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經典，傳承美德，

維護糧食安全

聖公會主風小學

曾子律老師、廖其高老師



一. 背景

可持續發展目標

資料出處：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

pment/zh/

資料出處：
https://www.nsed.gov.hk/national_security/index.php?a=n
ational_security_main_focus&l=tc

資料出處：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
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
civic/PVA%20Props/VE_Promo_Pizza_Other20
230921.png

浪費食物的情況普遍



單元規劃與設計 回應課程更新重點

• 通過多元學材認識我國的偉人事跡，學習借事寫人和說明手法；並連繫生

活學習，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引發反思和感悟，提升分析、鑑賞、表達

等能力，培養審美情趣和道德操守。

• 通過認識人物為國家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貢獻，包括科學家以科技改善民

生、農夫的勤勞，了解國家的農業發展，從而培養學生感恩惜物、堅毅精

神；知道我國科技進步，提升學生對國家的了解，增加民族自豪感。

• 培養健康的生活態度，維護糧食安全，為自己、國家、世界帶來幸福感。

• 加強價值觀教育（包

括生命教育、國民及

國家安全教育）

• 善用學時創造空間，

促進身心均衡發展

• 豐富全方位學習經歷，

促進全人發展

講讀篇章：〈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導讀篇章：〈憫農〉 自讀篇章：《豐收的糧食》

五年級單元六〈中國偉人〉

學校發展需要

學校關注事項(2022/23-2024/25)

• 推行價值教育，培養學生
靈性及良好品德

中文科課程目標
• 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

活動，豐富學習經歷

學生成長需要
• 培養核心素養

二. 校本單元教學目標



三. 策略

反思、建立身份 覺察、自省

行

抉擇

善用資源
和學時

體驗式
學習

在生活
中應用

情知



知識

認識說明手法、

人物貢獻、國

家以農立國和

科研發展

能力

分析及評價

人物性格，

達個人觀點

中華文化

認識國家的科

技文明，加以

承傳

價值觀

培養堅毅、關

愛、責任感和

承擔精神

 以生為本，以價值觀為導向知

 善用資源、學時，增加認知

• 課前預習、課後自讀，增加對學習內容的認識

課
內
：
導

• 建立自信心和身份認同感

• 察覺一己行為會影響別人

• 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Young, 1991)(Holland, 2002)

創造學
習空間

突破學
時自學

• 課外參觀和考察，認識科研種植 校外：拓



 通過與他人的互動，充分理解學習內容知
• 聆聽專家講解，通過提問促進思考

• 認知科研種植的好處

• 明白自己的言行會影響別人

• 提高為人設想的能力，形成同理心

• 進一步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

- 知道農夫的辛勞——汗滴禾下土

- 農作物可貴——粒粒皆辛苦

• 欣賞別人的努力和貢獻

- 明白不應浪費食物

- 會為國家的科技進步而感到自豪

(Vygotsky, 1962,Bandura, 1977)

參觀友校的科教發展

體驗無人機 如何幫助耕種

校
外
：
拓

 通過體驗式學習，引發感悟

• 連繫生活學習



課外：拓

 以個人延伸至他人，加強自我覺察，引發感悟

• 與音樂科協作，舊曲新詞

鼓勵「惜食」
突出「減少浪費」

的訊息
帶出「食得有
營」的訊息• 連繫生活反

思所學，並

表達個人想

法

• 感受作者的

思想感情，

明白糧食安

全的重要性

• 培養健康生

活態度

情

• 與常識科合辦活動，響應「世界糧食日」



 以個人延伸至他人，加強自我覺察

• 響應「世界糧食日」，與常識科合辦活動

12公斤廚餘 ÷ 300克(每餐食用份量)

= 40 份

剩菜足夠供應 40 位同學第二天的午膳份量。

課外：拓

• 反思個人行為

• 維護糧食安

全——減少浪

費

情



 連繫生活學習，應用實踐

• 家校合作，請家長留意學生在家進

食的情況，適時作出提醒和鼓勵

記錄吃晚飯的情況

校外：融

(Lickona, 1991)

• 作出抉擇，把價值觀付諸行動，

做出他們認為是正確的事

• 在生活中維護糧食安全——惜食，

減少浪費食物

行



 連繫生活學習，應用實踐

校外：融

• 家校合作，親子活動，一起利用剩菜創作菜式和食譜

• 維護糧食安全——惜食，不浪費，零飢餓

• 推進剩菜資源化利用

• 培養健康生活——營食，均衡飲食

行



 連繫生活學習，應用實踐

• 家校合作，親子活動，利用剩菜設計食譜

• 維護糧食安全——惜食，不浪費，零

飢餓

• 推進剩菜資源化利用

• 培養健康生活，吃得有營，均衡飲食

校外：融行



善用
資源

社區

學習

金錢人力

機構
課內

課內

校
外

課外

四. 結語

家長、本
校和友校
教師

篇章、繪本、
古詩、多媒
體材料

校
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