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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學校午餐飯盒供應商設計健康飲食餐單 

 

 

學習階段：  3 

 

學習領域：  科學教育、科技教育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學習元素 

科學教育  常見的食物成份 

 食物成份的功能 

 食物金字塔 

 均衡飲食 

 健康的生活方式 

科技教育  食品分類，膳食目標和飲食習慣 

 膳食計劃 

 食物準備的原則和技巧，衛生和安全 

 食物產品的開發-按設計週期創造和開發食物產品，以滿

足一個特定的需求規格，例如能針對青少年的健康問題

和乎合對產品的感官要求 

 健康的生活方式/久坐的生活方式/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數學教育  近似與估算 

 數據的收集和整理 

 統計圖的製作和闡釋 

 集中趨勢的量度 

 

目標： 綜合和運用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知識與技能解決現

實生活問題 

 

 

活動內容： 

在這活動，教師採用跨學習領域的方式綜合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學習。

專題研習本身是獨立於各學習領域的活動。在進行專題研習時，教師或學生把不同

學習領域的學習元素融入學習之中。 

 開始時，教師選取與大多數學生相關的真實問題。例如常有學生投訴學校飯堂

的午餐飯盒的味道和品質。另一方面，飯盒的營養價值也與學生的健康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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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教師可要求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替午餐飯盒供應商設計健康飲食餐單，為

學校提供既富營養而又美味的食物。 

 由這研習主題可為學生帶出許多學習機會，讓他們組織、綜合和應用不同學習

領域的知識與技能。學生可使用資訊科技能力搜尋有關食物和日常飲食的資料，

包括各種食物成份的功能、營養價值、建議每天攝取量等。學生可應用數學能

力去計算和分析不同食物的營養價值。學生亦可進行調查以了解同學對食物的

喜好，及安排試食。在適當分析後，學生可向午餐飯盒供應商提交他們的健康

飲食餐單以作參考。 

 在專題研習的過程中，教師宜向學生提供合適的指導，並在有需要時給予回饋、

資源及協助。 

 

 

此示例主要涉及以下共通能力： 

 

1. 協作能力 

 分擔責任及了解個別組員所擔當的角色 

 通過討論找出完成專題研習的合適策略 

 

2. 創造力 

 在食物營養與材料比例的限制下，學生運用創造力設計餐單 

 

3. 解決問題能力 

 找出與專題研習有關的問題 

 根據所收集的數據設計餐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