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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南市 109 年度國際教育融入中小學優良課程方案徵選計畫 

       課程方案名稱：文化無國界 美食有夠讚 

國際教育 

課程主題 
文化無國界 美食有夠讚 

設計理念 

隨著交通、科技及媒體的發達，各國的文化交流日漸頻繁，同時也孕

育出多元的飲食文化。從各國的飲食文化中可以反映出各地的自然環境、

氣候條件、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等內涵，透過飲食主題的學習是認識各國

多元文化的捷徑。本方案的課程從認識台灣在地球上所屬的地理位置及飲

食文化，將位於同屬於亞洲的日本、韓國與泰國的飲食文化、屬於歐洲的

德國飲食文化介紹給學生，讓學生了解台灣跟外國飲食文化的差異、透過

認識各國的食物來源、料理方式、飲食習慣等，理解文化的多樣性，發現

文化的獨特性，學習尊重欣賞多元文化，進而創新轉化本國的文化，達到

在地全球化的國際教育目標。 

在教學設計上，本方案的課程融入本方案將飲食文化融入五年級上學

期翰林版社會領域第一單元「嗨!台灣你好」經緯度的學習，此外在自然

領域五年級第一單元「太陽」中太陽對生活的影響、語文學習領域英文第

一單元 How is the Weather ?進行延伸學習。 

在課程實施上，為了加深學生對於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的飲食文化的

理解，引發學生表達自己對於接觸不同飲食文化的體驗與感受，老師特別

指導學生品嘗韓國泡菜及泰式奶茶，結合網路平台及軟體去查詢其他國家

的資訊，期盼從活動中增進學生認識世界各地飲食文化的特色與差異，學

習以合宜的方式面對不同國家的飲食文化，培養學生具有宏觀的國際視

野，進而能尊重與接納各國飲食的差異。 

設 計 者 鄭任絢  王子銘 

教學時數 160分鐘 

年  級 五年級 

融入領域/類科 

語文領域(英文)  

自然及生活科技領域  

社會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國際教育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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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家認同 

1-1-1 深入了解自我文化的特質 

1-1-4 正視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2.國際素養 

2-1-2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2-1-3 具備學習不同文化的意願與能力 

2-2-1 理解不同文化 

2-2-2 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的價值 

2-2-5 學習跨文化溝通的知識與技巧 

3.全球責任感 

4-4-1 認識及尊重不同族群的異質文化 

 

 

 

 

 

認知：1-1-1 學生能知道本國有3種以上的特

色飲食。 

情意：1-1-2 學生能了解並欣賞本國的飲食文

化。 

情意：1-1-3 學生能表現出探討本國飲食特色

的興趣。 

技能：1-1-4 學生能說出本國的飲食特色(至

少3項)。 

認知：2-1-1 學生能知道本國與外國的飲食文

化有差異性。 

情意：2-1-2 學生能接納外國的飲食特色。 

技能：2-1-3 學生能說出外國的飲食特色(至

少2項)。 

認知：2-2-1 學生能知道本國與外國的飲食文

化有不同的意義。 

情意：2-2-2 學生能尊重日本、韓國、泰國與

德國的飲食文化。 

技能：2-2-3 學生能說出並表現出面對不同飲

食文化的合宜行動。 

認知：2-3-1 學生能知道日本、韓國、泰國與

德國飲食文化的優點。 

情意：2-3-2 學生能樂於嚐試韓國、泰國的異

國美食。 

技能：2-3-3 學生能說出3個喜歡日本、韓

國、泰國與德國美食的原因。 

技能：2-3-4 學生能向他人推薦日本、韓國、

泰國與德國的特色料理(至少2個)。 

認知：2-5-1 學生知道日本、韓國、泰國與德

國特色食材的名稱。 

技能：2-5-2  學生面對異國飲食習慣差異，

能做出的合宜表現。 

認知：4-1-1 學生能了解造成各國飲食差異的

原因。 

認知：4-1-2 學生能了解臺灣、日本、韓國、

泰國與德國文化各有差異。 

情意：4-1-3 學生願意嘗試異國食材與調味

料。 

技能：4-1-4 學生能繪製作品，進行創意發

想，並分享本國及異國特色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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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學活動架構 

 

 

 

文化

無國

界，

美食

有夠

讚！ 

 
 
 
 

探索飲食文
化 

(國家認同) 

 

 
 
 

 
活動一、
「洲」遊
列國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先以地圖引導學生從地理概念出發， 

認識四個國家，引入主題。 

(二)教師提問:出國去旅行的經驗及學生查詢各國基

本資料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介紹臺灣飲食的特色 

(二)學生查詢異國飲食相關資料 

三、綜合活動 

預告下一節活動-製作海報 

 
 

理解飲食文
化 

(國際素養) 

 

 

活動二、
「食」在
不一樣 

一引起動機 

海報設計前再次查詢資料(補充上一節未竟資料) 

二發展活動 

分組設計海報 

三綜合活動 

準備介紹稿及填寫工作分配表 

 
 

體驗飲食文
化 

(國際素養) 

 

活動三、

「食」在

好味道 

一、引起動機 

教師準備各國特色美食做體驗 

二、發展活動 

分組報告/票選 

三、綜合活動 

國際教育學習心得單 

 

分享飲食文

化 

(全球責任

感) 

 

活動四、

「食」在

有夠讚 

一、引起動機 

預告分組發表學習心得方式及時間/同學提問時間 

二、發展活動 

分組發表學習心得/同學提問 

三、綜合活動 

教師與同儕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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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活動 

對應指

標 
活動一 「洲」遊列國 

教學

資源 

時間

(分) 

評量

方式 

1-1-1 

2-2-1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先以地圖圖示引導學生從地理概念出發，看見臺

灣並認識其他國家的相對位置，聚焦於日本、韓國、泰國

與德國為主題的基本認識。再以圖表認識四個國家的緯度

對溫度、氣候、建築的影響，引導學生想像不同國家可能

的生活資源、氣候文化，引入主題。 

(深入了解自我文化的特質、理解不同文化) 

 

  

  

 

  

  
(二)教師提問 

1.你曾經有出國去旅行的經驗嗎? 你去過哪些國家？ 

2.你出國的旅遊經驗中有那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地圖 

 

 

 

 

 

 

 

 

 

 

 

 

 

 

 

 

 

 

 

 

 

 

 

 

 

 

 

 

 

 

 

 

 

 

 

5 分 

 

 

 

 

 

 

 

 

 

 

 

 

 

 

 

 

 

 

 

 

 

 

 

 

 

 

 

 

 

 

 

 

5 分 

 

 

 

 

 

 

 

 

 

 

 

 

 

 

 

 

 

 

 

 

 

 

 

 

 

 

 

 

 

 

 

 

 

 

 

口頭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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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1-2  

2-1-3 

2-2-1 

 

 

 

 

 

 

 

 

 

 

2-1-3 

 2-2-5  

 

 

 

 

 

二、發展活動 

(一) 教師展示 PPT介紹有關台灣飲食的特色 

教師以臺灣的傳統小吃做介紹，展示蚵仔煎、臭豆腐、鹽

酥雞、珍珠奶茶的相關圖片。(深入了解自我文化的特質) 

 

  

  

 

(二)教師提問 

1.你覺得台灣的飲食文化跟外國有哪些相同？請舉例說

明(至少3項) (學生能知道本國有3種以上的特色飲食) 

2.你覺得台灣的飲食文化跟外國有哪些差異？請舉例說

明(至少3項) (學生能了解並欣賞本國的飲食文化) 

3.你認為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學生能表現出探討本國飲食特色的興趣、學生能說出本

國的飲食特色) 

(三)教師將全班分成三組，並發給每組一台平板，請各組

學生上網查詢日本、韓國、泰國與德國的相關資料。 

(四)教師引導查詢內容的方向 

1.簡單描述國家背景(國旗、貨幣)  

2.傳統飲食(主食、水果、飲品） 

3.傳統服飾/4.標誌建築/5.傳統節慶 

 

 

PPT 

(介紹

台灣

小吃) 

 

 

 

 

 

 

 

 

 

 

 

 

 

 

 

 

 

 

 

 

 

 

 

 

 

 

 

 

 

 

 

 

 

 

 

 

5 分 

 

 

 

 

 

 

 

 

 

 

 

 

 

 

 

 

 

5 分 

 

 

 

 

 

 

 

 

 

 

 

 

 

15 分 

 

 

 

 

 

 

 

 

 

 

 

 

 

 

 

 

 

 

 

 

 

 

 

 

口頭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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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德國慕尼黑啤酒節 日本歌舞伎文化 

1.德國啤酒節(十月節) 

如果要追溯十月節的源頭，那得追溯到 19 世紀初。1810

年 10 月 12 日，當時巴伐利亞王儲的路德維希與薩克森-

希爾德伯格豪森公主特雷莎結婚。在城外特雷薩草坪上，

舉行了盛大典禮，有傳統賽馬、馬術比賽和狩獵比賽等，

人們身穿傳統服裝跳舞、唱歌及豪飲。當時全城出動，整

整歡慶了五天，據說這位王子免費請全城百姓吃喝，共同

歡度他的婚禮。後來這個傳統就被延續了下來，形成了一

年一度的十月節。 

2.日本歌舞伎文化 

歌舞伎這個詞語是指那種服飾華麗且配有奇異裝飾，同時

為人處世異於常人的行為。特別是，當時將這樣的人稱之

為「傾奇者」。以「傾奇者」們那華麗的裝束和誇張的行

徑為基礎而改編的「傾奇者舞蹈」風靡一時，並成為現在

傳統藝術「歌舞伎」的雛形。由於「傾奇者舞蹈」主要由

女性表演，因此在當時這些舞蹈也被稱之為「歌舞姬」、

「歌舞妃」、「歌舞妓」等女性化的詞語稱呼。 

(五)教師引導學生在查詢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其他國家

與我國傳統飲食文化的相同與差異之處。 

(六)各組將查詢資料整理過後填寫學習單，並選擇其中一

個國家做為報告主題。各組學生選擇以【日本】、【韓國】、

【泰國】、【德國】四大國的飲食文化為學習素材。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預告下一節課各組要製作海報，提醒學生攜帶繪

畫工具，如有需要列印之資料，請各組學生寄 e-mail 給

教師。  

 

 

 

 

 

 

 

 

 

 

 

 

 

 

 

 

 

 

 

 

 

 

 

 

 

 

 

 

 

 

 

 

 

 

 

 

學習

單 

 

 

 

 

 

 

 

 

 

 

 

 

 

 

 

 

 

 

 

 

 

 

 

 

 

 

 

 

 

 

 

 

 

 

 

 

5 分 

 

 

 

 

 

 

 

 

 

 

 

 

 

 

 

 

 

 

 

 

 

 

 

 

 

 

 

 

 

 

 

 

 

 

 

 

 

紙筆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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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象-泰國水果 文化意象-泰式料理  

 

 

 

 

 

對應指

標 
活動二 「食」在不一樣 

教學資

源 

時間

(分) 

評量

方式 

2-1-3 

 

 

 

 

 

2-1-2  

2-2-1  

2-2-2  

 

 

 

 

 

 

 

 

 

 

 

 

 

 

 

 

 

 

 

 

一、引起動機 

(一)將各組學生寄給教師之資料列印下來發給各組，並思

考哪些內容適合呈現在海報當中。  

(二)教師發給各組學生一台平板，以利各組學生再次查詢

並補充紙本資訊不足之內容。 

 二、發展活動  

(一) 教師發給各組一張半開海報，請各組設計海報。 

(二) 教師至各組巡視，協助各組海報製作。 

(三) 教師展示範例，給學生一些發揮創意的點子。 

1.以飲食文化及服飾介紹德國與日本的文化差異: 

德國豬腳 vs.日本馬肉、日本和服浴衣 vs.德國傳統服飾 

  

德國燉豬腳、德國香腸 日本特色食物：馬肉 

  

日本和服及浴衣 德國傳統服飾 

(1)德國燉豬腳 

德式燉豬腳（又稱德國鹹豬手、德國冰腿等）是一道著名

德國菜，其原文名稱 Eisbein意思是「冰腿」，因為歷史上

平板 

 

 

 

 

 

PPT 

海報 

 

 

 

 

 

 

 

 

 

 

 

 

 

 

 

 

 

 

 

 

 

10 

 

 

 

 

 

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8%8F%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8%8F%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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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在冬天以吃剩的豬蹄膀骨頭製作溜冰鞋冰刀之故。 

(2)櫻花肉(馬肉) 

在日文裡，櫻花肉就是指馬肉的意思。有許多人因為宗教

信仰或飲食文化而不吃馬肉，但在日本的傳統飲食文化

裡，馬肉是從以前就有人在吃的。其中特別有名的是熊本

的鄉土料理。 

(3)日本和服、浴衣 

和服與浴衣的區別有以下四點：一、浴衣直接穿在內衣外

面，然而和服要先穿內衣與和服專用長襯衣，然後穿在外

面。為了防止弄髒和服而形成必須穿長襯衣的習慣。二、

浴衣可以當做睡衣，和服則不能。三、浴衣只能在夏天穿，

和服一年四季都能穿。四、浴衣屬於便裝，而和服既有便

裝，也有外出服裝。浴衣雖然也可以穿出門，但不能穿去

正式場合。二者在上述方面存在明確差異。兩者看似相同，

實則不同，浴衣適合高溫多濕的日本，也是能讓外國人輕

鬆接觸到的日本文化之一。 

(4)德國傳統服飾(巴伐利亞服飾) 

Dirndl(女性服飾)通常由四部分組成：短襯衣、襯裙、外

裙和圍裙。與 Dirndl 相配的巴伐利亞傳統男裝——襯衣

和短皮褲。 

2.以飲食文化介紹韓國與泰國的文化差異: 

韓國泡菜 vs.泰國冬蔭功 

  

韓國料理-泡菜 泰國料理-冬蔭功 

(1)韓國泡菜 

由於韓國屬於亞洲的中緯度國家，冬天的氣溫很低，甚至

常常下雪，因此植物不易生長，韓國人為了在冬天可以吃

到蔬菜，於是將大白菜醃在鹽水中儲藏，在泡菜上加大量

的辣椒，用來增加攝取身體的熱量，抵禦每年的寒冬。 

(2)泰國冬蔭功 

冬蔭功湯是一道典型的泰國菜，是泰國名湯， 在泰語中，

“冬蔭”指酸辣，功”即是蝦，合起來就是酸辣蝦湯了。  

冬蔭功的由來: 

泰國吞武里王朝的國王，名字叫做鄭信。有一天，他的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9A%E9%A4%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A%A8%E9%A0%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9C%E5%86%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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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2-2-5 

 

 

 

 

 

 

 

 

 

 

 

 

2-1-3 

 

 

 

 

貝女兒因病臥床，食不知味。鄭信非常焦慮。於是他下令，

讓御廚們去研究，一定要做出一道讓公主滿意的湯，御廚

們在情急之下，將青檸，朝天椒和蝦等酸辣的食材放在一

起，熬制出了一道色澤鮮艷，味道鮮美的湯。沒想到，這

道湯讓公主大加讚賞，看到寶貝女兒喜歡，鄭信便把此湯

定為「國湯」，賜名「冬蔭功湯」。 

(四) 讓學生把自已發現的文化異同處呈現在海報上。

(能設計多元文化海報) 

  

  

三、綜合活動  

(一) 以抽籤方式安排各組學生分享海報的順序，請各組

學生分別準備 4分鐘的介紹稿。  

(二) 教師提醒各組的每個組員都要分配到工作，請學生

填寫工作分配表。  

 

 

 

 

 

 

 

 

 

 

 

 

 

 

 

 

 

 

 

 

 

 

 

 

工作分

配表 

 

 

 

 

 

 

 

 

 

10 

 

 

 

 

 

 

 

 

 

 

 

 

10 

 

 

對應指標 
活動三 「食」在好味道 

教學資

源 

時間

(分) 

評量

方式 

2-1-2  

2-1-3  

2-2-1 

 

 

 

 

 

 

 

一、 引起動機  

教師準備泰式奶茶和韓國泡菜，分給各個小組學

生品嘗，學生品嘗後，教師發問請學生分享對泰式

奶茶和韓式泡菜的感受。 

 

1. 你覺得泰式奶茶跟珍珠奶茶味道有哪些不一

樣? 

2. 你覺得韓式泡菜跟台式黃金泡菜有哪些不一

樣? 

1.泰式

奶茶 

2.韓式

泡菜 

 

 

 

 

 

 

10 

 

 

 

 

 

 

 

 

 

口頭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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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2-2-1  

2-2-2  

2-2-5  

4-4-1 

 

 

 

 

 

 

 

 

 

 

 

 

2-1-2 

2-1-3  

1-1-4 

 

  

泰式奶茶 珍珠奶茶 

 

 

 

韓式泡菜 台式黃金泡菜 

 

二、發展活動  

(一) 教師告知報告的時間及流程： 1分鐘準備， 4分

鐘結束，報告 1分鐘，讓同學提問。  

(二) 教師提醒每位學生都要專心聆聽，等各組學生報

告完，以每人 2票進行票選，選出最高票的一組。 

(三) 各組依照抽籤順序上台報告  

第一組 【韓國】、第二組 【日本】、第三組 【泰國】、

第四組【德國】 

(二) 教師統計各組的得票數。  

(三) 教師針對三組的報告做總講評。  

(四) 教師針對各組的海報進行評量。 

(創意 20%、能表達出各國文化 40%、圖案安排 20%、版

面配置 20%) 

(五) 教師請學生填寫互評表，每位學生針對自已組內

的其他同學評分。 

 

 

海報 

 

 

 

 

 

 

 

 

學生互

評表 

 

 

 

 

 

 

 

 

 

 

 

 

 

 

 

 

 

 

 

 

 

 

 

學習心

得單 

 

 

 

 

 

 

 

 

 

 

 

 

20 

 

 

 

 

 

 

 

 

 

 

 

 

 

 

 

 

 

 

 

 

 

 

 

 

 

10 

 

 

作品

評量 

 

 

 

 

 

 

 

紙筆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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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結束後請學生將創作作品張貼於教室布告欄，以供

學生互相欣賞彼此的作品。  

(二)教師針對整個活動進行總結。 

(三)教師發下學習心得單，請學生在課堂上完成。  

 

對應指標 
活動四 「食」在有夠讚 

教學資

源 

時間

(分) 

評量

方式 

 

 

2-1-2 

2-2-1  

2-2-2  

2-2-5  

4-4-1 

 

一、引起動機  

教師告知上台發表學習單的學生報告時間及流程：報

告 1分鐘，1分鐘讓同學提問。  

二、發展活動  

(一) 教師請同學發表自己的學習單及分享心得。 

(引導學生能具備學習不同文化的能力) 

(二) 每位上台學生提一個問題，問台下的同學，答

對者可記榮譽點數。  

(三) 教師請給台下學生對台上同學的分享內容給予

回饋，並由發表的同學做出回應。(能將多元文化分

享給他人) 

 三、綜合活動  

教師對學生發表的學習單內容及發表做總評，表現優

異的學生給予口頭讚美及榮譽點數加以獎勵。 

學習心

得單 

 

5 

 

 

25 

 

 

 

 

 

 

 

 

10 

 

 

 

 

口頭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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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習評量 

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 

活動一    洲遊列國 

認知：1-1-1 學生能知道本國有3種以上的特色飲食。 

情意：1-1-2 學生能了解並欣賞臺灣的特殊文化。 

情意：1-1-3 學生能表現出探討本國飲食特色的興趣。 

技能：1-1-4 學生能說出本國各族群的飲食特色(至少3項)。 

 

認知：1-4-1 學生能了解傳承本國飲食文化的重要性。 

情意：1-4-2 學生能關心本國各族群飲食文化的特色。 

情意：1-4-3 學生能表現出對本國各族群飲食特色的尊重。 

技能：1-4-4 學生能說出傳承本國飲食文化特色的方法(至少2

項)。 

認知：2-5-1 學生知道日本、韓國與泰國特色食材的名稱。 

情意：2-5-2 學生樂於認識日本、韓國與泰國飲食的習慣。 

技能：2-5-3 學生面對異國飲食習慣差異，能做出的合宜表

現。 

 

口頭評量 

 

 

分組討論/報告 

 

 

 

 

口頭評量/學生報告 

 

口頭評量 

 

活動二 「食」在不一樣 

認知：2-2-1 學生能知道本國與外國的飲食文化有不同的意

義。 

情意：2-2-2 學生能尊重日本、韓國與泰國的飲食文化。 

技能：2-2-3 學生能說出並表現出面對不同飲食文化的合宜行

動。 

 

紙筆評量/學習單 

 

 

口頭評量/工作分配表 

活動三 「食」在好味道 

認知：2-1-1 學生能知道本國與外國的飲食文化有差異性。 

情意：2-1-2 學生能接納外國的飲食特色。 

技能：2-1-3 學生能說出的飲食特色(至少2項)。 

技能：2-1-4 學生能說、寫或畫出韓國與泰國的風俗民情(至

少2 項)。 

認知：2-3-1 學生能知道日本、韓國與泰國飲食文化的優點。 

情意：2-3-2 學生能樂於嚐試日本、韓國與泰國的異國美食。 

情意：2-3-3 學生對於不同於臺灣的文化，抱持好奇探索的心

並試著去認識。 

技能：2-3-4 學生能說出3個喜歡日本、韓國與泰國美食的原

因。 

技能：2-3-5 學生能向他人推薦日本、韓國與泰國特色料理

(至少2個)。 

 

 

 

口頭評量 

作品評量/小組海報 

學生互評表 

 

 

 

 

口頭評量 

 

活動四 「食」在有夠讚 

認知：4-1-1 學生能了解造成各族群飲食差異的原因。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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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4-1-2 學生能了解臺灣、日本、韓國與泰國文化各有差

異。 

情意：4-1-3 學生願意嘗試異國食材與調味料。 

技能：4-1-4 學生能繪製作品，進行創意發想，並分享本國

及異國特色料理。 

 

 

 

作品評量/小組報告 

 

肆、教學建議 

省思 

國際教育之四大目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

可分成認知、情意、行動三大能力面向的課程目標。在認知面，培養學生瞭解本國與國際文

化的異同性；在情意面，培養學生欣賞與尊重不同的文化、建立具本土意識的國際視野，以

及促進國際文化的融合與交流；在行動面，強調培養學生批判、反省與參與全球行動的實踐

力。整合三大能力面向，國際教育係發展出以下五項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操，實踐個人對國家的責任。 

2.培養學生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以及跨文化溝通與反思能力。 

3.培養學生在國際競爭與交流中所需的外語能力及專業知能。 

4.培養學生認識全球重要議題，並在全球競合中發揮個人所長。 

5.引導學生具備全球意識、全球智能、全球公民責任感及全球行動力。 

    本課程實施過程中，透過臺灣、日本、韓國、泰國、德國多國多元文化教學資源進行國

際教育課程，使多數學生有效地認識與理解本國與異國的文化差異。同時，該課程對於提高

學生之學習興趣並學習效益上，獲得證實。此外，參與課程之志工及家長亦抱持樂觀支持的

態度，進一步達成親師溝通與合作之機會，也更能了解學生學習之國際教育內容與進程。 

建議 

1.五年級學生對這些國家的飲食文化感到好奇、新鮮或有趣，例如韓國泡菜很酸、很鹹、很

辣，水果的顏色跟形狀很奇怪等，不過，部分學生表示不喜歡這類味道與飲食，至此教師必

須進行有效的引導，使學生進而理解文化多樣性，不排斥異國文化，並用以加深學生理解深

度。 

2. 儘管課程設計規劃趨於完善，但因實際教學之實施，也形成不少困擾，如部分班級導師

反映學校 課程進度、班級規範與經營不一致、增加導師教學負擔、導師與與行政部門間之

溝通經常落差、 相關人事資源支援等，以上之問題，也確實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故若要

再次執行相關計畫，建議各方須再次溝通協調，方能達成計畫申請與課程設計之相關目的與

願景。 

 

伍、教學資源 

相關文化采風簡報、相關飲食特色與文化相關資料、書籍、繪本、教材與網站資源、各國代

表性飲 食簡報、臺灣飲食文化補充資料、學習單 

冬蔭功的由來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food/nm9qk33.html 

https://kknews.cc/food/nm9qk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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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成果：如有請附上 

探索飲食文化 國旗篇 

    

教學 臺灣 中華民國 國旗 教學 韓國 國旗 

   

教學 泰國 國旗 教學 日本 國旗 

   

教學 德國 國旗 教學 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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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飲食文化 貨幣篇 

   

教學 臺灣 貨幣 教學 韓貨幣 

   

教學 泰國 貨幣 教學 日本 貨幣 

   

教學 德國 貨幣 教學德國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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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飲食文化 緯度對各國的影響 

 
  

教學 緯度 氣候  教學 緯度 氣候 

 
  

教學 緯度 對溫度影響 教學 緯度 對溫度影響 

  

教學  各國緯度列表 教學  緯度 與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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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飲食文化 各國領土之緯度範圍 

 
 

教學 各國領土緯度範圍 德國 教學各國領土緯度範圍 韓國 

  
教學各國領土緯度範圍 日本 教學各國領土緯度範圍  

  
教學 各國領土緯度範圍 臺灣 教學各國領土緯度範圍泰國 

  
教學各國領土緯度範圍  教學各國領土緯度範圍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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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飲食文化 緯度對各國食與住的影響 

  
教學 食 德國 教學  食 德國 

 
 

教學 食 德國 教學  食 德國 

  
教學 住 德國(高緯度) 教學  住 德國(高緯度) 

  
教學 住 德國(高緯度) 教學  住 德國(高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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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食 日本 馬肉文化 教學 食 日本 鯨豚肉文化 

  
教學 住 日本  教學 住 日本  

  
教學 住 日本  教學 住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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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食 韓國 教學  食 韓國 

  
教學 住 韓國 教學  住 韓國 

  

教學 食 泰國 教學  食 泰國 

  
教學 住 泰國 教學  住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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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飲食文化 「食」在不一樣 飲食調味篇 

 

 

教學 食 日本 米文化 教學  食 泰國 日本 米文化 

  
教學 住 泰國 米文化 教學  住 韓國 米文化 

  
教學 食 日本 教學  食 臺 泰 韓 

  
教學 食 泰國 4大調味料 教學  食 韓國 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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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飲食文化 「食」在不一樣  特級篇 

  
教學 飲品 德國啤酒 教學  飲品 日本 

  
教學 飲品 泰國奶茶 教學  飲品 韓國柚子茶 

 
 

教學 食 德國 教學  食 日國 

 
 

教學 住 泰國 教學  住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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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飲食文化 海報製作 

 

 

學生分享 日本篇 學生分享 日本篇 

 

 

學生分享 韓國篇 學生分享 泰國篇 

 

 

學生海報製作 德國篇 學生分享  泰國篇 

 

 

學生海報製作  日本篇 學生海報製作  德美日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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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飲食文化 海報製作 體驗分享 

 

 

學生海報製作 日本篇 學生體驗分享  德國篇 

 

 

學生海報製作  日本篇 學生海報製作  德國篇 

 
 

學生海報製作 各國比較篇 學生體驗分享  美國篇 

 

 

學生體驗分享 泰國篇 學生體驗分享  泰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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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際教育」參與記錄與省思學習單 

「國際教育」參與記錄與省思學習單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姓名：            座號：       

學習主題： 

授課教師： 

上課重點記錄 

1. 

2. 

3. 

4. 

5. 
 

心得與省思或未來想更進一步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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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師評量表 

教師評量表 
評分項目 占比總分% 得分 備註 

創意 20   

能表達各國文化 40   

圖案安排 20   

版面配置 20   

 第   組 總得分   

                                                                      

教師評量表 
評分項目 占比總分% 得分 備註 

創意 20   

能表達各國文化 40   

圖案安排 20   

版面配置 20   

 第   組 總得分   

 

教師評量表 
評分項目 占比總分% 得分 備註 

創意 20   

能表達各國文化 40   

圖案安排 20   

版面配置 20   

 第   組 總得分   

 

教師評量表 
評分項目 占比總分% 得分 備註 

創意 20   

能表達各國文化 40   

圖案安排 20   

版面配置 20   

 第   組 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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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生互評表 

學生互評表 
評分項目 得分 小組回饋 

組員 1  1.我的任務是….. 

2.我做到了……… 

3.小組最棒的地方是…. 

4.______組最有特色的地方是….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6  

組員 7  

組員 8  

                                                                      

學生互評表 
評分項目 得分 小組回饋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6  

組員 7  

組員 8  

                                                                      

學生互評表 
評分項目 得分 小組回饋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6  

組員 7  

組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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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生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