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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教育統籌局於2005年發表報告書1，公布三年高中學制將於2009年9月在

中四級實施，並提出以一個富彈性、連貫及多元化的高中課程配合，以便照

顧學生的不同興趣、需要和能力；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將會在同一課程

架構下學習。2006年教育統籌局發表另一文件2，訂定為所有智障學生（包

括在視障、聽障及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就讀的智障學生），提供三年初中及三

年高中教育；為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將按他們的特殊需要作出調適。

   在2007年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發布其聯合編訂的

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教育局為智障學生而設的

高中課程(下稱「高中課程（智障學生）」)會按學生的特性、能力、興趣和

實際需要在內容、學習進度及預期學習成果方面作出調適，並制訂有關科目

的課程及評估補充指引供學校參考。各補充指引由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並建

基於高中教育目標、高中課程架構、學習進程架構，以及自2000年課程改革

以來，所出版的課程文件，包括《基礎教育課程指引》(2002)和《高中課程

指引》(2009)。參閱有關的文件有助了解高中與基礎教育的銜接，以及掌握

有效的學習、教學與評估策略。

   本補充指引闡明發展指引的目的、課程的理念和宗旨，並論述課程架構、

課程規畫、學與教及評估。課程、教學與評估必須互相配合，這是基礎及高

中課程的一項重要概念。學習與施教策略是課程不可分割的部分，能促進學

會學習及全人發展；評估亦不僅是判斷學生表現的工具，而且能發揮改善學

習與教學的效用。教師宜閱覽整本補充指引，以便了解上述三個重要元素之

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教育局建議收錄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採用本補充指引。課程發展議會亦會

就實施情況，對有關的內容作出定期檢視。若對本補充指引有任何意見和建

議，請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3樓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收

  傳真：2573 5299
  電郵：ccdosen@edb.gov.hk

1《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 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 (2005年5月)
2《策動未來 － 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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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中課程 (智障學生)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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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目標

為智障學生而調適的高中課程，目標在於幫助學生超越他們已達致的基礎教

育水平。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七個學習宗旨、學習內容、學習進度及

預期學習成果將會按學生的特性和實際需要而有所調適。高中課程會靈活配

合學生的需要和認知發展，在初中教育的基礎上繼續提升語文及運算能力，

鞏固、深化學習，拓寬視野，並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發揮潛能，加

強獨立學習和生活能力，使他們成為適應良好的獨立個體及對社會有貢獻的

一份子。

1.2  課程架構

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高中課程（智障學生）由核心、選修及其他學習

經歷三個部分組成。智障學生在高中可修讀三個經調適的核心科目，即中國

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獨立生活，並可按本身興趣，選修二至三個科目 

(包括應用學習課程)，更可透過平常課時內外的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德育及

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育發展、藝術發展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達致均衡

和全面的發展。

下圖展示建基在基礎教育上的高中課程（智障學生）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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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核心科目

 • 為智障學生而調適的高中課程，以中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獨立生活

組成學習的核心，以切合智障學生日後工作及生活的實際需要。

 • 教育局並會訂定配合核心科目課程的學習進程架構，以加深教師對學生學

習進程的了解，並可作為智障學生預期學習表現的指標。有了清晰的學習

成果，智障學生便可獲得改善學習的具體方向，而他們的成就亦得以認

可。

1.2.2 選修科目

 • 為智障學生提供選修科目，是為了更全面照顧學生在興趣、需要和能力上

的差異，讓他們在感興趣及能力所及的範疇，繼續有系統的學習，深化及

拓寬相關的知識基礎。

 • 學生可從學校開辦的選修科目中選讀二至三個科目。學校在開辦選修科目

時，可參考2007年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課程及

評估指引，從廿四個科目中作出選擇。教育局亦會視乎資源及學校的需

要，制訂為智障學生而調適的選修科目課程。

 • 學校開辦選修科目時，需關注如何平衡整個高中課程的廣度和深度，以使

學習內容、重點和成果都能寬廣而多元化，並能滿足不同能力學生的需

要。

1.2.3 其他學習經歷

 • 高中課程要求學生有「其他學習經歷」，讓他們擁有一個「與一般學科不

同」的學習空間，藉此得到均衡和全面的發展。學校可在平常課時的內

外，為學生提供不同種類的活動，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育

發展、藝術發展、以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以擴闊他們的視野。

 • 「德育及公民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學習經歷。藉「提高認知」、「孕

育情感」和「付諸實踐」三個發展方向，培育學生的品德和公民意識，讓

他們在不同成長階段遇上與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以至世界相關的議題

時，懂得如何作出分析和判斷，並持守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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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服務」是指個人或群體義務服侍其他人的行動，透過積極的參與，

讓學生獲得學習和發展的機會。良好的社會服務體驗能幫助學生面向社

群，肯定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和價值，使他們在日後能成為積極和負責任

的公民。

 • 「體育發展」亦稱為「一般體育課程」。它涵蓋體育技能、健康及體適

能、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安全知識及實踐、活動知識、審美能力等

六個學習範疇，目的是幫助學生提升不同身體活動所需的技能，了解有關

的活動知識及安全措施，以發展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 「藝術發展」是透過欣賞、創作、表演及反思活動，讓學生更輕鬆地去學

習藝術。學生在高中三年內均享有「藝術發展」的時間，是「其他學習經

歷」的重要組成部分。

 •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是讓學生對現今的工作世界有更多的認識，它包含

了學校為學生提供的一系列學習活動。學生可透過和這些與工作有關的事

物接觸以擴闊經歷，增加對就業能力和工作道德操守的理解，以及反思他

們的事業發展。

 • 學校除了把「其他學習經歷」分配在固定的課節內，亦可因應需要，在不

同的學校時間（如校曆表、課餘、周末）作出適當安排，為學生在整個三

年高中階段的「其他學習經歷」，設計一個全面而富有彈性的規畫。以下

是三年的課時分配建議：

「其他學習經歷」 各範圍最少的課時百分比

德育及公民教育

5%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藝術發展 5%
體育發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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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個別學習計畫

學校可透過個別學習計畫，為學生日後的獨立生活，以及在技能訓練中心、

綜合職業訓練中心等離校學習機會，或其他形式的訓練與就業作好準備。個

別學習計畫旨在照顧學生獨特及個人的教育需要，從而配合個人需要的優次

及處理基本技能及行為問題，而不是策略性的整校目標。每個個別學習計畫

都應按個別學生的獨特需要而訂定，它應涵蓋特定的、可量度的和可達致的

目標，並包括成就指標、策略、參與人士名單及檢討日期。

1.4  學生學習概覽

學校應積極考慮為每位學生建立一份「學生學習概覽」，以便更全面記錄他

們在高中階段的學習經歷及反映他們的能力和專長。在可行的情況下，學校

更可鼓勵學生透過此概覽反思自己的學習歷程。「學生學習概覽」的設計和

推行會以校本為依據，內容可包含學科學習表現、其他學習經歷、曾獲得的

獎項、曾參與的重要活動、學生自述及學習反思等扼要資料。

1.5  學習時間分配

因應智障學生的能力和需要，高中課程(智障學生)建議的整體課時分配(百

分比)亦相應地作出調適：核心科目為35-50%；選修科目為20-30%；「其他

學習經歷」為20-45%。高中課程（智障學生）的學習時間分配，能提供足

夠的彈性和空間，讓學校發展靈活、均衡及切合學生需要的課程。

下表列出一般學校高中課程及為智障學生而調適的高中課程整體課時分配的

建議：

課程組合
整體課時分配 (百分比)

高中課程 高中課程(智障學生)

核心科目 45-55% 35-50%
選修科目 20-30% 20-30%

其他學習經歷 15-35%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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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建議，屬於「課堂時間」內各學習內容的課時分配。特殊教育的宗旨

是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發展潛能，使他們成為

社會上一個獨立而有適應能力的人。為要協助學生融入社會，智障兒童學校

多採用生活流程來訓練學生的獨立生活技能。在推行新高中課程時，學校應

把生活流程訓練獨立於「課堂時間」，並安排在學生的「學習時間」內進

行。與此同時，治療服務、個別輔導及小組輔導等也屬「學習時間」內的活

動，學校宜就此作出適當的安排。

為確保高中課程（智障學生）的學習內容廣泛而均衡，且能為學生提供發展

生活技能的機會，其「課堂時間」的課時建議為每周不少於18小時。

整體而言，學校應盡量利用課程架構所提供的彈性，建構一個有意義及富挑

戰性的校本課程，以照顧學生的全人發展。課程必須為學生訂定一個適當的

起步點，以便他們能在已有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及態度上繼續發展。因

此，每所學校都應該建立一套有效的機制，用以發展校本課程架構，訂定配

合學生特性的預期學習成果，以及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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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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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課程理念

近數十年，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例如：資訊科技、食品科技、紡織科技等)，

對家庭、學校、社會，以至全球都帶來新挑戰，直接或間接地改變我們的生

活。這些轉變鼓勵我們檢視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傳統家庭價值觀和家庭關

係，從而讓我們在衣、食方面，作出明智的選擇，並做個負責任的公民。

科技與生活科課程以「衣」和「食」兩方面作為學習的基礎。智障學生從課

程中學習到的知識、技巧和態度，不但能提升生活技能，為升學、就業及成

人生活作準備，更有助日後追求優質生活。

2.2  課程宗旨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旨在幫助學生：

 • 培養對家庭的正面價值觀

 • 成為深思熟慮的消費者，提升個人、家庭及社會的生活質素

 • 培養良好獨立生活及自我管理能力

 • 運用適當的技巧和程序，以解決日常生活中「衣」及「食」的問題

 • 應用食品科學與科技或衣飾、成衣與紡織的知識及技能，以追求優質生活

 • 認識社會、文化、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對個人、家庭以至整體社會生活

的影響

 • 在與食物或時裝相關的領域中，繼續進修和終身學習

2.3  與基礎教育的銜接

在基礎教育階段，本科著重知識及技能，例如：個人衞生習慣、使用家政室

的安全及衞生意識、健康飲食、食品處理及烹調技巧，以及縫紉及設計衣飾

技巧等。在高中階段，課程會深入「衣」和「食」兩個範疇，以多元學習模

式，尤其是透過探究及實驗活動等讓學生進行比較及分析，進一步鞏固在基

礎教育階段所掌握的共通能力，建構新知識，從而提升生活質素，為智障學

生日後的生活作準備。

(詳情請參閱《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2002a)，頁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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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跨課程的連繫 

修讀高中課程的智障學生，可透過研習跨課程的主題，把不同科目的知識融

會貫通。換言之，學生從高中科技與生活科和其他學科(例如：中國語文、

數學及通識教育/獨立生活等)所學的知識及技巧，可以相輔相成，得以鞏

固、應用或延伸，從而使他們對世界及周圍事物之間的連繫有更全面、深入

的理解。以下是一些跨課程設計的例子：

例子1
主題：營養和健康

中國語文：學習與主題相關的句式、用詞，閱讀相關的書籍

通識教育/獨立生活：搜集相關的報章資料，多角度思考兩者的關係

數學：計算食物中的卡路里

科技與生活：設計健康餐單

體育：探討運動與健康的關係

例子2
主題：農曆新年

中國語文：閱讀及欣賞以新年為主題的文章或故事

視覺藝術：欣賞及創作裝飾品

通識教育/獨立生活：了解新年的起源，多角度思考節日的意義

科技與生活：設計新年衣飾

音樂：賀年音樂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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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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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架構闡述學生在高中階段須掌握的重要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

學校和教師在規畫校本課程須以此作依據。

3.1  課程設計原則

 • 配合學生的已有知識及能力

本課程建基於智障學生在基礎教育掌握的知識、技能及態度，並按學生能力

調適課程內容。

 • 求取廣度和深度之間的平衡

本課程涵蓋家庭、消費者、食品及服裝等範疇；其中在食品及服裝範疇下學

生可透過選修特定的主題作深入學習。

 • 求取理論及應用學習之間的平衡

本課程理論和應用並重。學生可應用從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以解決日常生

活的問題。

 • 求取基要學習和靈活多元化課程之間的平衡

本科的其他部分提供不同的主題讓學生修讀，以配合學生不同的興趣及能

力。

 • 學會如何學習和探究式學習

本課程鼓勵學生建立具體知識基礎，培養解難能力及其他共通能力，以面對

將來的挑戰，並著重以「探索」和「社會議題探究」為學生學習的模式。

 • 為成人生活作準備

「主要部分」的課程內容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學生在「選修部分」的「

食品」及「服裝」兩個範疇會作深入的探究。學生修畢本課程後，能提升獨

立生活技能，為日後生活及職業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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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強連貫性

本課程包括跨科元素，配合及加強各科的連繫。

3.2  課程結構與組織

為使智障學生能均衡發展，高中的課程加強了一些與「家庭」、「消費者」、

「食品」及「服裝」相關的學習內容。本課程分為兩部分—「主要部分—必

修主題」及「其他部分—選修主題」，目的讓教師能按照學生的能力及需要

編排合適的教學計畫，最終為學生的未來獨立生活打好基礎，達至提升個人

及家庭生活質素的目標。有關本課程架構，請參閱圖3.1。

3.3 時間分配

學校應為選修科技與生活科的學生，提供足夠的課堂學習時間。高中科技與

生活科在三個學年內的正規課時，應為總課時的10%，即約有270個課時。

學校可靈活調配課時，例如：在每周編排雙連、三連或四連的課節組合，或

在不同年級採用不同的課時分配，以便教師按需要採用多元化的教學模式，

並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實習、分組、反思、評估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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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習目標

通過修讀高中科技與生活科，學生能夠：

3.4.1 知識與理解

 • 認識各家庭成員在不同家庭結構和人生階段中的改變

 • 了解食物的性質和特點，文化、社會及經濟對食物及營養科學、食品科技

及食品發展的影響

 • 了解衣飾設計的原理、纖維及布料的特性和成衣的縫製過程

 

3.4.2 能力

 • 掌握基本食品製作原理及技巧，選擇合適及健康的方式進行烹調

 • 認識食品製作的科學原理，並用合適的方法處理及保藏食品

 • 探討文化、科技及社會對服裝、成衣及紡織發展的影響

 • 學會運用衣飾的基本設計及縫製技巧

 • 考慮在不同情景中，根據特定的要求，選擇合適的衣飾，建立個人形象

 • 學會使用資訊科技收集、處理和分析與日常生活有關的食品或服裝議題的

資料，從而作出明智的抉擇，並創作食品或設計衣飾 

3.4.3 價值觀和態度

 • 合情合理地處理人與人之間及家庭間的差異

 • 在選擇食物及衣飾時，應考慮各種因素，才作出抉擇

 • 培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作出合適的抉擇，建立健康生活方式，追求

優質生活

 • 通過設計及製作衣飾，培養審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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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學習重點

3.5.1 家庭部分

學生能夠：

 • 明白個人身份及家庭各成員的角色、責任和需要

 • 有效溝通及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

3.5.2 消費者選擇食品及服裝的行為

學生能夠：

 • 明白廣告及社會潮流對消費者購買行為和決定的影響

 • 探討如何成為明智的消費者

3.5.3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學生能夠：

 • 明白食品與健康兩者的關係，及其對個人及家庭的重要性

 • 明白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如何影響食物與健康、個人與家庭的關係

 • 明白營養素在食物的本質、功能和食品製作等方面發揮的功用

 • 透過食物烹調，明白如何選擇健康食品，藉此促進個人與家庭的健康

 • 透過實習，應用選購及準備食物的原則，培養良好的安全與衞生習慣

 • 明白政府及社區所制定的健康政策對個人及家庭飲食模式的影響

 • 適當選擇及使用半製成的食品，善用處理食物技巧，以提升個人及家庭的

生活質素

 • 認識各種經過高科技處理的加工食品

 • 認識廣告及市場推廣對消費者的影響

 • 在選擇及烹調食物和膳食時，展現文化特色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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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

學生能夠：

 • 明白布料的功能和美觀特質有助適當選購、使用及保養布材，配合設計或

製品的需要

 • 認識纖維、紗線、布料的功能及特性

 • 認識各種經過科技加工處理的紡織品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

 • 明白有些民族常用的布料能反映該民族的特色、風格和文化背景

 • 明白布料的花紋、圖案及設計能向外界傳遞的文化訊息

 • 明白有關設計元素、原則、布料特性及縫製技巧的知識可提高衣飾設計與

製作的質素

 • 明白如何運用設計元素和原則、布料的功能和特質等設計及製作衣飾

3.6 整體的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學生應能：

 • 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

 • 認識維持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養成個人及家庭的良好及有規律的飲食

習慣，建立身心健康的生活模式

 • 在消費時從多角度考慮，並作出明智的抉擇

 • 運用審美能力配搭合適的服裝，建立個人形象和風格，並設計及製作衣飾

 • 加強獨立生活及自我管理能力，以銜接成人生活，提升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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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課程組織及主題的基本設計

課程由兩個部分組成—主要部分及其他部分。其中主要部分下設有兩個必修

主題，學生必須修讀所有內容；其他部分(包括食品及服裝學習範疇)下設有

九個選修主題，教師可按學生的能力及興趣選擇合適的主題教授。

各主題之下設有課題，這些課題內容涉及本科的知識、技能及態度。每課題

下的學習重點是讓教師了解課題的寬度及廣度。教師選取學習重點時，必須

作出專業的判斷，根據學生的能力及表現選擇適切的切入點，以達致較高的

水平及預期學習成果。

學習重點下設有預期學習成果，目的是為教師提供參考，以理解學生在有關

內容的能力表現。由於教師對不同能力的學生會有不同的學習要求，故某些

學習重點會涵蓋數個層次的預期學習成果。教師在參看預期學習成果時，須

靈活處理，以照顧學生的發展需要。

教學活動舉隅旨在提供教學活動建議，供教師設計課堂活動時參考。

圖3.2 教學設計流程

預期學習成果 

教學活動舉隅

學習重點

課題

其他部分
(選修主題)

例如: 均衡飲食與
膳食計畫

例如: 能指出或說出均衡
飲食的定義

例如:均衡飲食的定義

例如: 均衡飲食

主要部分
(必修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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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其

他
部

分
—

選
修

主
題

(a
)  

食
品
科
學
與
科
技
學
習
範
疇

營
養
和
健
康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1.
 
簡
介

 •
什
麼
是
健

康
?

 •
什
麼
是
安

康
?

 •
五
大
營
養

素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健
康
的
元

素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安
康
的
元

素
 •

能
列
舉
五
大
營
養
素
相
關

的
食
物

 •
辨
別
健
康
/不

健
康
人
物
的
圖
片

 •
列
舉
健
康
生
活
習
慣
事
例

2.
 
營
養
素

 
(一

)主
要
營
養
素

 
 

(i)
碳
水
化
合
物

 •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分
類

 •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功
能

 •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食
物
來
源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分
類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功
能

 •
能
列
舉
含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食
物
來
源

 •
展

示
各

種
食

品
的

實
物

或
圖

片
，

請
學
生
分
類

 •
烹

飪
實

習
：

五
穀

飯
糰

、
焗

意
粉

、
薄
餅

 
 

(ii
)蛋

白
質

 •
蛋
白
質
的

分
類

 •
蛋
白
質
的

功
能

 •
蛋
白
質
的

食
物
來
源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蛋
白
質
的

分
類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蛋
白
質
的

功
能

 •
能
列
舉
含
蛋
白
質
的
食
物

來
源

 •
展

示
各

種
食

品
的

實
物

或
圖

片
，

請
學
生
分
類

 •
烹

飪
實

習
：

焗
蛋

糕
、

蒸
魚

、
煎

釀
豆
腐

 
 

(ii
i)脂

肪
 •

脂
肪
的
分

類
 •

脂
肪
的
功

能
 •

脂
肪
的
食

物
來
源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脂
肪
的
分

類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脂
肪
的
功

能
 •

能
列
舉
含
脂
肪
的
食
物
來

源

 •
展

示
不

同
種

類
的

油
，

比
較

它
們

的
異
同

 •
烹
飪
實
習
：

- 
比
較
菜
油
和
牛
油
製
作
的
曲
奇

- 
比
較
肥
肉
和
瘦
肉
烹
調
的
菜
式

 •
實
驗
：
油
類
冒
煙
點
測
試

 
(二

)微
量
營
養
素
 

 
 

(i)
維
生
素

 
 

(ii
)礦

物
質

 •
微
量
營
養

素
的
分
類

 •
缺
乏
微
量

營
養
素
的
後
果

 •
微
量
營
養

素
的
來
源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微
量
營
養
素
的
分
類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缺

乏
微

量
營

養
素

的
後
果

 •
能
列
舉
含
微
量
營
養
素
的
食
物
來
源

 •
展

示
各

種
食

品
的

實
物

或
圖

片
，

請
學
生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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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三
)營

養
素
的
相
互
關
係

 •
營

養
素

的
相

互
關

係
，

例
如

：
鐵

和
維

生
素

C
、

鐵
和

膳
食

纖
維

、
鈣

和
磷

、
鈣

和
維

生
素

D
、
鈣
和
膳
食
纖
維
等

 •
能
列
舉
營
養
素
的
相
互
關
係
的
例
子

 •
展
示
實
物
或
圖
片

 •
搜
集
相
關
的
剪
報

 •
列
舉
例
子
：

- 
鐵
+維

他
命

C
，
可
幫
助
吸
收

- 
膳

食
纖

維
+
水

，
可

防
止

便
秘

，
有

飽
足
感

- 
維

他
命

D
+鎂

+鋅
，

有
助

人
體

吸
收

(四
)水

 •
水
的
功
能

 •
水
的
來
源

 •
水
的
每
日
建
議
攝
取
量

 •
培
養
多
喝
水
的
習
慣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水
的
功
能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水
的
來
源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水

的
每

日
建

議
攝

取
量

 •
能
實
踐
多
喝
水
的
習
慣

 •
填
寫
個
人
每
天
喝
水
紀
錄
表

 •
調

查
學

生
每

天
喝

開
水

或
飲

品
的

習
慣

(五
)膳

食
纖
維

 •
膳
食
纖
維
的
功
能

 •
膳
食
纖
維
的
來
源

 •
膳
食
纖
維
的
每
日
建
議
攝
取
量

 •
培
養
多
吃
高
纖
食
物
的
習
慣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膳
食
纖
維
的
功
能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膳
食
纖
維
的
來
源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膳

食
纖

維
的

每
日

建
議
攝
取
量

 •
能
實
踐
多
吃
高
纖
食
物
的
習
慣

 •
計
算
餐
膳
中
膳
食
纖
維
攝
取
量

(
六

)
食

物
及

營
養

素
在

體
內
的
作
用

 •
食
物
如
何

被
消
化

 •
食
物
如
何

被
吸
收

 •
食

物
經

消
化

及
吸

收
後

如
何

被
排
泄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食
物
如
何

被
消
化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食
物
如
何

被
吸
收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食

物
經

消
化

及
吸

收
後
如
何
被
排
泄

 •
利

用
人

體
解

剖
平

面
圖

或
模

型
，

展
示
食
物
被
消
化
、
吸
收
及
排
泄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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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衡
飲
食
與
膳
食
計
畫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1.
 均

衡
飲
食

 •
均
衡
飲
食
的
定
義

 •
均
衡
飲
食
的
好
處

 •
飲

食
指

引
，

例
如

：
食

物
金

字
塔
、

32
1餐

膳
比
例
等

 •
個
人
每
日
攝
取
量

 •
食
物
營
養
標
籤

 •
培
養
均
衡
飲
食
習
慣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均
衡
飲
食
的
定
義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均
衡
飲
食
的
好
處

 •
能
列
舉
各
種
飲
食
指
引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個

人
每

日
營

養
攝

取
量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自

己
每

日
的

膳
食

習
慣

 •
能
閱
讀
食
物
營
養
標
籤

 •
能
建
議
如
何
改
善
個
人
飲
食
習
慣

 •
能

根
據

飲
食

指
引

，
實

踐
均

衡
飲

食
習
慣

 •
設

計
食

物
金

字
塔

工
作

紙
或

製
作

大
型

金
字

塔
圖

；
配

合
食

物
模

型
，

讓
學
生
把
各
類
的
食
物
放
在
金
字
塔
內

 •
分
析
午
膳
餐
盒
，
是
否
符
合

32
1比

例
 •

利
用

網
上

軟
件

計
算

個
人

每
日

營
養

攝
取

量
，

分
析

個
人

飲
食

習
慣

是
否

健
康
及
均
衡

 •
閱
讀
食
品
包
裝
上
的
營
養
標
籤

 •
每
日
進
食
水
果
紀
錄
咭

2.
 與

健
康
有
關
的
議
題

 •
飲

食
失

調
與

有
關

疾
病

的
成

因
及

預
防

方
法

，
例

如
：

肥
胖

症
、

厭
食

症
、

便
秘

、
糖

尿
病
、
高
血
壓
、
冠
心
病
等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不

良
飲

食
習

慣
的

壞
處

 •
能
列
舉
與
飲
食
失
調
有
關
的
疾
病

 •
能

列
舉

與
飲

食
失

調
有

關
的

疾
病

的
成
因

 •
能

列
舉

與
飲

食
失

調
有

關
疾

病
的

預
防
方
法

 •
能

探
討

飲
食

失
調

與
有

關
疾

病
及

營
養
的
關
係

 •
展

示
營

養
不

良
、

肥
胖

症
、

厭
食

症
患

者
的

圖
片

或
相

關
新

聞
，

再
進

行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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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3.
 
日

常
飲

食
與

設
計

膳
食
計
畫

 •
設

計
膳

食
的

考
慮

因
素

，
例

如
：

對
象

、
氣

候
、

場
合

、
生

活
方

式
及

家
庭

生
活

、
財

政
及

資
源
限
制

等
 •

推
廣
健
康

飲
食
習
慣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為

不
同

對
象

、
氣

候
或
場
合
設
計
膳
食
的
考
慮

因
素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設
計
膳
食

的
原
理

 •
能

比
較

個
別

人
士

或
家

庭
成

員
營

養
飲

食
需

要
的

異
同

，
並

解
釋

背
後

的
原
因

 •
能

按
指

定
的

對
象

和
場

合
，

選
擇

或
設
計
合
適
的
食
物
、
菜
餚

和
膳
食

 •
能

明
白

均
衡

膳
食

計
畫

的
重

要
性

，
實
踐
並
推
廣
健
康
飲
食
習

慣

 •
設
計
生
日
會
/節

日
/旅

行
膳
食

 •
為

家
庭

成
員

設
計

早
/
午

/
晚

三
餐

的
膳
食

 •
模

擬
實

習
：

外
出

用
膳

時
如

何
選

擇
健
康
均
衡
的
餐
膳

 •
透

過
網

上
遊

戲
計

算
活

動
量

、
熱

量
需

要
，

分
析

與
健

康
的

關
係

，
並

設
計
合
適
的
膳
食
計
畫

食
品
製
作
科
技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1.
 
食
品

 •
食

品
種

類
，

例
如

：
新

鮮
食

物
及
加
工
食
品

 •
能
列
舉
不
同
食
品
的
種
類

 •
能
分
辨
新
鮮
與
加
工
食
品

 •
展

示
各

種
新

鮮
食

物
及

加
工

食
品

的
實
物
或
圖
片
，
並
進
行
配
對

 •
用

新
鮮

蔬
菜

烹
調

雜
菜

湯
，

與
罐

頭
雜
菜
湯
比
較
，
然
後
討
論

2.
 
個

人
處

理
食

物
衞

生
的
習
慣

 •
培

養
良

好
的

個
人

處
理

食
物

衞
生
的
習
慣

 •
推
廣
食
物
衞
生
訊
息

 •
能
保
持
個
人
衞
生

 •
能
在
準
備
食
物
時
保
持
衞
生

 •
能
在
進
食
時
保
持
衞
生

 •
能
正
確
貯
存
食
物
，
並
保
持
衞
生

 •
能

應
用

選
購

及
準

備
食

物
原

則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
並
推
廣
食
物
衞
生
訊
息

 •
播

放
正

確
處

理
食

物
程

序
的

相
關

影
片

 •
使

用
衞

生
考

檢
表

，
記

錄
學

生
處

理
食
物
的
衞
生
情
況

 •
在

符
合

食
物

衞
生

情
況

下
，

以
不

同
方

法
解

凍
食

物
，

例
如

：
流

動
自

來
水

解
凍

(
即

啤
水

)
、

微
波

爐
、

雪
櫃

內
解
凍

 •
在

處
理

食
物

時
，

提
點

同
學

注
意

生
和
熟
的
食
物
應
分
開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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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3.
 
使

用
省

時
省

力
工

具
來
處
理
食
物
的
技
巧

 •
各
種
省
時

省
力
工
具

 •
能
列
舉
省
時
省
力
的
工
具

 •
能
安
全
地
使
用
省
時
省
力

的
工
具

 •
能
適
當
地
保
養
省
時
省
力

的
工
具

 •
能

比
較

省
時

省
力

的
工

具
與

傳
統

工
具
的
差
異

 •
能

建
議

省
時

省
力

的
工

具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的
應
用

 •
運

用
不

同
的

省
時

省
力

的
用

具
協

助
烹
調

 •
分

別
運

用
手

動
打

蛋
機

及
電

動
打

蛋
機
製
作
海
綿
蛋
糕

 •
分
別
用
刀
及
刨
絲
器
切
絲

4.
 
食
物
烹
調
過
程

 •
各

種
傳

熱
方

法
，

例
如

：
傳

導
、

對
流

、
幅

射
、

微
波

爐
煮

食
、
電
磁

感
應
等

 •
熱

水
烹

調
法

，
例

如
：

煲
、

紅
燒

、
蒸

、
燜

及
壓

力
煲

烹
調

法
等

 •
乾

熱
烹

調
法

，
例

如
：

煎
、

烘
、
焗
、

燒
、
炒
、
炸
等

 •
熱
力
對
食

物
消
化
性
的
影
響

 •
省
時
省
力

的
烹
調
方
法

 •
能
列
舉
各
種
傳
熱
的
方
法

 •
能
列
舉
各
種
烹
調
的
方
法

 •
能
分
辨
熱
水
及
乾
熱
烹
調

方
法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熱

力
對

食
物

消
化

的
影
響

 •
能

安
全

地
使

用
省

時
省

力
的

烹
調

方
法
進
行
烹
調

 •
能
比
較
各
烹
調
法
的
差
異

及
優
劣

 •
能

按
食

物
特

點
選

擇
合

適
的

烹
調

方
法

 •
分

別
運

用
焗

爐
及

蒸
爐

烹
調

相
同

的
菜

式
，

然
後

進
行

觀
察

及
試

味
，

討
論

兩
者

的
分

別
，

從
而

比
較

不
同

烹
調
法
對
食
物
的
影
響

 •
分

別
運

用
微

波
爐

及
蒸

爐
烹

調
相

同
的

菜
式

，
例

如
：

即
食

點
心

，
帶

出
微
波
爐
是
省
時
省
力
的
烹
調
方
法

食
物
保
藏
及
食
品
加
工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1.
 
食

物
腐

壞
與

食
物

中
毒

 •
食

物
腐

壞
成

因
，

例
如

：
天

然
腐
爛
及
受
微
生
物
污
染

 •
食

物
中

毒
成

因
，

例
如

：
有

毒
食

物
、

微
生

物
、

化
學

物
污

染
食
物
等

 •
食
物
中
毒
基
本
病
徵

 •
培
養
對
食
物
安
全
的
意
識

 •
能
列
舉
食
物
腐
壞
的
成
因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食
物
中
毒
的
成
因

 •
能
列
舉
食
物
中
毒
基
本
病
徵

 •
進

食
後

如
遇

身
體

不
適

，
能

適
當

處
理
，
例
如
：
尋
求
協
助

 •
能

應
用

所
學

的
原

理
，

以
安

全
、

衞
生
的
方
法
選
購
、
烹
調
及
享
用
食
物

 •
奶
類
發
酵
實
驗
/蘋

果
氧
化
實
驗

 •
展

示
腐

壞
食

物
圖

片
或

實
物

進
行

配
對

 •
利

用
食

物
中

毒
有

關
宣

傳
單

張
、

剪
報
或
短
片
，
進
行
討
論

 •
角
色
扮
演
：
食
物
中
毒
的
處
理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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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2.
 
保
藏
食
物

 •
目

的
，

例
如

：
供

應
過

剩
、

保
存

營
養

價
值

、
安

全
、

時
限

、
經
濟
，
環

境
因
素
等

 •
原

理
，

例
如

：
控

制
溫

度
及

水
分
、
加
入

化
學
物
質
等

 •
方

法
，

例
如

：
應

用
熱

力
的

巴
斯

德
消

毒
法

、
高

溫
消

毒
及

罐
藏

法
、

冷
藏

及
凍

藏
、

乾
燥

法
、

糖
和

鹽
的

使
用

、
酸

及
防

腐
劑
等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保
藏
食
物

的
目
的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保
藏
食
物

的
原
理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保
藏
食
物

的
方
法

 •
能
以
適
當
的
方
法
保
藏
食

物
 •

能
選
擇
品
質
優
良
的
包
裝

食
品

 •
能

閱
讀

包
裝

食
品

的
保

質
期

及
保

存
方
法

 •
能
列
舉
各
種
保
藏
食
物
方

法
的
優
點

 •
能

列
舉

各
種

保
藏

食
物

方
法

的
缺

點
，
並
提
出
合
適
的
改
良

方
法

 •
能

探
討

食
物

腐
壞

與
各

種
食

物
保

藏
法
背
後
的
科
學
原
理

 •
進

行
新

鮮
食

品
保

藏
實

習
：

蔬
菜

及
鮮
魚
的
保
藏
法

 •
展

示
以

不
同

方
法

保
藏

的
即

食
產

品
，
請
學
生
觀
察
並
討
論

 •
透

過
實

習
，

製
作

乾
果

片
、

鹽
醃

水
果
，
認
識
不
同
的
食
品
保
藏
法

3.
 
食
品
加
工

 •
使

用
食

品
添

加
劑

種
類

及
用

途
，

例
如

：
抗

菌
、

抗
氧

化
、

改
善

食
物

的
色

香
味

、
控

制
食

品
品

質
的

一
致

性
、

改
善

或
保

持
營
養
價

值
等

 •
食
物
標
籤

 •
能
列
舉
各
種
食
品
添
加
劑

的
種
類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各

種
食

品
添

加
劑

的
用
途

 •
能

分
析

在
食

品
加

工
和

生
產

加
入

食
物
添
加
劑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
能
閱
讀
食
品
標
籤

 •
透

過
閱

讀
食

品
標

籤
，

能
比

較
不

同
食
品
所
含
添
加
劑
的
差
異

 •
進

行
食

品
加

工
實

驗
：

以
不

同
的

色
素

及
香

味
劑

製
作

海
綿

蛋
糕

或
啫

喱
，

並
作

出
觀

察
及

試
味

，
然

後
討

論
 •

閱
讀

食
品

包
裝

上
的

食
品

標
籤

及
比

較
不
同
食
品
的
添
加
劑
含
量



27

飲
食
文
化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1.
 
飲
食
文
化
承
傳

 •
世

界
各

地
不

同
文

化
特

色
的

食
材
及
佳
餚

 •
世

界
不

同
節

日
食

品
，

例
如

：
象

徵
性

意
義

、
特

色
食

品
、

特
質
等

 •
宗
教
飲
食
習

慣
及
節
日

 •
能

列
舉

世
界

各
地

不
同

文
化

特
色

的
食

材
及
佳
餚

 •
能
列
舉
世
界
不
同
的
節
日
食

品
 •

能
列
舉
世
界
不
同
的
宗
教
飲

食
習
慣

 •
能

分
析

世
界

各
地

飲
食

文
化

的
特

點
，

指
出
或
說
出
影
響
其
發
展
因
素

 •
能

探
討

特
定

地
方

或
地

區
的

健
康

與
飲

食
習

慣
和

選
擇

食
品

的
關

係
，

並
提

出
合

適
的
改
善
建
議

 •
展

示
世

界
不

同
節

日
食

品
的

圖
片

或
實

物
，

觀
察

及
試

食
後

再
進

行
討
論

 •
製
作
節
日
或
宗
教
食
品

 •
探

討
月

餅
的

變
化

，
例

如
：

體
積
、
形
狀
、
製
作
方
法
、
材
料
等

2.
 
影

響
本

地
及

全
球

飲
食
文
化
發
展
的
因
素

 •
地

理
因

素
，

例
如

：
氣

候
、

地
理
位
置

 •
歷

史
及

文
化

，
例

如
：

民
族

、
宗
教

 •
社

會
因

素
，

例
如

：
習

俗
、

傳
統
、
飲
食
習

慣
及
生
活
模
式

 •
科

學
及

科
技

發
展

，
例

如
：

食
物
生
產
、
製

作
過
程
、
貯
藏
等

 •
能
列
舉
影
響
本
地
飲
食
文
化

發
展
的
因
素

 •
能
列
舉
影
響
全
球
飲
食
文
化

發
展
的
因
素

 •
能

列
舉

本
地

及
全

球
飲

食
文

化
發

展
的

因
素
的
相
關
例
子

 •
參

觀
加

工
食

品
廠

，
了

解
科

技
對

食
品
工
業
的
影
響

 •
利

用
一

周
飲

食
記

錄
表

，
檢

示
個

人
飲
食
習
慣
及
生
活
模
式

 •
分
析
食
品
廣
告
的
訊
息

 •
學
生
分
享
及
製
作
家
鄉
菜

3.
 
飲

食
文

化
與

健
康

的
關
係

 •
與
傳
統
食
品

有
關
的
健
康
問
題

 •
改
良
傳
統
食

品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傳
統
食
品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
能
選
擇
較
健
康
的
傳
統
食
品

 •
能
改
良
傳
統
食
品
為
健
康
食

品

 •
展

示
不

同
節

日
食

品
的

實
物

或
圖

片
，

透
過

閱
讀

食
品

標
籤

，
學

習
如
何
選
擇
較
合
適
食
品

 •
進

行
烹

飪
實

習
—

食
譜

改
良

，
例

如
：

低
糖

月
餅

，
低

油
盆

菜
，

高
纖
低
鹽
十
穀
糭
等

4.
 
未

來
市

場
趨

勢
與

飲
食
習
慣
的
關
係

 •
生

活
模

式
的

改
變

及
對

健
康

的
關
注

 •
新

開
發

的
食

品
與

飲
食

習
慣

轉
變
的
關
係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個
人
生
活
模

式
 •

能
列
舉
新
開
發
的
食
品

 •
能
分
析
生
活
模
式
的
改
變
與

健
康
的
關
係

 •
能

探
討

新
開

發
的

食
品

與
飲

食
習

慣
轉

變
的
關
係

 •
展
示
不
同
種
類
的
新
開
發
食
品

 •
比

較
加

工
食

品
與

新
鮮

食
品

的
優

點
及
缺
點

 •
製
作
營
養
均
衡
的
包
裝
午
餐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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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服
裝
、
成
衣
與
紡
織
學
習
範
疇

基
本
衣
飾
設
計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1.
 
原
則

 •
審

美
能

力
原

則
，

例
如

：
顏

色
、
配
搭
技
巧
等

 •
能
列
舉
審
美
能
力
原
則

 •
能
運
用
原
則
評
價
不
同
的
衣
飾

 •
展

示
時

裝
圖

或
時

裝
展

影
片

，
然

後
進
行
討
論

2.
 
衣
飾
設
計
元
素

 •
基

本
衣

飾
設

計
元

素
，

例
如

：
身

形
、

尺
碼

、
質

感
、

布
料

、
圖
案
、
顏
色
等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各

種
基

本
衣

飾
設

計
的
元
素

 •
能

結
合

不
同

的
設

計
元

素
，

分
析

視
覺
上
不
同
的
效
果
及
影
響

 •
瀏
覽
衣
飾
圖
庫
網
站

 •
展

示
不

同
質

料
或

圖
案

的
布

料
，

讓
學
生
觀
察
及
觸
摸
，
然
後
進
行
討
論

3.
 
衣
飾
設
計
步
驟

 •
衣

飾
設

計
步

驟
，

例
如

：
認

清
需

要
或

用
途

、
搜

集
資

料
、

繪
圖

、
展

示
意

念
展

示
版

、
製

作
樣
版
等

 •
能
搜
集
資
料
以
輔
助
設
計

 •
能
繪
畫
設
計
圖

 •
能
繪
畫
意
念
展
示
版

 •
能

綜
合

及
創

作
設

計
，

以
符

合
衣

飾
的
特
定
需
要
或
用
途

 •
利

用
網

上
衣

飾
設

計
遊

戲
，

為
不

同
場
合
設
計
衣
飾

 •
利
用
意
念
展
示
版
網
站
進
行
設
計

 •
利

用
布

袋
、

布
鞋

、
帽

、
T-

sh
irt
展

示
設
計
意
念

文
化
與
衣
飾
設
計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1.
 
文
化
價
值
及
時
裝

 •
不

同
文

化
和

生
活

方
式

對
時

裝
潮

流
及

風
格

的
設

計
意

念
的

影
響

，
例

如
：

美
感

、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
女

性
化
、
男
性
化

 •
不
同
年
代

的
衣
飾
潮
流

 •
不
同
國
家

的
民
族
衣
飾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不

同
文

化
和

生
活

方
式

對
時

裝
潮

流
及

風
格

的
設

計
意

念
的
影
響

 •
能
列
舉
不
同
年
代
的
衣
飾

潮
流

 •
能

識
別

不
同

民
族

衣
飾

的
特

色
及

文
化
元
素

 •
展
示
不
同
年
代
世
界
各
地
的
衣
飾
圖

 •
展

示
不

同
民

族
衣

飾
的

實
物

或
衣

飾
圖

2.
 
衣

飾
設

計
的

整
體

形
象

 •
各

種
衣

飾
設

計
的

整
體

形
象

，
例

如
：

典
雅

、
運

動
型

、
優

雅
、
上
班

裝
扮
等

 •
能
列
舉
各
種
衣
飾
設
計
的

整
體
形
象

 •
懂

得
適

當
地

選
擇

衣
物

以
配

合
不

同
的
場
合
需
要

 •
角

色
扮

演
：

為
不

同
的

場
合

選
擇

合
適
的
衣
飾

 •
舉
辦
便
服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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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
織
及
紡
織
科
技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1.
 
成
衣
及
紡
織
物
料

 •
各

種
纖

維
，

例
如

：
羊

毛
、

絲
、

棉
、
麻
、
尼
龍
、
聚
脂
纖
維
等

 •
能
列
舉
不
同
種
類
的
纖
維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不

同
種

類
纖

維
的

特
徵
和
特
性

 •
能
列
舉
使
用
不
同
纖
維
縫
製
的
成
衣

 •
能

解
釋

纖
維

的
特

徵
和

特
性

與
紡

織
品
及
衣
服
的
相
互
關
係

 •
展

示
不

同
成

份
的

衣
物

或
纖

維
樣

本
，

讓
學

生
觀

察
及

觸
摸

，
然

後
討

論
 •

用
顯
微
鏡
觀
察
纖
維
樣
本

 •
用

實
驗

測
試

不
同

種
類

纖
維

的
特

性
和
特
徵

 •
分

別
以

冷
水

及
熱

水
洗

純
羊

毛
冷

線
，
再
量
度
長
度
作
出
比
較

2.
 
布
料
構
造

 •
織
布
方
法
，
例
如
：
梭
織
、
針
織

 •
布

料
特

質
，

例
如

：
耐

用
、

隔
熱

、
吸

濕
性

、
貼

身
舒

適
、

韌
度
、
伸
縮
性
等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各
種
織
布
方
法

 •
能
以
不
同
的
方
法
編
織
布
料

 •
能
列
舉
不
同
布
料
的
特
質

 •
能

列
舉

不
同

特
質

的
布

料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
用

迷
你

織
布

機
，

示
範

梭
織

的
原

理
；

用
毛

冷
及

冷
針

，
示

範
針

織
布

原
理

 •
展
示
不
同
特
質
的
布
料

3.
 
布
料
上
色

 •
染

色
方

法
，

例
如

：
紮

染
、

平
網

印
染
、
直
接
印
染
等

 •
能
將
布
料
上
色

 •
能

透
過

布
料

上
色

實
驗

，
比

較
各

種
染
色
方
法
的
異
同

 •
能

列
舉

已
染

色
的

布
料

在
衣

服
上

的
應
用

 •
進

行
紮

染
/
直

接
印

染
活

動
，

例
如
：
手
巾
或

T-
sh

irt
 •

分
別

運
用

天
然

染
料

及
化

學
染

料
實

習
染
布
，
再
討
論
及
比
較

4.
 
加
工
潤
飾

 •
加

工
潤

飾
方

法
，

例
如

：
壓

花
、

磨
光

、
磨

毛
、

打
摺

、
防

縮
、

免
起

毛
粒

、
防

火
、

不
易

皺
、

防
蛀
、
易
於
護
理
等

 •
能
列
舉
加
工
潤
飾
的
方
法

 •
能

列
舉

不
同

的
加

工
潤

飾
紡

織
品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的
應
用

 •
展

示
各

種
經

過
加

工
潤

飾
處

理
的

布
料
或
衣
物

 •
用

實
驗

測
試

經
過

不
同

化
學

方
法

加
工
的
布
料
或
衣
物

5.
 
布
料
質
素

 •
衣
物
保
養
標
籤

 •
商

標
，

例
如

：
羊

毛
標

誌
〔

W
oo

l 
m

ar
k〕

、
哥

的
斯

〔
G

or
e-

Te
x〕

、
萊

卡
〔

Ly
cr

a〕
、

純
綿

標
誌

〔
C

ot
to

n〕
等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保
養
標
籤
的
意
思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布

料
商

標
所

代
表

的
布
料

 •
能

按
保

養
標

籤
及

商
標

指
示

處
理

及
保
養
衣
物

 •
配
對
不
同
布
料
與
商
標

 •
實

習
活

動
：

根
據

衣
物

保
養

標
籤

洗
濯
衣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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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6.
 
最

新
發

展
及

環
境

議
題

 •
高

性
能

紡
織

品
的

特
性

，
例

如
：
透
氣
、
防
水
、
防
風

 •
綠

色
議

題
，

例
如

：
可

再
生

及
非

再
生

資
源

、
循

環
再

造
、

新
研

發
的

纖
維

，
例

如
：

天
絲

棉
、
天
絲

 •
能

指
出

或
說

出
高

性
能

紡
織

品
的

特
性

 •
能

列
舉

不
同

高
性

能
紡

織
品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
能

比
較

一
般

紡
織

品
與

高
性

能
紡

織
品
的
差
異
及
優
劣

 •
能
選
擇
較
環
保
的
紡
織
產
品

 •
配
對
不
同
布
料
與
商
標

 •
展
示
環
保
新
纖
維
及
衣
物

縫
製
配
襯
飾
物
或
成
衣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教
學
活
動
舉
隅

1.
 
縫

製
配

襯
飾

物
或

成
衣

 •
紙
樣
製
作

方
法

 •
基

本
針

步
及

釘
縫

技
巧

，
例

如
：

走
針

步
、

回
針

步
、

鎖
鏈

針
步
、
毛

氈
針
步
、
十
字
繡
等

 •
使

用
縫

衣
機

的
方

法
及

安
全

守
則

，
例

如
：

處
理

散
口

邊
緣

、
緣
飾
、
直

線
車
縫
、
衣
袋
等

 •
能
繪
畫
基
本
紙
樣

 •
能

使
用

現
成

紙
樣

剪
裁

配
襯

飾
物

或
成
衣

 •
能

適
當

使
用

針
步

縫
製

配
襯

飾
物

或
成
衣

 •
能
適
當
釘
縫
不
同
裝
飾
物

 •
能
適
當
及
安
全
地
使
用
縫

衣
機

 •
利
用
現
成
紙
樣
剪
裁
成
衣

 •
實
習
：
環
保
袋
加
上
裝
飾
物

教
師
毋
須
依
照
以
上
的
課
題
編
排
順
序
教
授
，
教
師
可
彈
性
地
編
排
課
題
，
設
計
教
學
計
畫
或
教
案
，
讓
學
生
在
有
意
義
和
真
實
的
情
景
下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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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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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就第三章所介紹的課程架構，闡述有關原則，以協助學校與教師因應學

生需要、興趣和能力，以及學校實際情況，發展靈活而均衡的校本課程。本

部分應與《科技與生活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一併閱讀，以

便了解以下有關高中課程規畫的建議。

4.1  主導原則

為促進學生的學習、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學校管

理層、科技與生活科科主任及教師在設計和實施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時須

參照以下的原則，進行討論、規畫及協調：

 • 配合學生需要及啓發潛能

 • 學與教

 • 善用人力與資源

(詳情請參閱《科技與生活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頁38-40)

4.2  課程規畫策略

策畫課程前，教師應對課程理念、宗旨及學習目標有透徹的認識和全面的理

解，認定發展方向，不時反思自己所教或學生所學的知識能否實現本課程及

高中教育的宗旨。學校及教師於設計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時，須了解學生

踏入成人階段時在認知、心理和社交方面的發展，並考慮下列因素： 

 • 照顧學習差異 

 • 照顧不同性向的學生

 • 令學習更具意義

 • 結合概念學習與全方位學習經歷

 • 結合學習與評估

(詳情請參閱《科技與生活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頁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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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課程規畫舉隅

圖4.1、4.2及4.3是校本課程規畫例子，學校可視乎本身的情況，靈活規畫三

年的課程。圖4.1中有三個不同選修組合的舉隅，而圖4.2及4.3乃根據圖4.1
例一中的資料進行闡釋。

舉例來說，學校A採用例一的主題(圖4.1)，然後根據每個主題的課時建議百

分比，計算出各主題的課節數目(圖4.2)，再利用各主題的課節數目規畫單元

名稱，學習內容及節數(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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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引
用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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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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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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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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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學與教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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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就科技與生活科課程之有效學與教及評估提供指引和建議。本部分應與

《科技與生活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一併閱讀，以便了解以

下有關高中課程學與教及評估的建議。

5.1  學與教的取向與策略

由於智障學生有不同的學習需要，而學習風格及能力亦有所差別，因此，沒

有單一的取向或策略能滿足所有學生。教師在設計課堂時可考慮以下的原

則：

 • 鼓勵學生自行探討課題

 • 給予學生更多互相討論及發表意見的機會

 • 讓學生的提問及意見成為課堂交流的重點，鼓勵學生使用各種方法及媒體

表達自己的意念

 • 為學生提供一個開放的課堂環境，鼓勵他們對有挑戰性的問題提出推測性

的答案

 • 多引用現實生活的例子，讓學生明白所學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5.1.1 取向

下文建議的只屬例子，並未涵蓋所有可促進有效學習科技與生活科的學與教

取向：

 • 探索及實驗活動

此方式引導學生通過有組織及邏輯性的思考過程學習科技與生活科。學生學

會就實驗及小型調查作出假設，在作出有根據的結論前以歸納法或演繹法分

析及闡釋調查結果，例如：透過油炸及焗的方法烹調急凍春卷，比較兩種方

法的優劣，並建議改善方法。

 • 合作式學習

合作式學習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式，讓學生通過討論或分組一起有目的地進

行互動學習。每位組員需承擔一定的學習任務，以協助全組成功達標，最終

以小組整體表現作為奬勵的依據。由於智障學生的能力差異頗大，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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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議題探究模式

此模式適用於包含以討論和分析的課業，討論不同因素對某些議題的涵義

或影響，例如：食物添加劑與健康的關係、環保紡織物料的開發等。

 • 體驗學習

體驗學習鼓勵學生反思自己的經歷，藉著反思的過程促進學習。學生可嘗

試不同測試或研究，並從不同角度反思自己的體驗，再作出具建設性的意

見，例如；透過製作賀年食品，探討傳統食品與健康的影響，從而作出改

良。

5.1.2 策略

為了促進學生的理解和共通能力的培養，教師應選取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

例如：

學習的形式上課能有效促進不同能力的學生發揮所長，互相協作，例如：在

教授文化與衣飾設計時，學生以環保物料分組設計及製作一套指定場合的衣

飾，最後進行時裝表演及滙報。

教學方法 概述 課題(例子)

講授  • 這方法宜作短暫運用，不應作為主
要的教學法。

 • 講授可讓教師強調重要概念及簡介
最新資料，以個人方式詮釋主旨及
引發學生進一步研究有關課題。

 • 教師亦應留意，由於講授以教師為
中心，而學生集中注意力的時間有
限，部分學生可能因而無法吸收講
授內容。

講授配合實習活動
 • 甚麽是家庭？
 • 營養素和水
 • 基本衣飾設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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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概述 課題(例子)

提問  • 提問是引導學生思考的有效方
法，而思考可以促進學生學習。

 • 設計的問題應包括多個思考層
次，也可同時鼓勵能力稍遜和能
力較高的學生作答。

 • 刺激思考的提問有助邏輯及深入
的分析。

 • 提問可鼓勵學生提出證據來支持
個人觀點。

 • 當學生作出令人滿意的回應時，
教師宜多予鼓勵，以强化學生的
學習。

任何需要探究原因和因
素的議題，開放式提問
如：
 • 你能說出不同家庭生
活里程碑對家人的影
響嗎?

 • 中國飲食文化的發展
受哪些因素影響？

 • 開發新的纖維對我們
的生活有何影響？

演示或示範  • 演示或示範可以在教室中即時進
行，也可透過多媒體方式進行。
它能說明工序，闡釋新的技巧和
訂定所需的標準。

 • 學生在實習課前先從影片探討在
烹調食物或縫製衣物時所需的特
別技巧。

 • 「分段示範」較「整個示範」更
省時，亦能令課堂焦點更集中。

 • 如何進行與飲食及膳
食設計有關的實驗與
實習？

 • 如何使用電腦輔助設
計衣飾意念展示版？

實驗活動  • 透過實驗活動，一方面讓學生運
用知識和技能；另一方面更能提
升他們的共通能力。

 • 透過製作疏乎厘，探
討疏乎厘在焗爐內膨
脹，但在室溫冷卻後
塌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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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概述 課題(例子)

討論  • 討論讓學生與同儕分享和比較觀
點、意見和知識。

 • 它能鼓勵學生從更寬廣的角度思
考解決方案，並能為學生提供互
相溝通的機會。

 • 討論廣告及傳媒對購
買食品或服裝習慣的
影響。

 • 討論飲食失調與疾病
的關係。

活動後的綜
合解說

 • 活動後的綜合解說有助學生找出
新觀點與概念之間的關係，鞏固
所學到的知識，使他們對課題作
進一步探究或進行下一個學習活
動時有較清晰的目標。

 • 參觀食品加工廠後，
教師先讓學生說出感
受，繼而引導學生進
一步反思，教師最後
作總結。

參觀  • 探訪讓學生探究商業世界，讓他
們能更熟悉相關行業的實際情
況。

 • 讓學生走出課室，在真實的情景
下學習相關的知識，了解實際的
情況。

 • 安排到午膳供應商探
訪，了解食品製作過
程及衞生情況。

以上所列的只是部分例子，教師可透過其他的學與教策略以促進學生學習。

(詳情請參閱《科技與生活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07)，頁56-60)》及《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

在創建未來(中四至中六) (2009)，第四冊—有效的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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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評估主導原則

評估的目的在於促進學生學習，學校宜參考以下的主導原則，設計促進學習

的評估活動。

 • 配合學習重點

 • 照顧不同學生的能力差異

 • 跟進學習進度

 • 給予適時的回饋與鼓勵

 • 配合個別學校的情況

 • 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

 • 鼓勵朋輩和學生自己的回饋

 • 適當運用評估資料以提供回饋

(詳情請參閱《科技與生活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頁65-67》)

5.3  評估活動

科技與生活科應採用實習活動、口頭演示、專題研習等一系列的評估活動，

幫助學生達至各項學習成果。但是，教師須留意這些活動應是學與教的組成

部分，而非外加的活動。

 • 實習活動

實習活動(包括烹飪實習、科學實驗、膳食計畫設計和衣飾縫製)能讓學生運

用知識和技能，取得實際經驗，提升共通能力。教師可採用合適的準則和標

準加入學生自評、同儕互評等，從實習活動中，評估他們在知識、技能及態

度的表現，以擬訂實際計畫，並付諸實踐，達至成效。

 • 口頭演示

口頭演示能補足傳統的評估方法，不應僅僅用作測試學生的語言能力，其重

點在於有效地向特定的對象傳達信息或展示資料，交流及回應他們所提出的

問題(如朋輩、教師)。為提升智障學生的口頭演示技巧，教師宜先讓學生了

解演示時應有的表現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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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實環境的評估

由於本科與學生的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評估應盡量接近真實環

境，考核學生能否將知識應用其中，例如：學生透過到超級市場購物；在餐

廳自選均衡午餐；自選衣飾進行模擬面試等活動，學生將課堂上所學的知

識、態度及技能加以綜合、運用，以解決問題。教師透過學生在活動中的表

現，蒐集學生學習表現的顯證，完善學與教，並確認學生的能力和學習成

果。

 •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是指一些不受課堂時間限制的習作，可以是任何一科指定或議定的

研習，旨在提供機會，讓學生研究他們感興趣的課題。教師亦可與其他學科

合作，進行跨科研習，讓學生把專題研習所學融入日常生活中。教師可鼓勵

學生採取下列步驟：

n 釐清研究範圍

n 設立探究架構

n 尋找和選擇資料

n 組織數據

n 匯報結果

 • 課業評估

教師可透過學生的課業表現，作為進展性或總結性評估的參考。以下為本科

常用課業評估例子：

n 課堂工作紙

n 檢示清單

n 自評表

n 同儕互評表

n 家長評估表

教師設計評估課業的準則時，可參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為一般學校而設計的

校本評核教師手冊（試行版）（2009）。就本科常用的評估活動附有一套等

級描述（例如：實驗活動、報告、實習技能、專題研習等），用以說明該等

級的典型學生能夠掌握的能力。雖然這些描述只是一般學校的學生「平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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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表現，但教師可參考各描述的等級，更深入了解本科的教學目標及學

生的預期學習成果，為智障學生作總結性及進展性評估的參考。

(詳情請參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科技與生活校本評核教師手冊（試行版）（2009），頁7-12)

 • 反思學習

教師在課堂活動進行後，可引導學生進行有層次的反思，例如：完成科學實

驗後，可讓學生把經驗以記錄形式明確表達，然後反思學習的經驗，再進一

步把所學聯繫到其他學習情景及更廣闊的範疇中，能力較佳的學生更可將所

學應用於新的環境中。

(詳情請參閱《科技與生活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頁67-68》，及《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建

未來(中四至中六)，(第四冊)及(第七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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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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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參考資料

課程發展議會(1994)。《中學課程綱要：家政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適用)》。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議會(2001)。《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香港：課程發展議

會。

課程發展議會(2002a)。《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香港：政府印務局。

課程發展議會(2002b)。《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香港：政府印務局。

課程發展議會(2002c)。《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

至中三)》。香港：政府印務局。

課程發展議會(2002d)。《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小一至

中三)》。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議會(2002e)。《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議會(2006)。《延伸教育計畫建議學習重點》。香港特別行政區教

育統籌局。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科技與生

活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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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香港中學文憑試—科技與生活校本評核教師手

冊（試行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課程發展議會(2009)。《高中課程指引》。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課程發展議會(2009)。《個人、社會及人文教學與教資源—初中範例選輯》。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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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食物環境衞生署：http://www.fehd.gov.hk

香港大學理學院：http://www.hku.hk/science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http://www.cuhk.edu.hk/sci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http://www.cuhk.edu.hk/med/hep

香港教育城：http://www.hkedcity.net

香港食品委員會：http://www.hkfc.org.hk

香港食品科技協會：http://www.hkfsta.com.hk/index.htm

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http://www.hkfda.org

香港電台：http://www.rthk.org.hk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http://www.itc.polyu.edu.hk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http://www.fooddb.com.hk

消費者委員會：http://www.consumer.org.hk

教育局：http://www.edb.gov.hk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http://www.lcsd.gov.hk

漁農自然護理署：http://www.afcd.gov.hk

衞生署：http://www.info.gov.hk/dh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http://www.hwf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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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補充參考資料

1. 家庭部分

李大拔(2005)。《健康快樂成長寶庫之心理篇1-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
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2. 消費者選擇食品及服裝的行為

方麗影、方筱英、陳子聰(2009)。《越食越安心—食物安全Q & A》。香港：新人才文
化。

吳博林、徐緣、羅莉(2009)。《消費者通識》。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

林建煌(2008)。《消費文化》。台北：華泰文化。

萃文(2007)。《小心食物有毒》。香港：萬里機構･得利書局。

3.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Anita, T. (1998). Design and Technology to GCSE: Food Technology. UK: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Wilson, J., & Ballam, R. (2007). Specials! + CD Design and Technology – Food. UK: 
Folens Limited.

史曼媚(2007)。《「營」足一世食物營養A to Z》。香港：知出版有限公司。

史曼媚(2007)。《香港食物換算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營養研究中心．知出版有
限公司。 

全中妤譯(2004)。《世界飲食文化傳統與趨勢》。台北：桂魯有限公司。

匡智松嶺學校(2003)。《香噴噴 樂融融—煮得營養又輕鬆》。香港：匡智松嶺學校。

李大拔(2004)。《健康快樂成長寶庫之飲食篇1-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
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李大拔(2004)。《健康快樂成長寶庫之衞生篇1-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
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袁維康(2008)。《營養謬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2009)。《快樂餐單全方位抗壓食療坊》。跨版生活。

常磐綠譯(2009)。《逛超級市場學生物》。香港：世茂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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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鑑文化(2008)。《食物安全實用手冊》。香港：萬里機構･得利書局。

張倩萍、張淑嫺(2008)。《節慶飯菜香》。香港：海濱圖書有限公司。

畢李明、徐欣榮(2010)。《低碳飲食救地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

司。

陳慧怡(2009)。《開心飲食大發現》。香港：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楊陽(2010)。《老爹媽思廚 GRANDMA GRANDPA COOK》。香

港：MCCM CREATIONS。
趙濰(2008)。《100種健康食物排行榜》。香港：萬里機構･得利書局。

歐陽應霽(2007)。《香港味道1：移山填海西米撈》。香港：萬里機構･飲

食天地出版社。

歐陽應霽(2007)。《香港味道2：不脫絲襪的奶茶》。香港：萬里機構･飲

食天地出版社。

歐陽應霽(2007)。《香港味道3：當叉燒愛上餐包》。香港：萬里機構･飲

食天地出版社。

歐陽應霽(2007)。《香港味道4：如假包換碗仔翅》。香港：萬里機構･飲

食天地出版社。

黎楊惠玲(2009)。《家庭膳食計劃》。香港：萬里機構･得利書局。

鄺易行(2008)。《選對食用油》。香港：萬里機構･得利書局。

鄺易行(2010)。《看懂食物標籤修訂版》。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關美琼(2004)。《麥太．廚房科學》。香港：黃巴士出版有限公司。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2005)。《健康家常食譜》。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

司。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2007)。《健康飲食小百科》。天地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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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

田原二美(2008)。《適合自己的色彩搭配》。鄭洲：河南科學技術出版

社。

林夢薇(2009)。《手作創意T恤》。鄭洲：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陳雪芬(1997)。《簡易布藝：繪印染技法》。香港：萬里機構･得利書局。

陳筠芝、陳碧雲(2009)。《百變背心大改造》。鄭洲：河南科學技術出版

社。

陳寶華(2006)。《第一次玩印染》。台北：尚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維蓉尼克･亨德森、帕特･亨肖(2006)。《成功男士形象》。北京：中信出

版社。

鄭惠敏(2009)。《自己設計時尚造型包》。鄭洲：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鄭惠敏(2009)。《鞋靴超完美改造術》。河南：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戴比･史多勒、艾美･莎德瑞斯(2008)。《T恤大改造—50個超級設計師的手

件創意》。香港：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鯉江園子(2009)。《男士服裝配色新美學》。台北：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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