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科技與生活科

基礎課程簡介



中央課程抽取重點到校本課程

中央課程 校本課程

科技與生活

K10 －食物與營養

K11 －食品烹調及加工

K12＆13 － 衣飾製作

K14 － 家庭生活

K15 －家居管理及科技



校本課程修繕過程

修繕前基礎課程目錄 修繕後基礎課程目錄

1．目錄



校本課程修繕過程
2．「學習目標」是否配合「課程宗旨」





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培養個人的風格及鼓勵創作



校本課程修繕過程
3．課程內容



校本課程的修繕過程
3．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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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的修繕過程
3．課程內容



校本課程之課程內容

(一） 食物與營養
 食物的分類

 食物的功能

 食物的營養

 均衡飲食

 膳食計劃





校本課程之課程內容

(二） 食品烹調及加工
 衛生及安全（個人及食物）

 基本烹調工具的使用、選擇及保養

 基本準備及烹調技巧

 清洗食物的技巧

 基本用刀技巧

 調味技巧

 烹調技巧

 簡單糕餅製作

 加工食品

 裝飾菜式及上菜技巧





校本課程之課程內容

(三） 家居管理及科技
 家庭關係

 消費者教育

 家庭資源的使用

 金錢管理（個人）





校本課程之課程內容

(四） 衣飾製作
 工作常規

 布料配襯

 準備布料

 縫紉工具

 基本技巧

 針步練習

 鈕扣

 縫補衣物

 緣飾及裝飾

 散口邊緣處理

 不同情況下衣物的選擇







校本基礎課程與高中課程銜接

基礎課程

食物與營養

食品烹調及加工

家居管理及科技

衣飾製作

高中課程

均衡飲食與膳食計劃

食品製作科技

食物保藏及食品加工

紡織及紡織科技

縫製配襯飾物或成衣



單元設計



單元設計理念及中央課程學習元素
單元理念：

學生透過為家人設計均衡膳食餐單，認識到綠色飲食重要性，
將綠色飲食原則及節能烹調模式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從而培
養學生環保及均衡飲食的習慣和態度。

中央課程學習元素：

(K10) 食物與營養

(K11) 食品烹調及加工

(K14) 家庭生活

(K15) 家居管理及科技

共通課題：
－資訊處理及演示
－科技與社會
－消費者教育



單元設計﹕綠色飲食

資料搜集

•互聯網 / 單
張 / 報章雜
誌

•食物標籤(來
源地、品質)

•綠色飲食食
譜

課堂討論

•分析、比較
及篩選資料

•匯報討論結
果

•總結綠色飲
食的原則及重
要性

膳食設計

•設計2人餐
單(1餸1湯)

•製作膳食預
算

•依據「健康
飲食金字塔」
及綠色飲食
原則

•討論及設計
餐單

烹調實習

•準備膳食計劃
烹調的材料及
工具

•使用簡便及節
省模式進行實
習

•評賞烹調菜式
/教師及同學互
評

•指出菜式涉及
的綠色飲食原
則

單元總結

•自評及同儕
互評

•提供改善建
議

•檢視或反思
日常飲食習慣

時間分配：每節３０分鐘（共１０節）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階段五

K10食物與營養
K14家庭生活

K10食物與營養
K14家庭生活
K15家居管理及
科技

K10食物與營養
K11食品烹調及加
工

K14家庭生活
K15家居管理及
科技

K10食物與營養
K14家庭生活
K15家居管理及
科技

K10食物與營養
K14家庭生活
K15家居管理及
科技



第一階段﹕資料搜集

照顧學習差異的學習策略：同質分組
高組(i-pad組)﹕互聯網 / 單張 / 報章雜誌
中組(報章雜誌組)﹕單張 / 報章雜誌
初組(圖片組)﹕圖片

K10食物與營養
K14家庭生活



第一階段﹕資料搜集
檢討﹕

1. 教師首先播放影片，著學生留意影片中人物的飲食習慣及
少許低碳生活的原則，能有效引導學生篩選資料。

2. 把學生按能力分為三組(I-PAD組、報章雜誌組、圖片組)能
有效提升學生的投入度，特別為報章雜誌組和圖片組，兩
組學生能於限時內完成工作。使用I-PAD時出現技術故障
，幸而為學生預備了相關的文字資料。

3. 報章雜誌組和圖片組的兩組學生往往按自己的喜好而揀選
澳洲食材。

(原圖為澳洲牛排)



第二階段﹕課堂討論
照顧學習差異的學習策略：同質分組
搜集所得的資料進行分析及篩選，以確保資料與綠色
飲食相關，然後製作「綠色飲食」太陽圖。
高組(i-pad組)：書寫文字製作太陽圖
中組(報章雜誌組)：剪貼資料製作太陽圖
初組(圖片組)：利用圖片製作太陽圖

圖片組 報章雜誌組 i-pad組

K10食物與營養
K14家庭生活
K15家居管理及科技



第二階段﹕課堂討論

檢討﹕
1. 學生對分組仍印象深刻
2. 教師要求學生於限時內完成太陽圖能提升他們的投入

程度，不時要觀看計時器剩餘時間
3. 教師為每組學生所提供資料稍有不同，這樣，在匯報

時學生可留意其他組別的資料是否與自己組別一樣，
從而作出比較，也會留心聆聽同學匯報，效果理想。



• 照顧學習差異的學習策略：異質分組(高組學生引導初
組學生學習)

• 設計2人餐單(1餸1湯)
• 製作膳食預算(食材、金錢、時間)
• 依據「健康飲食金字塔」及綠色飲食原則
• 最後，經投票後「麻婆豆腐」、「肉絲粉絲菜湯」

第三階段﹕膳食設計

K10食物與營養
K14家庭生活
K15家居管理及科技

梅菜扣肉
菜心炒
牛肉



檢討﹕

1. 高組的學生圈出字詞沒有困難，但對於中組及初組學生
則有點吃力，教師可於簡報展示一些重點字詞，如﹕
「有機」、「非稀有」，讓學生較易完成工作。

2. 今堂再深化教授「有機」認證標籤，讓學生每一節都按
上一節課的內容學習多一些內容，令學生較易容易掌握，
以免他們於一節課內學習太多內容，效果良好。

3. 建議先派一張綠色飲食原則工作紙作小結，讓學生完成
後，再派五款湯類及餸菜的食譜，希望學生更容易完成
工作。

原圖為各類有機蔬菜
及有機認證標籤簡介

的簡報



第四階段﹕烹調實習(麻婆豆腐)

照顧學習差異的學習策略：異質分組(高組學生引導初組
學生學習)
1. 準備膳食計劃烹調的材料及工具
2. 使用簡便及節省模式進行實習
3. 評賞烹調菜式

K10食物與營養
K11食品烹調及加工
K14家庭生活
K15家居管理及科技



檢討﹕

1. 由於本班學生仍屬於基礎階段，他們沒有嘗試過於2節課內烹煮1湯1餸
的經驗，加上學生人數眾多(15人)，因此，教師決定本星期先教授烹
煮菜式(麻婆豆腐)，再於下星期烹煮湯(肉絲粉絲菜湯)。

2. 學生對烹煮麻婆豆腐表現興奮和期待，可能過去只是教師安排他們烹
煮什麼菜式，而是次經他們投票而得出結果，兩者有很大的分別。

3. 原用「數字頭」的方式執用具，提升每位學生的參與度，提升組長監
察組員的能力(檢查組員取用具的情況)，效果不俗。



4. 填寫自評表的分工安排，有效地讓他們知道分工是否平均，「藍組/紅組」
是否有很多工序都由某一位學生完成，而其他組員參與度不高，這樣，當他
們完成自評表再與教師進行討論，便有效地讓他們知道分工的重要性，讓他
們下一次烹調實習課學習應如何平均地分擔工作。

學生名字 學生名字



5. 總結時，與學生討論「麻婆豆腐」為何達到低碳飲食原則，如﹕少肉、快
炒烹調法、使用有機黃豆製作豆腐等，可改善工作紙於頁尾提供字詞，讓學
生圈出相關字詞。

請圈出烹煮「麻婆豆腐」有哪些項目屬於低碳飲食原則﹕

少肉 多肉 慢火炆煮法 快炒烹調法

使用有機黃豆製作豆腐 使用基因黃豆製作豆腐

學生名字



6. 是次購買了有機菜，讓學生閱讀標籤，他們非常有興趣。

原圖為有機白菜實物圖片



7. 按上一節課檢討後，修改了「烹飪實習自評表」，學生寫字的時間減少，
效果良好。

8.增加了與學生討論「肉絲粉絲菜湯」為何達到低碳飲食原則，學生反應熱
烈，而且能完全回答正確。

學生名字 學生名字



第五階段﹕單元總結
照顧學習差異的學習策略：使用不同能力工作紙
1. 提供改善建議
2. 檢視或反思日常飲食習慣

K10食物與營養
K14家庭生活
K15家居管理及科技

沒有提供的圖片只需與文字描述相應的圖片即可



檢討﹕

1. 學生能完成自評表，而且大部份學生表示自己完成能夠做得到。
2. 提供改善建議方面，他們普遍只重覆自評表上的項目，未能建議

實質而具體的意見。
3. 檢視及反思日常飲食習慣方面，他們也很坦白向教師表示只能部

份做到，如多菜少肉。



分享完畢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