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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中市立石岡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王傑瑞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科、校本閱讀彈性課 

班級數 4 班 

學生總數 8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生鮮食書 

報紙期數／

頁數 
第 七 期，第     頁 文章標題 吃與不吃的難題：九個值得探索的食物 

施作課堂 閱讀課 施作總節數 五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七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學生將參與第一級產業場域的體驗學習，深入認識永續農業，同時探索職業與生涯發展

的可能性。課程將以異質性分組方式進行，讓學生們能夠在不同背景的同儕中互相學習；運

用數位閱讀策略，檢索食譜資訊並撰寫飲食摘要，同時統整營養價值表。這將培養學生們的

數位閱讀技能，同時深入了解飲食的營養價值。透過共同創造低 GI 健康料理，學生們能夠

實際應用所學，並在團隊合作中培養溝通與協作的能力。 

  此外，課程將引導學生認識飲食文學寫作，了解在地農產品與其營養價值，並學習烹飪

具有地方特色的料理。這不僅能夠拓展學生的視野，還能夠促使對本地農產品的重視與保

護。同時，食品安全及健康飲食作為國際趨勢和 SDG 目標的一部分，也將成為課程的核心

內容，引導學生以全球視野思考飲食議題。 

  透過跨學科領域的課堂活動，學生們將在實際操作中體驗永續農業的重要性，培養創

意、合作和全球公民的意識，為未來的職業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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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 藉體驗學習以認識在地風土、建立自我價值與地方認同。 

(2) 建立產業分級及果園經營管理的概念。 

(3) 瞭解友善環境農法對環境永續的重要性。 

(4) 瞭解農產品加工的成本及理想的售價。 

(5) 培養「用在地、食在地」的飲食觀念。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石岡美食 Felt 地圖發表 在地食材烹煮的客家五寶飯 

「慢讀食刻」海報檢索 永續農業柑橘園體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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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新聞》讀報教育 生鮮食書主題書展 

在地客家美食親子手作 晨讀時間自主學習 

 

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永續農業宣導】 

  永續農業是一種致力於保護環境、保障農業永續發展的農業形式。我們邀請石岡區農

會的講師在這一節的食農教育中，致力於宣導永續農業的重要性，並透過共讀書箱《SDGs

我們想要的未來》、《安妮新聞：吃與不吃的難題：九個值得探索的食物》的多文本閱讀，

學生們將能夠深入了解 SDG15：陸域生態，以及食物選擇對環境的影響。 

  這個學習過程中，學生們不僅僅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更是積極參與者。在晨讀時

間，學生自主學習檢索 IPM 多元化防治方法，進一步了解有機農業耕作方式，以及如何在

農業生態系統中實現永續發展，完成校內發行的《晨光食寮雙週報》學習單。這不僅拓寬

了學生的知識面，也培養了他們獨立學習的能力。 

  從質性層面而言，學生們能夠深刻理解石岡區農會提供的優質契作柑橘的價值所在，

並且開始關心農業的可持續性。這種從課堂延伸到生活的學習體驗，將使學生們更加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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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飲食選擇與環境的關係，進而形成可持續生活的意識。 

【第二、三節：石岡心心果園體驗學習】 

  石岡心心果園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實地了解產銷流程及職業工作場域的機會。這不僅擴

大了他們對柑橘生產的認識，還培養了設計、包裝、行銷等實用技能。這樣的綜合性學習

體驗，不僅符合 SDG8：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對學生的未來職業發展更有積極助益。 

  在晨讀時間，學生進一步發揮創意，設計友善土地柑橘商標及包裝，並制定售價，撰

寫廣告文案。這不僅要求他們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際操作，還培養了他們的創造力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透過多元的素養導向評量，學生們能深刻感受到從農產品到消費者手中所經

歷的種種過程，從而更加珍惜食物的價值。 

【第四節：職業生涯規劃與食農教育】 

  在這一節的課程中，學生們將通過校友林偉昇的成功故事，認識他在餐飲業的成就，

進而啟發對職業生涯的規劃。透過閱讀多元文本，認識在地農產品與其營養價值、烹調方

法，以及結合 GIS 地理資訊知識，為石岡美食 Felt 地圖撰寫飲食文學短文，學生們得以全

面了解食農文化。 

  同時，閱讀校內「生鮮食書」主題書展，以及國家公共圖書館「慢讀食刻」食農教育

海報，學生們得以深入了解食農教育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價值觀的

培養。透過跨學科領域的學習，使得學生們在思考自己的未來時更加明確，不僅考慮個人

的興趣和專業技能，同時也將社會的發展需求納入考慮，形成更全面的職業生涯規劃。 

【第五節：親子共讀數位食譜】 

  這一節的課程將家庭與學校聯繫起來，鼓勵親子共讀。透過數位平台分享親子共讀數

位食譜，學生們將在實際操作中學習如何應用在地農產品完成特色客家料理。 

  過程中不僅促進了學生與家庭的互動，同時也加深了他們對於食物的理解。透過翻轉

教室，學生們能夠體會食物的製作過程，同時也激發對於烹飪的興趣、培養生活的技能，

使得學生們能夠更好地將所學應用於實際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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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這一門閱讀融入食農教育課程，不僅在課堂上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內容，更是通過實地

體驗、自主學習、創意發揮等方式，培養了學生們的綜合素養；透過「讀而學」收穫知識

面，更啟發對於職業生涯、環境保護、食物價值的思考。同時也整合資源，預期將有助於

學生成為有思考力、有創造力、有社會責任感的優秀公民。 

  設計課程所遭遇的問題及對策如下： 

(1) 資源不足：教師可以與當地農業機構、社區組織或相關產業建立穩固的合作夥伴關

係，以確保學生能夠獲得必要的資源，例如：石岡區農會媒合在地青農提供農產品樣

本、專業知識指導等；利用現有的數位平台和線上資源，提供學生額外的學習支援，

如線上講座、教材、數據庫等；申請相關閱讀活動計劃，例如：誠品基金會、鹿樂平

臺、林賴足女士基金會、《安妮新聞》等。 

(2) 異質性分組挑戰：在分組前進行詳細的學生背景調查，以了解他們的興趣、技能和學

習風格，以確保分組的多樣性。提供組內合作培訓，包括溝通技巧、協作策略等，以

促進團隊的順利合作。 

(3) 線上工具使用困難：在課程開始前提供必要的教學，確保學生能夠熟練使用所需的數

位工具，例如：Canva、Felt 地圖等，並了解線上資源的使用方法。 

(4) 食材取得問題：與當地農戶或市場建立直接合作，確保學生能夠方便取得新鮮食材，

並鼓勵支持當地農產品。提供學生購物指南，引導他們如何在當地市場或線上購物平

台上選擇健康且有機的食材。 

(5) 未來的教學規劃：積極與更多當地社區、農業機構、企業建立合作夥伴，擴大學生實

地學習的機會，提供更多職業發展資源。定期舉辦校外參訪和行業講座，讓學生能夠

深入了解農業領域的最新動態。定期收集學生反饋，進行課程評估，並根據反饋結果

調整教學內容和方法。建立反饋機制，包括學生、家長和合作機構的意見，以確保課

程的品質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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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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