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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13 年度食農教育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畫  

 

壹、課程理念 
 

一、食物保存的重要性與中年級學生的生活密切相連 

    食品安全是現代社會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其學習的面向有許多，諸如基礎知識、營

養知識、食品加工、食品標籤、相關法規與衛生習慣等，之所以挑選「食物保存」的議題，

是因為此類知識與學生的生活更為密切，尤其是在學校用餐時間可以聽見學生分享 

    「我媽說牛奶冰超過1、2個禮拜都沒差，還是可以喝」、「我阿嬤說要削皮的水果不用

洗，皮削完就可以直接吃」、「我阿嬤也說只要冰在冷凍庫都沒問題」。本校許多孩子都是

隔代教養，其觀念來自於老一輩的家人，而這些觀念有導正的必要。 

    因此，對於中年級的孩子來說，食品保存是食品安全中的重要一環。正確的食品保存方

法能防止食物變質，避免食源性疾病的發生。孩子們應該學會遵循食品的保存方式，並認識

到保持食物新鮮和安全的重要性，同時延伸到愛惜食物的覺察。 

 

二、數位融入教學是教學有效與合作學習的最佳展現 

    數位科技在班級教學應用是一種進化的展現，它能夠體現與增進學生表現，並促進協同

學習。數位工具使得學生進行互動、分享和協作時，更加便利。這不僅提升了學生之間的交

流和合作能力，還讓他們能夠學習彼此的優點和知識，達到共同進步的目標。因此，課程中： 

1. 利用均一平台的影片使學生知覺此議題的重要性； 

2. 利用 Padlet 有效的統合學生蒐集的各類資訊，以供大屏觀看，有效進行發表報告，同時能

便利於進行他評與自評。 

3. 利用 Visual-Paradigm 彙整心智圖，以圖像思維讓學習更有效率； 

4. 利用 Numbers 幫助學生快速的繪製圖表，以供識讀與比較； 

5. 利用 Kahoot!進行快問快答，增加學生對知識概念的印象； 

6. 利用 Keynote 製作宣傳海報，回家與家庭成員分享，使翻轉過往經驗帶來新的生活習慣。 

    此課程使學生做到「讓知識與行動齊飛」，學生能夠了解如何： 

1. 正確的面對食物保存的方式，從而減少食源性疾病的發生； 

2. 將正確觀念帶回家影響家庭的改變，與家人一起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3. 透過基本知識幫助他們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確保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明智的選擇。 

4. 促進了全家人的共同成長和進步，是素養教學導向課程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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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架構 

 

 

參、教學方法 

    此課程中運用了以下四種教學方法，以達教學成效。 

一、合作學習法 

    讓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成為教室的主人，一起解決問題或尋找答案，達成共同目標。 

二、直接教學法 

    以適合學生理解的方式進行名詞解釋或觀念說明，並於其中穿插適合的提問。 

三、自主學習法 

    以四學模式為課程主架構，讓學生在導學、自學、共學與互學中做學習身分的切換，依 

    據學生的學習任務不同給予不同的協助與引導。 

四、科技融入教學法 

    以學習者為導向，增強主動學習、創新思考以及問題解決的能力，學生可共同討論學習 

    任務並進行想法澄清與彙整。 

 

肆、評量方式 

    此課程透過以下幾種評量方式來確認教學成效： 

一、 口頭評量：學生在發表、進行快問快答與分享經驗時，可以了解學生的想法與程度。 

二、 實作評量：透過學生網路搜尋與繪製圖表等歷程，確認具數位應用以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 檔案評量：以學生完成的心智圖、海報與心得回饋等檔案，評析學生的學習樣態。 

四、 自我評量：讓學生進行自評，讓學生對於自己的行為表現給予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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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綜合/食農 

實施年級 四年級 

主題名稱 保食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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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素養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數-E-B2 

具備報讀、製作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培養審

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社-E-B2 

認識與運用科技、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關聯。 

綜-E-B2 

蒐集與應用資源，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用以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數) d-II-1   報讀與製作一維表格、二維表格與長條圖，報讀折線圖，並據以做 

             簡單推論。 

(國)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國)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社) 3b-II-1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資料，並判讀其正確性。 

(社) 3d-Ⅱ-3   將問題解決的過程與結果，進行報告分享或實作展演。 

(綜) 2d-II-2    分享自己運用創意解決生活問題的經驗與觀察。  

學習

內容 

(數) D-4-1   報讀長條圖與折線圖以及製作長條圖：報讀與說明生活中的長條圖 

             與折線圖。配合其他領域課程，學習製作長條圖。 

(國) Be-Ⅱ-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心得報告的寫作方法為主。 

(社) Ae-Ⅱ-1   人類為了解決生活需求或滿足好奇心，進行科學和技術的研發，從 

             而改變自然環境與人們的生活。 

(綜) Bd-II-3   生活問題的創意解決。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資訊教育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所融

入之

單元 

南一四下數學第一單元 統計圖表 

翰林四下國語第 12 課 閱讀課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社會領域、綜合領域 

教材來源 自編、網路資源、南一出版社 

教學設備/資

源 

平板、自編學習單、APP（Numbers、Kaynote）、平台(Kahoot!、Visual-Paradigm、

Padlet)、台視新聞 TTV NEWS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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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一 

單元名稱 「保食」調查局~守護原則、破除魔咒 時間 120 分鐘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3b-II-1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資料，並判讀其正確性。 

3d-Ⅱ-3   將問題解決的過程與結果，進行報告分享或實作展演。 

學習內容 Bd-II-3   生活問題的創意解決。 

學習目標 
1. 能善用網路資源了解食物保鮮的原則與迷思。 

2. 能覺察家中食物保存方式並進行統整與討論。 

領綱核心素養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培

養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綜-E-B2 

蒐集與應用資源，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用以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運用資訊媒體了解與蒐集與食物保存相關的內容。 

議題融入 

說明 

1. 從日常經驗、新聞報導、網站資料的蒐集，覺知食物保存的重要性。 

2. 使用數位資訊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第一~三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導學] 

1. 教師播放台視新聞 TTV NEWS 影片-「食物冷藏不會壞? 醫曝

5 大 NG 冰東西方式」。 

2. 詢問學生所知道家裡對於食物保存方式或觀念有哪些？ 

【時間】 10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踴躍的進行討論 

2. 能專心聆聽與觀看影片 

【發展活動】[自學、共學] 

1. 與學生討論與分辨「迷思」與「原則」的意涵。 

2. 請學生分組上網搜尋關於食物保存的原則與迷思，並將所蒐集

資料的重點上傳 Padlet。 

3. 請學生依據 Padlet 內容進行統整、歸類，並於 Visual-Paradigm

完成「守護原則」與「破除魔咒」的心智圖，完成後上傳 Padlet。 

【時間】 90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以關鍵字查詢資料 

2. 能熱衷的參與討論 

3. 能將資料進行彙整 

4. 能運用網站繪製圖表 

5. 能上傳圖表至網站發表 

【綜合活動】[互學、導學] 

1. 各組學生上台發表心智圖的內容。 

2. 學生於 Padlet 並進行他評與自評。 

3. 教師歸納與統整關於食物保存的概念與資訊，並師生共同完成

「『保食』調查局」學習單，做為回家進行調查的依據。 

【時間】 20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專心聆聽各組內容 

2. 能進行客觀的評分 

3. 能流暢的上台發表 

教學提醒 

1. 以 Padlet 的方式蒐集各組資訊，可以清楚的看見所有資訊，便於討論。 

2. Visual-Paradigm 是易上手的心智圖工具，可先對孩子進行工具列的解說，

有效縮短繪製時間。 

3. 學生於蒐集資料時先需要原則與迷思的概念定義，對於資料蒐集有助益。 

參考資料 
台視新聞 TTV NEWS 影片-「食物冷藏不會壞? 醫曝 5 大 NG 冰東西方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eQSLEe1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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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二 

單元名稱 「保食」搜查線~誰最 NG、誰是大魔王 時間 120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數) d-II-1   報讀與製作一維表格、二維表格與長條圖，報讀折線圖，並據以 

              做簡單推論。 

(國)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國)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社) 3d-Ⅱ-3   將問題解決的過程與結果，進行報告分享或實作展演。 

學習 

內容 

(數) D-4-1   報讀長條圖與折線圖以及製作長條圖：報讀與說明生活中的長條

圖與折線圖。配合其他領域課程，學習製作長條圖。 

(綜) Bd-II-3   生活問題的創意解決。 

學習目標 
1. 了解家庭成員對於食物保存的觀念，並能適切的彙整資訊。 

2. 推測可能出現錯誤與迷思的原因，進行討論。 

領綱核心素養 
數-E-B2 

具備報讀、製作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善用不同數位媒體進行彙整、製作與分享。 

議題融入 

說明 

將學習單的調查資訊轉化成可比較的圖表。 

第四~六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導學] 

1. 教師依據心智圖的內容以 Kahoot!進行「快問快答」。 

2. 學生分享訪談家人時發生的趣事。 

【時間】 15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踴躍的參與分享 

2. 能熱衷的參與活動 

【發展活動】[自學、共學、互學] 

1. 請各組學生依據所完成的「『保食』調查局」學習單進行彙整。 

2. 請學生分享訪談家人「『保食』調查局」學習單內容的有趣發現。 

3. 彙整後於 Numbers 進行圖表的繪製。 

4. 將製作圖表匯出後上傳 Padlet，並進行發表分享。 

5. 學生於 Padlet 上進行他評與自評。 

【時間】80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運用軟體繪製圖表 

2. 能依據圖表訊息討論 

3. 能專心聆聽報告內容 

4. 能流暢的上台發表 

5. 能進行客觀的評分 

【綜合活動】[互學、導學] 

1. 引導學生依據各組報告找出前十名「誰最 NG」(常犯錯誤)與「誰

是大魔王」(最多人誤解的迷思)。 

2. 推測前十名之所以發生的可能原因，並於 Padlet 回答。 

3. 教師以 Padlet 的內容進行歸納與統整。 

【時間】25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踴躍參與發表討論 

2. 能依據資訊進行推論 

教學提醒 

1. 學生在利用 NUMBERS 進行圖表繪製時，可讓學生自選適合的圖表呈現方

式，於分享時可方便看見資料不同的呈現方式的優缺點。 

2. 找出前十名的資訊時，可以幫助學生再次釐清需要對照的資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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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三 

單元名稱 「保食」守護者~宣傳我最「利」 時間 80 分鐘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國)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國)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社) 3d-Ⅱ-3   將問題解決的過程與結果，進行報告分享或實作展演。 

學習 

內容 

(綜) Bd-II-3   生活問題的創意解決。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運用不同數位科技完成食物保存的宣傳海報。 

2. 學生能對於課程所學寫下心得感想與收穫。 

領綱核心素養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對學習的重要性，藉以擴展語文學習的範疇，並培養

審慎使用各類資訊的能力。 

社-E-B2 

認識與運用科技、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關聯。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1. 善用數位媒體進行創作與分享。 

2. 具美感的發揮創意進行設計。 

議題融入 

說明 

1. 使用資訊科技進行創意發想的海報。 

2. 完成心得報告。 

第七~八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導學] 

1. 詢問學生是否知道「宣傳」的意思？與學生討論宣傳的內容、

重點與方向。 

2. 讓學生自由選擇製作的主題內容(盡可能同組不相同)。 

【時間】10 分鐘 

【評量重點】  

1.能踴躍的參與分享 

2.能熱衷的參與活動 

【發展活動】[自學、共學、互學] 

1. 各組學生依據所選擇的宣傳題材，上網自行蒐集資料與圖片等

素材，運用 Kaynote 進行宣傳海報創作。 

2. 學生上台進行設計理念、創作構思與版面配色等的分享。 

3. 學生將所創作的作品放置 Padlet 以供學生進行他評與自評。 

【時間】50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運用軟體繪製圖卡 

2. 能專心聆聽報告內容 

3. 能流暢的上台分享 

4. 能進行客觀的評分 

【綜合活動】[互學、導學] 

1. 學生於 Padlet 完成對此單元的學習心得報告 

2. 回家與家長分享宣導，並邀請家長寫下想法感受。 

【時間】20 分鐘 

【評量重點】 

1. 能與家人分享並記錄 

2. 能書寫學習的心得報告 

教學提醒 

1. 在講解完何謂宣傳的意涵時，可以先與學生討論宣傳海報畫面應有的訊息，

讓學生可以在搜尋資料的同時，更聚焦。 

2. 為達有效教學，可讓孩子與家長進行記錄分享，實際產生正向影響。 

3. 可邀請家長對於宣傳海報進行觀看後的分享，給予學生正能量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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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成果（勿出現學校、作者之文字、圖像或是照片） 

一、教學過程（含照片） 

單元一 「保食」調查局 

  

台視新聞 TTV NEWS 影片-「食物冷藏不

會壞? 醫曝5大 NG 冰東西方式」 

分享家中關於食物保存的作法 

  

學生搜尋關於食物保存的原則與迷思 學生搜尋關於食物保存的原則與迷思 

  

於 Padlet 上建置所蒐集的資料 教師進行 Visual-Paradigm 繪圖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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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保食」調查局 

  

學生於 Visual-Paradigm 繪製心智圖 學生於 Visual-Paradigm 繪製心智圖 

  

學生彼此進行數位功能的教導與解惑 學生上台分享心智圖的內容 

  

學生上台分享心智圖的內容 學生上台分享心智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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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保食」調查局 

  

學生上台分享心智圖的內容 師生共討論完成「保食調查員」學習單 

單元二 「保食」搜查線 

  

學生透過 Padlet 進行自評與互評 Kahoot!-快問快答 

  

Kahoot!冠軍畫面 分組討論與彙整學習單的調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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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保食」搜查線 

  

分組討論與彙整學習單的調查內容 分享「『保食』調查局」學習單的發現 

  

分享「『保食』調查局」學習單的發現 教師介紹 Numbers 的圖表功能 

  

Numbers 繪製調查內容的圖表 Numbers 繪製調查內容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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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保食」搜查線 

  

上台報告 Numbers 圖表內容 上台報告 Numbers 圖表內容 

  

上台報告 Numbers 圖表內容 上台報告 Numbers 圖表內容 

  

將圖表上傳 Padlet 並進行他評與互評 教師依據學生推測原因進行歸納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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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保食」守護者 

  

學生運用 Keynote 產出宣傳海報 學生運用 Keynote 產出宣傳海報 

 
 

學生運用 Keynote 產出宣傳海報 學生運用 Keynote 產出宣傳海報 

  

學生進行圖卡海報的分享  學生進行圖卡海報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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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保食」守護者 

 
 

學生進行圖卡海報的分享 學生回家的宣導實境紀錄(資訊分享) 

  

學生回家的宣導實境紀錄(資訊分享) 學生回家的宣導實境紀錄(實作蔥、大蒜和

洋蔥的保存) 

 

 

學生回家的宣導實境紀錄(資訊分享) 學生於 Padlet 書寫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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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學習單或其他） 

一、課堂操作的 QR Code 

 

         Kahoot！快問快答      Padlet 平台-蒐集、統整、回饋、繳交、分享 

二、學生的學習單 

 

「保食」調查員的學習單 

三、Padlet 的教學紀錄 

 

1. 蒐集用---蒐集關於食物保存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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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論用---猜測食物保存錯誤原則或迷思之緣由 

 

 

3. 評量用---學生於 Padlet 上進行自評與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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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省思用---學生對於課程的心得與收穫 

 

 

5. 延伸用---家長對於課程的感受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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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繪製的心智圖 

 

 

 

 

 

 

 

於 Visual-Paradigm 繪製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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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Numbers 的統計圖表 

 

 

學生於 Numbers 所繪製的圖表 

六、Keynote 的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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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 Keynote 所繪製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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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教學者反思） 

    關於此教案的發想均來自於平日對孩子們的觀察，常聽到孩子們說著許多「似是而非」 

的觀念，而這些觀念都來自於家人所給予的，然若不予以糾正，恐讓這些觀念持續「延燒」 

至下一代。在進行第一個教學單元過程中就有孩子頻頻「爆料」：「我阿嬤也是這樣把冰箱 

塞滿耶」、「老師，真的耶，我媽說食物放電鍋保溫一整天都沒事啦」，課程後就有孩子回 

饋我「我回家要跟阿嬤和媽媽說，他們那些食物保存的習慣都不對，要改掉不然有一天會生 

病」，能得到這樣的回饋真是太美好了。不僅顯示這個教案的設計是成功的，而且可以期待 

教學的最終目的可以被看見啊！ 

    平常教學就會使用數位融入，Numbers、Kahoot！與 Padlet 都是上課常用的工具。這次加 

入新的學習元素，有讓孩子們學習以心智圖的工具-Visual-Paradigm，也有利用 Keynote 進行 

海報設計，對於老師而言是新的教學嘗試，對於學生而言是嶄新的學習感受，師生都有收穫。 

    其中，此次教學中在關於載具使用、學生參與、班級經營與自我提升的收穫，可以做為 

日後教學的先備經驗，分述如下 ：    

1. 關於

載具運用 

在載具的使用上要先確認學生帳號的使用，以利於不同的教學軟體登入的

切換，如此能使教學節奏更順暢。 

2. 關於

學生參與 

班上所有孩子在教室裡都是主人，每一個人都很認真地完成任務，就連小

組合作時，孩子們的討論與分工也很順利，我想這是數位教學的魅力。當

教師適切的安排教學活動融入數位的元素，可以強化孩子們的學習動機與

提高參與度。 

3. 關於

教師角色 

在任務完成的過程中，教師的角色多元，起初擔任引導者，介紹功能與任

務內容，接著擔任學習夥伴，與學生一起探索數位的世界，有時也會從學

生的創作中再獲得教學靈感，也被學生的表現驚艷到，我想這是一種教學

相長。 

4. 關於 

自我提升 

在設計這堂課時，也給自己新的目標，期望可以帶學生再多認識不同的數

位學習工具，所以在這之前要自己先依據教學內容進行演練，練習透過投

影大屏來進行教學。雖然實際教學時仍偶爾會被學生的提問小小難倒，但

都可以很快的解決問題，對教師而言也能獲得成就感。 

    完成此課程，更美麗的風景就是收到家長的肯定與回饋，讓親師生共好的願景可以實現，

孩子們回家分享很有成就感，家長也知道孩子除了教科書所學，更實際的與生活素養產生連

結。我覺得這是對我自己的挑戰，也是做對學生有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