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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說明  

 

學校名稱： 聖保祿幼兒園 

主題名稱： 國際美食 

主題目標： 透過主題教學及專題研習，讓兒童認識不同種類的食

物、不同國家的飲食文化及特色美食，並以生活中的食

肆美食與學校餐點作比較；明白均衡飲食之重要，學習

欣賞、尊重及接納各地獨特的飲食文化，懂得珍惜食物

並關心世界各地缺乏食物的人。 

班級： 低班 

教學時段 6 週 

 

 

 

 

 

 

 

 

                
主題設計架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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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名稱：國際美食                 N3 

理念： 課程設計緊扣本校的教學理念「從愛與被愛，欣賞自己、欣賞別人、彼此分享、彼此

接納的互動中，讓幼兒健康、快樂、充實地依其特質作全人發展。」以「孩子喜愛學習、孩

子喜愛在生活的體驗中學習、孩子對從生活體驗中所建構的知識，最感興趣和易於掌握」為

信念，並配合本年度關注事項「透過全人發展教學，充分發揮兒童的天賦，提升兒童的多元

智慧」。 

透過教學活動，讓兒童在有意義的活動中瞭解國際美食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發展他們的

認知、探究、溝通及關心他人的態度，並在體能、智能、情緒及社交上得到全面而均衡的發

展。 

 

學習重點 

認識不同國家的美食 

活動： 

 探討香港飲食店內地圖，

從而認識香港與國際美食

的關係 

 參觀學校四周的食肆，用

文字和圖畫合力製作一幅

學校附近食肆地圖 

 參觀稻香飲食文化博物

館，了解稻米種植過程 
體能：循環遊戲(運送食物) 

數概：朱古力豆排列出 4,5,6  

     的組合 

音樂：分享餅和魚 

語文：我愛吃    的(食物)。 

學習重點 

生活中的食肆美食與學校

餐點作比較 

 分享假日餐點，重溫食物

金字塔並將食物作分類 

 尋找學校餐單，從日常飲

食中，重溫各類食物的益

處，學會珍惜食物，從而

建立均衡的飲食習慣  
數概： 長方形及長方形食物

音樂：烘麵包、小豌豆 

語文：兒歌─均衡飲食 

      認字：水果類、蔬菜 

      類、五穀類、奶類、 

      肉類 

 

學習重點 
探研不同美食的來源、成
份、味道及烹調方法 
 藉新年邀請家長到校製
作具中國特色的賀年食
品：餃子 

 分組專題研習 
 黃：醬料與薄餅 
 趙：米和飯 
 黎：米和飯 
 許：薄餅 
 潘：壽司 
 蘇：含奶的食物 

數概：長短分類及比較長短
      的飲食用具 
音樂：健康歌 
語文：兒歌─吃的禮儀 
      認字：新年、糖果、
      年糕 

藝術：新年吊飾─小兔與全

      盒 

總目標：透過 6週的主題教學及專題研習，讓兒童認識不同國家的飲食文化及特色美

食，並以生活中的食肆美食與學校餐點作比較；明白均衡飲食之重要，學習欣賞、尊

重及接納各地獨特的飲食文化，懂得珍惜食物並關心世界各地缺乏食物的人。 

認知層面：瞭解不同國家的特色美食、烹調及進食的方法 

能力層面：分辨食物的種類及使用不同餐具進食的技能 

態度層面：學習欣賞及尊重不同的飲食文化，珍惜食物，學會關心世界各地缺乏食物

副題一： 

世界各地的美食 

副題二： 

生活中的美食 

副題三： 

探研各款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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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幼兒全人發展協作計劃    

學習教學設計及反思報告 

 

(一) 教學設計內容 

主題名稱：國際美食                               

班    級： N3(低班) 

教學時段：6 週 

副題名稱：探研各款美食 

活動名稱：試製牛油 

教學目的：1. 探討含有牛奶成份的食品； 

          2. 通過探究及資料搜集等過程，認識牛油製成的過程； 

          3. 推測製成牛油的食物及製作方法，並親自參與製造牛油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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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題研習進程 

 進行步驟 

專題研習一  
17/1/2011 
(星期一) 

搜集及探討含有牛奶成份的食品 
 
老師提問：哪些食物含有牛奶成份？ 
幼兒回答：雪糕、芝士、乳酪…等 
 
請幼兒回家找一找，看看家中食品的成份內容，將含有牛
奶成份的食品帶回校分享。 
 

專題研習二  
19/1/2011 
(星期三) 

從標籤中尋找含有牛奶成份的食品 
 
老師提問：怎樣得知食物中含有牛奶成份？ 
幼兒回答：有奶味、從包裝上看到有「牛奶」或「milk」
字眼。 
 
請幼兒尋找從家中帶回的食品包裝上有沒有類似文字，並
試吃其中一款之味道以鑑別之。 
 

專題研習三  
21/1/2011 
(星期五) 

透過五感官認識牛油，預告將會自製牛油 
 
讓幼兒透過觀看、觸摸、嗅覺、品嚐等過程，了解到牛油
是固體、又香又滑又好味。 
 
告訴幼兒電視上將會播放製造牛油的影片，請幼兒屆時收
看。並預告將會讓幼兒跟隨此方法製造牛油。 
 

專題研習四  
24/1/2011 
(星期一) 

藉早餐飲的牛奶，引發為何牛奶有冷、熱之分別？ 
 
老師藉早餐飲的牛奶，提問為何有時飲的牛奶是凍的、有
時是熱的？  
幼兒回答：「放在雪櫃的會凍！」 
幼兒回答：「將凍牛奶加熱水會變熱！」 
幼兒回答：「將凍牛奶加入 100℃的熱水就沒有牛奶味，加
入 80℃的熱水就有牛奶味！」 
 
引發第一個實驗，探討水的溫度會否影響牛奶的味道？ 
 
 
 



©聖保祿幼兒園                                                                6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專題研習五  
14/2/2011 
(星期一) 

尋找校內熱水水源，及探討如何將 100℃的熱水變成 80℃
的熱水 
帶領幼兒尋找校內熱水水源，發現廚房的熱水爐有溫度
計，當時為 100℃的熱水。 
老師提問 80℃的熱水在哪裡找到？ 
有幼兒回答：「『攤』一陣就凍啲！」 
 
實驗結果：兩種水溫開出的牛奶，都有牛奶味，味道的濃
淡是受水的份量所影響。 
 

專題研習六  
16/2/2011 
(星期三) 

繪畫預測圖 
 
請有在家中收看製造牛油的幼兒，分享片段內容，並討論
在家製造牛油的可行性。 
幼兒回答：「家中沒有合適的用具！」 
幼兒回答：「爸爸媽媽不會同我做！」 
 
經過一輪的商討，決定在校試製，先以圖文記錄預測鮮牛
奶及忌廉，何者可以製成牛油。 

專題研習七  
18/2/2011 
(星期五) 

製做牛油─忌廉可以製成牛油嗎？ 
 
透過五感官再一次品嚐牛油的美味及質感； 
重溫一次預測圖； 
一同再觀看電視節目中製做牛油的片段； 
幼兒興奮地跟隨音樂搖動瓶中的忌廉 
 
實驗結果證實忌廉可以製成牛油。 
 

專題研習八 
21/2/2011 
(星期一) 

製做牛油─鮮牛奶可以製成牛油嗎？ 
 
品嚐由自己用忌廉製成的牛油後，進行第二個實驗，方法
一如昨天的過程，鮮牛奶可以製成牛油嗎？ 
 
實驗結果證實鮮牛奶是不可以製成牛油。 
幼兒在預測表上記錄兩天研習結果。 
 

專題研習九 
22/2/2011 
(星期二) 

總結學習成果 
 
討論滙報內容，並安排分工。  
 

專題研習十
23/2/2011 
(星期三) 

總結學習成果 
為滙報進行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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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中一節的專題研習活動 

專題研習七：製做牛油-忌廉可否製成牛油嗎？ 

      形式：小組學習 

      人數：12 人                                  教師：1 人 

      活動時間：上午 9:40-10:40 

教學程序： 

1. 老師拿出事前製成的牛油，讓幼兒透過五感官探究，引起幼兒製

作的興趣。讓幼兒用手指點了一點點牛油，幼兒將手指上的牛油

放近眼睛觀看，老師隨之問：「固體還是液體？」並解釋：「可以

流出來的，叫液體，有甚麼東西是液體？」，讓幼兒思考，幼兒透

過已有的經驗說出「水」、「果汁」。亦說固體有：「石頭」、「麵包」。

幼兒用手搓揉，紛紛說出：「好滑呀！」然後放近用鼻子嗅，幼兒

又叫起來：「好香呀！」，最後放入嘴品嚐，透過五種感官品嚐牛

油的美味及質感； 

2. 溫習前一天繪畫的預測圖； 

3. 一同觀看電視節目中製做牛油的片段； 

4. 幼兒可以自由組合成二人小組，然後選擇一個膠瓶或膠樽，合作

將忌廉倒入樽內，然後隨音樂，輪流、或一齊捧著瓶子隨音樂不

斷搖動瓶中的鮮忌廉。 

5. 總結實驗結果，從實驗結果中證明，只有李同學的推斷是正確的，

即只有忌廉可以製成牛油，幼兒拍手表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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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認知和語言(Intellectually healthy) 

1. 興趣：幼兒對能否製成牛油感到好奇，

並有興趣試製牛油 。 

2. 語文：配對及讀出與牛奶相關的中英文

食物詞彙、隨機認讀出牛油包裝上「大

公司」及「牛油」等字詞。 

3. 科學與科技：經歷預測、實驗及得出結

果等科研過程；製作牛油的方法；固體

與液體、「稀」與「稠」的分別；近距離

觀察牛油的顏色、用手感覺其油滑程

度，也放近鼻去嗅，口親嚐等感官探究 

4. 識數概念：順時針、逆時針、量杯上之

數字等 

5. 思維能力：推測忌廉可否製成牛油呢？ 

情意(Emotionally healthy) 

1. 請幼兒自選搖牛奶的器皿、傾倒忌廉的方法，能夠

自我管理，自信地進行實驗。 

2. 老師常欣賞及讚賞幼兒的發現及表現，如「乖，幾

合作喎！」「單眼好叻，可以單 10 秒！」「坐後面

的也這麼乖，就讓你們先看吧！」幼兒感到安全及

受尊重。 

3. 老師事前充分準備，如推測、觀看電視之解說及製

作過程的展示等，令幼兒充分掌握，能積極而自信

地進行實驗。進行之歷程簡單，成果易見，幼兒積

極而愉快地學習。 

體能(Physically healthy) 

1. 老師請幼兒猜想：搖勻杯子內的牛奶，

需要用身體哪部位的力度？幼兒便嘗試

用上下擺動或拿樽跳動等肢體動作 

2. 幼兒拿著自己試驗的樽或杯，二人一組

輪流隨音樂搖動 

3. 繪畫預測圖 

群性(Socially healthy) 

1. 幼兒可以自己選擇二人一組，在過程中學習與同學

合作及相處。 

2. 互相幫忙，大家合作傾倒牛奶時，一人負責傾倒，

一人扶樽，大家分工合作。 

3. 需要用力搖動才會製成牛油，大家輪流搖動，有時

兩人一起搖，有時一人拿瓶子搖，一人在旁納喊：

「加油，加油！」既相互合作亦學習互相協調，幼

兒能夠關懷別人、尊重自己、尊重他人，與別人有

良好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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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反思 

    是次專題研習為國際美食，課程編排由國際美食延伸至個人喜好，

透過分享飲食經驗，再深入探討牛油的製造，整個研習過程讓幼兒經驗

由廣至深的學習模式。 

    牛奶及牛油都是幼兒經常食用的食品，因此，在專題研習時，他們

有很豐富的「生活經驗」分享；他們經過互相分享、討論、合作，除了

提昇了互動學習成效外，更對所做、所學更深刻。 

    經過是次自製牛油的專題研習，讓老師更認同，若想幼兒在一節課

堂上學習得更有成效，必須有幾個條件：第一，環境佈置。教師需預先

詳細計劃課堂上可能出現的情境，安排好所需要的工具及設備。此節課

將一個課室劃分為三個區域，一是進行實驗、一是觀看短片，一是學習、

討論和分享的地方，合適的環境佈置有助課堂更流暢。其次是提供「示

範」。自製牛油需要認識基本的技巧，透過影片提供示範，這有助幼兒更

有信心地進行實驗。第三，提供自主學習的機會，實驗過程中所需要的

容器、忌廉分量、搖動的方法等都交由幼兒自行決定，經過親身的學習，

讓幼兒有解難及自我管理的機會。第四，給予鼓勵及支持。在課堂上，

觀察幼兒的表現，給予適切的讚賞，輔助解難的方法等。而更重要的是，

此一節課能順利完成，還包括學校接納彈性的活動時間及讓老師自由發

揮的空間。因此，校方的支持、行政的支援及同事的相互協調等，亦是

活動成效不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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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善建議 

    由於這一節安排的內容頗豐富，由重溫牛奶產品、至了解各式各樣

牛油製品，及透過五感官了解牛油的質感及味道，觀看影片及合作製造

牛油，需要時間頗長。如將之分成兩節，第一節只去到觀看影片環節，

第二天才參與製做及享受製成品，則更理想。這樣會有更多探索牛油產

品及讓幼兒描述製做牛油之過程；製做牛油後，可放置如餅乾、方包等

讓幼兒在餅上塗上牛油，嚐一嚐牛油在不同食物配搭時之味道。 

    整體而言，雖在過程中讓幼兒有較多的參與，如讓幼兒自己畫圖推

測、五感官探究、自選器皿、合作製作牛油等活動，但在近距離探索牛

油製成品、自我發現牛油包裝上的文字及傾倒出自製牛油後找尋塗搽牛

油美食等過程中，可讓幼兒有更多的探索及參與的經驗。 

 

(六) 總結 

   這是一節相當成功、以幼兒主動參與探究為主的專題研習綜合課，內

容綜合了認知、探究、音樂、體能、群性及情意等學習內容。老師非常

掌握幼兒之已有能力，整個專題研習歷程層層遞進，逐步鷹架，讓幼兒

能在愉快及歡樂的氣氛中，成功地用忌廉製成牛油。而更重要的是老師

專業的安排，製作歷程簡單易見，而且不強調結果，幼兒不會因自己推

測不準確而受影響，亦不會因自己倒出來時不慎將牛油掉在地上而不開

心，他們享受參與的過程，享受與同學一起愉快合作的過程，能積極而

自信地進行實驗，因此成果是可喜的、值得欣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