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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營養」教材套的設計理論、設計經驗分享 

及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之好處 

引言 

各種資訊科技工具於教學上的角色及表達形式都有所不同，如何發揮其優點

是須要老師配合課堂靈活運用。「食物和營養」教材套正是一個利用不同的辦公

室軟件，協助老師有效地利用資訊科技教學，從而達至課堂目的的例子。 

 

建構主義教學理論 

建構主義主張學習是由學習者以現有的知識基礎，主動建構新的概念的過

程，並認為在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個體會根據其已具有的知識來理解週遭

的環境，亦即強調學習者本身的經驗以及與環境的互動，乃是個人學習建構知識

和創建意義的根本。建構主義學習強調學生的主動學習，但同時也強調教師在學

生建構知識過程中提供一定的幫助和支持，以使學生的理解進一步深入。建構主

義強調三方面意義： 

(1)知識乃學習者主動建構，不是被動的接受或吸收； 

(2)知識是學習者經的合理化或實用化，不記憶事實或真理； 

(3)知識是學習者與別人互動與磋商而形成共識。 

因此，是次教學設計策略利用了三類的建構主義教學策略，包括情境認知、

認知學徒及多元化觀點。首先，情境認知強調學習時的內容與情境合一的必要

性，因此本節老師利用學生經常接觸到的食物作為工具，從而介紹五大營養素。

在認知學徒，即老師示範思考及知識的過程，引導學生解決問題的過程，而共同

獲得結論。透過課節中統計全班「我最喜愛的食物」課堂活動，老師引導學生用

Excel軟件完成統計過程，並附工作紙引導學生對日常飲食健康的思考。最後，

多元化觀點強調協助學生盡量嘗試或思考，比較各方案的優缺點及可行性，最後

再採用最有用或是最適合某一情境的觀點，因此在本教學設計中，也加入了學生

討論的部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從而建構自己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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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主義是一個非常適用在資訊科技教學上的一個教學理論，它雖然只是提

了上列三個教學策略，但它也能搭配其它的教學策略來達成建構主義的教學目標

與成效。巧妙的運用教學策略將能教學的成效達到最好的效果。 

 

行為主義教學理論 

本教學投影片中一部份「考考你」利用電腦輔助教學，但亦融入了行為主義

的元素，設定一些題目，學生針對設定的題目來作答，答對了，電腦會立即出現

讚賞的畫面；答錯題目則會出現不同的畫面。行為主義的優點是可以很快地了解

到學生學習的成效，因能經常假設這些讚賞的畫面，會對學生的學習，產生良好

的影響效果，但是很多的文獻研究，都發現學生對學習的學習興趣，是來自於本

身對學習主題產生有意義的瞭解，而非來自於外來的增強物。所以老師亦不宜在

課程中大量引用行為主義的教學模式，應集中加強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而不是靠

外在的增強物。 

 

社會建構主義教學理論 

維高斯基從社會觀點提出概念，就是支持學習者的學習轉換，而非逼學習

者朝統一方向邁進。教師應該是一個引導者，要知道如何協助學生解決問題，而

不是給他們一個答案。教師以可以利用「問問題」、提供「小暗示」等，引導學

生注意到不尋常或容易忽視的資訊，以作為學習者通過學習發展邊緣區的鷹架。

正如本教學計劃，老師只是引導學生如何去做統計及分析結果，而不是讓學生讓

著老師一步一步的模仿，老師依照學生本身的認知成熟程度，他們先學習了食物

的不同營養，再讓他們主動的去探索外在環境，分析自己及同學的飲食習慣，發

現事物的真理，以建構自己的知識，這才算是真正的學習。老師、課程、教材都

只是外在環境，協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但此類的學習模式仍然需要老師的引

導，並給提供大量的輔助教材建立一個學習的環境，因此投放的人力物力相對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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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經驗分享及使用方法 

 「食物和營養」教材套的要旨是讓學生認識食物和營養的關係，從而將均衡

飲食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為配合教師之授課及學生的學習活動，教材套包括活動

工作紙、投影簡報及統計活動軟件。設計著重內容明確、解說清楚、切合學生程

度、圖文並茂及操作簡單。教學安排如何配合教材套，可詳見教案。 

 活動工作紙利用MS-Word© 編寫，配合了表格、項目符號、插入圖片及文字

效果等功能，製作出一份切合課題內容的工作紙，讓學生利用文字及繪圖於課堂

中所掌握的知識。工作紙內容編排，引導學生進行四項課堂學習活動。甲部為課

堂的引入部分，利用表格功能，著學生填寫昨日三餐所吃的食物。乙部配合投影

簡報內容，讓學生利用分析表列出五大營養素之食物來源及其功能。丙部為問答

題，讓學生思考問題後，在橫線上填寫討論結果。丁部是繪圖及分析部份，在課

堂統計活動後，配合試算表的統計功能，學生利用顯示之結果完成圖表，再作分

析。 

投影簡報利用PowerPoint© 編寫，利用了插入圖片、音樂、文字效果、動作

設定及自定動畫能功能加強其教學互動效果，亦在目錄頁及各分頁利用連結功能

互相整合(詳見教案)，內容包括五個項目。「五大營養素」介紹五大營養素之食

物來源及功能。「考考你」利用問題讓學生重溫上述內容，學生按下答案後會即

時顯示對與錯。「討論區」配合工作紙內容，讓學生作出討論後填寫答案。「網上

學習」為鞏固學習活動，學生可到該參考網址進行自學，讓他們對此課題有更深

認識。 

統計活動軟件利用Excel© 編寫，配合了文字效果、網底格式及圖表功能，在

表單的左方設計了一個統計表格，目的是統計學生最常吃的食物種類。學生在儲

存格內鍵入數目後，右面的棒形圖會立即顯示出分佈結果。學生便可於工作紙內

完成統計圖，並再作分析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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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之好處 

不同的電腦軟件，可在教學過程擔任不同的角色，令老師之教學更得心應

手。文書處理的軟件可讓老師簡易製作出項目分明、圖文並茂、排版清晰的工作

紙、筆記以及試卷。老師在修改及存取的程序上亦較用紙張書寫方便。而演示軟

件能清楚地將文字、圖表、動畫、聲音結合在一起，利用連結功能亦能做到互動

效果。老師毋須背向學生在黑板上書寫，上課時就可以更有效地觀察學生的行為

和反應，使課堂變得更流暢。試算表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數字運算和繪圖，試算

表減少學生的計算量，又可繪畫出美觀而清楚的圖像，特別是當須要進行統計活

動時，利用試算表軟件可即時繪畫各式各樣的統計圖，學生能夠清楚得出有關結

果，再作分析。而在學生紀錄方面，較常用為計算出平均分及名次排列的功能，

有效協助老師管理學生成績資料。 

 

總結 

不同的教育理論有不同的特質，同一課堂內老師可以利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提

升學生學習的效能。另外，一般綜合應用，包括文書處理、電子試算表及簡報軟

件等，在課堂的應用日漸普合，不同的軟件在教學上可發揮不同的教學效果。要

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中，老師要按教學的內容配以適當的學習策略，亦不單掌握

如何使用該軟件，更重要是了解不同軟件的特質，靈活配合課程內容，從而達到

有效的課堂教學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