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課前備課說明 

一、課程背景 

1. 課程主題：食物碳排量與環境永續 
2. 適用對象：國中/高中學生 
3. 課程目標： 

○ 瞭解食物生產與消費過程中的碳排放來源。 
○ 能計算並比較不同食物的碳排量。 
○ 反思個人飲食習慣對環境的影響，並探索減碳的具體行動。 

二、課程設計理念 

本課程以學生為中心，採用探究式學習與情境教學相結合的方法，讓學生透過資料分析、案
例討論與行動規劃，培養環保意識與實踐能力。 

三、課程結構 

1. 引入階段（10分鐘） 
○ 問題導向：提問「你知道你的午餐對地球的影響有多大嗎？」 
○ 影片播放：播放一段介紹食物碳排量的短片，激發學生興趣。 

2. 探究階段（25分鐘） 
○ 分組活動：提供食物碳排量數據表，讓學生計算不同飲食選擇的碳排量，並

討論其影響。 
○ 小組分享：每組簡報討論結果，強調本地食材與進口食材的差異。 

3. 反思與行動階段（10分鐘） 
○ 個人反思：學生撰寫減碳飲食計畫，列出可行的改變行動。 
○ 全班討論：分享計畫，討論如何將低碳飲食融入日常生活。 

四、教學資源準備 

1. 教具： 
○ 食物碳排量數據表（本地與進口食材） 
○ 投影片與影片（介紹碳排量概念與影響） 
○ 計算工具（如簡易碳排量計算器或表格） 

2. 學習單： 
○ 食物碳排量計算表 
○ 個人反思與行動計畫表 

五、觀課焦點 

1. 學生的參與度：是否能主動參與討論與計算活動？ 
2. 教師的引導：提問與回饋是否能激發學生深入思考？ 
3. 學習目標的達成：學生是否能理解碳排量的概念並提出可行的行動計畫？ 

六、備課建議 

1. 靈活調整教學節奏：根據學生反應，適時增加或減少活動時間。 
2. 提供具體案例：如本地特色食材或熱門進口食品，增強學生的代入感。 
3. 預設提問與回應策略：準備引導性問題，幫助學生進一步反思與表達。 



 

觀課後說明 

一、課堂回顧 

1. 課程主題：食物碳排量與環境永續 
2. 課堂流程： 

○ 引入階段：透過影片與提問引發學生對食物碳排量的興趣。 
○ 探究階段：學生分組計算與比較不同食物的碳排量，並進行小組討論。 
○ 反思與行動階段：學生撰寫個人減碳飲食計畫並分享行動想法。 

二、學生學習表現 

1. 參與度： 
○ 學生在分組活動中參與積極，能清楚表達自己的觀點，部分學生能主動提出

與現實生活相關的問題。 
○ 小組分享時，學生展示了對碳排量數據的理解，並能提出一些具體的飲食建

議。 
2. 學習成果： 

○ 學生能辨識高碳排與低碳排食物的差異，並初步理解碳排放的環境影響。 
○ 大部分學生在撰寫減碳計畫時，能列出可行的具體行動，如「減少進口食品

的消費」或「多選擇本地食材」。 

三、教學優勢 

1. 課程設計完整：課程結構清晰，活動設計層層遞進，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 
2. 師生互動良好：教師能透過提問與回饋引導學生深入思考，並適時給予支持。 
3. 教具與資源充足：食物碳排量數據表與影片增強了學生對抽象概念的理解。 

四、可改進之處 

1. 時間掌控： 
○ 探究階段的小組討論時間略顯不足，部分學生未能充分發表意見。建議適當

延長該環節時間，讓學生有更多交流機會。 
2. 多元評量方式： 

○ 除了個人減碳計畫的撰寫，可考慮加入即時的口頭反饋或簡單的測驗，檢視
學生對碳排量概念的掌握程度。 

3. 提升本地化案例的比重： 
○ 課堂中的案例多以國際數據為主，部分學生對其感受度較低。建議加入更多

本地食材或實際生活情境，讓學生更有代入感。 
4. 行動後續追蹤： 

○ 學生提出的減碳計畫缺乏後續的追蹤與評估。建議設計一個長期挑戰活動，



幫助學生將課堂所學落實到日常生活中。 

五、未來建議 

1. 跨學科合作：可與地理、化學等科目聯合設計專題，深化學生對碳排量來源與影響的
理解。 

2. 技術輔助：利用數位工具（如碳排量計算應用程式），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計算效
率。 

3. 家校合作：鼓勵學生將所學分享給家人，並與家庭成員共同實踐低碳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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