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心得 

在進行「食物碳排量」相關教學時，我深刻感受到學生對於環境議題的興趣與關注度逐漸提

升。透過介紹食物在生產、運輸、加工等過程中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學生能夠理解日常飲食選

擇與環境之間的關聯。例如，學生對於牛肉與本地蔬菜的碳排量差異感到驚訝，進而開始思考

如何透過改變飲食習慣來減少對地球的影響。 

實際教學中，我採用了互動式的教學方法，如小組討論、數據分析及模擬活動。例如，讓學生

估算自己一天的飲食碳排量，並與同儕分享結果與感想。這樣的活動不僅增強了他們的參與

感，也促進了彼此的反思與行動。 

 

教學反思 

1. 學生的理解深度 
雖然大多數學生能理解食物碳排量的基本概念，但部分學生對於背後的科學原理（如

碳足跡計算方法）感到困難。未來可以考慮引入更簡化的模型或圖解，幫助學生更直觀

地理解這些複雜的概念。 
2. 教材的本地化 

教材中部分數據與案例來自國外，學生對於與自身生活的連結感較弱。未來可以加入

更多本地化的數據與案例，如台灣本地的食材碳排量數據，讓學生更有感。 
3. 行動實踐的推廣 

雖然課堂上學生表現出高度興趣，但在課後實際改變飲食習慣的行動力仍有待觀察。

未來可設計延續性的活動，如每月一次的「低碳飲食挑戰」或校內食堂的低碳餐點推廣

，來增強學生的實踐意識。 
4. 跨學科合作 

此主題涉及地理、生物、經濟等多個領域，未來可考慮與其他科目教師合作，設計跨學

科的課程或專題，讓學生能從多角度深入探討。 

 

結論 

「食物碳排量」教學不僅能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也能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與行動力。未來

在優化教學設計與推動實踐方面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期望透過持續努力，能夠為學生帶來

更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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