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文領域四上第一單元寫作教學教案 
領域/科目 國語文 設計者 林怡辰 

實施年級 四年級 教學時間 1節，40分鐘 

活動名稱 我家的拿手好菜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想力等寫作基

本能力。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寫出表達清

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總綱
與領
綱之
核心
素養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 語文在日常

生 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 給

予適當的回 應，以達成溝通 及互動

的目標。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 培養理解與

關 心本土及國際 事務的基本素 

養，以認同自我 文化，並能包 容、

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 

學習內容 

Ad-Ⅲ-1 意義段與篇章結構。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與寓

意。 

教材 

來源 
●南一版國語文領域第七冊(四上)第一單元 

教學設備/資源 ●課本 ●簡報   

學習目標 

1. 知道記敘文寫食物的重點。 

2. 了解五感描寫如何運用。 

3. 可以運用大綱和羅織能力，應用寫成一篇寫食物的文章。 

4. 重要的是寫食物背後的情感如何凸顯。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引起動機】寫人外表順序 

○腦內激盪請小組討論寫食物有哪些方向可以入手？ 

●我們如果要書寫一個人的話，有哪些方向可以入手呢？可以查詢課本文章。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製作的材料、烹飪的順序、視覺摹寫、聽覺摹寫、

味覺摹寫、嗅覺摹寫、觸覺摹寫、心裡的感覺、之間的故事。 

 

【活動一】好文大觀摩 

利用後面所附的文章，讓學生一篇篇閱讀，並說出文章內容哪裡好、好在哪裡。

詳細分辨出五感、想像、修辭、帶給自己的感覺。 

 

【活動二】味覺想像大挑戰 

利用相關實務和菜餚的圖片，並引入圖片讓學生對照，以此了解詞彙的意思和

運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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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論 

 

 

 

●實作表現 

●專心聆聽 

●參與討論 

 

 

●態度檢核 

 

 

 

●實作表現 



【活動三】食物背後的情感 

從食物中探索背後煮食、準備的人的感覺和情感，並練習怎麼融合食物的味覺，

將情感傳遞給讀者。 

 

～第一節結束/共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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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聆聽 

 

 

 

 

參考資料 ●南一版國語四上教師手冊 

 

外公寶刀未老 
陳宇昕‧臺中市霧峰區四德國小六年丙班 

每次回外公家，餐桌上總是擺滿山珍海味，特別豐盛。長大後，我才知道外公以前曾經在飯店裡當

過主廚，現在雖然退休了，依然寶刀未老。 

  

 印象中外公的拿手菜有榨菜肉絲湯麵、乾煎虱目魚肚、什錦炒麵、鮮蝦餛飩湯麵等。其中的乾煎虱

目魚肚最讓我難忘。魚肚聞起來有淡淡的魚香，吃起來軟嫩剛好，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 

  

 受到外公影響，我開始對廚藝充滿興趣，常常趁外公煮菜時，待在一旁當實習生。外公會耐心的說

明烹調步驟。 

  

 現在外公年紀大了，下廚機會少了。只有我和媽媽回臺南時，他才會再次穿上專屬圍裙，為我們下

廚露兩手。每當品嘗外公精心準備的手路菜，覺得幸福又滿足。 

江氏泡菜 
江侑宸‧雲林縣石榴國小五年甲班 

炎熱的夏天，我想起曾經看過吃辣能消暑的報導，於是拜託阿媽做既消暑又開胃的泡菜。 

  阿媽將切好的大白菜放進鍋裡，依序倒入砂糖、白醋及獨門辣味醬，細心的搓揉、攪拌，讓大白

菜均勻的吸收醬汁，然後放置幾天等入味。 

  

 過了幾天，終於可以品嘗泡菜了。我迫不及待吃了一口。哇！清脆爽口，酸辣和甜度都恰到好處，

讓我甩掉酷熱、胃口大開，阿媽獨門的「江氏泡菜」，是夏天餐桌的良伴。 

 

 

 

 

絞肉稀飯 
吳旻恩‧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四年五班 

  我在客廳寫功課時，忽然一股香氣撲鼻而來，趕緊跑到廚房，看見媽媽正在煮我最愛吃的「絞肉稀

飯」，我開心得不得了。看到拿著鍋鏟的媽媽揮汗如雨，我趕緊上前幫忙。 

 絞肉稀飯像彩虹王國般五顏六色，有紅紅的胡蘿蔔、黑黑的木耳、白白的蒜頭、綠綠的高麗菜等，

色香味俱全。 



 好料一端上桌，我跟妹妹就迫不及待大快朵頤。媽媽煮的絞肉稀飯好好吃，如果開餐廳讓其他人都

能品嘗，大家也會豎起大拇指說讚。 

一魚三吃 
陳宥安‧臺中市大甲區日南國小三年乙班 

放學回到家，就聞到撲鼻而來的香味，原來是廚師爸爸正在準備晚餐。我和哥哥興高采烈的走進廚

房，看看爸爸煮什麼好吃的料理，他告訴我們晚餐是「迦納魚」一魚三吃。 

 這隻迦納魚還不是普通的大，頭的寬度大概就有二十公分長。這麼大隻的魚，爸爸決定一魚三吃。 

 魚身很大，一半煮成「蔬菜白醬魚排」，另一半煮成「破布子清蒸魚」，至於大大的魚頭變身美味

「豆腐味噌魚湯」，三種料理口味完全不同。 

 蔬菜白醬魚排吃起來猶如高級法式料理般精緻；豆腐味噌湯有魚的鮮味和滿滿的膠質，喝起來特別

鮮甜；清蒸魚則因為破布子的鹹香，襯托出魚肉本身鮮美及彈牙的口感，每一道料理都有特殊風味。 

 一魚三吃讓家人吃得津津有味，家有廚師爸爸真是幸福。 

喝不膩的天湯 
邱郁晴‧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六年一班 

小時候，我常常陪媽媽回娘家，和外公外婆共享天倫樂。外婆的廚藝連飯店主廚都望塵莫及，她的

拿手菜五花八門，有炒米粉、香煎鱈魚、紅燒獅子頭、苦瓜肉丸等，其中最令我念念不忘的就是菜脯

湯。 

  

 我興致勃勃向外婆請教菜脯湯的作法，她大方傳授。首先將老菜脯和「年輕」菜脯一起放進鍋裡；

雞肉用熱水汆燙後，和菜脯放一起。鍋裡的水裝八分滿，小火燉煮；然後加入貢丸、蝦餃、豆皮、魚

板等林林總總的配料，繼續燉煮三十分鐘，一鍋好湯就上桌了。 

  

 我把白飯堆得像小山那麼高，因為餐桌上有我最愛的菜脯湯。記得小時候，我不愛吃飯，外婆就舀

了菜脯湯到我碗裡，我吃得津津有味。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這樣吃。 

  

 扒一口飯，甘醇的菜脯香頓時充滿口腔。湯頭甘醇味美，我一口氣連喝三四碗，肚子飽得像發酵過

度的饅頭。外婆的廚藝精湛，連平常喜愛在廚房舞鍋弄鏟的媽媽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外婆的老菜脯湯是我永遠都喝不膩的「天湯」。我要向她拜師學藝，等我學會後，換我做給她喝，

讓外婆享受孝心美食的滋味。   

 

 

 



 

 

餐桌上的幸福時光 
賴芷言‧臺中市北屯區大坑國小三年乙班 

爸爸和媽媽都擅長廚藝，他們最拿手的料理是蝦仁滑蛋和炒烏龍麵，這兩樣料理一上桌，都讓我吃

得津津有味。 

  

 爸爸想做蝦仁滑蛋時，會要求媽媽上傳統市場買最新鮮的蝦子，爸爸會對媽媽說：「蝦子要挑活力

充沛『活跳跳』的呵！」爸爸像大廚師一樣厲害，仔細把蝦子處理成蝦仁，打蛋時還加上牛奶增添香

氣。 

  

 爸爸熟練的把油鍋先加熱，再加入攪拌好的蛋汁和蝦仁，接著快速的把蛋翻面，不久後，一陣陣香

味傳來，我光聞到味道就口水直流了。 

  

 接著，輪到媽媽上場，媽媽的廚藝和爸爸平分秋色。她把香菇、肉絲、胡蘿蔔絲、蝦仁、高麗菜一

一加入，拌著高湯一起炒熟，最後加入烏龍麵，整個廚房香氣撲鼻，我早就坐在飯桌旁等待開動了。 

  

 我嘗了一口蝦仁滑蛋，滑蛋入口即化，蝦子有著滿滿海鮮的味道，搭配起來真好吃！炒烏龍麵的麵

條很滑嫩，就像在我嘴巴裡跳妞妞舞，豐富的配料營養又健康，入口時愉快的感覺湧上心頭。 

  

 全家人吃著熱騰騰的晚餐，互相分享快樂的心情，是我最期待的幸福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