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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繽紛生活鬆餅趣

高雄市生活課程輔導團 河濱國小黃心蕙老師、宋怡慧老師

壹、課程理念

在設計這個課程之前，我先關注到的點是這是不是孩子感興趣的。根據以往的經

驗，如果這個課程，是孩子想做的，他的動機會很強烈，不需要老師說，孩子就會主

動去研究。因此，班上這群孩子到底感興趣的是什麼？回想之前，當愛心媽媽教他們

做愛玉時，他們是如此的樂在其中，還有，孩子平常的言論中，表達出對阿基師的崇

拜，我想，他們一定也想當個小小廚神吧！

所以當我拋給他們做吃的議題時，果然引起瘋狂的迴響，孩子說他們要像餐廳一

樣，做個飲料（水果類）、開胃菜（蔬菜類）、主菜（肉類）、甜點，然後比賽。接

下來的問題是，在剩下的四個月當中，是否真能如孩子期待的完成這幾項？全面實施

能否聚焦孩子的學習？還是流於浮泛的活動？過程中又能否激發孩子發展能力，而不

是固有能力的重現？如果孩子在這過程中，獲得了一些能力，那他將可帶著這些能力

面對其他事物。因此，我根據孩子感興趣的主題，加上熟悉性（這些食材是孩子常接

觸的、易取得的，能夠允許孩子有反覆探索的空間）、安全性（允許孩子有探索的空

間，而不會在過程中因挑選食材的問題、清洗的問題、料理的問題，而造成食用疑

慮）、發展性（在過程中能激發孩子的思考），然後和孩子討論，如禽流感、時間的

問題，而孩子最終投票的結果也與我的想法一致。

水果甜點的目標既定，那究竟要做哪項甜點來搭配水果呢？孩子依據他們的想法

列出鬆餅、土司、布丁、蛋塔。同理，根據孩子的發展階段、主題的發展性等，將目

標鎖定為製作一個美味可口的水果鬆餅，期望孩子能在過程中逐步解決所遭遇的問

題。雖然製作水果鬆餅的大方向底定，但是實際教學過程中，因著孩子的反應，課程

也有所調整，甚至改變，這部分將在教學記錄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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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架構

活動名稱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評量方式 生活能力

水
果
的
秘
密  

小小記者採訪去
溝通與合作
態度與情操

能實踐訪問的禮儀。
能記錄訪問結果。

能說出訪問的結果。
能認真聆聽同儕發表

的結果

報告
紀錄

溝通的能力
探究知識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水果試吃大會
探索與體驗
態度與情操

能藉由五官觀察判斷
水果的品質。

觀察

精打細算選購去
溝通與合作
態度與情操

能尊重他人意見，一
起工作，完成任務。
能藉由五官觀察判斷

水果的品質。

同儕互評
實作評量

鬆
餅
小
達
人

鬆餅小試
探索與體驗
溝通與合作
態度與情操

能藉由五官觀察調整
麵糊比例。

能說出影響鬆餅口感
的原因。

觀察
報告

溝通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鬆餅設計師

理解與欣賞
態度與情操

能設計美觀的鬆餅。
能欣賞別人的創作。

設計製作

美味的鬆餅 態度與情操
能製作好吃的鬆餅。
能藉由五官觀察調整

麵糊比例。
設計製作

超
人
氣
小
舖

店鋪設計師
表現與運用
溝通與合作
態度與情操

能設計美觀的鬆餅店
面。

能尊重他人意見，一
起工作，完成任務。

設計製作

溝通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廣告行銷去

表現與運用
溝通與合作
態度與情操

能進行表演。
能尊重他人意見，一
起工作，完成任務。

表演

開張大吉選我喔
表現與運用
溝通與合作
態度與情操

能製作好吃的鬆餅。
能尊重他人意見，一
起工作，完成任務。

實作評量

參、課程進行與教學紀錄

1-1 水果的秘密-小小記者採訪去（問題：如何有效的訪問與紀錄；語文：聆聽、發

表、討論、溝通、圖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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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個美味可口的水果鬆餅，少不了的就是水果。所以一開始我問孩子，我們

要做水果鬆餅，那水果要去哪裡買？孩子們紛紛回答去菜市場買，因為他們的家人都

去市場買，甚至有些人就住在菜市場旁邊，所以這是他們最直接的反應。接著我們討

論，那要去市場買，市場那麼多攤，到底要去哪攤買？又要怎麼選？孩子回答可以看

人多不多，多的就去那攤買；看老闆的態度，老闆很兇的就不要跟他買；衛生不好的

不要跟他買；看價錢。這時出現了價錢與品質的爭議，有一派說貴的比較好，有的說

不一定，便宜的有可能是特價或是快收攤了。另外對於怎樣選出好的水果，孩子也不

太清楚，因此討論的結果就是去訪問老闆。於是我們針對怎樣訪問老闆這件事做了討

論，包含如何選擇要問哪位老闆、一開始要說的話、問的內容，以及最後要說的話。

實際走訪後發現有些組忘了問，或是會害怕。回來以後我們針對這個現象做討

論，孩子說記下來就不會忘記。當提到害怕這件事，很多孩子覺得很訝異，他們覺得

老闆對他們很好，請他們吃水果，根本不用怕，這樣的說詞給予少數二、三個會害怕

的同學信心。因此我們針對如何記做了更細部的討論，除了訪問老闆要怎麼選、怎

麼賣之外，下次想去這攤買，怎樣才不會忘記呢？孩子說：可以跟老闆拿名片、要電

話；把店的樣子畫下來或拍下來；記店名或是老闆的特徵；幾歲；把菜市場畫下來，

經過一個畫一個，要編號；要分左右。

由於有了上一次失敗的經驗，我先設想了實際可能遇到的問題，然後問孩子（解

決真實情境可能遭遇的問題，並提升記錄的能力。）：當他們在訪問時，會不會有客

人來？這時他們要訪問老闆，老闆會有什麼感覺？如果有人來不及寫，一再問老闆，

老闆又會有什麼感覺？孩子們一致認為老闆會覺得很麻煩，因此我們玩了一個模擬採

訪的遊戲，讓孩子在有限時間內記錄訪問的結果。第一次有人沒記完，但是有人精簡

字數，以紅×2代表紅紅。第二次又出現了新的方法，以左一代表左邊第一間。有的

人開始質疑是不是可以這樣記？我問他們記錄是要給誰看的？你記的東西只要你看的

懂，可以報告給同學聽，那就可以了。透過同儕學習的方式，到了第三次我發現所有

人都可以記完，雖然有的仍然是一字不漏的寫，但他加快書寫的速度，我覺得這也是

一種策略。接著我讓小組討論要怎麼記錄、怎麼分工，之後我們才再次實際走訪、購

買，回來並做小組報告。而小組討論又激盪出新策略，有一組以預先設想問題可能的

答案，以圈選方式記錄。

另外，我還根據訪問時發生的狀況，如老闆沒有回答他們怎麼選，或說都很好、

答非所問進行原因探究（可能老闆也不會、老闆聽不懂國語）及討論解決之道（問其

他老闆、要講台語、問爸爸媽媽、買回去吃吃看就知道好不好、去別的地方問、上網

查）。除此，孩子還發現了水果有季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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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老闆 模仿老闆敲水果 勾選方式記錄 報告訪問結果

  1-2 水果的秘密-水果試吃大會（問題：如何挑選水果；語文：聆聽、發表）

在購買的過程中，我發現孩子不全然照著訪問的結果購買，推測可能的原因是孩

子觀察能力不夠或是未意識到品質的重要。因此，我將他們購買回來的水果，挑選數

個同類的，予以編號。告訴他們，我們要玩個小遊戲，你們要好好觀察這幾個水果，

老師會將這幾個水果通通收過來，你們要將他放回原來的位置，並告訴大家為什麼，

還有想想看哪個最好吃，寫下號碼和原因（訪問結果的應用與強調），最後吃吃看，

看看你們選的對不對。因為是以遊戲（強調觀察）的方式進行，再加上可以吃（提升

意識），孩子都顯得興致高昂。

而透過數次這樣的觀察（顏色、紋路、大小、重量、觸感、聲音、氣味等），建

立假設（可能是依據訪問結果，也可能是依據舊經驗），驗證（試吃），確立假設或

再修正的過程，我發現孩子會更仔細去觀察，也更加關注之前訪問的結果，對水果

判斷的準確度越來越高，從訪問結束當天近一半的人答對（但其中又有一半原因不

對），到後來的將近全部的人答對（以文字書寫來說，但在用詞上仍有部分不恰當，

他們的行為表達的意涵遠比用文字好多了），還擴及興趣到午餐水果的評選。

觀察水果 票選理由 觀察水果，重新歸位 午餐水果的比較

1-3 水果的秘密-精 打細算選購去（問題：如何在限時、限額的情況下，選購物超所值

的水果；語文：溝通）

最後我們所做的是一個在真實情境下的評量，讓孩子挑戰任務－精打細算選水果。

一開始我先讓孩子畫了精打細算的心智圖（評量向度），然後進行任務說明：以

小組方式進行，每組兩百元，抽籤決定購買項目（兩個指定，一個自訂，且組間有相

同的項目以利比較），購買完畢至指定地點集合。

在購買過程中，孩子需對之前討論的東西有全盤的瞭解（包含要去哪間店買哪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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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怎麼挑選），建立自己的想法（價錢與品質間的衡量），小組溝通、合作，以

儘速達成任務。根據彙整結果，孩子討論結果如下：第一組因為認為品質比較重要，

所以選擇貴一些但品質好的店購買，結果也如他們預期。第二組挑選蘋果時，只考慮

到單一向度（聲音脆脆的），忽略其他挑選要點（顏色，其他孩子有發現他們那組的

蘋果表皮紅中帶綠），所以不能只憑單一向度挑選。知道如何挑選是很重要的，像第

三組的蘋果跟柑橘雖然比較便宜，但品質還是不錯的。

繪製心智圖 挑戰任務GO！GO！
GO！

認真挑選水果 評定量表

對於水果的秘密，孩子回饋如下：「沒想到挑東西有這麼多秘訣啊」、「我知道

了怎麼挑選水果」、「老闆對我們好好喔」、「我學到了勇氣」、「以前媽媽帶我去

市場，叫我買，我都不敢，現在我會買了」。

2-1 鬆餅小達人-鬆餅小試（問題：如何做出好吃的鬆餅；語文：聆聽、發表、討論、

圖文記錄）

雖然孩子有吃過鬆餅，但是對於怎麼做是停留在食譜或電視的模糊印象。剛好我

們有個達人媽媽，因此我先請教過達人媽媽，她說做鬆餅的重點是口感，而影響口感

的主要原因在於麵糊。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可以透過嘗試、觀察，而調整出來的。因此

我請達人媽媽幫我們準備材料，告訴孩子鬆餅所需要的材料，至於怎麼做是商業機

密，要孩子自己嘗試。

一開始我將全班分成四組，一組共同製作一份，分組的目的是為了讓孩子可以更

專注在觀察上，不論是自己那組或別組，比較彼此的異同。既然麵糊是關鍵，除了顏

色的差異外，還可以透過濃度判斷，因此在組間巡視時，我做了攪動以及拿起叉子

（麵糊流下的樣子）的動作，暗示觀察的重點。從孩子打蛋的樣子就可以看出他們的

生疏，總是看著別人做，難怪他們也想自己做做看。在製作過程中，發現了孩子有的

蛋或麵糊沒有打勻，這時我透過提問以同儕的方式讓他們瞭解問題所在。孩子做出來

的鬆餅外表有的有洞，口感則很湊巧剛好兩組硬的、兩組軟的，硬的比較接近外面販

賣的，軟的則有十分濃郁的奶香。我讓他們交叉試吃（比較組別間操縱的變因對成品

造成的影響），最後在試吃達人媽媽做的（比較的標準），並送了兩份孩子裝飾好的

鬆餅給年級老師（他人回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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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過程中，孩子發現了（1）麵糊比例對成品的影響：粉加多一點比較硬，有點

難攪；牛奶加多一點味道比較重，軟軟的；麵糊ㄍㄜㄍㄜ的，不會很快掉下來，烤出

來比較硬。（2）溫度的相關因子：奶油放下去會有ㄆ一ㄚㄆ一ㄚ的聲音，很香，會起

泡泡；烤了以後顏色會變深；（烤的時候）會有水蒸氣冒出來；（鬆餅）下面比較漂

亮，顏色比較深，所以要翻面；烤久一點比較硬。（3）判斷烤好與否的標準：有（聞

到）鬆餅的香味；聽聲音；（打開來）看顏色。（4）其他：鬆餅（烤出來）有一個洞

一個洞，因為沒倒滿。我發現孩子在這過程中投入相當的觀察，他們會知道組別間用

了多少材料，且其對成品造成的影響有一定的歸因；他們也有一些疑惑，像是為什麼

要放牛奶或蛋？不加又會怎樣？於是我們又做了只放牛奶的鬆餅和只放蛋的鬆餅的比

較，孩子發現加雞蛋的比較厚（膨脹）；吃起來比較脆、像餅乾；顏色比較深。事後

我問孩子為什麼要同時下去烤這兩種鬆餅，孩子也能回答出不一樣不能比較。

他們的成功是否為偶然、所知變因又是否如他們訴說的能完全掌控，這是我的疑

問。因此，我問他們：既然他們一開始是打算比賽誰做的鬆餅最美味，那麼他們覺得

怎樣的鬆餅是大部分的人喜歡吃的？討論的結果是他們要做出像達人一樣。於是，這

是我們下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做出像達人一樣口感的鬆餅。

打蛋也是一種新鮮的嘗試 認真觀察麵糊的變化 觀察麵糊滑落的情形 觀察鬆餅是否熟了，
進行翻面

觀察鬆餅成品 淋太多醬的鬆餅 圖文記錄 心智圖記錄

2-2 鬆餅小達人-鬆餅設計師（問題：如何擺飾出引人食慾的鬆餅；語文：聆聽、討論）

雖然孩子做出他們滿意的鬆餅，但是別人的看法又是如何？我私下問了年級老

師，一個覺得鬆餅很好吃，可是蜂蜜加太多；另一個覺得鬆餅淋的醬看起來很可怕，

他不敢吃。我和孩子討論，孩子說可以把醬淋在旁邊做裝飾，想吃多少就自己沾，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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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孩子說我們可以看外面賣的都是怎麼裝飾的。因此我們看了許

多照片，一個一個賞析。孩子還發現原來除了圓形、扇形、方形，

還有愛心形狀的鬆餅；醬除了放在小杯子裡、淋旁邊，也可以在上

面做花樣（有一組發現原先的蜂蜜罐瓶口大，難以掌控，因而自備

小瓶嘴的蜂蜜罐）；水果除了一般常見的切法外，還有雕花的裝飾

（有一組因此受到啟發，之後開店販賣的水果是有雕花的）。最後

綜合所見及想法，我讓孩子們設計受人歡迎的鬆餅圖，然後進行票

選（他人回饋）。

2-3鬆餅小達人-美味的鬆餅（問題：如何製作達人般的鬆餅；語文：聆聽、發表、討

論、圖文記錄）

至於怎樣做出像達人口感的鬆餅，孩子認為可以看著食譜做或是紀錄每項材料的

重量。當時我認為如果孩子真能如同他之前所說掌握變因，那麼勢必可以透過觀察調

整材料，於是加入了較食譜抽象的達人麵糊。

這次我讓孩子一人做一個，併同擺盤，然後又多用一台圓形的鬆餅機（之前是四

個扇形）。孩子發現新的這台鬆餅機比較深，麵糊要放比較多，要烤好要花很長的時

間。另外，我請達人針對孩子的表現評價，她說這次孩子能明確調整材料去做出鬆

餅，除了一個小朋友。所以我認為可以讓孩子自行製作了。

只放牛奶、蛋的差異比較 觀察達人的麵糊 冬眠中的小熊 鬆餅前後兩次比較

對於鬆餅小達人，孩子回饋如下：「我覺得做鬆餅要很小心，一個步驟做錯，就

毀了一塊鬆餅。上次我們這組鬆餅脆脆的像餅乾！承恩那組的鬆餅軟軟的像棉被！所

以做鬆餅要控制材料的量，不要少那個，多這個」、「我覺得今天做的鬆餅很成功，

因為上次做的鬆餅都沒有黏稠，做鬆餅真的很有趣」。

3-1超人氣小舖-店鋪設計師（問題：如何製作吸引顧客上門的店；語文：聆聽、發表、

討論、溝通）

原本孩子是打算像料理節目一樣，請人試吃、評分，比賽誰做的最好。但是當我

再問他們時，他們又改變主意了，他們說要開店（之前沒做過），看誰賺最多錢（假

錢，數學附件），多的獲勝。然後我們討論了要怎麼讓別人知道這件事、怎麼確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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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是我們發出去的。孩子說要發傳單，將蓋好章的假錢訂在傳單上，接著有人提議用

發票換假錢，獲得熱烈的迴響，孩子覺得這樣可以做好事（捐贈發票）幫助別人，因

此改用這個辦法。

確認了競賽與交易方法，那麼店面要有哪些呢？孩子說要有招牌。接著提問，我

們在外面看到的招牌，字都和你們平常寫的一樣嗎？孩子回答不一樣，要有變化。孩

子還提到要有像科學園遊會一樣的棚（遮陽棚），還要寫價錢。怎麼決定價錢要寫多

少？孩子提到了要算買材料的錢（成本）、花的時間。大部分的孩子都認為價錢要比

成本高，但是有人提出要比成本低。為什麼？什麼時候我們會這麼做？孩子認為要做

好事的時候、賣不出去的時候、快要結束的時候、試賣的時候。最後我們僅粗略估算

鬆餅和水果的錢，因為孩子說他們還要自己帶一些東西（之後的材料，含水果、醬

料、其他裝飾，都是孩子自行討論出來的）來裝飾鬆餅。其他部分孩子說他們要小組

討論，因為這是商業機密！

孩子依據設計圖製作時，遭遇了一些問題：（1）店面怎麼的搭設？原本孩子說要

用紙筒做成四根柱子放在四張桌上，然後再黏上招牌等，可是太複雜了，難道沒有其

他較簡單，又能達到同樣效果的方法嗎？於是他們左看看右看看，發現窗框跟店的樣

子很像，只要拿掉窗戶就可以了。（2）遮陽棚要怎麼固定？孩子一開始是設定鐵絲，

但是教室的鐵絲太細，支撐力不夠，於是開始尋找教室可用的材料，最後以紙箱、紙

筒做支撐架，調整長度、角度，試了很久才固定住。（3）廣告旗要怎麼立起來？一

開始有人提議做像相框後面的支撐架；有人提議把紙留長一點，貼很多塊黏在地面；

有人提議插在紙箱上。但是紙箱已經被用光了，於是改用塑膠杯挖洞。但是杯子太

輕了，會倒下去，於是去撿石頭。放了石頭，發現杯子和石頭沒有合在一起等於沒有

用，最後想到想種花一樣種旗子。

在開賣之前我和孩子討論可能會遇到的問題：（1）烤鬆餅要花時間，如果來不及

烤好，會讓客人等，怎麼辦？孩子說可以用訂購方式，烤好了送過去；限時開店，等

準備好了再開店；讓客人自己DIY，節省擺飾的時間；請他們吃糖果、喝飲料；先做

好。考慮人力、物力，最後決定先烤好一些，等準備差不多了再開店。（2）那烤好的

鬆餅放太久會冷掉，怎麼辦？孩子提出可以用鋁箔紙、保鮮膜包起來，或是放進保麗

龍箱子裡。（3）要準備多少材料才夠？孩子認為可以先問問看想買哪一家的。怎麼記

錄呢？像選自治小市長一樣讓客人勾選。因而我們製作了訂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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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設計圖 招牌鬆餅圖 搭設遮陽棚 可愛的店面 想盡辦法立旗子

3-2 超人氣小舖-廣告行銷去（問題：如何吸引顧客上門；語文：討論、溝通、圖文記錄）

店面設計好了，那要怎麼讓客人知道、吸引客人上門？於是我們做了廣告行銷。

之前大多以問題引導孩子思考，可是這個部分我發現對孩子來說較難，所以做了較多

介入。

雖然孩子有改編歌詞的經驗，但是一開始他們是打算自行創作的，但節奏過於沈

悶。孩子無法分辨沈悶的節奏與輕快的節奏給人的感覺。他們曾經在從事快樂的事

時，唱著緩慢、低沈的歌曲而自得其樂，因此我建議他們可以從平常聽到的叫賣或廣

告去改編。另一個是太多贅字：星橋鬆餅就是你的靠山，讓你吃了生龍活虎，有百倍

的活力，還產生了活力感，保證讓你精神百倍。我讓他們比較原先廣告跟他們編的不

同、原先的廣告又少了哪些，於是他們自己修改為：星橋鬆餅、星橋鬆餅，是你的靠

山，好健康、好營養，是你健康快樂的靠山。

另外，當孩子決定要做廣告推銷時，原本我是打算帶入生活周遭物品發出的聲音

（亂打秀），以物品的聲音來搭配推銷台詞，但是實際做了以後，孩子覺得這樣肢體

動作會受限，於是我們改為將重點放在以肢體動作輔助表達語言上。

表演，請同儕回饋 以肢體動作表演最後台詞：HAPPY

3-3 超人氣小舖-開張大吉選我喔（問題：如何良好的分工合作；語文：溝通）

孩子在實際販售的過程中必須跟顧客溝通，依據顧客喜好添加水果（奇異果、蘋

果、小蕃茄、葡萄、桑椹）、醬料（蜂蜜、煉乳、草莓醬）、糖果、餅乾等，收錢、

找錢，招呼客人、拿給客人等，都需要有良好的分工才能達到，而這過程也讓孩子有

了與他人對話的窗口，表現他在這個過程中所學習到的東西，並從訪問顧客當中得到

回饋，對整個活動進行了反思。孩子發現購買過程牽涉很多因素，每個環節都很重

要，也體會到合作的重要，第四組在超人氣小舖這個活動中，進度落後很多，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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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沒有良好的分工合作、個人意識太強，可是當開賣在即，他們發現這樣下去不行，

所以迅速的做了調整，反而有後來居上的趨勢。

再次調製麵糊 鬆餅三人組 先做好準備 孩子說要的簡易雕花

 

準備很多材料 請科任老師品嚐看看 這組的生意真好 小熊城堡

對於超人氣小舖，孩子回饋如下：「我學到了開店沒那麼簡單（要考慮很多因素

去吸引客人）」、「非常感謝我的隊友，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我和我的隊友會一同

解決。雖然有小吵，可是，我們還是會解決」、「我上次問客人說為什麼要來這家，

客人說因為我們的店很可愛、很便宜、跳舞很棒」、「做鬆餅很好玩，我最喜歡鬆餅

了，母親節的時候我也要做鬆餅給媽媽吃」。

肆、教學省思

對於師生互為主體這件事，因著課程的進行、同儕的回饋，我有了較之前清楚的

概念與判斷，不是全然順著孩子的想法走，老師也要有所判斷、有所取捨、適當的介

入，所以將課程改採小題大作的方式進行，希望能深入發展問題解決的能力。

在這次的教學過程，我以提問的方式引導孩子思考，讓孩子自由記錄在白紙上，

結果發現給孩子的空間越大，孩子的表現也越多元，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紀錄。

在這課程之前，我進行的是教室設計，我發現在這次的課程中，孩子也較能觀察

到教室空間的運用，像是以窗戶取代店鋪的搭設。以小組方式進行合作的經驗他們是有

的，而這次的課程較之前更能突顯出合作的重要性，因為過程中會遭遇許多問題，如果

以個人的力量去做，勢必會做很久。孩子也發現有些組別動作迅速，因為他們比較團

結，能夠在溝通的過程中有所堅持與妥協，另外，還有一個孩子，他個人意識很強，不

善於與人溝通、合作，但在課程的最後，他意識到這樣是行不通的，進而改變了自己的

行為，我覺得這對他個人來說，是一個開始。孩子自身的意識才是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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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這過程中，當我認為這樣做時，是孩子原有能力的重現時，我會試圖在

孩子的能力範圍內增加一點挑戰性，製造一些問題，讓孩子去解決。雖然只是一個小

小的問題，可是他們展現出來的方法讓我十分欣賞，像是記錄方法的精進，像是肢體

的開發。不過在這課程中，我對於孩子的經驗問題有所疏忽，這是下次考慮主題時，

需要注意的地方。

最後我要感謝南二區所有的伙伴們在教學過程中給予的建議，也謝謝高雄團的所

有成員的回饋與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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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對心蕙老師而言，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教學轉變，嘗試與學生一起發展課

程，在確立孩子開餐廳比賽的目標後，即循著孩子的興趣和經驗進行，並在過

程中判斷教材的可行性。

此案例可分為「水果選取」和「鬆餅製作」兩個階段。選擇水果時可以先

讓孩子吃吃看、嘗試挑選，提取孩子的舊經驗和新的探究發現，說不定孩子有

自己的看法，透過在經驗裡打滾，並融入新的感官體驗，更容易培養出孩子的

能力。在孩子的經驗世界裡，其他人的建議與協助是開展能力的一個面向，但

介入不宜急躁，莫讓過早的介入阻絕孩子的判斷與自我建構的機會，因此，專

家（老闆）介入的時機可以多加思量。

此外，銜接每個階段的問題應該由孩子主體經驗衍生，例如：選購水果在

鬆餅烹飪比賽是一個關鍵點，如何選購的問題若放在孩子體驗和觀察相關事物

之後，對孩子而言會更具意義；選取水果是一種個人的經驗法則，沒有絕對答

案，但卻能在歷程中提升孩子的能力，這能力不僅涵蓋探索與體驗，孩子不斷

透露出「我學到了勇氣、沒想到挑東西也有秘訣、老闆對我們好好喔！」等訊

息，更是隱性的、上層的能力體現。

鬆餅階段，心蕙老師轉而讓孩子自我嘗試，藉著提問鼓勵孩子發現問題、

蒐集資料和歸納結果，過程中孩子有許多經驗知識產生，再藉著專家（家長）

和他人的協助，讓成品更為可口美觀。

品嘗料理，只需要有一張勇於嚐試的嘴巴和一顆開放的心！碰撞與融和，

最早往往發生在美食裡，而藉由飲食的學習與觀察，常可以見到自己未曾發現

的一面！相信一次次美妙的經驗，能帶領孩子於行動中回到最初的自己，看見

自己的真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