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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ˇ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
知能或生活經驗，引
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
機。 

從學生以前的學習過的冰箱食品保存經驗去作各類食物

保存的延伸，讓學生進一步了解食物買回家後，需要妥

善處理，才能保障飲食安全與衛生。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
助學生習得重要概
念、原則或技能。 

援引課本情境，請同學思考生活中如何保存各類食物，

教師彙整同學回應後，再利用相關影片解說正確觀念。

說明每種食物，都有不同的保存方式。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
動，以理解或熟練學
習內容。 

請同學根據所學，實際演練「小小行動家」的操作內容。

檢查家中食物的保存方式，若發現有誤之處，則進行調整

並向家人宣導正確觀念，讓學生更熟悉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
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
重點。 

在討論完課本 P34、35 頁的圖片，適時歸納各類食物的

正確保存方式而非只放進冰箱就能保鮮。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ˇ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
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
實作。 

1.課前教師將學生分組，請學生收集資料，注意家中食物

的保存，以及家中主要料理食物的人如何利用冰箱保存

食物。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 
     策略的指導。 

1. 使用提示教學法，請學生從課本中找出如何正確保存

食物。學生發現全榖根莖類須放在陰涼通風處；蔬果

用紙到包好放冷藏；魚和肉類需處理好分量切好再放

置冷凍；蛋和奶類要放置冰箱儘快食用完畢。 

２.教師提醒學生：閱讀觀察課本第 P34、35 頁的課文與

圖片，並回答相關問題。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
室走動等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 

1.教師注意到某位學生注意力較不集中，直接走到該生

座位附近講課，並提問問題，讓他能注意到現在上課的

內容。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ˇ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
估學生學習成效。 

1.透過分組演練，觀察學生學習狀況並和學生討論，加以

澄清。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
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
饋。 

1.教師提問：家裡如何處理和如何保存食材?學生回答:蛋

放在冰箱門冰存、青菜用報紙包起來放在冷藏蔬果區、

肉和魚放冷凍庫。                                                    



A-4-3 根據（課堂）評量結果，
（適時）調整教學。 

1.學生提出如何辨別蛋品是否新鮮，老師立即找影片補

充。 

本節課堂的 

特色與優點 

1. 透過實際演練「小小行動家」的操作內容，讓學生思考更貼近學生

的生活經驗，並適時給予回饋。 

2.讓學生去觀察並討論生活中如何保存各類食材，並分享加深學生印 

  象。 

觀察者的 

學習與收穫 

1.教學者能多元應用媒體，並讓學生做媒體識讀，可以更豐富教學。 

2.讓學生自行討論出答案而不是直接給學生答案，可以讓學習更深 

  刻。 

個人省思 

1. 飲食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能讓此學習融入生活內化成帶得走的能力尤為重

要，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提供了足夠具體的例子和多元的保存方式，讓學生能夠

理解不同類別食物的保存需求（如蔬菜與水果、肉類、乳製品等不同的保存條件）。 
2. 在教學的過程中關注是否大多數學生能理解六大類食品保存方法的區別？是否在講

解後對某些保存方式（如冷藏、冷凍、乾燥、密封等）感到困惑？再進一步的澄清概

念。 
3. 關注學生的互動性與參與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討論，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讓他

們提出了更多與食品保存相關的疑問或個人經驗分享。 
4. 在課後收集學生的意見反饋，了解哪些部分的教學可以改進，未來在教導食品保存

時如何調整內容以提高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