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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教案格式 

臺南 400 主題優良教案甄選 

一、教案名稱：珍愛城外米食-灣來煎粿 

二、設計理念：（應包含與臺南 400 相關議題說明） 

        臺南 400 從「府城」過去的歷史出發，來自世界各地的族群在這片土地開展了文

明的過程，飲食為文化的一環，米食更是臺灣重要的飲食文化。米食於不同的區域呈

現出不同的風貌，府城米食精緻小樣如米糕、碗粿;府城外因居民從事農業需大量體

力需提供足夠熱量飽餐如大灣煎粿僅以白粿煎熟淋上羹湯。大灣位在永康區東南一

帶，大灣古稱大灣塘，早期鯽魚潭遺留諸多潟湖潭水，據說農漁產豐盛，早就有了村

落和居民。鄭成功蒞臺時，在臺南設置承天府，大灣就位於承天府小東門城外，本教

案的設計以學校在地而選擇大灣煎粿來介紹米食。 

       臺南 400 設計理念「珍視傳統、開創當代、展望未來」，從社會課程了解臺灣米食

的多元特色珍視傳統;從校訂課程探究中體會大灣在地米食的現狀;從實踐中，讓學生

產生在地情感，珍視自身飲食文化，在未來願意推廣、介紹在地米食-煎粿，讓學生

與在地飲食產生連結，以期達成臺南 400精神。 

       臺灣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了稻米的種植，臺灣的地形和氣候適合水稻生長，米食

更是重要的主食，除了日常食用更是出口作物。臺灣作為移民社會，有來自不同的族

群在此共存，展現出多元的文化樣貌，不同的族群在此相聚、遷移、通婚與交流，而

發展出多元文化共存的發展與樣貌。近年隨著國際交流頻繁，國人因有多元餐飲選

擇，民眾食用稻米量也逐念下降，不論政府和民間皆積極的推廣食米，讓食米的習慣

重回生活的日常。 

        教案的設計理念是以五年級社會領域從稻米種植到多元米食特色介紹臺灣米食，

並說明目前國人米食意願的困境，在校訂課程中透過將大灣的傳統米食-煎粿的了

解，從而認識家鄉美食，從了解中珍視自身飲食文化，並盡自己所能推廣大灣米食-

煎粿。讓學生從課程探究中體會城外米食，並深化臺南 400 的核心價值「珍視傳統、

開創當代、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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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架構：含學習目標概念分析與架構圖 

主題 珍愛城外米食-灣來煎粿 

 

課程目標 活動一: 

臺灣的多元米食 

活動二: 

臺灣米食的挑戰 

活動三: 

城外米食-灣來煎粿 

 

關鍵提問及 

學習目標 

關鍵提問一:臺灣米

食的轉變? 

1.整理班上同學三餐

的飲食習慣，理解現

今餐飲習慣的概況。 

關鍵提問二:臺灣水

稻的耕種發展? 

2.搜集和整理臺灣的

水稻耕種發展，覺察

臺灣的稻米發展與自

然環境、族群遷移的

關係。 

關鍵提問三:臺灣為

什麼有多元米食特

色? 

3.搜集和整理不同族

群在米食特色的文化

足跡，欣賞並尊重文

化的多樣性。 

關鍵提問四:臺灣米

食文化的轉變與轉

機? 

理解因應不同時代米

食文化的轉變和危

機，評估政府使用方

法解決食米率下降問

題，選擇學生可以實

踐的方式，提高食米

習慣。 

 

關鍵提問五:探究在

地大灣煎粿的演變，

與面對困難時的轉機

與發展? 

5.分析與比較臺灣米

食發展與大灣的異

同，選擇 5題訪談

稿。 

關鍵提問六:大灣在

地的學生可以怎麼推

廣大灣在地米食? 

6各組選定主題，整

理訪談稿、網路資

料，評估大灣煎粿轉

機與發展，選擇可能

的做法分組完成報

告。 

 

時間 
2堂 80分鐘 1堂 40分鐘 3堂 120分鐘 

教學資源 
三餐調查表 

數位 Quizn 平台

google 試算表 

書面 

影音文本 

書面 

影音文本 

數位 Keynote 

教學策略 
分組合作學習 

數位平台融入 

資料整理法: 

撒字法、心智圖 

T 圖 T 表筆記方格表 

各組發表 

數位平台融入 

資料整理法: 

SWOT 分析法 

分組合作學習 

擬定訪談搞 

實地訪談 

各組發表 

數位平台融入 

評量 
1.完成三餐調查表 

2.口頭評量 

3.參與組內討論 

4.完成學習單 

1.分組完成 SWOT 分

析法討論單 

1.口頭評量 

2.參與組內討論 

3.完成組內宣傳海報 

臺南 400 核

心精神 

珍視傳統 開創當代 開創當代 

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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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年

級 

五年級 總節數 共 6 節，240 分鐘 

實施人

數 

28 人 

核心素

養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1b-Ⅲ-2理解各種事實或社會現象的關係，並歸納出其間的關係或規律性。 

2b-Ⅲ-2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 

        文化的多樣性。 

3d-Ⅱ-2評估與選擇可能的做法，嘗試解決問題。 

議

題 

學習主題 

實農教育-飲食生活與文化的飲食文化 

實質內涵 

食 E15. 參與體驗活動、認識家鄉 飲食文化，瞭解飲食文化 

傳承的意義，欣賞與尊重多元飲食文化。 

臺

南

400 

 「珍視傳統、開創當代、展望未來」 

 了解臺灣種植稻米傳統和多元米食特色、當前國人米食習慣現況，探

究大灣在地傳統米食的過去、現在，學生於現在發覺煎粿傳統米食，於未

來珍視傳統米食並發揚。 

所

融

入

之

學

活動一: 搜集和整理臺灣的水稻耕種發展，覺察台灣的稻米發展與自然環

境、族群遷移的關係。(Cb-Ⅲ-2、1b-Ⅲ-2) 

活動二: 搜集和整理不同族群在米食特色的文化足跡，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

樣性。(Bc-Ⅲ-1、2b-Ⅲ-2) 

活動三: 城外米食-灣來煎粿融入實農教育-飲食生活與文化的飲食文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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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重

點 

地的訪談踏查，瞭解飲食文化傳承的意義，欣賞大灣煎粿。(食 E15) 

與其他

領域/科

目的連

結 

 社會領域及校訂彈性課程。 

教材來

源 

1.翰林版五年級下學期社會課本第三單元 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第一課臺灣為什麼

有多元的米食文化? 

2.【臺南 400系列動畫】EP03《族群織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12sIMMwrBs 

3.微笑臺灣  最接地氣的米食小吃 台南特有種煎肉圓，「肉粿」也要戰南北？

（下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12sIMMwrBs 

教學設

備/資源 

自編因材網社會課程包、Quizn 平台、平板、學習單、便利貼 

學習目

標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b-Ⅲ-2 理解各種

事實或社會現象

的關係，並歸納

出其間的關係或

規律性。 

2b-Ⅲ-2 理解不同

文化的特色，欣

賞並尊重文化的

多樣性。 

3d-Ⅱ-2 評估與選

擇可能的做法，

嘗試解決問題。 

Bc-Ⅲ-1 族群或地

區的文化特色，

各有其產生的背

景因素，因而形

塑臺灣多元豐富

的文化內涵。 

整理班上同學三

餐的飲食習慣，

理解現今餐飲習

慣的概況。 

搜集和整理不同

族群在米食特色

的文化足跡，欣

賞並尊重文化的

多樣性。 

各組選定主題，

整理訪談稿、網

路資料，評估大

灣煎粿轉機與發

展，選擇可能的

做法分組完成報

告。 

Cb-Ⅲ-2 臺灣史前

文化、原住民族

文化、中華文化

及世界其他文化

隨著時代變遷，

都在臺灣留下有

形與無形的文化

資產，並於生活

中展現特色。 

搜集和整理臺灣

的水稻耕種發

展，覺察台灣的

稻米發展與自然

環境、族群遷移

的關係。 

搜集和整理不同

族群在米食特色

的文化足跡，欣

賞並尊重臺灣多

元米食特色。 

理解因應不同時

代米食文化的轉

變和危機，評估

政府使用方法解

決食米率下降問

題，選擇學生可

以實踐的方式，

提高食米習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12sIMMw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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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型

態 

■ 個別班級教學 □ 班群教學 □ 全學年教學活動 

□ 跨學年教學活動 □ 戶外教學 □ 其他 

教學活

動 

（單元/節

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實

施

時

間 

活動一: 

臺灣的多

元米食(第

一節) 

 

 

 

 

 

 

 

 

 

 

 

 

 

 

 

 

 

 

 

一、引起動機 

關鍵提問一:臺灣米食的轉變? 

1.米食轉變的原因 

    當前學生的三餐飲食習慣大調查(兩星期:統計出班上目前的飲食習

慣，屬於中式、西式、其他;從飲食習慣中分類屬於米或是麵粉?)臺灣在

清代和日治時代都是稻米的出產國?為什麼食米的比例下降? 想想看有可

能是什麼原因? 

2.使用 Quizn 平台調查學生的飲食喜好，教師提問:完成後，和影片觀看

之後，對於米食發生了什麼事情?在臺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二、發展活動 

1.關鍵提問二:臺灣水稻的耕種發展? 

臺灣的水稻耕種發展 

(1) 發展歷史:使用灑字卡將時代和當時稻米的發展依序排出，小組討論

完成心智圖。 

(2)影響因素:使用心智圖表整理影響農耕的因素(地形、氣候、水利設

施、食米加工、品種改良和擴大種植)，小組完成心智圖，並發表。 

 

     
 

說明:學生使用 Quizn 平台發表看法，利用平台蒐集班上意見。 

 

10

分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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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臺灣的多

元米食(第

二節) 

 

  
說明:以分組合作的方式，組內每位同學都負責心智圖的關鍵概念

排序，結合社會領域學習「灑字法｣方式完成心智圖表的整理。 

  
說明:各組成員經過充分的討論，組內作品人人有貢獻，每一位成

員對分組學習單內容熟悉都能進行發表，各組發表臺灣農耕發展歷

史和影響農耕因素進行報告。 

 

2.關鍵提問三:臺灣為什麼有多元米食特色? 

引導學生閱讀課文，以課文文本和網路查找資料，完成文本整理填入學習

單。 

(1)族群足跡:使用課本文本和網路搜尋找尋不同族群在臺灣的米食習慣

(原住民、中國移民、日本移民、越南移民) 

(2)融合創新: 

2-1台灣特色:雞肉飯口味的三角飯糰、河粉蛋餅、抹茶湯圓分析這三種

特色是融合了哪些族群特色? 

2-2各組上網蒐集還有哪些米食產品是屬於台灣特色 

(3)依據漢人在不同節慶的米食料理介紹 

  

說明:使用社會科資料整理方式 T圖表和筆記方格表整理課文文本

內容。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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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活動 

(1)引導學生討論學習單第四大題:想一想，這些米食與族群的文化或

我們的生活環境有什麼關聯? 

(2)從社會領域的角度出發，從討論中讓學生發覺多元的米食習慣和

特色與臺灣的地理環境、多元族群文化在臺灣不斷堆疊、交融與

創新產生關聯。 

四、評量活動 

能完成學習單，並依據教師提問發表內容。 

5分 

 

10

分 

教學活動 

（單元/節

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實

施

時

間 

活動二: 

臺灣米食

的挑戰(第

三節) 

 

 

 

 

 

 

 

 

 

 

 

 

 

 

 

 

一、引起動機: 

    根據上三節內容，使用分組合作學習輪流分享的方式，讓每一位學生

都發表前三節的學習。 

二、發展活動 

關鍵提問四:臺灣米食文化的轉變與轉機?  

1.結合前三節討論，閱讀書面和影音文本使用 SWOT 分析法分析臺灣米

食的狀況和可以採取的策略。 

2.進行方式: 

個人自學:以臺灣米食現狀為主，從 SWOT分析中選擇兩項分析，使用便

利貼紀錄。 

組內共學:輪流發表個人書寫的臺灣米食現狀的 SWOT 分析，使用分組合

作學習法的小組共識建立，完成分組學習單。 

組間互學:將各組完成的學習單拍照上傳 Quizn 平台，分組報告。 

教師導學:引導學生思考臺灣米食的危機與轉機，目前政府和民間又採取

了哪些策略? 

  
說明:各組從課文文本中查找資料，針對臺灣米食進行 SWOT 分

析，從分析過程中建立對於台灣米食現狀的看法。 

5分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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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各組使用分組合作學習法-小組共識建立，完成分組討論。 

  
說明:SWOT 分組學習單，組內每位成員發表兩個想法，將所有的想

法發表並整合貼上分組學習單。 

  
說明:進行分組報告 

 

 

 

 

 

 

 

 

 

 

 

 

2.政府和民間推廣(上網查詢):找到一則政府或民間推廣的例子，貼文並

且簡介。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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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整活動 

    引導學生思考臺灣米食的危機與轉機，目前政府和民間又採取了哪些

策略?為什麼政府和民間要做米食的推廣?並討論哪些推廣活動容易吸引人

注意? 

四、評量活動 

    在分組合作學習中可以依照老師的指令在組內發表自己看法，最後學

生可依據自己的報告進行全班口頭報告。 

 

 

 

  
說明:學生在 Quizn 的平台上各自貼文，從網路中搜尋米食推廣活動

並進行分析。貼文分析包含 1.活動名稱 2.這一個活動是民間或政

府辦理 3.活動方式說明。 

  
說明:學生根據上網查找的海報，對於海報進行分析，從三個重點

說明臺灣對於米食的推廣報告，學生可以從海報說明對於主題清晰

理解。 

 

 

 

 

 

 

 

 

 

 

 

 

 

 

 

 

 

 

 

5分 

學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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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單元/節

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實

施

時

間 

活動三:城

外米食-灣

來煎粿(第

四節) 

 

 

 

 

 

 

 

 

 

 

 

 

 

 

 

 

 

 

 

 

 

一、引起動機: 

    關鍵提問五:探究在地大灣煎粿的演變，與面對困難時的轉機與發展? 

教師引導學生分析臺灣米食發展與大灣的關聯，學生從中發覺吃過大

灣煎粿的同學是少數，而班上早餐都以茶葉蛋、三明治、鮮奶、三角飯

糰……為主，察覺出米食文化的轉變。 

二、發展活動 

在 400年前府城是以米食為主，而往後府城的發展，府城內多是從事 

商業，因此府城米食多精緻如糕點、米糕或碗粿需要較多時間製作;然而

以府城外的居民多以農業或做工為主，需要充分的熱量要吃飽才有體力上

工，因此能快速、飽食是一大訴求，而大灣的煎粿就是屬於這類米食。 

    大灣是臺灣臺南市永康區的一處地名，位在永康區東南一帶，大灣古

稱大灣塘，早期鯽魚潭遺留諸多潟湖潭水，據說農漁產豐盛，早就有了村

落和居民。鄭成功蒞台時，在臺南設置承天府，大灣就位於承天府小東門

城外。 

1.了解大灣煎粿: 

(1)到因材網閱讀文章:微笑臺灣  最接地氣的米食小吃 台南特有種煎肉

圓，「肉粿」也要戰南北？（下集） 

(2)以大灣煎粿為主，將文章中對於大灣煎粿的說明摘錄在 Quizn 討論版

上。 

 
說明:學生摘錄文本，將文章中與大灣煎粿相關敘述摘述和進行課

堂討論，對於即將訪問的大灣煎粿有初步的了解。 

 

2.設計訪談題目 

(1)依據文本對於大灣煎粿的介紹，請同學針對想了解的部分進行提問，

每個人針對疑惑進行發問。 

 

 

 

5 分 

 

 

 

15

分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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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蒐集班上對於煎粿的疑惑，集合全班意見，再讓分組依據討

論設計提問。 

 
(2)各組依據討論版第七和第八頁進行各組的訪談提問設計，並加入追問

題。 

  

 
 

說明:各組在 Quizn上張貼各組訪談提問。並且預先在教室內進行訪

談實地演練。 

(3)給學生訪問鷹架，並與學生於課堂中實際演練訪問過程。 

阿姨好，我是(          )，我想要知道(           )，謝謝阿姨接受

我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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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

城外米

食-灣來

煎粿(第

五節) 

 

 

 

 

 

 

 

 

 

 

 

 

 

 

 

 

 

 

 

 

 

 

 

 

3.實地走訪大灣煎粿-王媽煎粿 

  
說明:100年好滋味，大灣王媽煎粿。 

白粿煎熟加入羹湯，多種醬汁自行搭配就是一碗能「快速」「飽

食」且風味獨具的肉粿。 

  
說明:實地踏查，在小店內色香味俱全，對於大灣煎粿，學生更深的

印象連結。學生透過提問和老闆娘互動，加深了對於煎粿的認識。 

  
說明:學生們好奇一進店內就可以聞到許多不同的辛香料味道，老闆娘介

紹醬料，口味可以依顧客喜好手動客製化，獨門醬汁有葷有素，滿足不同

客群的需求。 

 

 

 

 

 

 

 

 

 

 

 

 

2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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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

城外米

食-灣來

煎粿(第

六節) 

4.實地踏查後所見所聞，在 Quizn 中記錄心得 

 
說明:訪談後將學生的感受進行記錄，討論後加深對於本次活動的

感受。 

 
三、統整活動 

關鍵提問六:大灣在地的學生可以怎麼推廣大灣在地米食? 

6各組選定主題，整理訪談稿、網路資料，評估大灣煎粿轉機與發展，選

擇可能的做法分組討論大灣煎粿推廣活動。 

1.制定主題:以什麼方式推廣大灣煎粿? 

2.組內分工:第一、二位-使用 iPad 的 keynote 軟體製作整組海報。 

           第三、四位-查詢大灣煎粿介紹及圖片使用 airdrop 的方 

                      式分享共作。 

           第五、六位-設計海報文字，以簡短、響亮為主。 

3.第一次發表:以目前進度進行發表，讓同學給予建議與讚美。 

4.分組討論:根據回饋進行組內討論修改。 

 

  

說明:組內分工指導(依據不同工作項目給予不同鷹架) 

     組內分工執行任務完成大灣米食-煎粿海報 

 

10

分 

 

 

 

 

 

 

 

 

10

分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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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各組針對已完成的部分進行報告，聽眾需給予回饋或建議。 

  
說明:各組初版海報，經過全班討論後，各組對於接下來的修改都各

自有方向。 

5.二次分組討論:完成海報 

(1)分組報告，臺下聽眾給予讚美，與發表者互動。 

(2)學生互評:每位同學都有兩票，除了自己組別，投票給心目中的最佳組

別。 

  
說明:第二次的發表，同學沉穩許

多。 

說明:發表同學根據發表內容與台

下的同學互動。 

  
說明:學生知道要互評之後，要求

拉票時間，各組再推派一位成員替

簡報拉票。 

說明:學生根據五組的報告進行互

評。 

 

四、評量活動 

完成推廣海報並進行發表，本單元結束。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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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成果與省思 

1.教學成果: 

(1)結合社會科領域和校定課程，讓學生對於在地傳統美食文化有進一步的了解。實地

的訪問加深學生對這一個主題的興趣，呈現出來的教材不再是文本而是與生活結合真

實的世界。臺南 400 精神「珍視傳統、開創當代、展望未來」，學生從了解米食、理

解在地傳統文化到個人推廣大灣煎粿的行動。以領域的知識出發串聯學生真實生活，

除了強調學生學習「知識」與「能力」現在加上「態度」，培養學生具備「素養」。 

 (2)使用分組合作學習模式讓每位學生在課堂上都有發表的機會，都要對自己的學習

負責，並且從分組合作之中覺察分組合作對於學習的幫助。一個人走的快，但一群人

走得遠。 

(3)融入平台使用，讓科技平台可以成為教學幫手，學生可以充分表達想法意見，參與

學習。本次的課程使用了因材網的課程包放置教師教學用內容、Quizn蒐集學生想

法、iPad的 keynote進行海報編輯和 iPad的 airdrop功能傳遞資料訊息。 

 

 

 

 

 

 

 

 

說明:在 Quizn 平台上進行意見調查。 說明:在 Quizn 平台上進行文字雲，蒐集

班上不具明所有成員意見，進行討論主

題的判斷。 

 

 

 

 

 

 

 

 

 

說明:在 Quizn 平台上進行班級組別討論

紀錄，將成果拍照上傳。 

 

說明:在 Quizn 平台上個人作業紀錄，將

自己成果依組別拍照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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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因材網教師自編課程包架構下，放

置教學資源，相關影音和文本內容學生

只要輸入 openid 就能課前預習。 

說明:因材網教師自編課程包架構下，放

置與教學相關影音、討論版、文本，課

程進行時討論的內容學生只要輸入

openid 就能課後複習。 

2.教學者省思: 

    原本教案的設計是根據 PBL的精神提問，因此詢問學生，大灣在地的學生可以怎

麼推廣大灣在地米食?在課程中設計臺灣政府或民間推廣米食活動，並在課堂上進行

分析，我認為這樣就足以給學生鷹架，讓學生進行經驗的類化，然而在分組討論時各

組都在「進行什麼推廣活動」中打轉，對於學生而言，這樣的提問難度仍是太高，無

法和他的經驗產生連結。因此，全班五個組別都以海報推廣為設計提案。下次的課程

提問設計可以增加鷹架，讓學習者有足夠的脈絡進行思考。 

3.教師教學心得 

(1) 分組合作學習的使用: 本課程使用「Kagan 結構式合作學習」，課程設計讓學生進

行組內或組間的發表，有具體明確的引導和步驟，讓學生在課堂中透過老師給予

的鷹架讓每個人都有信心發表，重視合作的社會技巧和班級經營策略的訓練，能

有效解決合作學習小組成員參與機會不均的困擾，在實行的過程中能具體實踐自

發、互動與共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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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從文本查找資料 說明:在便利貼上寫上自己想法 

 

 

 

 

 

 

 

 

 

 

 

 

說明:組內輪流發言，將自己蒐集到的

答案在組內分享，同組同學給予即時回

饋稱讚。 

說明:統整全組答案，分組學習單的完

成每一位學習者都有責任。 

 

 

 

 

 

 

 

 

 

 

 

 

說明:依據組內完成的學習單，在班上

進行小組發表。 

說明:任何一位同學因充分參與討論，

每位同學只要拿著分組學習單就能發

表。這是班上最安靜的學生，她依照

分組學習單完成了本次的發表。 

 

 

(2)發表簡報後，從同儕回饋中修正調整，再進行二次發表，讓學生從反思回饋中得

到學習。 

 

 

 

 

 

 

 

 

 

 

說明:學生依據平台上課堂討論紀錄，依

照個人任務進行分組合作。 

 

 

說明:各組進行完成進度報告，在發表前

請他組在組別報告後，給予建議或回

饋，計分同學負責累計各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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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同學給予讚美，這是完成度很高的

組別，第二組透過回饋找到修正的方

向，其他的組別也因為觀摩了好的作品

產生新的想法。 

說明:二次發表每一組的同學發表的狀態

更穩定，作品更完整、說話更有自信。 

 

 

 

 

 

 

 

 

 

 

說明:修正後更完整的作品。 說明:修正後更完整的作品。 

 

(3)社會領域的理念在於涵育新世代的公民素養，以培育公民面對各種挑戰時，能做

出迎向「共好」的抉擇，並具社會實踐力。本次的課程設計針對探究米食並進行

實踐，從探究的過程中更了解大灣米食，並能為珍愛推廣大灣米食。 

    海報製作時，學生討論中提到，「如何讓顧客更容易找到大灣煎粿?｣幾位同學

同時回應:「我們可以加入地圖，這樣大家就更容易找到它。｣這一個從地圖中標

註店家的概念，學生已經將社會領域中的地圖知識活用於生活中，讓地圖成為標

明位置的方式，讓課堂中的學習運用於生活並找到方式解決，培養社會領域學科

知識運用於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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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者心得 

      學生對於本單元的課堂回饋是正向的，他們覺得這次的單元十分有趣，從課程

的米食介紹、訪談稿的編寫到實際訪問店家最後完成推廣海報。「米食｣是一個生

活化的主題，學習者有學習興趣，每次在課堂進行中，學生都會回饋:「老師我的

肚子都餓了。｣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都很熱情的參與每一次的課程，對於下一節

課充滿期待，最讓教學者感到驚喜的是-學生主動要求再進行一次報告拉票，將教

室的學習氣氛拉到最高潮。 

    因為可以走出校園，可以認識學校對面的煎粿老闆娘，並且可以與老闆娘對

話，訪問的過程雖然剛開始會有一點緊張，但是回來之後卻覺得很刺激，回到學

校之後還品嘗了大灣傳統美食-煎粿，雖然加上奇怪的香菜，但是他們表示以後早

餐會把煎粿納入選擇，並邀請家人一同品嘗，這一切太新奇了。甚至還在課後問

我:「老師我們下次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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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習者作品 

(1)小組作品: 

本次課程作品-大灣煎粿各組宣

傳海報。各組都有自己的創意和海

報內容的發想，主題涵蓋「傳承｣、

「美味｣、「米食｣、「傳統｣、「食品

安全｣、「地圖｣。 

    各組發表內容中包含地圖標示

大灣煎粿位置，符合社會領域課程

中-地理概念，實際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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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學習單-1: 

    社會領域的學習內容中其中一個主題軸是「變遷與因果」:在探究不同的時間與

空間條件下，各種社會事物與環境間的變遷過程，並強調其因果關係。在學習單的設

計中引導學生思考，米食文化在整個社會脈絡中的變遷和其中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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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學習單-2: 

學生們在本次的課程中的心得與學習，在心得撰寫時，因為實地走訪踏

查，心情感受都很真實，也能很快的完成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