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附參考說明 

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 科技探索 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吃飯皇帝大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學習情境 

學校營養午餐桶內，總是剩下不少菜與當日的蔬菜水果，造成浪費甚是可惜。學生在青春期發育時期，必須均衡飲食，卻常惦記

著油炸食物及可口加工食品。面對學生挑食的問題，與已形成的飲食迷思觀念，藉課程學習，幫助學生認識如何幫助學生培養健康飲

食觀念，學習管控自身飲食狀況，有助健康。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日常生活中食品中含有的成分及食用影響，有多少正確性了解？ 

如何規劃出兼顧好吃又健康的飲食菜單，並執行於日常生活中？ 

跨領域之 

大概念 
改變與發展：改變學生原有飲食觀念，進而將健康飲食概念推展到家庭中，發展出個人的健康飲食概念。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讓學生能夠具有健康飲食觀念，在飲食上做出符合健康飲食的判斷，進而將健康飲食概念推展到家庭中，將健康飲食的想法實踐於日

常。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1. 營養成分及食物處理方式學習單 

2. 食在好康食譜 

PBL 6P學習架構與模式脈絡圖(各單元問題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附參考說明 

 (節數)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第 1週 

(1) 

如何吃到健康又均衡的一

餐？ 

1.上網搜尋訊息。 

2.營養均衡的定義。 

1.能上網搜尋正確訊

息。 

2.能認知均衡飲食的

內容。 

1.教師引導學生，小組進行討論。 

2.上網 1.定義均衡飲食

的內容及條件。 

第 2-4週  

(3) 

觀察學校的營養午餐設計，分

析營養午餐設計的原則為何? 

1.食物中的營養成

分及營養標示表。2.

營養午餐設計原則。 

1.能以數位輔助，學到

食物營養成分知識。 

2.能判斷營養午餐配

置原則。 

1.小組學習，透過資料查詢能知道

食物中所含營養種類，並解讀營養

標示表。 

2.根據老師提供的學校的營養午餐

菜單，小組找出營養午餐的配置原

則及包含的營養成分。 

3.分組搜集其他學校的菜單，比較

內容及設計原則。 

4.紀錄。 

1.食物的營養成

分紀錄表 

2.營養午餐配置

原則分析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附參考說明 

第 5-10週  

(6) 

生活中常見食物處理方式有

哪些？ 

1. 食物烹煮方式:

水煮、煎炒、烤、

氣炸、油炸。 

2. 烹煮過程的化學

原理。 

 

1.認識食物烹煮方式

及化學原理，比較差

異。 

3.能以兩種烹煮方式

煮熟食物。 

1.由老師介紹食物烹煮方式。 

2.由老師說明食物烹煮的過程有哪

些化學原理。 

3.品嚐比較不同烹煮方式的異同。 

4.小組運用兩種烹煮方式煮熟食

物。 

1.食物烹煮方式

認識及實作學習

單 

 

第 11-21週 

(11) 

如何能設計出健康的一餐？ 1.營養均衡概念。 

2.食譜繪製。 

1.能了解健康及美味

飲食的食物比例及處

理方式。 

2.能設計出符合營養

均衡且美味的一餐。 

3.能烹煮出符合營養

均衡且美味的一餐。 

1.認識健康飲食的食物比例及處理

方式。 

2.小組討論出運用的食材及烹煮方

式，設計出「食在好康食譜」。 

3.反思及修正：進行口頭報告，圈

班反饋後修正。 

4.以海報方式進行各組食譜發表。 

5.小組成員依食譜烹煮出料理，進

行料理交流。 

 

 

1.「食在好康食

譜」海報。 

2.料理作品交流。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附參考說明 

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 科技探索 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生態吹哨者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天災頻傳，極端氣候讓孩子熱到快中暑，因人口飽和及經濟發展導致糧食危機，究竟我們的地球發生什麼事情？藉由新聞時事認

識極端氣候及人類經濟發展對生態系帶來的影響，深入認識 SDG2 消除飢餓、 SDG13 氣候行動、SDG14 保育海洋生態以及 SDG 保育陸

域生態地球等目標，藉由分析比較生態系原貌及受影響之生態系，進一步思考生態系永續發展之作法。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何謂極端氣候(定義、類型及起因)？ 

環境之資源與人類經濟發展之關聯為何? 

跨領域之 

大概念 
系統與模型-依據新聞事件發生之事、時、地等資訊，製作出該生態系模型。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學生能夠透過設計校園植物介紹相關活動，與小組成員互動合作，培養團隊精神，引發學生對於生活周遭的體察力、創造力及合作力。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類型：□資訊類簡報  ■書面類簡報   □展演類  ■作品類  □服務類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1. SDGs辨識學習單 

2. 極端氣候新聞事件學習單 

3. 生態系模型設計圖 

4. 生態系模型 

5. 校內發表 

PBL 6P學習架構與模式脈絡圖(各單元問題脈絡)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附參考說明 

 (節數)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第 1-5週  

(5) 

何謂極端氣候(定義、類型及

起因)？ 

環境之資源與人類經濟發展

之關聯為何? 

1.認識極端氣候類

型。 

2.認識人類之農漁

牧林業等經濟發展

對生態系之影響。 

1.能以數位輔助，搜尋

新聞事件，認識地球各

地發生之極端氣候現

象。 

2.能說明人類對地球

生態系所造成之間接

及直接影響。 

1.小組學習，透過資料查詢能知道

地球各地發生之極端氣候現象，每

個小組分配不同區域及不同的氣候

類型，互相分享。 

2.小組學習，透過資料查詢能知道

人類農漁牧林業等經濟發展狀況，

每個小組分配不同產業類型及對於

不同的國家之生態系造成影響，互

相分享。 

3.小組蒐集維持經濟發展與生態保

育之平衡作法，挑選出認同的做

法，並分享原因。小組思考自身可

以做到以及家庭中可以做到的方

1.SDGs辨識學習

單 

2.極端氣候新聞

事件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附參考說明 

法。 

紀錄。 

第 6-11週  

(6) 

生態系之原貌為何？與現在

身處之生態系有何差異? 

1.認識陸域及海洋

生態系之組成。 

2.比較與新聞事件

中所認識的生態系

樣貌有何差異，並查

詢成因。 

3.認識維持經濟發

展與生態保育之平

衡作法。 

 

1.能說出陸域及海洋

生態系之環境條件，並

列舉生產者及消費者

等代表生物。 

2.能列舉出生態系原

貌與現在的差異。 

3.能蒐集到現在政府

及民間現行之維持經

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之

平衡作法。 

1.播放陸域及海洋生態系介紹之影

片，讓同學挑選一種生態系類型，

深入了解其環境條件、生產者及消

費者等代表生物。 

2.藉由先前收集之新聞事件，比較

生態系受到影響後的改變。 

4.挑選一新聞事件，繪製出一張生

態系之原貌與受影響後之態系對照 

圖，設計圖之生物體形融入比例尺

概念。 

1.生態系學習單 

2.生態系樣貌對

照設計圖 

第 12-20週 

(9) 

如何能以回收物品為材料，將

生態系設計圖製作成模型？ 

1.蒐集廢棄物。 

2.融入比例尺概

念，模擬真實生態系

製作成模型。 

1.能了解身邊現有廢

棄物之材料特性，運用

做為模型材料。 

2.能製作出具有比例

尺概念之生態系模型。 

1.小組討論分工蒐集材料。 

2.小組將生態系之環境、生物一一

製作出來，並製作事件說明標示。 

3.小組發表交流。 

4.進行反思修正，確認作品。 

1.生態系模型說

明標牌。 

2.生態系模型作

品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