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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設計案例表件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請簡要敘明） 

經由生活經驗及活動操作，認識當季水果的種類，並理解食用在地食物的好處。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健康與體育 設計者 黃宗賢 

單元名稱 營養補給站 總節數 共 5 節，200 分鐘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有陪家人買過蔬果的經驗。 

設計依據 

學科價值定位 人、食物與健康消費 

領域核心素養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

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單元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Ea-Ⅱ-2 飲食搭配、攝取量與家庭飲食型態。 

1a-Ⅱ-2 了解促進健康生活的方法。 

2b-Ⅱ-2 願意改善個人的健康習慣。 

學習內容 Ea-Ⅱ-1 食物與營養的種類和需求。 

單元課程目標 

1.能認識臺灣四季生產的不同水果。 

2.能了解食用當地食物的好處。 

3.能分辨在地和進口蔬果的方法。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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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非必要項目） 

融入單元 （非必要項目）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非必要項目） 

教學設備／資源 

1. 電子書 

2. 賣場 DM 

3. 平板 

參考資料  

 （二）規劃節次（請自行設定節次，可自行調整格式） 

節次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請打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安排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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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 

ˇ 1 第 1節課 活動 1吃當季、食在地 

 2 第 2節課 活動 1吃當季、食在地 

 3 第 3節課 活動 2 神奇的食物王國 

 4 第 4節課 活動 2 神奇的食物王國 

 5 第 5節課 活動 3 請你跟我這樣吃 

 （三）各節教案（授課節次請撰寫詳案，其餘各節可簡案呈現）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1 授課時間 40 

學習表現 

Ea-Ⅱ-2 飲食搭配、攝取量與家庭飲食型態。 

1a-Ⅱ-2 了解促進健康生活的方法。 

2b-Ⅱ-2 願意改善個人的健康習慣。 

學習內容 Ea-Ⅱ-1 食物與營養的種類和需求。 

學習目標 

1.能認識臺灣四季生產的不同水果。 

2.能了解食用當地食物的好處。 

3.能分辨在地和進口蔬果的方法。 

情境脈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第一節 

活動一：引起活動 

（一）陪家人逛賣場或超市的經驗。 

（二）陪家人買過蔬果的經驗。 

活動二：認識四季不同的水果 

（一） 從課本情境知道冬季的當季水果。 

（二） 現在的當季水果還有哪些？ 

（三） 採購當季水果的好處。 

 

 

 

5分鐘 

 

 

 

15分鐘 

 

 

 

 

 

 

 

 

 

能說出相關經驗 

 

 

 

 

 

能說出課本中的

水果 

能畫出或寫出現

在的當季水果 

能說出採購當季

吃當季、
食在地

四季不
同蔬果

在地食
物的好
處

在地食
物和進
口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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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當地食物和進口食物 

（一） 吃在地食物的好處。 

（二） 當地食物的販售地點。 

（三） 分辨在地和進口食物的方法。 

活動四：統整活動 

（一） 歸納、復習本節課重點。 

（二） QQ問答。 

第一節課結束 

 

15分鐘 

 

 

 

 

 

 

 

5分鐘 

水果的好處 

 

能說出在地食物

的好處 

 

能知道在地食物

的販售地點 

能分辨在地和進

口食物的方法 

 

能說出本節課學

習的內容 

能答對 QQ問答的

題目 

學習任務說明 

1.能認識臺灣四季生產的不同水果。 

2.能了解食用當地食物的好處。 

3.能分辨在地和進口蔬果的方法。 

三、教學回饋（待教學實踐後完成） 

教學照片（至少四張） 

  
學生利用 whiteboard軟體進行作答 學生分享自己的答題內容 

  
學生專心上課 進行本節課程評量 

教學心得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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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平板結合教學，引起學生高度學習興趣。 

2. 學生能在平板上依據教師給予的題目進行作答及回饋。 

3. 學生能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 

4. 單元總結性評量利用 khoot軟體，學生答題興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