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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介 

(一)課程內容 

本課程開設於本系學生完成營養學、生理學、生物化學、膳食設計等基礎課程後，進階學習融合上述課程所學，

探討人類生命自啟始至終老的過程中，各階段在生長、發育、生理代謝、異常問題發展及營養需求之特色，與

當代生命期營養相關重要議題之探討，同時習得相關問題之預防、改善或解決的理論基礎。台灣與世界各國生

命期營養議題的異同，及各國家營養政策的宣導重點。於生命各階段營養需求特色與運用、各國所遭遇的問題、

因應處理之策略及其理由。 

 

(二)課程目標 

除一般課程目標外，請說明學生預計獲得與健康促進有關之知識、技能與態度三層面之核心能力(請以條列方

式說明) 

(1)知識面：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將具體習得哪些知識內容? 

A. 探討人類生命自啟始至終老的過程中，各階段在生長、發育、生理代謝、異常問題發展及營養需求之特

色，與當代生命期營養相關重要議題之探討，同時習得相關問題之預防、改善或解決的理論基礎。 

B. 台灣與世界各國生命期營養議題的異同，及各國家營養政策的宣導重點。 

 

(2)技能面：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能具體展現哪些能力或行為? 

A. 學生須能運用學理知識為各年齡層之預防保健、健康促進、飲食營養相關問題，進行初步營養評估、提

供改善建議、規劃設計符合需求的飲食方案，並給予適當指導。 

B. 學生須能運用國內外營養相關產官學資訊資料庫，汲取新知、改善與解決服務對象生命期營養議題的能

力與行為。 

 

(3)態度面：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將具體產生哪些態度或價值觀之正向改變? 

透過學習，體驗與服務，期望學生能學習到各年齡層民眾在執行健康均衡飲食過程中，所遭遇到在生理、

心理、家庭、社會、環境、生態等層面的問題與困難，進而發展同理關懷、正向積極的助人態度，透過學

習與服務帶來的成就感，習得結合社會資源以專業服務人群的專業使命感。 

 

(三)課程實施與課堂經營方式 

A. 本課程的進行方式將採取問題導向學習、自主學習、專題實作的方式為主體，由教師與教學助理在學生

輔導學生準備專題實作的過程中，協助學理的解說、問題思辨與判斷、專題實作的規劃與準備。 

B. 學生將依據生命期分為: 孕婦、哺乳婦女、嬰幼兒、學齡前兒童、學齡期兒童、青少年、成年男性、成

年女性、更年期男女性、老年人等十組。各組完成一個有關針對該生命期對象進行營養保健教育宣導

的壁報與一日三餐的餐食設計，呈現於健康促進教學博覽會中。 

C. 學生於參加博覽會期間須進行自己的專案呈現，亦須參觀整體博覽會展示內容，將參觀經歷、問題、感

想帶回展覽後課程中，進行討論，或與自己的實作議題融合討論，發展出更完滿的推廣教育宣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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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說明與分析 

(一)博覽會成果 

1.請說明課程博覽會攤位展覽內容及學生分工規劃 

(1) 將學生依據生命期分為: 孕婦、哺乳婦女、嬰幼兒、學齡前兒童、學齡期兒童、青少年、成年男性、成年

女性、更年期男女性、老年人等十組，每組 6~7 人。 

(2) 各組完成一個有關針對該生命期對象進行營養保健教育宣導的壁報、宣傳單張或摺頁，與一日三餐的餐

食設計，呈現於健康促進教學博覽會中。 

(3) 因組別多、現場展示空間有限，原計畫請各組做一天三餐，博覽會當天只能請各組學生製作三餐中的一

餐食物，在現場展示。 

2.若搭配其他資源(如企業或校外單位)，請寫出其在課程中的角色及博覽會中的合作方式 

邀請「時間販售有限公司」與「紐奧力雅股份有限公司」展示有本系畢業系友與友人合作設立之食品公司。

與本課程之關係為: 考慮年輕成年族群因工作繁忙時間有限，在飲食習慣與營養攝取最不理想，所以設計營

養均衡飲品，提供充足營養成分與蛋白質，因此能提升飽足感。系友運用課程所學，發揮巧思、創意創業成

果對學弟妹是很大的鼓勵。 

 

3.課程博覽會評分說明 

課程博覽會所占分數百分比、評分標準及內容(評分方式請自行增減) 

評分方式 內容說明 分數(%) 

教師評分 
根據各組博覽會海報設計理念與內容、宣導單張、現場與民眾互動活動與教材

設計、餐食設計內容、參與熱忱、心得報告進行評分。 
20% 

同儕互評 期末書面報告說明小組成員分工方式、自評與同儕互評。 5% 

 

4.成果說明 

請說明課程內容及博覽會中對健康促進概念的具體貢獻:  

「健康促進」是生命期營養課程的核心價值之一，因此在以下所有作業或評估機制中，都會評量學生有關各年

齡層之健康促進的知識與能力。 

績效指標 質化成果 量化成果 

期末書面報告 具課程學理學習、博覽會規劃參與、服務學

習成果，與反思心得之書面報告。 

72份個人學習心得報告。 

單元共同筆記 由教師依問題導向教學方式引導學生自主

學習，以小組成員為主力，在友組支援完成

之單元共同筆記，分享於全班。藉此鼓勵同

學群策群力、互助合作。 

10個生命期單元，共計10份。 

博覽會壁報、宣傳單

張、活動教材 

內容包含學生依課程與自學內容，規劃完成

的該生命期專屬的營養推廣教育宣導主

題、飲食營養注意要點、餐食規劃與範例。 

10個生命期單元之宣導海報、宣傳

單張、活動教材，共計各10份。 

健康餐食 各生命期男或女性三餐均衡飲食，滿足營養

需求，並遵循使用當季在地食材，支持環保

減碳、環境永續原則。 

10個生命期單元，男或女性一人、

一日三餐之健康均衡飲食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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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 請彙整學生滿意度暨學習反思回饋問卷(回收份數須達修課人數 2/3)或其他學習回饋結果(以圓餅圖/長條圖

方式呈現)，並將問卷附於成果報告書內(紙本或電子檔皆可) 

      

 

      

 

 

由問卷中的回答統計可知，對各問題表達同意或非常同意者，達九成左右。 

 

2. 請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與課程目標之對應(須包含健康促進部分)，並評估課程實施效果 

由於目前本課程尚未舉行期末考試，期末各項書面報告仍在繳交收件期間，以下僅以粗體紅字呈現學生應

學習到與健康促進有關的主要成果。 

(1)知識面： 

A. 探討人類生命自啟始至終老的過程中，各階段在生長、發育、生理代謝、異常問題發展及營養需求之特

色，與當代生命期營養相關重要議題之探討，同時習得相關問題之預防、改善或解決的理論基礎。 

B. 台灣與世界各國生命期營養議題的異同，及各國家營養政策的宣導重點。 

(2)技能面： 

A. 學生須能運用學理知識為各年齡層之預防保健、健康促進、飲食營養相關問題，進行初步營養評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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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改善建議、規劃設計符合需求的飲食方案，並給予適當指導。此為博覽為主要呈現之學習成果。 

B. 學生須能運用國內外營養相關產官學資訊資料庫，汲取新知、改善與解決服務對象生命期營養議題的能

力與行為。 

(3)態度面： 

透過學習，體驗與服務，期望學生能學習到各年齡層民眾在執行健康均衡飲食過程中，所遭遇到在生理、

心理、家庭、社會、環境、生態等層面的問題與困難，進而發展同理關懷、正向積極的助人態度，透過學

習與服務帶來的成就感，習得結合社會資源以專業服務人群的專業使命感。 

 

三、照片錦集 

請提供課堂活動與成果展示之照片各 3張，底下請提供 10~20 字的文字說明 

 

 

 

 

說明：更年期營養組同學與他們設計的宣導

單張及現場問答活動轉盤 

說明：懷孕期營養組同學與他們設計的海報

及現場問答迷宮地圖 

 

  

說明：各組同學與他們設計的宣導海報及餐

食設計 

說明：海報一張貼就引起學生駐足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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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老年期營養組同學與她們設計的宣導

單張及現場遊戲圖卡 

說明：青春期營養組同學與他們設計的宣導

摺頁 
 

四、反思與檢討 

課程執行中，課程設計、課堂經營、博覽會規劃等面向遇到問題或困難之檢討 

「生命期營養」課程原本的教學內就包含許多複雜學理、必須整合學生過去所學，解決

人的生命歷程各階段健康或不健康的各種狀況；健康促進是課程所學與運用與推廣的策略。

過去在課程中是透過服務學習，達成學生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學習與成長；此次的健康促

進教學博覽會亦可達到此成效，只是對象是廣大的社區民眾，且接觸時間是快速短暫的，而

營養教育宣導最重要的是傳達證確的訊息。由於課程的主題單元有 11個，而博覽會舉辦的

時間在學期進行一半的階段就必須完成準備工作，如何在學期前半就快速地讓學生對所有主

題都有足夠的了解、能夠掌握各階段核心問題，進而設計宣導海報、單張、互動活動，是最

大的挑戰。在邀請其他課程老師參與時，師長們遲疑的重要原因。 

本課程是營養師國家考試的考科之一，也是未來學生在職場上運用非常廣泛的學科。為

克服上述問題，這學期課程改採各組學生自主學習的方式進行，讓各主題可以同步展開。然

而，另一個擔心是，學生在博覽會之前，可能專注於自己組的主題學習，學生是否能在其他

主題的學習也能深入充足，是身為授課教師的我最擔心的問題。在撰寫報告的此時，學生尚

未考期末考，健康促進博覽會以外的其他學期報告也還在繳交階段，完整的評估教學或博覽

會的成效，實屬不易。 

值得肯定的是，學生有非常多的創意設計才華，對於接觸社區民眾的實作教學躍躍欲

試；但學生也知道，在參訪民眾前，講錯是沒有修改機會的。因此除了會做好事前準備，現

場在完成一些宣導教育後，也會跑來找我確定一下自己有沒有講錯。從已繳交的學生博覽會

學習報告可知，學生都表達博覽會使他們的專業自信心增強。 

由於參加此次博覽會的院系非常多，學生的學習任務也包括必須去深入參訪健康促進的

夥伴領域。在學生的學習報告中，看到學生對夥伴領域的重要、對健康正面影響、如何幫助

人達成健康健康目標、如何同理他人等等都表達對跨領域學習的高度肯定。讓未來的健康促

進工作者能認識夥伴領域的特色，未來能攜手合作，是此次博覽會學習非常重要的價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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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身為授課教師，雖然我知道學習資源很多，但常因為擔心學生太多，可能反而沒有充分

放手讓學生大膽嘗試與學習。在一次教師工作會議中，運管學程楊漢琛主任分享他的班級經

營理念很幽默地以「放乎野生」來形容。這句話給我很大的提醒，也讓我在這學期的課程中

更放手讓學生勇敢嘗試，在學生的學習心得報告中，學生也提到學習雖然辛苦，但他們從團

隊合作、發想設計…，到面對社區民眾，實作體驗式的學習帶給他們更多的責任感。此次活

動開放社區民眾參與，原本學生擔心很大的場子會不會沒有人來? 從校園師生及社區民眾踴

躍的參與狀況，學生在書面報告表達，他們在參觀者的行動中，看到了自己的專業責任。 

非常感謝學校的支持，感謝教師發展中心及韓千山主任的創意與創舉，帶給參與的老師

們很深的教學實踐、反思機會與收穫。生命期營養課程的學生都告訴我，課程的場地太小、

十組不夠用，建議學校及我，未來要用更大的場地、更多的版面、更大的展示空間，因為他

們很想與參訪者有更多的互動。的確，當我們給予學生更大的舞台，學生就會更努力，有更

傑出的表現。我會以這學期的經驗分享給更多老師，希望能引領更多健康促進相關課程的老

師學生能參與。相信唯有以專業服務社會，讓大學在培育人才的當下發揮專業社會責任，才

能讓負責任的專業行為導入學生未來的專業發展信念與行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