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106學年度多元選修課程計畫書 

課程名稱 用文字品嚐人生百味—飲食文學 

授課教師 胡韶砡 

年  級 高一 開課時程 皆為1學年課程 

類    別 

1.□第二外語類 

2.□專門學程探索及統測初階 

3.□專題製作初階(高一) 

4.□專題製作進階(高二) 

5.□特色班或實驗班專修課程 

6.□人文素養與生活美學課程 

  

選修

人數 

上限 

20 

對應本校學生

核心能力指標 

請勾選(可複選) 

(一)主動探索 □1-1激發好奇  □1-2自主學習  □1-3批判思考 

(二)展現合作  □2-1具同理心  □2-2尊重他人  □2-3溝通協調 

(三)自信表達  □3-1樂觀積極  □3-2發表論述  □3-3規劃執行 

(四)社會關懷  □4-1關懷弱勢  □4-2服務社會  □4-3國際視野 

學習目標 

1. 能自行閱讀「飲食文學」文本，進而擴及其他類型文本的閱讀理解。 

2. 能恰當運用文字、詞彙、修辭，表達意見及創作文章。 

3. 透過文本主角或作家生命情境，體察他人情感並適切表達自我情緒，建立

共感關懷之生命態度。 

4. 了解飲食文學及飲食文化的歷史脈絡，培養欣賞、評析、審美的能力。 

選課學生 

要求 

喜愛閱讀「文學」、「圖文」作品、或有書寫文章習慣、對「飲食」感興趣之

同學。 

教材發展 

1. 自編教材（講義、學習單）。 

2. 多媒體補充教材。 

3. 飲食相關實際物品。 

教學方式 

1. 分組討論法：以學習單為輔，爬梳古今文本之內容、釐清問題。 

2. 影片欣賞：以「飲食文學∕文化」相關飲片貫穿課程，輔助文本理解。 

3. 講述法(文本賞析)：教師引導之飲食文學文本賞析探究。 

4. 田野調查：實際走訪菜市場、餐廳、店家，進行人物或店面小訪問，為市

井人物及對其有意義的飲食寫生命故事。 

5. 實作探討：透過飲食料理製作，撰寫 



多元評量 

1. 上課表現(出缺席、發言、討論參與及對課程的熱衷與積極程度)：20% 

2. 學習單：30% 

3. 各類型作業(分組作品、個人作品、田野考察報告等等)：50% 

上課教室 

及設備要求 上課教室：國文情境教室。設備：投影機、投影布幕、黑板（或白板）。 

課 程 介 紹 與 特 色  (100-200字) 

1. 課程主要以現代飲食散文及古典小說、散文、詩作與飲食有關之文本閱讀及討論，建構學

生對飲食文學的完整認識。進而對生活中隨處可見的飲食行為、物品有更進一步的觀察體

會，創作屬於自己的飲食文學作品。 

2. 透過飲食文學類型之「圖文」書，加深對不同國家飲食文化的認識。 

3. 以田野調查方式，實際調查今日市井中之店家、人物，描寫其飲食生命故事；透過料理實

作之形式，用文字記錄自己創作吃食及品味食物的美好。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106學年度第 1學期多元選修教學計畫暨進度表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每週五上課兩節 

月 
份 

週 
次 

星期 
教學單元/請詳述主題 

重要議題融入 
(請務必勾選) 

重要行事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月 

1      1 2 
課程介紹及成績計算說明、分
組、飲食文學導論。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9/1多元課程協調會 

2 3 4 5 6 7 8 9 
閱讀討論：台灣人的飲食記憶
－焦桐《味道福爾摩沙》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3 10 11 12 13 14 15 16 

閱讀討論：人生滋味－徐國能
《第九味》、韓良露《良露家
之味》、宇文正《微鹽年代、
微糖年代》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4 17 18 19 20 21 22 23 

閱讀討論：人生滋味－徐國能
《第九味》、韓良露《良露家
之味》、宇文正《微鹽年代、
微糖年代》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5 24 25 26 27 28 29 30 
閱讀討論：飲食圖文－安倍夜
郎《深夜食堂》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十
月 

6 1 2 3 4 5 6 7 
閱讀討論：飲食小說－吉本芭

娜娜〈廚房〉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7 8 9 10 11 12 13 14 第一次段考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0/12、13第一次段考 

8 15 16 17 18 19 20 21 
古典飲食文學欣賞：《紅樓
夢》第四十一回、五十回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9 22 23 24 25 26 27 28 
古典飲食文學欣賞：《金瓶
梅》第四十二回、五十二回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十
一
月 

10 29 30 31 1 2 3 4 
古典飲食文學欣賞：蘇東坡作
品、飲食文學分組報告示範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國高中部大隊接力 

(課程影響另行通知) 

11 5 6 7 8 9 10 11 
飲食文學分組報告： 
第一、第二組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2 12 13 14 15 16 17 18 
飲食文學分組報告： 
第三、四、五組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3 19 20 21 22 23 24 25 電影欣賞及討論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日本芝丘高校來訪 

(課程影響另行通知) 

14 26 27 28 29 30 1 2 電影欣賞及討論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1/27、28第二次段考 

多元選修課程正常 

十
二
月 

15 3 4 5 6 7 8 9 
閱讀討論：在地飲食文化－舒
國治《台北小吃札記》及分
組田野調查說明。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6 10 11 12 13 14 15 16 田野調查：雙連市場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7 17 18 19 20 21 22 23 田野調查報告及統整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8 24 25 26 27 28 29 30 
閱讀討論：林文月《飲膳札
記》、蔡珠兒《紅悶廚娘》
及飲食料理實作說明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一
月 

19 31 1 2 3 4 5 6 飲食料理實作及文字記錄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20 7 8 9 10 11 12 13 飲食散文實作及分享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學期最後一次多元選
修課程【問卷調查】 

21 14 15 16 17 18 19 20 休業式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環境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海洋教育□資訊教育□品德教育 
□生涯發展□消費者保護□融入母語教學    □國際教育 

1/17、18期末考 

19休業式 

22 21 22 23 24 25 26 27 寒假   

評量方式 
1.上課表現(出缺席、發言、討論參與及對課程的熱衷與積極程度)：20% 
2.學習單：30% 
3.各類型作業(分組作品、個人作品、田野考察報告等等)：50% 



請家長配合事項 尚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