特色與由來。 

二、能認識薄餅的製作方法與程序。 

三、能理解健康飲食的重要性。 

領綱核心素養 

體-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及包容文 

        化的多元性。 

綜-E-C3 體驗與欣賞在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群，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透過認識英國製作薄餅的多樣化，理解健康飲食的重要性與文化的多元性。 

議題融入 

說明 
多元文化教育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今天，你吃薄餅了嗎？ 

1.詢問學生是否聽過、吃過「薄餅」最有名? 

2.討論製作「薄餅」可能需要那些材料?  

3.利用學生先備知識，討論製作「薄餅」可能需要的製作過程?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上課專注度 

【發展活動】 

1. 透過 PPT 講解說明認識「Pancake Day」的由來。 

2. 專心聆聽「薄餅」的製作過程等 

【時間】 

30分鐘 

【評量重點】 

上課專注度 

【綜合活動】 

觀看影片，深化「薄餅」過程學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IWsFGvZf4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上課專注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IWsFGvZ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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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提醒 1.教師確認 PPT 內容及相關影片 

2.確認分組組員與需要攜帶的相關食材 

參考資料 PPT/影片 

附錄 PPT (請參閱附件)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動手做薄餅 時間 40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健】2c-Ⅲ-2 表現同理心、正向溝通的團隊精神。 

【健】2c-Ⅲ-3 表現積極參與、接受挑戰的學習態度。 

【健】3c-Ⅲ-1 表現穩定的身體控制和協調能力。  

【健】3d-Ⅲ-3 透過體驗或實踐，解決練習或比賽的問題。 

【綜】2b-Ⅲ-1 參與各項活動，適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協同合作達成 

              共同目標。 

【綜】2d-Ⅲ-2 體察、分享並欣賞生活中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綜】3c-Ⅲ-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 

【英】3-Ⅲ-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英】3-Ⅲ-5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對話。 

學習 

內容 

【健】Fa-Ⅲ-3 維持良好人際關係的溝通技巧與策略。 

【健】Fa-Ⅲ-4 正向態度與情緒、壓力的管理技巧。  

【綜】Bb-Ⅲ-1 團體中的角色探索。 

【綜】Bb-Ⅲ-2 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綜】Bb-Ⅲ-3 團隊合作的技巧。 

【綜】Cc-Ⅲ-2 與不同族群相處的態度和禮儀。 

【綜】Cc-Ⅲ-4 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英】C-Ⅲ-2 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學習目標 

一、讓學生分組實地操作、體驗，感受麵粉的特質、麵粉與牛奶互動之間的觸 

    感。 

二、讓學生從分工合作中學習正向溝通的技巧。 

三、讓學生能從「雞蛋」、「麵粉」、「鹽」、「牛奶」製作完成薄餅。 

四、能藉由體驗活動，理解宗教、文化，進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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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核心素養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中的 

          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公平 

          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理 

          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 

        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所學、字 

         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透過分組實操，讓學生從分工合作中學習正向溝通的技巧與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議題融入 

說明 
多元文化教育 

第二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1. 動腦想想： 

「雞蛋」、「麵粉」、「鹽」、「牛奶」四種材料，該如何組合、比例組合? 

   才能做出好吃的薄餅?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口頭評量 

【發展活動】 

1.專心聆聽教師示範「薄餅」的基本製作過程。 

2.分組後，學生親自著手操作「薄餅」的製作。過程中，教師至各組進行 

  指導與協助修正技巧與水量。 

3.同學間互相經驗分享交流，做出不沾鍋也能夠甩得起來的薄餅。 

4.完成成品。 

【時間】 

30分鐘 

【評量重點】 

上課參與度評量 

【綜合活動】 

1. 學生分組完成自己的「薄餅」。 

2. 同儕與教師們共同欣賞作品並給與回饋。 

【時間】 

5分鐘 

【評量重點】 

分組料理「薄餅」 

教學提醒 學生動手操作老需在旁指導 

參考資料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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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跑步甩薄餅 時間 40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綜】2d-Ⅲ-2 體察、分享並欣賞生活中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英】3-Ⅲ-6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短文之主要內容。 

【英】4-Ⅲ-1 能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學習 

內容 

【健】Fa-Ⅲ-4 正向態度與情緒、壓力的管理技巧。 

【綜】Bb-III-2 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綜】Bb-III-3 團隊合作的技巧。 

【英】C-Ⅲ-2 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學習目標 
一、學生能分組討論，運用策略團隊合作，讓薄餅不掉落。 

二、學生能分組。 

領綱核心素養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公平 

         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 

         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所學、字 

         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英-E-C3 認識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透過分組討論與競賽，讓學生能學會溝通與互動，並能運用語文能力表達自製

薄餅作品特色。 

議題融入 

說明 
多元文化教育 

第三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1. 請學生說說如何讓薄餅不掉出鍋子?如何一邊跑步一邊甩餅? 

各組討論策略 

【時間】 

5分 

【評量重點】 

口語表達 

【發展活動】 

1. 1.學生到操場實地練習及競賽。 

2. 2.個人競賽及小組合作，讓學生從活動中掌握跑步甩餅的技巧。 

3. 3.裝點自己的薄餅，加料增加口味多樣性及擺盤美感。 

4.課程結束後，各組進行廚具、課室的清潔與整理。 

【時間】 

25分 

【評量重點】 

1.口語表達 

2.清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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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1. 各組發表跑步甩餅實際操作與計畫的不同，教師針對口頭報告給予各組

回饋。 

2. 反思:詢問學生從操作過程中學到甚麼? 下次可以如何修正，讓過程或

結果變更好? 

3. 透過學習單複習薄餅製作過程及簡易單字。 

【時間】 

10分 

【評量重點】 

口語表達 

學習單 

教學提醒 學生帶著鍋子甩餅，避免學生推擠碰撞發生危險 

參考資料  

附錄 學習單 

 

陸、教學成果 

一、教學過程（含照片） 

  

Pancake Day Warm-up 

  

薄餅日(Pancake Day)由來 薄餅成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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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製作 薄餅日競賽(Pancake Race） 

  

老師介紹薄餅日 老師示範甩薄餅 

 

二、學生作品（學習單或其他） 

  

先從和麵粉開始 準備材料要下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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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熱鍋 大家製作自己的薄餅 

  

大展身手認真做薄餅 完成的薄餅，看起來有模有樣的 

  

跑步甩薄餅---個人賽 跑步甩薄餅，似乎看出勝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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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甩薄餅---兩人一組 跑步甩薄餅---放心交給夥伴 

 

 

跑步甩薄餅---越來越順囉 跑步甩薄餅---跑起來沒問題 

         

美味可口的薄餅大功告成---滿足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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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教學者反思） 

    美味的食物，不僅是大人的最愛，也是小孩的最愛，我們設計從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著

手，優先挑選學生易上手的主題來介紹，從課程規劃中帶領孩子不僅認識不同國家、宗教的

特色，也讓孩子印象深刻，因為做了薄餅，知道薄餅日(Pancake Day)由來，這比起只有吃薄

餅，印象更深刻，因為大家還拿著餅底鍋甩餅跑操場呢! 

    學生能夠自主學習尋找相關資料，包含製作的材料及方法，本活動結合英語教學，融入

英國的傳統文化，讓學生也能學習簡單的單字及句子，看懂英文版的單字及製作過程，對學

生也是不一樣的學習。課堂的講解到最後學習單的練習，反覆加深學生學習的印象，食農教

育結合健康、綜合活動與英語領域教學。 

    延續前一學年的麵食課程，從中式的麵食製作到這一次的西方麵食課程，學生意猶未

盡，對於課程充滿期待；動手做，是課本以外最能吸引學生的教學活動，從規劃安排到執

行，多位老師共同商議內容，也將兩個年級混齡，一起分組學習，在偏鄉學校部分課程混齡

能激盪出一些火花，因為這是跟年齡影響不大的課程，但是學生可以提早有更多的見識。 

    然而，教師須留意在引導學生分組與任務分配時，要讓小組確認個別學生在組內擔任的

角色，並依此執行任務，也要引導學生學會溝通與表達自己的想法，以避免課程進行時發生

不必要的衝突。學生有多次混齡分組的經驗，不斷的磨合、溝通自己的想法，衝突越來越

少，合作無間。 

    最後，從同儕與教師的回饋中，給予學生正向回饋，以提升學生自信心與學習動機，並

引導學生覺察自己在實作過程中需要改進的地方。教學者也從學生的回饋中，修正改進下一

次的教學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