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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澳門 



 

i 
 

簡介 

澳門是中西文化匯聚之地，食肆的選擇非常多元化。澳門之所以成為“美

食天堂”，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不同地域，不同種族的人士聚居澳門，

引進了各種道地美食，豐富了本地的飲食文化。澳門是個先進的大城市，交通

和貿易都非常發達，方便各種新鮮和加工食物由外地輸入。澳門的飲食文化總

在點滴的中葡生活交流中心融會貫通，每個地方的飲食文化側面都必然地有著

當地的生活習慣和歷史淵源，隨著澳門賭權的開放以至各旅遊配套日趨完善，

澳門的美食亦將融為澳門的特色招徠之一。正如：北京──烤鴨、上海──小

籠包、日本──壽司、意大利──比薩都讓人們在意識自然而言地產生出前呼

後應的效果。 

 

在這裡不僅可以吃到澳門菜、中國菜，還可以吃到日本菜、韓國菜、泰國

菜以及正宗的葡國菜等。再加上杏仁餅、老婆餅、蛋捲等澳門的特色小吃，無

論怎樣你都可以飽餐一頓。整個澳門的西餐廳超過了一百家，西餐廳以葡國菜

為主要菜系，但是義大利、日本、韓國、法國、泰國、印度等國家的美食也有，

讓你不出國門便可享受到世界各地的美食。吃過了正餐，到咖啡室或是露天茶

座裡喝杯濃濃的咖啡是個不錯的選擇。澳門有許多的葡式咖啡室可以令人放鬆

一下，在這些咖啡室裡不但可以選擇咖啡和酒，美味的點心和甜品同樣可以品

嘗。 

 

多元化的食品供應，令人無需遠赴外地，都可以享受各式各樣的美食。在

享受美食之餘，我們還要珍惜食物，不浪費，明白及感謝美食背後的漁夫、農

夫等默默耕耘的表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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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食物來源大

搜查 

1.透過教學簡報，引導學生學生  

  能了解已經式微的本地漁農  

  業發展。 

2.學生能應用所學用於日常生活 

 中，提升認識澳門食物的來源 

 的能力。 

2015-10-12 1 

第二課節 解讀“營” 

1.透過教學簡報，了解商品標  

 籤，選擇健康食品。 

2.分辨加工食物，本地生產，外  

 地輸入的食品。 

3.了解有牌經營和無牌小販的重 

 要性。 

2015-10-13 1 

第三課節 大龍鳳美食 

1.分辨有牌經營和無牌小販的  

 食品及其重要性。 

2.了解食物衛生的處理。 

3.透過圖書、網路搜集資料，提  

 升對食物衛生的安全意識、閱 

 讀能力和探究精神。 

2015-10-14 1 

第四課節 美食之城 

1.初步了解不同國家的美食。 

2.尊重不不同國家的飲食文化。 

3.培養不浪費食物的態度。 

2015-10-15 1 

第五課節 
飲食好習慣

部門齊認識 

1.明白食物得來不易，培養學生  

 尊重別人的勞動成果，不浪費  

 食物的良好品德。 

2.了解保障食物安全的政府部門  

  及其職能。 

2015-10-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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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及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學會搜尋與澳門食物的主要來源的相關的資料，從而提升閱讀能

力。 

2. 了解購買食物和供應食物的場所。 

3. 了解保障食物的安全的政府部門及其職能。 

4. 初步了解商品標籤，選擇健康的食品。 

5. 學生能應用所學用於日常生活，提升珍惜食物及學習愛惜社會。 

6. 學生能複述簡報的重點，從而提升學生的記憶力及分析能力。 

7. 能提升聆聽能力、觀察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協作能力、創意思考能力，

並增強自信心及探究精神。 

8. 學生能提升整理資料的能力，並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9. 學生能把資訊帶回家，發揮其自身的能力，感染家人及身邊的朋友，從

日常生活做起，逐漸提升人們重視食物得來不易的理念。 

10. 學生能了解食物背後的相關人士的辛勞，從而培養學生尊重別人的勞

動成果，珍惜食物的良好品德。 

二、教學內容： 

1. 透過教學簡報，引導學生了解澳門的食物供應來源地，教育學生要珍惜

資源。 

2. 在教學活動中，學生明白澳門主要靠外地輸入食物的原因。 

3. 透過分組活動，讓學生了解到合法經營和無牌小販的分別，經檢疫和未

經檢疫的關係，從而引導學生思考食物的安全性建議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

力。 

4. 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學習搜尋與環國際飲食文化相關的資料，從而

提升學生認識國際大都會、美食天堂的文化及提升閱讀能力。 

5. 透過分組活動，學生能夠認識澳門特產、手伴，提升語言表達能力。 

6. 在活動中，讓學生分享學習成果，培養語言表達能力和增強學生的自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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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及特色： 

1. 透過提問、思考、討論、活動和發表意見，能加深了解澳門食物的主要

來源，購買食物和供應食物的場所。 

2. 透過活動，學生能夠發揮創意為所選的食物中煮畫出一道美味食物。 

3. 在活動過程中，能加深學生對商標的了解，保障食物安全，明白到選擇

健康食物的重要性。 

4. 透過搜集標籤活動，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5. 透過分組活動，提高學生的溝通能力、聆聽能力、觀察能力和協作能力。 

6. 透過匯報，學生能互相學習及分享，提升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聆聽能

力和增強自信心。 

7. 透過教學，讓學生了解食物背後的相關人士的辛勞，從而培養學生尊重

別人的勞動成果，珍惜食物的良好品德。 

8. 在現今社會，都市人為求方便，又要快、又要美味，並沒有留意食物的

營養 

價值，透過教學，令學生明白健康的重要性。 

9. 透過活動，介紹自家制食品，請同學和家人在假期中都能抽空品嚐澳門

自家制的食物，加深親子關係，增進感情。 

四、教學重點 

1. 透過教學活動，加深學生認識澳門的食物來源的重要性。 

2. 引導學生從日常生活作習慣做起，選擇健康食物。 

3. 引領學生思考、懂得檢討自己和身邊的人是否有浪費食物，並改善。 

4. 明白幸福非必然，要惜福、惜食，愛社會，愛身邊的人，有能力之時作

出回饋社會，為社會出一分力。 

五、教學難點 

1. 透過教學活動，培養學生能應用所學於日常生活，回饋社會，為社會，

弱勢社群出一分力，以及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並能感染身邊的人。 

2. 讓學生明白，要吃得健康，有“營”生活，要改變隨便吃、貪方便而選

擇一些影響健康的食物的概念。 

3. 我們要走多一步，加強學生對有“營”生活的觀念得以傳達，逐漸提升

學生的良好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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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用具 

1. 簡報、電腦、實物投影機、圖咭、短片及工作紙。 

2. 澳門特產(手伴)杏仁餅、自家制生麵。 

七、教學課時 

共五個教節，每教節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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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科目: 常識          班別：小三                         課題：吃在澳門  

第一課節──食物來源大搜查                            日期：10 月 12 日 

教學目標：(B-1-3)認識購買食物和供應食物場所。 

1.學生了解已經式微的本地漁農業發展。 

2.學生能應用所學於日常生活中，提升認識澳門食物的來源的能力。 

3.學生能借助資訊科技，學會搜查資料。 

4.學生能專心聆聽和觀察。 

學生已有知識 

1.學生認識主要行業發展對經濟和居民生活的影響，明白要尊重從事各種職業  

 的人。 

2.透過日常生活的應用，已懂得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常見的食物的知識。 

教具配置：1. 教學簡報    2. 電腦    3.投影機    4.圖咭    5. 教學短片 

時

間 
課堂教學過程 備註 

 

5 

分 

鐘 

引起動機 

 

    老師採用多媒體“簡報”，輔助教學，配合課程加插豐

富的圖片、動畫、與教具，透過圖片及老師的講解，提高學

生學習的興趣。 

老師問：昨天的晚餐上，大家在哪裡進餐?吃了甚麼食物？ 

老師先邀請同學說出食物名稱，然後歸納逐一寫出。 

(豬肉、雞肉、牛肉、魚、菜心、西芹、快餐店、即食麵、零

食、汽水。) 

老師問：那麼，大家知道所吃的食物來源在哪兒？ 

學生：中國內地、本澳、香港、不清楚。 

教學簡報 

 

板書同學說

出的食物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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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鐘 

 

 

 

 

 

15 

分 

鐘 

 

 

 

 

 

 

 

 

 

 

 

 

 

 

 

 

 

 

 

 

 

 

5 

分 

鐘 

 

發展階段 

一.動一動腦筋：(書 P18) 

老師：教師利用教學簡報進行比賽，請學生搶先說出食物的    

      名稱？ 

學生：即時舉手回答，答對即獎(蓋公仔印)。 

老師：同學們觀看教學簡報，了解澳門食物主要由外地輸入 

      的原因。 

學生：即時舉手回答，自由發表一下，答案合理便可。 

      (澳門大部份分食物都是從中國內地或外地輸入。) 

 

二.食物怎樣來？ 

 

老師：(一)我們日常吃的食物主要從那裏來？ 

      (播放“食物的種類和來源”簡報，短片中的內容表達 

      了甚麼訊息?你們認為哪種方法可以解決問題?) 

學生 1：思考當中的問題。 

學生 2：不清楚。 

老師：(二)看看下圖，請同學試說出各類輸入澳門食物的主 

      要來源地。 

      (中國內地是澳門食物的主要來源地。) 

      (三)中國內地是澳門食物的主要來源地，為甚麼？ 

      (播放“澳門的漁業”簡報，短片中的內容表達了甚麼  

      訊息?你們認為哪種方法可以解決問題?) 

學生：(分組討論) 

      1.耕地和漁塘多嗎？學生：不多。 

      2.人口有多少？學生：不清楚。 

老師：從外地輸入。因為澳門缺乏面積大的耕地，漁塘，加 

      上附近海域的漁獲不多，所生產的漁農產品不能滿足 

      本地需求。 

老師：(四)大家都知道食物從那裏輸入，那麼，請大家於課 

      後完成工作紙 12。 

教學簡報 

食物圖片 

 

 

簡報 

食物的種類

和來源、澳

門的漁業 

 

 

 

 

 

 

 

 

 

 

 

 

 

 

 

 

 

 

 

 

 

工作紙(A) 

(4 人一組---

小小調查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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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 

鐘 

      (活動二書 P19) 

      1.先讓同學填寫表格內的來源地、品牌、數量。 

      (米、蔬菜、凍肉、午餐肉、雞蛋、牛奶。) 

      2.未能完成工作紙的組別，各成員回家搜集資料，  

      課後自行完成。 

三.超市大搜查： 

1.到超級市場看看，找出以下食物的產地，並向同學介紹。 

 要求：寫下食物包裝上的標籤，食物的原料，營養成分，有 

 效食用日期及產地等資料，待第五課節匯報。 

2.你吃過圖中的加工食品嗎？哪些是由本地生產的？哪些是 

  從外地輸入的？(書 p19) 

老師：引導學生發現澳門有食品工場，但很少食品工廠。 

學生：杏仁餅和生麵由本地生產，而罐頭食品、巧克力都是   

      從外地輸入或按實際情況作答。 

老師：請同學周末和家人去品嚐由本地生產的食物，並在問 

      卷中填寫相關的問題。(待第五節大家分享)  

 

四.思考題: 

1.食水供應主要來自哪?(西江水) 

2.食物和食水得來不易，我們應該怎樣做?(不可浪費) 

 

3 

分 

鐘 

五.小結: 

     因為澳門缺乏面積大的耕地，漁塘，加上附近海域的漁

獲不多，所生產的漁農產品不能滿足本地需求，需要靠外地

輸入食物。 

    同學們通過超市大搜查，明白到食物的來源與我們息息

相關。 

 

教學簡報 

 

3 

分 

鐘 

六.作業佈置: 

1. 工作紙(A)(4 人一組---小小調查員) 

2. 讓學生繼續搜集及整理與吃在澳門相關的資料，並作記  

  錄，待匯報及分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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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常識          班別： 小三                        課題：吃在澳門  

第二課節──解讀“營                                  日期：10 月 13 日 

教學目標：(A-2-6)初步認識商品標籤，選擇健康的食品。 

1.學生能聯繫生活，學會搜尋與商標相關的資料，從而提升判斷的能力。 

2.學生能應用所學於日常生活中，提升認識產品商標及學習商標方法。 

3.初步懂得分辨加工食物、本地生產、外地輸入的食品。 

4.了解有牌經營和無牌小販的重要性。 

學生已有知識 

1.學生能了解已經式微的本地漁農業發展。 

2.學生能應用所學於日常生活中，提升認識澳門食物的來源的能力。 

3.到圖書館及網路搜尋相關資料的經驗。 

4.能與同學分工合作、共同討論的經驗。 

教具配置：1. 教學簡報    2. 電腦    3.投影機    4.圖咭 

時

間 
課堂教學過程 備註 

 

5 

分

鐘 

引起動機 

 

老師：提問，展示圖片，請同學觀看圖中的標籤，了解食物 

      標籤一般會列出甚麼資料？ 

學生：細心觀看並作答，合理便可。 

老師：閱讀不同標籤，比較不同牌子的食物。 

學生：細心觀看並作答，合理便可。 

 

教學簡報 

 

 

 

5 

分

鐘  

 

 

 

發展階段 

一.解讀食物標籤： 

教師利用教學簡報，與學生共同討論，分享。 

老師：回應之前的不同標籤，並作解釋(圖示答案) 

學生：保存期、原產地、食用方法及合理便可。 

      (老師再補充) 

1. 食物標籤包括食物名稱、成分、食物保存期、原產地或製

造商、淨重或淨容量、食品批號、保存食用方法等資料。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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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鐘 

 

 

 

 

 

 

 

 

 

 

 

 

 

 

 

 

 

 

 

  

15

分

鐘 

 

 

 

 

2. 若食物標籤上資料不正確或與實際成分不符，便違反《食

品標籤法》，出售者可被罰款澳門幣----- 

3. 食物過期──要注意食物包裝的標籤，把過期食物作垃圾

處理等。 

二.選購食物: 

 

(一)找一找:做個精明消費者 

1.選購食物時，要注意甚麼? 

2.以下食物在購買時，我們應該注意甚麼? 

(1)食物的保鮮期限；(2)在哪兒購買？(3)政府許可的經營店？ 

(4)無牌小販？  

3.你會建議他們多吃哪類食物? 

(1)食物來源:(政府許可的經營店/無牌小販)  

4.哪些是不健康的飲料?為甚麼? 

5.我們要吃得健康。 

6.以下是高糖、高鹽或高脂肪的食物嗎？(高鹽、高脂、高糖) 

 它們被統稱為甚麼食品？三高食品 

7.以下哪款食物的烹調方法較為健康？(蒸、炸) 

  為甚麼？還有其他較健康的烹調方法嗎？ 

8.小玲如長期保持以下的飲食習慣，對身體健康有甚麼影  

響？為甚麼？你會建議小玲怎樣減少進食調味料？ 

9.加工食品有甚麼特點？(味道、顏色、保存期限) 

10.你會建議以甚麼天然食品代替以上的加工食品？ 

   例如:麵條代替方便麵…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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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地生產: 

 

 

 

 

老師: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本地生產的食物，現在介紹少少給

你們認識。 

豬扒飽、杏仁餅、蛋卷、自家製生麵、豬肉乾… 

 

四.有牌經營和無牌小販的重要性。 

活動遊戲: 

路人甲：「埋嚟睇！埋嚟揀啦！啲雞保證平過街巿架！」 

王師奶：「好似係喎！今晚一於加餸先！」 

李師奶：「王師奶！幫襯無牌攤販，一來唔衛生，二來好似犯

法架？」   

精靈孩A:如果大家在街上看見有無牌小販擺賣各種蔬菜與肉

類，且標的價錢又比巿場便宜時，大家會為了多省點錢而光

顧他們嗎？相信大部分人都會理智地分析，尤其為家人的健

康著想，決不會冒險光顧無牌小販。 

精靈孩 B:事實上，法律對於販賣食品，尤其是鮮活食品的人

或企業，都有著嚴格監管，其中，經營上述場所須要申領牌

照，違反規定的人最高可罰款五十萬元。 

精靈孩C:至於光顧無牌小販的人會否觸犯法律？法律對此則

沒有特別限制，不過，既然是無牌經營，大家對無牌小販所

售賣的食物的衛生與安全性，可存有多少信心？對於自己與

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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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健康，反而只會構成相當威脅吧！ 

    另外:如果食物沒有接受衛生檢疫，最少可罰款一千元；

至於在沒有准照的情況下把食物帶入澳門，最高更可罰款十

萬元。 

老師:為了食得安心，我們都不應光顧無牌小販，且不應從外

地私自把鮮活食品帶入澳門。 

     作為商戶，他們也要確保食品的來源，並接受衛生檢

疫，以配合當局的工作。個人把未經檢疫的鮮活食品運入澳

門作食用，有可能會影響自己與家人健康。 

 按照規定，如果有人或商戶把未經衛生檢疫的肉類食品

向公眾出售，即使只是把食品從外地運入澳門，但目的同樣

是向公眾出售時，該人或商戶均會觸犯「秘密屠宰動物及交

易」罪，最高可判監禁三年，或科不少於一百二十日罰金（如

屬個人，每日罰金由五十至一萬元不等；如屬法人，例如公

司的每日罰金由二百五十至一萬五千元不等，由法官視乎被

判刑者的總體經濟狀況而定）。 

 

五.思考題: 

1.多吃加工食品會損害人體健康嗎？為甚麼？ 

     我們應減少食用調味料和加工食品，因為這類食品含多 

  油、鹽、糖和食物添加劑，多吃會損害健康。 

     我們應儘量以天然食品代替加工食品。 

3 

分

鐘 

 

六.小結: 

    食品安全莫輕視，違規食品誓制止。其實，為人為己，

我們選購食品時，都應提高警惕，勿因「慳」那麼一點點，

而讓自己與家人的健康遭受無妄之災。 

    同學們從生活中的瞭解，從現在開始，要珍惜資源，珍

惜地球，為未來的、地球、生活出一分力。 

健康飲食之道:遵守「三低」飲食守則 

1.長期進食含大量脂肪、鹽分或糖分的食物，可能引致過胖

或其他健康問題。我們應遵守「三低」 的飲食守則。 

2.我們應慎選烹調方法，蒸、煮和焗的食物，比煎、炒和炸

的較為健康。 

 

 

2 

分

鐘 

七.作業佈置: 

預習:公民教育資訊網 http://civicedu.iacm.gov.mo   

食物衛生系列教材 

 

http://civicedu.ia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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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常識          班別： 小三                        課題：吃在澳門  

第三課節──大龍鳳美食                                日期：10 月 14 日 

教學目標： 

1. 分辨有牌經營和無牌經營的食品安全與否。 

2. 經過檢疫和未經檢疫的關係。 

3. 學生能提升整理資料的能力、語言表達能力、聆聽能力、觀察能力及協作能 

   力。 

4. 透過到學校圖書館搜集環保資料，從而提升食物安全、閱讀能力和探究精神。 

學生已有知識 

1.學生能聯繫生活，學會搜尋不同國家的美食的名稱相關的資料，從而提升閱讀 

 能力。 

2.學生能應用所學於日常生活，提升尊重不同國家的飲食文化。 

3.學會品嚐及培養不浪費食物的態度。 

4.能與同學分工合作、共同討論的經驗。 

教具配置：1. 教學簡報    2. 電腦    3.投影機 

時

間 
課堂教學過程 備註 

 

5 分

鐘 

引起動機 

老師:你和家人在哪些地方購買食物? 

學生:自由回答，合理便可。 

 

教學簡報 

12 

分

鐘 

 

 

 

 

 

 

 

 

 

 

 

 

 

發展階段 

一.http://civicedu.iacm.gov.mo  公民教育資訊網 

食物衛生系列教材 

食物衛生你要識---互動活動(樂太太) 

二.遵守食品安全五要點: 

1.精明選購 

(1)向信譽良好及衛生的店舖購買食品及食材，不應選購來歷

不明的食品； 

(2) 留意食品的外觀及顏色，應選擇色澤自然的食品，表面過

於光澤、亮白或色澤異常則不應購買，因為色澤特別鮮艷及

亮白的食品都可能經漂白加工，而表面過於光澤的瓜子則可

能加添了礦物油，可引致腸胃不適； 

(3)選購預先包裝的食品時，應留意食用期限及包裝是否完整

無損； 

(4)若選購散裝食品，應留意食品是否已變潮、食品容器是否

清潔等。 

 

教學簡報 

 

短片 

 

小組活動: 

圖咭辨一辦 

有牌經營良

心店和無牌

經營良黑心

店 

 

 

 

 

 

http://civicedu.ia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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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鐘 

 

5 

分 

鐘 

2.正確貯存 

(1)購買食品後如非即時食用，應按照包裝說明或其特點適當

地貯存，應放在密封容器內，並置於通風和乾爽的地方； 

(2)不要購買過多的食品，以免存放過久而導致食品變質或未

能於食用限期前食用； 

(3)如發現食品可能因存放過久或貯存不當而變壞、出現異味

或發黴，便應棄掉。 

3.  生熟分開 

 

(1)生和熟的食品應個別包裝好，以「上熟下生」的原則分層

貯存於 5℃以下雪櫃內，熟食及即食食品包裹好放在雪櫃的

上格，而生的食物則放在下格，以免生的食品的汁液滴在熟

食及即食食品上； 

(2)製作食品時應使用兩套用具處理生和熟的食品，以避免交

叉污染。 

4.  徹底煮熟 

(1)食品須徹底煮熟或翻熱至中心溫度達 75℃或以上，並應儘

快食用； 

(2)翻熱後的食品應立即進食，並一次過吃完，避免將食品重

複翻熱。 

5.保持清潔 

(1)處理或進食食品前要做好個人衛生，應用洗手液及清水徹

底洗手； 

(2) 所有食材都應先清洗乾淨才烹煮，並用清潔的用具來處

理。 

三.小組活動:(圖咭辨一辦) 

有牌經營良心店和無牌經營良黑心店 

從活動中帶出找出有牌經營良心店和無牌經營良黑心店店內

食品是否付合安全?民署檢查員的工作是甚麼? 

 

四.小組討論: 

1. 我們平時的做法對嗎?家人的做法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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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鐘 

2. 如果我們的做法不正確?我們應該怎麼辦? 

 

五.思考題: 

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及處理食物? 

3 

分 

鐘 

六.小結: 

   人們有很多不當的行為浪費食物，甚至給地球造成傷害，

我們每個人可以通過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來保護環境，生

態，使地球更健康。通過互動，帶出食物的重要性。 

 

 

2 

分

鐘 

七.作業佈置: 

工作紙(個人)---小小調查員 

介紹本澳一種特色食品。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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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常識          班別： 小三                       課題：吃在澳門  

第四課節──美食之城                                 日期：10 月 15 日 

教學目標： 

1.學生能聯繫生活，學會搜尋不同國家的美食的名稱相關的資料，從而提升閱讀 

 能力。 

2.學生能應用所學於日常生活，提升尊重不同國家的飲食文化。 

3.學會品嚐及培養不浪費食物的態度。 

學生已有知識 

1.學生認識澳門食物的來源。 

2.了解有牌經營和無牌小販的關係。 

3.透過日常生活的應用，初步懂得分辨加工食物、本地生產、外地輸入的食品。 

4.能與同學分工合作、共同討論的經驗。 

教具配置：1. 教學簡報    2. 電腦    3.投影機 

時間 課堂教學過程 備註 

 

5 

分 

鐘 

引起動機 

老師：澳門的經濟收入來源主要來自申辦世遺成功後，提升 

      了澳門的知名度，除了博彩業及旅遊業外，還有甚麼 

      元素可以吸引遊客來澳門消費？ 

      (老師先邀請同學發表想法) 

學生：按實際情況作答，合理便可。 

 

教學簡報 

10

分 

鐘 

 

 

 

 

 

 

 

15

分 

鐘 

 

 

 

發展階段 

一.國際飲食文化： 

老師：展示簡報，讓學生尋找答案。 

      中菜的烹調方法有哪些？ 

學生：合理便可。 

老師：在澳門生活，還可以品嚐到不同國家、地區的美食呢！ 

學生：北京、上海、四川、日本、韓國、泰國、越南、緬甸。 

老師：每年哪個盛事能夠讓我們同時品嚐不同國家的美食 

      呢！ 

學生：澳門美食節。 

二.懂得尊重不同美食交化：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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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鐘 

 

老師：分組分辨不同國家的美食。 

學生：分組活動、討論、匯報。 

老師：各國美食別具特色，但對不太喜愛的食物，我們應抱 

      怎樣的態度？ 

學生：1.不要浪費食物。 

      2.不要咬一口便吐出來。 

      3.不要表現出不喜歡吃這食物。 

      4.不應該說一些不禮貌的說話。 

      5.珍惜食物，盡量把食物全部吃掉。 

      6.尊重不同國家的食物。 

      7.回答合理便可。 

老師：教師利用教學簡報，與學生共同討論、分享。 

1.如果我們不珍惜食物，地球的資源會越來越少，我 

  們的生活甚麼地方受到威脅呢? 

      2.如果我們不懂得珍惜，我們是浪費資源的製造者，  

    也是缺乏資源的受害者。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選   

    擇愛惜食物，同學們可提供一些好方法嗎? 

三.看一看、想一想:廚師的惱怒: 

 

老師：自助餐文化，值得我們去反思。 

學生：分組(4 人一組)活動、討論、匯報。 

    昨天是華仔 10 歲的生日, 父母決定帶他去食自助餐慶

祝。當華仔到達會場後就二話不說地去取了一碟又一碟的食

 

 

 

 

 

教學簡報 

分組(4 人一

組)活動、討

論、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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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回來, 其中包括他最愛吃的三文魚刺身、夀司、龍蝦、帶

子、牡丹蝦、炸天婦羅、芒果布丁、芝士蛋糕、拿破崙 

蛋糕和各款雪糕, 吃得他像練成一舊腹肌一樣。至於父母為

他取來的其他美食, 華仔吃了半口便不要了, 他心裡想: 食

自助餐就是這樣好, 自己鍾意的可盡情地食過暢快, 反正 

已預計費用, 吃剩了的餐廳都不用蝕本…… 

    誰會想到在廚房裡工作的廚師, 眼見服務員將客人食剩

的餸菜倒進垃圾桶時, 心裡感到極度的不高興 …… 

 

討論及匯報: 

1 你認為華仔在進食自助餐的過程中出現了什麼不妥當的地

方?  

2.請你幫幫忙，教教華仔進食自助餐應有的禮儀。 

 

四.思考題: 

我們怎樣減少浪費，珍惜食物呢? 

1.按量點菜無甩拖。 

    食幾多，點幾多。出外用餐時，切忌「眼寬肚窄」! 我

們應當因著個人食量，食幾多，點幾多。 

2.食剩打包唔怕醜。 

    吉盒隨身帶，食剩拿走，出外用餐/宴會時，應常備食物

容器，將「盈餘」(剩菜)帶走繼續享用。當然! 不剩任何食

物才是最上策。 

3.揀飲擇食不許可。 

    勿揀飲擇食，紅色綠色都要食。配菜都係菜，紅蘿白粒、

青瓜、青菜都不能吃嗎? 勿揀飲擇食，每個人也應該珍惜所

有碟上的食物，為每一口食物而感恩。 

4.分享知味樂趣多。 

    你細食、我細食，不如一碟兩份食。分享是美德，分享

也是樂趣! 若胃口不大，不如一齊 Share，按量點菜或減少幾

道菜，夠食便好。 

五.課後延讀: 

1.在日常生活中，要懂得包容、接納不同國家的飲食文化及

其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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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鐘 

六.小結: 

    請同學反思在進食時，應好好品嚐食物的味道，要懂得

珍惜食物。在進食時，應心存感激，感謝為我們播種、種植、

運輸、檢疫、煮食等等的幕後英雄。 

    一道美味的食物得來不易、要惜福、惜食，地球上有很

多地方的人，他/她們連最基本的衣、食、住都沒有，我們是

幸福的一群。 

    我們盡力而為的幫助有需要的人。 

 

2 

分 

鐘 

七.作業佈置: 

1. 讓學生繼續搜集及整理與飲食相關的資料，留待活動之

用。 

2. 工作紙(B)「珍惜食物，減少廚餘」。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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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常識                 班別： 小三                  課題：吃在澳門   

第五課節──飲食好習慣心得齊分享                       日期:10 月 16 日 

教學目標 

1. 明白食物得來不易，要珍惜食物。 

2. 了解保障食物安全的政府部門及其職能。 

學生已有知識 

1. 分辨有牌經營和無牌經營的食品安全與否。 

2. 經過檢疫和未經檢疫的關係。 

時間 課堂教學過程 備註 

5 

分 

鐘 

引起動機 

 

從第三，四節內容中，我們有甚麼啟示？ 

學生:自由作答。 

  

 

20 

分 

鐘 

 

 

 

 

 

 

 

10 

分 

鐘 

發展階段 

踏上健康路 

一.法務局---食物安全中心 

食品安全法:  

http://www.dsaj.gov.mo/MainFrame.aspx?lang=zh-TW 

二. 討論:根據從動畫所學的知識，和鄰座同學一起討

論 民政總署轄下部門怎樣保障食物安全，把答案

填在課本上第 22 頁的空格內。 

三.總結:民政總署轄下部門設食物安全中心負責檢驗 

  入口食物，監察生產食物的地方，監察售賣食物的  

  地方，推廣食物安全。 

四.接第一節: 

同學們和家人周末品嚐本地生產的食物，並在調查

中回答相關問題。(葡撻、豬扒飽、禮記雪糕、杏仁

餅) 

 

 

 

 

短片 

公民教育資訊

網 

食物衛生系列

教材 

(約 10 分鐘) 

 

食品安全法 

(2 分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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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組匯報: 

1. 被選出的同學向老師、同學即堂向全班作出匯報。 

2. 提醒同學要專心聆聽，尊重發言的同學。 

 

3 分鐘 

六.小結: 

食物得來不容易，學會不浪費食物的良好品德。 

 

 

 

2 分鐘 

七.作業佈置: 

1.工作紙(小組)小小調查員。 

2.做習作第 4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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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 

在試教過程中，學生能透過到圖書館搜集與惜福惜食的相關的資料，不但

能廣泛閱讀文章，還能擴大學生視野和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探索精神以及思考

問題的能力；觀看簡報及短片，不但能提升觀察力及聆聽能力，還能提升惜食

的意識；還能將惜食的方法存入心中並付諸實行，從而加強學生對惜食在生活

上的應用及態度；由於不清楚法例，同學們初期有點疑惑，明明不能帶入境，

何解會在家中出現?透過學習認識了相關的知識與家人分享資訊，感染家人及身

邊的親友，從日常生活做起，逐漸提升大家重視尊重及遵守法例，以及珍惜食

物，減少廚餘，食得健康的理念，並養成「惜飲識食、珍惜食物」的良好習慣。

家庭教育相當重要，我在教學活動中，讓同學重新認識「吃的安心」的重要性。

也教育同學改變家庭的一些生活上的壞習慣的，家庭的飲食習慣的慣性，如果

一下子要改變其生活習慣是有一定難度，家長的配合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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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與建議 

 要學生養成「惜飲識食、珍惜食物」的習慣，並不是一個教學單元的事。 

在日後的教學活動中，可多加入與「惜飲識食、珍惜食物」有關的題材。現今

社會大多數兒童不僅愁吃穿，就連玩具，電子產品也是，膩了買新的甚至用完

即丟造成資源的浪費。從日常的生活中，我們看到孩子對食物與用品等資源的

浪費，實在很心疼！我們的孩子不懂得知足，惜福的可貴！所以，期待學生建

立良好的飲食習慣，包括認識均衡飲食的重要、培養對食物感恩的態度，以及

認識惜食與資源的關聯性。 

 

    如何將「惜飲識食、珍惜食物」的概念有趣而無壓力的灌輸給下一代學習，

是現今環境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環。 

 

    吃-是生活中重要的一環，「如何吃得健康又環保」不僅是大人需要學習的

觀念，更是必須從小教育我們的下一代。現在人們普遍有偏食、吃垃圾食物的

壞習慣，不健康的飲食，不僅對健康不利，對孩子的學習能力、情緒控制也有

不良影響。因此，良好的飲食習慣，飲食教育真是很重要的呢！ 

 

我們每個人一天都有三次機會改變世界！希望可以從健康惜福的角度，

學習吃「對」食物。食有什麼優點？培養孩子多蔬食少吃肉的飲食習慣；並透

過飲食菜單設計與實作，將飲食落實於生活中，做到愛健康、愛地球！ 

 

    為了讓孩子學習珍惜食物，從認識廚餘減量開始進而為了讓孩子學習珍惜

食物，珍惜食物，廚餘是寶的觀念，以養成勤儉節約的美德。在循序漸進及持

之以恆的教育下，讓學生潛移默化地改變生活習慣。 

 

    我們期望孩子們能珍惜有限的資源，學習「惜飲識食、珍惜食物」的精神，

好好愛護我們的身體及僅有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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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常識與生活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澳門朗文常識       出版:朗文香港教育 

公民教育資訊網     http://civicedu.iacm.gov.mo 

法務局 

廣州製麵河粉廠 

網上資料── youtube  

http://civicedu.ia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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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教學相片 

同學們專心聆聽同學的講解。 

  

同學們專心觀看短片及回答問題。 

  

學生正在進行互動、討論、提問及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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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分組討論，並寫下建議。 

  

 

 

配合減少廚餘，每天都吃得乾乾淨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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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活動中找正確的做法，做一個好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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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認真地完成討論後的個人以及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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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 

同學們超級市場搜查活動、調查活動，寫下結果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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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小組)---小小調查員 

班別: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姓名/學號: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第四課 吃在澳門 

一. 請到超級市場看看，找出以下食物的產地並向同學介紹。 

食物名稱/圖片: 出產/來源地: 生產日期:(年/月/

日) 

到期日期: (年/月/

日) 

米(袋裝) 

 

 

   

午餐肉 

 

 

   

冰鮮雞柳 

 

 

   

菜心(袋裝) 

 

 

   

鮮牛奶 

 

 

   

雞蛋 

 

 

   

二.請和組員討論後，把歸納好的結果填在___上。 

1.六種食物中，來源地最多的是_____________。 

2.最短的食用期限的名稱是______________，最長的食用期限是

______________。 

3.它們都有超過食用期限嗎?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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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超過食用期限，我們應該怎樣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紙(個人)---美食推介 

班別:__________ 姓名/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     )  

日期:_____________ 

                           

第四課 吃在澳門 

你會向外地親友推介本澳的甚麼特色食品?選擇一種特色美食，找出它的圖片，

並把它的資料填在方框內。 

 

食物照片: 

 

 

 

 

 

 

 

 

 

食品名稱: 

來自: 

用餐場所: 

推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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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小組)---小小調查員 

班別: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姓名/學號: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第四課 吃在澳門 

一. 試設計一份適合我們一天三餐的菜單。(畫一畫/文字) 

 

早餐  

 

 

 

午餐  

 

 

 

晚餐  

 

 

 

 

二. 判斷:以下哪些句子是正確呢？正確的，請在括號內加上(  )； 

不正確的，請在括號內加上( × )。 

 

1. (   )  可重用餐具的使用，能夠減輕堆田區的壓力。 

2. (   ) 部分飢餓的人口分布於非洲的貧窮國家。 

3. (   ) 所有的食物及液體都可以放進學校裡的廚餘機。 

 

三. 請寫一寫你們對「珍惜食物，減少廚餘」有甚麼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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