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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動味蕾的記憶挑動味蕾的記憶挑動味蕾的記憶挑動味蕾的記憶──飲食文學的美妙饗宴飲食文學的美妙饗宴飲食文學的美妙饗宴飲食文學的美妙饗宴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這是一個結合文學欣賞與美食體驗的國文教學活動，目的是希望能夠提高

學生的文字敏感度，品味文化與生活內涵，並且能夠引發閱讀興趣。 

活動分成：「飲食文學的介紹與欣賞」、「主題文章的蒐集與解析」、「實地踏

察品嚐美食」以及「課堂報告分享」等四大重要元素依序進行，前二者之設計

在於引導學生進入飲食文類的欣賞與閱讀，藉著此一文類所蘊含之生活的本

質，讓學生在閱讀這些作品時，更能喚醒其五種感官的共鳴，並深化情感體驗。 

後面兩個項目的設計，在於創造學生實作與合作之學習經驗，以及口語表

達的技巧磨練。由學生合作規劃，親自走訪店家，品嚐美食，團體行動，面對

問題、解決困難，之後將其成果用文字、照片與口述方式，在課堂上發表呈現，

落實學生本位之教學精神。 

活動之後設計有問卷，希望以研究的角度，對施行成效作質性與量化的評

鑑，期盼能夠提供給教學現場的老師一次真實的經驗分享。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詞詞詞詞：：：：飲食飲食飲食飲食、、、、文學文學文學文學、、、、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壹壹壹壹、、、、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國文教師在指導學生寫作之時，最感無奈的一點就是學生的文章往往缺乏

真實體驗的細膩描述，僅止於籠統簡單的形容，無法深究事物內涵與情意的感

發。然而這一點卻是一篇文章是否具有生命力，能不能打動讀者的關鍵，檢視

近年來大考中心的作文試題，不外乎以學生實際生活的體驗為出發，要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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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其感受並進一步有所思考闡發。但是儘管經歷了教師課堂口沫橫飛的講

述，一而再、再而三的示範引導，學生的文章不是寫出千篇一律的樣板文章，

就是缺乏真情流露的空洞文句。 

想要改善這種窘境，唯有仰賴「大量的閱讀」與「處處用心的生活態度」才

能夠改善，然而時下的學子，早已習慣於各種電子產品環繞的世界，對於文字

的閱讀缺乏耐心，只願意接受圖象聲光的刺激。因此想要培養學生大量閱讀的

習慣，誠屬不易！ 

其次，對於生活步調緊湊、壓力重重的高中學生而言，期盼他們擁有「處

處用心的生活態度」卻也難上加難，就以飲食生活為例：在工商業社會裡，倉

促又週而復始的飲食活動，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流於庸俗的口腹之慾，或競相追

逐時下媒體與網路所提供的美食情報，試觀察現今美食節目眾多，美食節、美

食比賽等活動令人目不暇給，影響所及學生對於美食的各種形容、比喻之詞語

相當熟悉，但是這些語詞往往拾人牙慧、不見生動貼切、或者落入俗套，遂形

成飲食活動之表象浮面與盲從流行，對於美食品項不但不懂得細膩品嚐之道，

也對於飲食活動所蘊藏的人文情致與文化意涵缺乏深度的感受與觸發。 

本校幾位國文老師經過一番思考討論，我們認為就取材與主題而言，飲食文

學結合了飲食與文學兩大領域，正好可以符合「引發閱讀興趣」與「用心於生

活體驗」兩大目標，比起其他文類要更貼近學生的生活，也更容易引起學生感

受上的共鳴，還可以在學生閱讀之後，對於文章中所描寫的相關食物，進行實

地的尋訪探察及體驗，因此具有帶動學生閱讀興趣的作用。透過相關美文的閱

讀，學生可以欣賞作者對於五官感受的描寫技巧，更進一步也能探討並體會其

背後所隱含屬於文化、情意與態度層面的內涵，並希望將這些閱讀所得，運用

於提升其寫作技巧，以及文化心靈的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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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設計理念與特色設計理念與特色設計理念與特色設計理念與特色 

一、 美文欣賞與情意教學美文欣賞與情意教學美文欣賞與情意教學美文欣賞與情意教學：本次研究兼具語文訓練、文藝欣賞及文化涵養。至

於所用的文本，是由各組上網或進圖書館去找尋相關的文章。藉由文學閱

讀活動，能體會飲食散文對作者的意義及所要傳遞的情感。同時希望透過

觀摩典範作品的引導，及結合他們的生活經驗，培養其善用五感來觀察文

章的細節。此外，期盼透過這些課程活動，讓學生能彼此相互學習成長，

並盡情的發揮想像力與創作力，以提升情意教學品質，及培養學生口語表

達和寫作的能力，達到激發學習成效的附加價值。 

二、 美食踏察與感官體驗美食踏察與感官體驗美食踏察與感官體驗美食踏察與感官體驗：學生在課堂上所閱讀到的美食文章，那一篇篇作品

中所描寫的美食品項，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之下總以鮮活細膩、美味迷人，

令人食指大動的形象出現，但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百聞卻不如一

見，能夠親自尋訪與品嚐美食，在獨具特色的用餐環境之中，巧手慧心的

烹調技巧之前與色香味兼具的食物環繞之下，縱使平日遲鈍的感官系統也

會靈敏活躍起來。因此本教學活動的設計要求學生親自走訪美食店家，與

餐點的製作者、經營者互動訪談，並用心觀察其製作過程及用餐環境，接

著能夠帶著課堂中所閱讀到的文化者的角色與心態，去細膩品嚐美食，爾

後要將這些過程用照片與文字呈現，將整個過程與心得，傳達發表給全班

同學。相信有了這一趟實際尋訪品味的過程，學生對飲食文學的體驗必然

更深刻，對於文字的閱讀也會更有興趣。 

三、 情境觸發與精進寫作情境觸發與精進寫作情境觸發與精進寫作情境觸發與精進寫作：在都市機械式生活、學習單調的反覆中，學生已慣

於直線式思考、淺碟式直覺反應，無法深究細思或邏輯推理。此次研究的

活動設計，希冀在美文欣賞、美食品嚐中，能藉著欣賞觀摩範文、細細分

析其中有機紋理，仿擬其思路線條、情感詮釋，進而內化為自身創作進程

的蓄積力量。當寫作不再只是寫作，而能成為有意識的活動，自能觸類旁

通、有效能的日益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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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儕分享與團隊合作同儕分享與團隊合作同儕分享與團隊合作同儕分享與團隊合作：我國〈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將「表

達、溝通、分享」、「團隊合作」與「解決問題」三者定在十項國民基本能

力之中（歐用生、楊慧文，民 88）。此次課程與活動除了強調飲食文化與

文學的結合外，更強調以分組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活動與心得報告。團

隊合作是希望藉由合作的方式，激發出火花，匯集更多來自不同思考方式

的想法，並且更懂得與人相處、待人接物，從同儕中截長補短，最重要的

是讓成果的呈現達到事半功倍的績效。團隊內合作分享、團隊間分享，絕

不是孤獨的個人作業，而是加強學生與人合作之能力、溝通力、協調力、

責任感，期盼透過此次課程與體驗活動，引導學生覺察並省思自己與團體

相處的態度，體驗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活動中也提供分享與表達個人的思

想、情感的機會，鼓勵傾聽與諒解，建立相互關懷的人際環境，並帶動校

園主動積極學習的正向風。 

參參參參、、、、    課程與活動架構課程與活動架構課程與活動架構課程與活動架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本次結合文學與飲食的活動，希冀達成提升表達能力與增進合作學習兩

大目標。活動進展詳情說明如下：在文學上，因性質上屬國文課的活動，故從

閱讀美文、欣賞佳作著手，藉著觀摩、進一步細部分析，使學生有感於美文的

動人心弦，以達情意上的薰陶與觸發。接著讓學生實際以踏查活動，來印證、

體驗美文中的經驗，並因著色味觸嗅聽等感官活動的刺激，喚起平日久已忽略

的隱微感受與記憶。學生蓄積的內在情感與感受，可藉著兩種方式加以產出：

文字形式的書面報告與口說方式的語言表達。當然活動需要多人分頭收集美

文、規畫踏查路線、設計訪談內容等，這些都是學科學習外的團隊合作經驗。

飲食活動藉著觀摩、分享與檢討，使平日「吃」這最平常不過的動作，添加了

文化的美感與藝術的精緻，讓經濟活動日臻成熟的台灣，能走向生活品質更精

緻化、人文化的理想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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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架構圖活動架構圖活動架構圖活動架構圖：：：： 

 

肆肆肆肆、、、、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一、知識探求方面： 

1-1 了解何謂飲食散文？ 

1-2 了解飲食散文的特色 

二、能力培養方面： 

2-1 能蒐集分析飲食散文的作品 

2-2 培養學生組織統整活動資訊的能力 

2-3 訓練學生上台報告的能力 

三、情意陶冶方面： 

3-1 體會飲食散文對作者的意義及所要傳遞

的情感 

3-2 開發感官知覺的能力及豐富生活的視野 

3-3 體會分工及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針對飲食文學的意義、發展脈絡及

特色加以說明。 

 

請學生上網或進圖書館去蒐集相

關的飲食散文加以閱讀，並在美食

踏察前先做充分的規畫及討論。 

 

藉由閱讀、美食踏察與訪談美食店

家，來完成學習單的內容及回饋問

卷，並請各組上台分享整個活動的

過程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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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課程與活動流程課程與活動流程課程與活動流程課程與活動流程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 課程設計與研討課程設計與研討課程設計與研討課程設計與研討────────本科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本科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本科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本科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隨著社會文化變遷與全球化影響，飲食文學發展快速，書寫主題與內容也

呈現多元化，美食之外，亦涵蘊禮俗教化。有鑑於此，此次由謝純靜、李麗敏、

吳幼貞、康瀞文四位同仁組成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透過多次討論，設計本次課

程與活動，希望讓同學在「做中學，學中做」的學習環境中，認識我國飲食文

化與文學之美，進而培養學生鑑賞、創作的能力，並藉由認識而喜愛「飲食文

學」課程，強化其創造力與競爭力。 

(一一一一) 設計教學內容設計教學內容設計教學內容設計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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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飲食作品文本的探討與導讀。          

2. 飲食作品文本的分析。 

3. 美食踏察與實地體驗。 

4. 分組報告與互評。   

      

本活動教師參與行動研究工作坊 

           

教師共同設計與研討課程 

希望學生通過本課程之學習可以瞭解飲食文學的各種面向，培養文學素養

與洞澈觀察力，進而增益識見，拓展知識的觸角。 

(二二二二) 實施方法實施方法實施方法實施方法 

   包括閱讀指導法、親身體驗法（美食踏察）、欣賞討論法等。 

(三三三三) 課程與活動成果的評量課程與活動成果的評量課程與活動成果的評量課程與活動成果的評量 

1. 範文分析表（見附錄 1） 

2. 美食踏察紀錄表（見 P13） 

3. 活動照片（見 P12） 

4. 各組報告互評單(見 P15) 

5. 課後活動問卷（見附錄 2 與附錄 3） 

二二二二、、、、 課程實施課程實施課程實施課程實施 ── 可分成五個階段可分成五個階段可分成五個階段可分成五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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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在課堂上向學生說明本次課程與活動的目的、特色與整體流程，以及各階

段活動的實施日期、實施方式接著公布本次活動的分組方式，以牛肉麵、滷肉

飯、蘿蔔糕、水餃、炒飯等大主題來分組，請同學以 7～9 人為一組，選出組長，

安排分工項目，初步規劃共同討論及踏察時間並且約定完成日期。發給各組活

動說明與注意事項，請各組留下電子郵件信箱，教師將活動附件表格與說明寄

給各組。 

(二二二二) 飲食文學導讀飲食文學導讀飲食文學導讀飲食文學導讀 

針對飲食文學的定義講解，讓學生對於「何謂飲食文學」有基本的概念，

接著把教學範圍聚焦於台灣文壇頗負盛名的飲食散文作品，就其作家與作品特

色分別介紹，使學生能夠掌握飲食散文的發展脈絡，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 

1. 從「台灣飲食散文之祖」──唐魯孫的《中國吃》開始，

到梁實秋的《雅舍談吃》都能夠看到早期台灣飲食文學

的風貌，憑著個人回憶中的美食經驗，敘述食物的吃法

與烹調方式，並引用古籍及近人之作，記載食物的來源

與特殊意涵，其間更流露著濃濃的思鄉之情。 

2. 第二階段則介紹林文月的《飲膳札記》及張曼娟的《黃魚聽雷》等作品，

此時期的飲食散文，內容觸角更豐富多元，前者看似食譜的內容記事，卻

在典雅的文字之中，融入了作者的家庭生活與親友互動的美好情誼。後者

則以食物為主題，談論親情、友情、愛情與人生的感動，有著追憶似水年

華的抒情性質。 

3. 第三階段的飲食散文，除了延續前者的特色以外，更多了實地踏察品評各

處店家的經驗之談，如舒國治的《台北小吃札記》、焦桐的《暴食江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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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身歷其境的體驗書寫，對於美食的鑑賞，已經擴及餐飲環境的氣氛、

製作過程的用心與經營者的理念格調。在作者文字的帶領之下品賞一道道

佳餚，已經不只是滿足口腹之慾，更是進一步融入了個人的生命情懷、處

事哲理與社會文化之觀察了。 

此外另有一趨勢：在精彩鮮麗的文字之中將各種食材、料

理作一番追本溯源，就其生物分類、歷史源流、環境生長等因

素一一梳理，在挑動讀者感官味蕾之餘更多了知性理解的成

分，如蔡珠兒的《紅燜廚娘》、《南方絳雪》等作品。 

經過上述各階段的講解與閱讀之後，

希望學生能夠體會此一文類的特色內涵，

也能夠區分所謂「飲食文學」與「食譜」

或「美食報導」的區隔。 

 (三三三三) 蒐集相關範文蒐集相關範文蒐集相關範文蒐集相關範文（（（（圖書館尋寶活動圖書館尋寶活動圖書館尋寶活動圖書館尋寶活動，，，，資料之收集能力比賽資料之收集能力比賽資料之收集能力比賽資料之收集能力比賽）））） 

高中生活忙於社團與課業的學生，平日甚少會善用圖書館的資源，因此想

要在浩瀚的書海之中找到符合所需，更且內容深刻充實的文章，誠非易事！因

此本「圖書尋寶活動」將要求學生依照教師所設定的五大主題去尋找相關的美

文，藉此讓這一群不愛閱讀的孩子們走進圖書館，翻閱搜尋圖書資料，打開狹

隘的視野，遍覽相關書籍，涵泳在書海環繞的情境之中，

最後比較篩選出最優美、最切合主題，也最打動人心的

作品。事先由老師講解資料搜尋的技巧，各項可運用的

工具與管道，例如：聯合資料庫、全國圖書資料庫、博

碩士論文資料庫、全國期刊論文資料庫以及台北市圖書

館線上預約系統等方便好用的管道及其使用的方式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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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讓學生有基本的概念，並鼓勵學生分工合作，實際行動，如有問題隨時詢

問教師，適時修改行動策略。 

由於這項工作考驗著各組學生的行動力、評鑑眼光，系統規劃與互助合作

的能力，因此將學生所蒐集而來的作品，由老師評審，先作一番評比，每班成

果最豐碩的那一組學生，頒發獎狀與獎品予以鼓勵。並請得獎的同學上台分享

資料收集的過程與心得，以收典範學習之功效。 

(四四四四) 範文解析範文解析範文解析範文解析、、、、深入閱讀深入閱讀深入閱讀深入閱讀 

請各組學生將所收集到的文章 3～5 篇，先影印一份給老師審核評閱，接著

請同組的成員一起進行深入閱讀與共同研討，研討的進行可分兩個主題分別作

探討： 

• 作者的情意內涵──可針對文章的主旨、內涵、象徵意象作全面性的理解思

考，並連結作者的寫作背景與敘事風格，試著對蘊含於文字背後的情感或哲

思有較深度的領悟。 

• 作者的描寫技巧──要針對作者在篇章之中所運用的表達技巧多方觀察，包

括各種修辭技巧的運用，結構佈局的巧思，氣氛場景的營造，尤其針對飲食

主題的感官書寫需特別留意，可就五種感官──視覺、嗅覺、觸覺、味覺、

聽覺的方向去仔細討論分析。 

以上討論內容請同學先行做成札記，以便下一個流程，可以完成分析表格

的寫作。 

(五五五五) 完成範文分析表完成範文分析表完成範文分析表完成範文分析表                                

請學生將分組討論心得，按照表格（見

附錄 1）分別填寫，繳交給教師評閱。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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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這份表格的目的，就是希望學生能夠針對飲食美文中，對於美食的五感描

寫與情意內涵多作觀摩體會，並思考比較平日自己的文章在這兩方面的表現有

何缺陷落差？期盼學生能因此提升其摹情狀物、精彩表達的能力。 

三三三三、、、、 活動實施活動實施活動實施活動實施 ──────── 可分成三個階段可分成三個階段可分成三個階段可分成三個階段 

1. 小組討論，選定店家。 

2. 實地踏察與訪談美食店家。 

3. 完成文字與圖像紀錄。 

整組同學在店門口合照 顯現環境的照片 

同學與老闆的訪談 

 

製作食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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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照片 食物在口中的表情 

人物互動的照片 其他 

四四四四、、、、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 

(一一一一) 書面報告觀摩書面報告觀摩書面報告觀摩書面報告觀摩 

組別及成員姓名組別及成員姓名組別及成員姓名組別及成員姓名 
第五組： 11 許以萱 23 鐘遠華 27 沈冠辰 29 孫正熹 30

高祥智 34 黃崧育 37 劉庭瑋 38 蔡長恩 

店家名稱店家名稱店家名稱店家名稱、、、、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咖哩傳奇 

為何想賣為何想賣為何想賣為何想賣

此食物此食物此食物此食物 

老闆年輕時當學徒最有自信的就是自己的炒飯和燴

飯，而且更試著把加哩融入炒飯，希望客人能吃到有別

於一般炒飯的感受，也希望能讓人吃到真正好吃的炒

飯。 

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可以就訪談過程中的觀察可以就訪談過程中的觀察可以就訪談過程中的觀察可以就訪談過程中的觀察，，，，進而進而進而進而描寫老闆的描寫老闆的描寫老闆的描寫老闆的

形象形象形象形象、、、、作風及作料理的心情作風及作料理的心情作風及作料理的心情作風及作料理的心情，，，，會更鮮活會更鮮活會更鮮活會更鮮活。。。。 

準備食材準備食材準備食材準備食材

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 

從大桶飯鍋裡舀出白飯，還有切好的肉絲、金黃的蛋

汁，還有一把青翠的蔥花。 

訪訪訪訪 

談談談談 

店店店店 

家家家家 

紀紀紀紀 

錄錄錄錄 

製作食物製作食物製作食物製作食物

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 

白飯舀入以大火快炒之後加入蛋液，等飯變成金黃色時

加入肉絲和調味料一起炒等到肉變色時加入一把蔥花

裝入大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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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視覺視覺視覺 
黃色的炒飯和肉絲參雜著青澀的蔥花有中說不出的和

諧感陣陣白煙也從中冒出 

味覺味覺味覺味覺 

飯不油但又有著厚厚的香氣，滑嫩的肉絲在口齒間留

香，最後的青蔥不但增添炒飯的香氣更多了清爽的感

覺，下嚥後加哩味仍在嘴裡徘徊。 

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味覺體驗味覺體驗味覺體驗味覺體驗，，，，很詳細寫實很詳細寫實很詳細寫實很詳細寫實，，，，如果多加入一些比如果多加入一些比如果多加入一些比如果多加入一些比

喻及想像將更生喻及想像將更生喻及想像將更生喻及想像將更生動動動動！！！！ 

嗅覺嗅覺嗅覺嗅覺 
有蛋的香味和肉香，其中更有著咖哩的香味令人不禁飢

腸轆轆。 

觸覺觸覺觸覺觸覺 入口後炒飯粒粒分明在舌上彈跳。 

紀錄五感紀錄五感紀錄五感紀錄五感

的分類的分類的分類的分類 

聽覺聽覺聽覺聽覺 咀嚼時蔥花咖斯咖斯的聲音有清脆的感覺。 

其
他
其
他
其
他
其
他
（（（（
情
意
情
意
情
意
情
意
、、、、
氛
圍
氛
圍
氛
圍
氛
圍
、、、、
環
境
環
境
環
境
環
境
、、、、
記
憶
記
憶
記
憶
記
憶
、、、、
心
得
感
受
補
充
事
項
等

心
得
感
受
補
充
事
項
等

心
得
感
受
補
充
事
項
等

心
得
感
受
補
充
事
項
等
）））） 

炒飯對我而言不過是道家常菜,但經由這次飲食文學報

告讓我對它的看法有了 180 度的轉變,也因此更加深了

和同學一起去吃炒飯的期待。到了店家,我們大家討論著

菜單上的炒飯,有肉絲、羊肉、牛肉、鮮蝦等,雖然沒有

像書中提到的那麼多種選擇,但大夥還是爭論了許久,最

後我們挑了牛肉炒飯,看著老闆用大火熟練翻著那逐漸

金黃的米粒接著淋入蛋汁，就在這時香味四溢而那碗黃

色蛋液似乎把炒飯帶入更高層次境界,最後是重頭戲主

角──牛肉放進炒飯裡,牛肉的肉香伴隨著飯的金黃，大

概只能以色香味俱全來形容眼前這道令我們飢腸轆轆

的牛肉蛋炒飯。 

桌上這盤炒飯灑著綠色的蔥花,陣陣的白煙更使我們大

家垂涎三尺,沒多久那盤炒飯已經一掃而空了,這也是我

第一次覺得炒飯如此美味。粒粒分明的米粒,清爽又帶點

嚼勁,和香嫩的牛肉搭配起來有種說不出的和諧,而碎碎

的蛋花讓口中的香味豐富多變,就在下嚥時青蔥的青脆

和辛香更呼應了炒飯該有的清爽,口齒間鮮味仍排迴不

已。 

這次的親口品嚐給我的震撼比起書本更顛覆我對炒飯

的既定印象,原來炒飯可以那麼好吃這次的經驗真的太

棒了和朋友一起分享美食,一起大快朵頤,也讓炒飯不再

只是炒飯,而是專屬我們之間的回憶,也讓我體會到飲食

不再只是果腹如此簡單,這次的飲食文學報告除了讓我

更了解炒飯背後有那麼多不平凡的學問,也讓我體會做

人就像作炒飯一樣,,不必多麼華麗,簡簡單單實實在在就

可以做出不平凡的炒飯,做人也是如此,腳踏實地不要追

求那些虛華不實的東西,每個人一定能找到那最適合自

己的口味,而那也將會是道令人驚豔不已的蛋炒飯。 

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這組同學把品嚐這組同學把品嚐這組同學把品嚐這組同學把品嚐的過程寫得很詳細的過程寫得很詳細的過程寫得很詳細的過程寫得很詳細，，，，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連吃炒飯也可以聯想到深奧的做人道理連吃炒飯也可以聯想到深奧的做人道理連吃炒飯也可以聯想到深奧的做人道理連吃炒飯也可以聯想到深奧的做人道理，，，，真不簡單真不簡單真不簡單真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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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口頭報告口頭報告口頭報告口頭報告 

課堂報告 課堂報告 

(三三三三) 分組互評分組互評分組互評分組互評                            

優優優優

點點點點 

報告內容十分詳細，把牛肉麵的食材、湯頭等描寫的很仔細。還有報告

的人把內容呈現得詼諧又有趣，而且加入組員的親身經驗，增加了不少

親切感。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組組組組 缺缺缺缺

點點點點 

音量可再大些，可以不用全按照 PPT 唸，應加入一點想法，會更棒！ 

報告時間拖太長，報告當中語句偶而會停頓不順暢。 

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觀察仔細觀察仔細觀察仔細觀察仔細，，，，我也有同感我也有同感我也有同感我也有同感！！！！報告要用口語流暢方式報告要用口語流暢方式報告要用口語流暢方式報告要用口語流暢方式表達表達表達表達，，，，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呆板只按照文字書寫來念呆板只按照文字書寫來念呆板只按照文字書寫來念呆板只按照文字書寫來念。。。。 

優優優優

點點點點 

照片拍得很生動，讓我也有想吃吃滷肉飯的衝動，他們提到滷肉飯的特

色是：只宜單吃的飯。這觀點我喜歡！ 

他們對於五感的形容描寫很貼切，講解清楚，並能將食材的製作過程拍

得很仔細。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組組組組 
缺缺缺缺

點點點點 

大部分按照 PPT 來唸，有一點枯燥，組員間對於報告的分工似乎沒有

分配完善，內容可再多元一些。報告過程也可以更精彩豐富些。 

優優優優

點點點點 

把蘿蔔糕的口感與視覺感受描寫得十分中肯細膩，而且描述訪談的曲折

經驗，很有趣，對於食物本身，能夠細分出港式口味與台式口味的差異，

很專業！對於店家店內裝潢也有觀察與描寫，角度很廣。 

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他們的訪談經驗他們的訪談經驗他們的訪談經驗他們的訪談經驗，，，，的確很驚險的確很驚險的確很驚險的確很驚險，，，，十分值得提出來討論分享十分值得提出來討論分享十分值得提出來討論分享十分值得提出來討論分享！！！！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組組組組 
缺缺缺缺

點點點點 

對於文章分析的部分，可能沒有十分流利，再加上他們所拍到的照片不

慎遺失了，所以很可惜，不能讓我們實際感受到美食的形象。 

優優優優

點點點點 

把水餃的口感、內餡、外觀描寫得很細膩且生動。也把品嚐時內心的感

想寫得詩情畫意，文章分析的部分，把作者對水餃獨到的見解述說得很

翔實。真讓人對於他們所介紹的水餃，都忍不住垂涎三尺了！ 

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

組組組組 缺缺缺缺

點點點點 

報告時比較呆板，雖然文字內容很好，可是口語表達就要更自然流暢，

並且加入一些訪查過程的分享，組員的心聲、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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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優優優

點點點點 

對於他們所品嚐的美食，介紹很詳細，也有很精美的 PPT，更能吸引觀

眾的注意力。報告的同學，口才很好，把訪查過程及炒飯的美味都講得

精彩而有重點。 

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這組的報告同學能夠製作很簡明扼要這組的報告同學能夠製作很簡明扼要這組的報告同學能夠製作很簡明扼要這組的報告同學能夠製作很簡明扼要、、、、圖文並茂的圖文並茂的圖文並茂的圖文並茂的 PPT，，，，

讓觀眾容易瞭解讓觀眾容易瞭解讓觀眾容易瞭解讓觀眾容易瞭解，，，，加上他的台風穩健加上他的台風穩健加上他的台風穩健加上他的台風穩健、、、、口語白話流暢口語白話流暢口語白話流暢口語白話流暢，，，，實在實在實在實在

值得大家學習值得大家學習值得大家學習值得大家學習！！！！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組組組組 

缺缺缺缺

點點點點 

在做五種感官的描述時，詞彙不太豐富，描寫還可以更細膩生動一些。 

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老師評語：：：：也可以多揣摩也可以多揣摩也可以多揣摩也可以多揣摩、、、、細讀細讀細讀細讀飲食美文之佳作飲食美文之佳作飲食美文之佳作飲食美文之佳作，，，，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其寫作技巧其寫作技巧其寫作技巧其寫作技巧。。。。 

(四四四四) 問卷填寫問卷填寫問卷填寫問卷填寫 

  

五五五五、、、、成果檢覈成果檢覈成果檢覈成果檢覈 

(一一一一) 問問問問卷之量表分析卷之量表分析卷之量表分析卷之量表分析 

本次量表式問卷共設計 10 道問題，分別針對活動主要過程，依照每題敘述

從非常符合至完全不符合，共分成五等級，請同學表達感受（參見附錄 2、3），

總共收到 245 份問卷，根據問卷填答內容做成之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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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題是關於「閱讀」主題的成效衡量，其中 1、2 題針對「文章閱讀」

的部分： 

• 第 1 題：「這次活動之中，你閱讀了飲食文學的優美作品，能夠提升閱讀的

興趣。」 

• 第 2 題：「閱讀了飲食文學的美文之後，對於飲食的文化內涵，有了更豐富

的體驗。」 

第 1 題以「還算符合」的學生比例 42%佔最多，第 2 題以「相當符合」的

42%佔大多數，「非常符合」的部分也有 1～2 成，顯示過半數的學生在閱讀文

章的過程中，對於飲食文化的內涵有了不少的體會。雖然回答不太符合與完全

不符合的學生比例不高，但是我們仍然感到不甚滿意，可能是本次活動的進行，

礙於時間的壓力，教師在課堂上對於飲食散文採用大綱式的導讀，在情意教學

的層面較不容易達到效果，或許下次可以考慮拉長活動前置作業，可以在上學

期先讓全班學生一起以焦桐先生所編之《台灣飲食文選》上下二冊，作為課外

閱讀之材料，因為這套書之編輯涵蓋當代有名之散文家，所選之文章質、量均

佳，也淺近自然，適合學生程度。此外，也應該選取書中幾篇文章帶領學生細

細品味，如此應當可以再進一步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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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題是針對文章蒐集活動而提問：「參與了按照主題蒐集文章的比賽，對

於文學資料的蒐集能力有所增加。」 

文學資料蒐集，對於高一學生而言，有相當大的難度，甚至有學生表示過

去從來沒有進入圖書館蒐集資料，然而本題選「非常符合」與「相當符合」的

共有 55%，顯見半數以上學生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之中雖然遭遇不少挫折，但是

經過教師一一指導之後，他們也在其中學到了不少技巧。當然也有同學因為中

途遇到困難，或許是找到的文章不符合規定，或許是參與感低落，而影響了此

過程的學習效果。 

• 第 4 題是針對文章解析所設計：「這次活動中有針對飲食文學的作品，做了

小組的解析討論，對於一篇文章的內容、情意、結構的瞭解能力有所增進。」 

這一題表示「相當符合」與「非常符合」的人數佔了 56%可見多數學生在

小組討論分析之後，對於篇章作品的內容、結構、情意、思想的書寫，經歷了

一番仔細的思考分辨，因而有所成長。少數不能在此過程中有所收穫的同學，

可能是小組討論活動安排在課後時間，部分同學反應，有組員因為個人時間因

素，沒有全程參與討論，或許下次可以安排在課堂時間進行，由教師指導之下

進行小組討論，推想收效將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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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題是關於「飲食踏察」的部分： 

• 第 5 題：「你親自去參觀訪問了美食店家之後，對於作家文章中所描述的感

覺情境，有了較多的體驗。」 

• 第 6 題：「參與了這次美食踏察活動之後，對於飲食生活的文化內涵，有了

更深的認識。」 

第 5、6 題以「相當符合」的學生比例各佔 35%、43%，而「非常符合」的

部分各佔 27%、21%，顯示過半數的學生在參觀訪問了美食店家之後，對於作

家文章中所描述的感覺情境，有了較多的體驗，且對於飲食生活的文化內涵，

也有了更深的認識，這樣的成效應該算是不錯。可見同學們在閱讀美食文學作

品後，依循著作者的文字，會陶醉在他們的食物熱情中，等到他們實際去踏察

時，味覺就已經在接觸的瞬間記憶下一切了，當然也包含吃食當下的情緒和感

受。不過仍然有極少數的同學回答「不太符合」與「完全不符合」，這情況可能

與本次活動的進行，時間安排上不是那麼充裕有關吧！下次若再有類似的文學

活動，我們會給予學生較多的時間來準備，或許他們更能從中體會出飲食不僅

是感官的滿足與享受，也是聯繫無數情感及成長經驗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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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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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符合

12%

還算符合

39%

相當符合

31%

非常符合

17%

問題七問題七問題七問題七：：：：口語發表的技巧增加口語發表的技巧增加口語發表的技巧增加口語發表的技巧增加

  

7、8 題是關於「表達能力與團隊合作」的部分： 

• 第 7 題是針對表達能力而提問：「你參與了課堂成果發表活動之後，對於口

語發表的技巧有較多的瞭解。」 

本題勾選「相當符合」、「還算符合」的學生各佔 31%、39%，而「非常符

合」的部分佔 17%，顯示過半數的學生在參與了課堂成果發表活動之後，對於

口語發表的技巧有較多的瞭解。老師們在聽取同學報告時，發現有許多同學並

不清楚報告時的口吻與平日說話有何不同，因而給予及時的糾正與指導，同學

們也因此有所收穫。不過仍然有約 13%的同學回答「不太符合」與「完全不符

合」，也許是因為分組進行，在工作分配上各有職守，部分同學沒有上台的機會，

所以比較沒有感受吧！ 

• 第 8 題是針對團隊合作而提問：「參與了這次的活動之後，能夠學習到和同

儕分工合作、溝通討論、互相觀摩進步的方法。」 

本題認為「相當符合」的學生佔 41%，「非常符合」、「還算符合」的部分

各佔 28%、27%，顯示過半數的學生在參與了這次的活動之後，能夠學習到和

同儕分工合作、溝通討論、互相觀摩進步的方法。這表示大部分的同學在活動

進行的過程中，從一開始找資料、討論分析文章內容、決定參訪店家、踏察路

完全不符

合

0% 不太符合

4%

還算符合

27%

相當符合

41%

非常符合

28%

問題八問題八問題八問題八：：：：同儕分工與溝通能力增進同儕分工與溝通能力增進同儕分工與溝通能力增進同儕分工與溝通能力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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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流程、一直到完成報告與上台分享，這一連串的過程，他們都努力地參與，

也從中獲得了寶貴的經驗。另外，仍然有極少數的同學回答「不太符合」，或許

是因為每個團體中，難免有少部分同學參與度和配合度不足，所以有些同學覺

得這部分的學習效果是有限的。 

第 9、10 題是關於「整體感覺」的分析： 

• 第 9 題：「經過了這一連串的『飲食文學閱讀與踏察』活動之後，感到有

許多的收穫。」 

• 第 10 題：「我覺得這個活動比起課本課程或單純寫作更饒富趣味。」 

在「收穫的整體感覺」上，有 65%的學生給予肯定，覺得「非常或相當符

合」。至於 35%學生對於活動的整體收穫感不強烈，根據進一步翻查學生的開

放性提問中的回答，可以發現到部分原因，在於每一小組的成員多至八、九人，

因個性使然或忙於補習，故有部分學生坦承未參與活動，只是分享別人的成果；

亦有學生仍處於被動學習的模式中，對於手邊翻查到的資料或活動進行中遇到

的挫折，都需要老師在旁一一為其解說或告知如何解決困境，才認知稱為「學

習」，也就是無法在其中產生解決困難的主動性，或有意識地自覺領悟性地學

習。不過有 75%的學生還是認為「這個活動比起課本課程或單純寫作文要更有

趣」，更提醒了教師們課堂外的學習也是一種學習，只要活動設計得當，一定

可成為引發學習動機的有趣性學習，這也是雖然課業繁忙，即將面對段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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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仍按部就班地完成這次活動中每一項作業的最大主因吧！ 

(二二二二) 問卷之問卷之問卷之問卷之質性質性質性質性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檢視教學活動後的問卷調查，顯示學生對此次活動有相當正面的回饋。以

下分別由學生在問卷中的回饋內容，教學目標的相互對照，來分析檢視教學成

果。 

1. 知識探求方面知識探求方面知識探求方面知識探求方面 

透過課程介紹、研讀範文與賞析練習，深切了解飲食散文的特色，進一步認

識「飲食散文」與「飲食文學」。透過飲食作品文本的介紹與探討，以及飲食

文學的欣賞及評論，讓學生瞭解飲食中的風土民情、生活水平、禮儀教化及人

文素養，由中學習觀照美好事物及與禮俗關聯的探究。學生在回饋單中寫道： 

「閱讀美食文章時，彷彿能品嘗到作者筆下所說的食物，那味道，藉由文

字，滑溜過我的喉嚨，讓我在腦中，品嘗了這無數次的美味佳餚。美文欣賞讓

我更瞭解，要如何使用清楚、精確的字詞來形容食物的特點，也讓我學會如何

品嚐食物。」 

「透過閱讀飲食文學的作品，讓我對於各種飲食文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且在品嘗美食之際，不忘打開五感之大門，任憑其碰出一首交響樂。」 

「經過實際翻查，才知道原來台灣有那麼多寫飲食相關文章的作家，現在

看著這些作品中的文字，就可以想像其中描述的食物有多麼美味，增強了我對

食物感官的描寫能力。」 

「因為閱讀過名家的文章後再去踏察享美食，感受特別敏銳與深刻，即使

我們的描述能力不足，但內心的感受是深刻的。」 

由上文所引文字，可看出學生經過老師的悉心引導，已進入飲食文學的殿

堂，亦能運用感官，體認品味美食的心境與感受。 

2. 能力培養方面能力培養方面能力培養方面能力培養方面 

(1) 透過老師的帶領透過老師的帶領透過老師的帶領透過老師的帶領，，，，能蒐集能蒐集能蒐集能蒐集關於關於關於關於飲食散文的作品飲食散文的作品飲食散文的作品飲食散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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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甫上高中的學生而言，「資料蒐集」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因此，經

過老師的說明與指導，讓學生自行到圖書館蒐集資料，除了是一種能力的養成，

也是解決問題與培養耐心的過程。事後透過學生的回饋，很高興他們在這方面

獲益良多： 

「剛找文章都是找到網誌之類的，後來發現可以去翻報紙，找到更好的文

章，後來更發現翻閱書籍，更能找到有深度的文章，藉此瞭解了搜尋文章的管

道。」 

「蒐集文章活動，讓我走進圖書館一本本翻閱大量書籍，因此閱讀了平時

不會接觸的書籍，也因此得到許多收穫，雖然土法煉鋼，很累人。為了找尋與

水餃相關的作品，特地跑到圖書館，在書架前一本一本翻，讓我快速選書的功

力又更上一層樓。」 

「之前交作業都是用網路找資料，這是我第一次踏入圖書館，雖然花了很

多個小時只得到一本書，但在找到那本書時內心的狂喜是無法用文字表達的；

相信我蒐集資料的能力應略有提升。從中我學到很多，現在我會擴大範圍用各

種關鍵字了！」 

「活動前對資料的收集一無所知，去了一趟市立圖書館，對於飲食文學仍

然沒有概念，後來經過和老師討論，修正了找資料的方向，再去了國家圖書館，

才知道找資料並不是隨意上網便可達成，需要先有個大方向，篩選出部分書籍，

再一本本略讀，選出我要的。有了足夠的資料，才易於加以分析。 

「對於找資料的心得是：找資料原來不再是大海撈針，而是依循燈塔的指

引。」 

(2) 透過活動的進行透過活動的進行透過活動的進行透過活動的進行，，，，培養學生組織統整活動資訊的能力培養學生組織統整活動資訊的能力培養學生組織統整活動資訊的能力培養學生組織統整活動資訊的能力 

本次教學活動設計，是期盼透過小組討論的腦力激盪，培養學生認知、整

合及創新能力；活動進行前後的規劃與溝通協調，則希望培養學生組織統整活

動資訊的能力。學生的回饋是這樣的： 

「因未想好計劃就前往店家採訪，得到的資訊自然不夠完整，甚至還吃了

閉門羹，覺得行前作業太過草率。」 

「學到如何設計問題，而不是不負責任的大哉問！也學到如何與人溝通對

談，才能挖出更多的內容。」 

「訪談前我們先討論篩選問題的重點再提問，所以老闆也都說的很詳細，

讓我們這組的報告寫得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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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分組報告透過分組報告透過分組報告透過分組報告，，，，訓練學生上台報告的能力訓練學生上台報告的能力訓練學生上台報告的能力訓練學生上台報告的能力 

踏察活動結束後，即進行成果發表。學生在課堂上報告與分享的過程，可

以訓練批判思考、理性分析及表達溝通的能力。許多學生一直以為所謂「報告」，

就是把該組實地踏察的經驗口述出來，並不困難。但實際上，「報告」也有許

多要注意的重點；另外，老師們也發現，同學們幾乎不懂得用 ppt 來進行報告，

以致於從頭至尾沒有重點，只是一堆資料的堆砌。在經過老師指導講評後，多

數同學也學到了口語表達的技巧與製作 ppt 的重要： 

「看到別組報告，才知道同學的文筆那麼好，可以用那麼多譬喻、摹寫技

巧，把美食的五種感受寫得讓我們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想要上台報告，就必須把所有材料很完整的瞭解吸收之後，再思考自己

真正想讓聽者知道的事情，最好在家演練一番，如此才能在台上完整又流暢的

呈現。」 

「看到同學的上台報告，非常佩服有些同學，能夠將一張照片介紹的生動

有趣，流暢自然、清楚有主題。抑揚頓挫的語氣、加入自己的感受和採訪的趣

事，與台下聽眾互動，都是我可以學習之處。」 

「這次的報告，可觀摩到別組如何詮釋活動的進行，對於 ppt 製作的能力

提升，同學台風的優缺點，對我都頗有助益。特別是學習到 ppt 的製作，不是

在內容的完整性（老師提醒字數太多不利觀眾閱讀），而是在清晰的大綱提要。

而且我也學到要求自己：不但要知道如何去做，還要做到最好！」 

「老師在每一組報告完後都會講評，提醒各組的優缺點。我學到如何去做

一份完整、清晰、有條理的報告，更學會如何讓自己的講演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我也學會從閱讀和統整的過程中，做「摘要」的功力，並能適切表現出來。」 

「我增加了報告的經驗，培養穩健而不扭捏的台風；也掌握了製作 ppt 的

精神，ptt 只是輔助，真正的內容應該都在頭腦裡；也就是先呈現綱要，細節則

在口述時加以補充。」 

3. 情意陶冶方面情意陶冶方面情意陶冶方面情意陶冶方面 

(1) 透過老師的帶領透過老師的帶領透過老師的帶領透過老師的帶領，，，，能能能能體會飲食散文對作者的意義及所要傳遞的情感體會飲食散文對作者的意義及所要傳遞的情感體會飲食散文對作者的意義及所要傳遞的情感體會飲食散文對作者的意義及所要傳遞的情感 

同學們提到： 

「飲食不單只是口腹之慾，更代表了文化傳承和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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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書中有記述作者完成此書的心情，每一本書都是以一段段故事去滋

養的。」 

「美文欣賞常常發現，作者對於那道菜的「回憶」很重要，讓那些文章增

添了很多情感，當我們下次吃到那些菜餚時，就想起相關的故事，在吃的時候，

就更有感情與興味了。」 

可見透過範文的閱讀與分析，可以讓學生體會飲食是民情風土，其行為的

形成，牽涉到生存自然條件與歷史文化因素。因此飲食文學不只局限於精緻的

「食譜」與「美食介紹」，它的精神在於對萬物、對人的真心。 

(2) 透過活動的進行透過活動的進行透過活動的進行透過活動的進行，，，，開發感官知覺的能力及豐富生活的視野開發感官知覺的能力及豐富生活的視野開發感官知覺的能力及豐富生活的視野開發感官知覺的能力及豐富生活的視野 

在課程活動設計上，希望透過文章欣賞與美食踏察相輔相成，而過程中的

學習與經驗，則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助益涵容品格教養。學生的回饋如下： 

「實地訪查可以增加我們的經驗，包括如何訪問，學習與不認識的人互動，

也可以增進同學之間的默契情感。」 

「能夠訪問到餐廳內的主廚，他非常專業，還上過電視，對我們所題的問

題都一一詳細解說，親切而仔細，對於他雖然在這專業領域有所成就，但卻依

然謙遜的態度我感到很欽佩。」 

「一個店家會成功，一定有他們堅持用心之處，一方面努力賺錢，一方面

享受客人吃下美食後那滿足的表情，如此要他們的生意不好也很難。」 

「美食踏察活動，竟然可以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吃」，也可以變成一種奇

幻的美食旅程，也讓我們學會放慢步調，細細品嚐並評論食物。」 

「在找滷肉飯的文章時遇到很多障礙。但在國家圖書館，我的閱讀速度因

為書太多而增快不少，因為反覆的翻找也認識了更多作家，在詢問櫃台尋求幫

助時的口語表達力也增進不少。」 

(3) 透過分組活動的方式透過分組活動的方式透過分組活動的方式透過分組活動的方式，，，，使學生使學生使學生使學生體會分工及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體會分工及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體會分工及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體會分工及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此次課程與活動除了強調飲食文化與文學的結合外，更強調以分組團隊合

作的方式，進行活動與心得報告。團隊合作是希望藉由合作的方式，激發出火

花，匯集更多來自不同思考方式的想法，並且更懂得與人相處、待人接物，從

同儕中截長補短，最重要的是讓成果的呈現達到事半功倍的績效。學生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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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 

「大夥商討如何將最真實的感受傳達給全班同學，不僅拉近了組員的距

離，也增強了我們彙整資料的能力。」 

「組員之間的溝通、瞭解很重要，絕不是分配好工作後就各自去完成，因

為每個工作都是互相關連的，因此必須時時討論、互助，才能將事情辦得更完

美，增進向心力。透過小組合作，讓我們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也讓我們在

美食和友誼中，感受到味覺和心靈都被填滿了，真是幸福至極。」 

「資料蒐集並不是那麼容易，但透過同學的分工，讓我們順便閱讀到更多優

美又不失趣味的作品。同學合作無間、默契十足，每個人都發揮了自己的長處，

真的很開心，能在團隊合作上學到了寶貴的一課，也讓人生有了不同的體悟。」 

「一樣的食物，一樣的場合，和不同的人一起吃，會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能

和同學聚在一起，進行美食的品嘗，真是太幸福了！」 

陸陸陸陸、、、、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省思與展望省思與展望省思與展望省思與展望 

一一一一、、、、 教學省思教學省思教學省思教學省思 

(一一一一) 走出課室的教學活動走出課室的教學活動走出課室的教學活動走出課室的教學活動，，，，可豐富學生的人生視野可豐富學生的人生視野可豐富學生的人生視野可豐富學生的人生視野 

「課室」，其本意乃為「教學空間」。眾所週知，教學活動需要在某「教學空

間」中進行，然而，「教學空間」並不限於固定的建築，而是動態的、流動的場

域。因為，教室的真義不在建築，而在學習情境的出現；我們可以佈置教室，

但除非我們提供孩子實際的生活情境，否則真正的學習不會出現（余安邦，民 

90）。有鑑於此，我們試圖設計一個走出課室的教學活動，期盼豐富學生的人生

視野，學習不一樣的知識與智慧。誠如學生所言： 

「要向店家開口詢問的時候，心裡非常害怕猶豫，很怕被拒絕，被擺臉色。

好不容易提起勇氣，提出詢問，果然被無情的拒絕，內心有許多失落感。我在

訪查過程中學到與人溝通的重要性，瞭解別人到底是在做甚麼、怎麼經營一家

自己開的店，這是在課本裡學不到的寶貴經驗。」 

「跑了兩三間店家，老闆的態度、口氣讓人不敢恭維，直到去了「富霸王」，

老闆態度親切還附贈一盤小菜，雖只是一盤簡單的小菜，卻讓人感到無比窩心，

讓我了解到無論做生意、寫報告……態度甚至比結果還重要！」 

「感受到老闆的熱情以及因為喜歡吃而去做的單純，老闆堅持親自調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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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食物給顧客享受，讓我感受到目前社會少有的一份為人著想的心。」 

「因為這個活動，我們這組九個人相約到平常不可能去的國家圖書館，也

享受到翻閱無窮無盡書籍的神奇經驗，更體會到飢腸轆轆一起在星空下走在信

義路上的感覺。」 

這些經驗與感受，都是教室和書本上學不到的人生智慧，也是比讀書更重

要的事！ 

(二二二二) 主動規劃的學習活動主動規劃的學習活動主動規劃的學習活動主動規劃的學習活動，，，，可打破學生的慣性思考可打破學生的慣性思考可打破學生的慣性思考可打破學生的慣性思考 

學生的學習，除了被動接受外，還須主動參與規劃，時時檢視、思考自己

的認知活動，進而掌握自己的學習成效。 事後檢視學生的回饋單，發現他們的

成長如下： 

「我學習到 ppt 的製作，不是在內容的完整性（老師提醒字數太多不利觀

眾閱讀），而是在清晰的大綱提要。而且我也學到要求自己：不但要知道如何去

做，還要做到最好！」 

「我學會從閱讀和統整的過程中，做「摘要」的功力，並能適切表現出來。

也知道製作 ppt 的方法在綱要的呈現，細節則在口述時加以補充。」 

(三三三三) 共同合作的學習經驗共同合作的學習經驗共同合作的學習經驗共同合作的學習經驗，，，，可建構公民群性的養成可建構公民群性的養成可建構公民群性的養成可建構公民群性的養成 

本次活動採取分組形式，目的即希望引導學生從狹隘的「校園空間」跨入

寬廣的「社區情境」，而其最終目的，在於培養具備現代知識與生活能力的公民，

造就充滿人文關懷與社群意識的公民社會。正如學生所言： 

「組員之間的溝通、瞭解很重要，絕不是分配好工作後救各自去完成，因

為每個工作都是互相關連的，因此必須時時討論、互助，才能將事情辦得更完

美，增進向心力。」 

「同學合作無間、默契十足，每個人都發揮了自己的長處，真的很開心，

能在團隊合作上學到了寶貴的一課，也讓人生有了不同的體悟。」 

二二二二、、、、建議與展望建議與展望建議與展望建議與展望 

(一一一一) 食物選擇宜再多樣化食物選擇宜再多樣化食物選擇宜再多樣化食物選擇宜再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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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課程設計時，僅限定五種美食作為踏察的對象，但由學生的回饋意見

中，發現如下建議： 

「希望下次還有類似的活動能去吃蛋糕甜點，訪問甜點達人，並在裝潢精

緻華麗的店中，度過一個悠閒愜意的下午。」 

「食物的種類太少，是否可以增加異國的美食，不要只侷限在本國的料理，

這樣或許我們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希望給個大範圍如「中國食物」，再由同學任選食物題材，執行起來會因

喜好的情感而更有感覺。」 

有鑑於此，在下回課程設計時，可以放寬限制，相信學生會有更多元、更

令人意想不到的表現！ 

(二二二二) 可提供範例供學生參考可提供範例供學生參考可提供範例供學生參考可提供範例供學生參考 

這一連串活動，最好有些報告的成品、範例，提供給學生參考，讓學生採

取行動時，更有清楚的概念。 

(三三三三) 活動時間宜更充裕活動時間宜更充裕活動時間宜更充裕活動時間宜更充裕 

因是利用課餘進行活動，故學生們希望時間能再充裕些。可以閱讀更多書

籍、資料、電影、短片等。 

(四四四四) 可嘗試跨領域可嘗試跨領域可嘗試跨領域可嘗試跨領域（（（（跨科跨科跨科跨科））））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下次可以結合家政老師的實作課程，作跨科教學，將會更豐富本學習活動

的內容。 

(五五五五) 多提供蒐集資料的指導多提供蒐集資料的指導多提供蒐集資料的指導多提供蒐集資料的指導 

學生最感困難的是「資料的蒐集」── 他們有人說從來沒有到圖書館蒐集

資料，所以建議：下次可以要求學生以蒐集圖書館的圖書資料為主，並且更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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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的指導，在圖書館眾多書籍中尋找想要的篇章之方法。因此除了參考書目之

外，還可提供關鍵字的利用、全國圖書館聯合書目、飲食文學常見作家的相關

作品等資訊，也最好示範一次以某一主題搜尋文章的流程。讓學生在這一環節

的工作中，不至於茫茫然無頭緒。 

(六六六六) 應進行踏察之行前教育應進行踏察之行前教育應進行踏察之行前教育應進行踏察之行前教育 

學生踏察之行前教育，宜提醒學生要事先充分瞭解店家之地點、特色、營

業時間等資訊，訪問時發問的技巧、禮貌與時間的選擇等，都攸關學生能否順

利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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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111：：：：範文分析範文分析範文分析範文分析    

組別及成員姓名  

文章名稱  

文章出處  

文章摘要 

 

 

 

 

視覺 

 

 

 

味覺 

 

 

 

嗅覺 

 

 

 

觸覺 

 

 

 

五 

感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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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 

 

 

 

文

章

內

容 
其
他 

（
情
意
、
氛
圍
、
環
境
、
記
憶
、
心
得
感

受
、
補
充
事
項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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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222：：：：飲食文學閱讀與踏察活動回饋問卷飲食文學閱讀與踏察活動回饋問卷飲食文學閱讀與踏察活動回饋問卷飲食文學閱讀與踏察活動回饋問卷    

 問題 

非
常
符
合 

相
當
符
合 

還
算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完
全
不
符
合 

1. 這次活動之中，你閱讀了飲食文學的優美作品，

能夠提升閱讀的興趣。 
     

2. 閱讀了飲食文學的美文之後，對於飲食的文化內

涵，有了更豐富的體驗。 
     

3. 參與了按照主題蒐集文章的比賽，對於文學資料

的蒐集能力有所增加。 
     

閱

讀 

4. 這次活動中有針對飲食文學的作品，作了小組的

解析討論，對於一篇文章的內容、情意、結構的

瞭解能力有所增進。 

     

5. 你親自去參觀訪問了美食店家之後，對於作家文

章中所描述的感覺情境，有了較多的體驗。 
     飲

食

踏

察 
6. 參與了這次美食踏察活動之後，對於飲食生活的

文化內涵，有了更深的認識。 
     

7. 你參與了課堂成果發表活動之後，對於口語發表

的技巧有了較多的瞭解。 
     

表
達
能
力
與
團
隊
合
作 

8. 參與了這次的活動之後，能夠學習到和同儕分工

合作、溝通討論、互相觀摩學習的方法。 
     

9. 經過了這一連串的「飲食文學閱讀與踏察」活動

之後，感到有許多的收穫。 
     整

體

感

覺 
10. 我覺得這個活動比起課本課程或單純寫作更饒富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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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333：：：：問答式回饋單問答式回饋單問答式回饋單問答式回饋單    

1. 在這個活動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你一部份的活動？請詳加說明。 

 

 

 

2. 在這個活動中令你感到收穫最大的是哪一部份的活動？請詳加說明。 

 

 

3、對於這個課程活動，你有甚麼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