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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與國文教案設計的課堂實踐與省思： 

以「健康福祉」為例 
蕭千金 

臺北市景興國中老師 

臺北市國中國文輔導團員 

 

一、前言  

當代學子面臨比過去更複雜的「現在」，108 課綱為了引導學子，從一而終強

調「素養」，時代洪流正在前進，引領學子因應社會與世界的教育亦要進化！ 

2015 年聯合國宣布了「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可做為世界各國於未來 15 年（2016-2030）具

體行動的指導原則，又 SDGs 意在解決全球性的環境、經濟、社會問題，促使各

國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深切體會：SDGs 的發佈是全球意識永續發展

迫在眉睫的關鍵里程碑。 

108 課綱基本理念提到：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

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念（教育部，2021），其中「共好」意涵

則強調「關心身處的環境並樂於參與，促使社會往前進步。」又永續發展包含三

大支柱，分別為環境、經濟與社會。三者最終目的是提升整體「人民」的生活品

質與幸福感。共好理念強調的是「我們」要關心周遭並提升社會整體使之變得美

好，由此可見 108 課綱的「共好」理念與 SDGs 永續發展的精神是密切相關。 

經過與臺北市國中輔導團共備的歷程，作者選定九年級國文課文《我們的饕

餮時代》並以「良好健康福祉」為指標進行 SDGs 的課堂實踐，設計六堂課，期

待引導學生覺察與思辨零食與垃圾食物對自身健康的影響，而朝向促使社會進步

的行動實踐，並針對課堂實踐後之省思，提出具體之評論。 

二、教案設計符應「良好健康福祉」指標之說明 

教學者依據《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與《我們想要的

未來：SDGs 最實用課程設計》其中的 SDGs 永續發展目標、臺灣細項目標與各

項 SDGs 之認知、態度、技能三面向與國文教學結合，使之成為本課程設計的依

循方向，能夠過課堂引導學生思辨符合健康福祉的方向與行動。 

(一) 學習目標與永續發展目標與臺灣細項目標的切合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的擬定，緣起於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2016 年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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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研訂我國永續發展目標。其中 SDGs 第三項指標：

「良好健康福祉」切合的永續發展目標為「0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

福祉」中的臺灣細項目標「具體目標 3.4：降低癌症、肝癌及慢性肝病、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 道疾病早發性死亡率及自殺死亡率，並增進國人健康

生活型態。」可作為本教案關於 SDGs 融入課程的參考。 

本次教學實踐設定三項學習目標，期待引導學生能理解「健康福祉」切合的

永續發展目標為「03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教學設計的學習目

標與臺灣細項目標如下： 

表 1 SDGs 與〈我們的饕餮時代〉課堂實踐之學生學習目標 

本國文教學設計之學習目標 臺灣細項目標 

一、能理解文中所強調的飲食與健康問

題，並分析原因。 具體目標 3.4：降低癌症、肝癌及慢性肝

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

病早發性死亡率及自殺死亡率，並增進國

人健康生活型態。 

二、能透過文本省思零食與垃圾食物對

身、心健康的影響。 

三、能建立良好的飲食觀念與習慣，並積

極實踐。 

從上可知，本教學主要探討零食與垃圾食物對健康的影響，可是為生長發育

中青少年的重要議題，切合永續發展目標中所提到的「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

生活」的「各年齡層」的青少年，而討論零食與垃圾食物等議題亦能確保與促進

「健康生活」。若從臺灣細項目標的 3.4 探討，討論零食與垃圾食物可讓學生思

考降低疾病風險與增進健康生活型態的具體行動。 

(二) 課堂學習重點與認知、態度、技能的切合 

2022 年由教育部出版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一

書中為了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目標。針對每個永續發展目標的教學資源和良好作

法，結合聯合國與臺灣的策略與作法，提出認知、態度、技能以及可討論的議題

等內容（教育部，2022）。因此本教學實踐的課堂學習重點特地以《永續發展目

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關於 SDGs3「良好健康福祉」所提出認知、

態度、技能等內容為課堂學習重點的指引。故課堂學習重點與認知、態度、技能

得互相轉化的內容整理如下： 

表 2 課堂學習重點與 SDGs3「健康福祉」認知、態度、技能切合 

課堂學習重點  切合的 SDGs3「良好健康福祉」認知、態度、技能  

1. 學生能投入和聚焦有關「零

食」此概念 

知識 3：熟悉健康和福祉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面，並瞭解

廣告宣傳的效果以及促進健康和福祉的策略。 

2. 學生能閱讀文本促進對零

食的理解與其對健康的影

響 

態度 3：能讓人們對健康生活和福祉有全面的瞭解，並能闡

明其價值觀、信念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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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能遷移「作者以零食帶

來的種種問題而讓讀者省

思」此通則到「開徵垃圾食

物稅」辯論與反思，並採取

行動。 

態度 2：鼓勵其他人做出有利於促進所有人的健康和福祉的

決定並行動。（態度） 

技能 1：在日常生活中促進健康（技能） 

綜整以上敘述，國文教學實踐 SDGs3「健康福祉」於教學課堂中，學習目標

與學習重點皆不能脫離國文學科本質，又得切合永續發展的目標與 SDGs3「健康

福祉」所提出認知、態度、技能，因此我們期待此處的表格與說明，能讓大家體

會到本課程設計的規劃思考。 

三、「我們的饕餮時代」教案設計與課堂實踐  

研究者（亦是教學者）與臺北市國中國文輔導團歷經兩個月共備，於 2023 年

12 月底前完成此份教案設計的說課、觀課與議課。並先參考《我們想要的未來：

SDGs 最實用課程設計》的 SDGs 教案設計，先列出本教學設計符應 SDGs 的學

習目標、核心素養、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表 3 學習目標之對應 

SDGs 目標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學習目標 
了解零食與垃圾食物的影響，並對疾病有預警概念，減少風險並

擁有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 

核心素養 ■預期未來價值反思  ■批判思考  ■自我意識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理解影響健康的垃圾食物，引導學生對垃圾食物提出思辨與反

省，並提出疾病的風險警示，使學生擁有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 

承繼上述內容，設計為 SDGs3 良好健康福祉於國文課堂教學實踐的為六節

課的教案： 

(一) 第一、二節教案設計 

此兩節課之目標在能引導學生能藉由「零食」此概念投入與聚焦學習，亦能

辨識概念切合何項 SDGS 指標。學習活動如下： 

1. 投入階段 

(1) 教師介紹陳列於講台上的各式市售零食，讓各組學生挑選想要介紹並且

品嘗的零食。 

(2) 教師請各組觀察零食包裝的重點。 

(3) 請各組學生盡可能結合食品標示、營養標示與其他內容，推銷此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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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其他組的學生針對各組推銷零食的廣告用語合理不合理：「針對推銷

語言與標示之間的關係」提出其不合理之處以及影響健康的部分。 

(5) 教師將 SDGS 的 17 項指標列出，請學生根據他們剛剛關於「零食」推

銷與反駁的活動內容，以點點貼紙選出此議題會比較切合哪一項 SDGs

指標。 

(6) 學生提出他們在 SDGs3 的「健康福祉」與 SDGs12 的「責任消費與生

產」之間猶豫，後來上網查了 SDGs 的內容後，確定為 SDGs3 較符合

投入階段要他們探究的內容。 

2. 聚焦階段 

(1) 請各組學生先參考課文之後再上網查詢「零食」的定義與特性寫在寫在

磁鐵白板上 

(2) 再請各組能直接在磁鐵白板上寫出零食的例子與非零食的例子。 

(3) 教師呈現每一組的零食「弗瑞爾模型調查圖」讓各組欣賞並提出問題。 

(4) 學生提出經過各組的「弗瑞爾模型調查圖」整理，他們更能對「零食」

的抽象定義與特質更為理解。 

學習 

照片 

  

圖 1 學生選取 SDGs 指標與零食「弗瑞爾模型調查圖」討論 

(二) 第三、四、五節教案設計 

此階段教學目標希望學生能透過閱讀〈我們的饕餮時代〉一文印證自己對零

食的理解，並運用註解策略聚焦對文本的理解。學習活動如下： 

1. 教師請學生閱讀並標記和零食相關的文句，寫下初步的理解，全班一起彙整

和分享。 

2. 請學生探索文本的結構－將自然段組織成四大意義段並繪製心智圖。 

3. 請學生分組討論並完成四大意義段的文本理解與分析學習單，其中包含詮釋

詞句、敘事結構、練習反思與體悟短文、分析寫作手法、省思評鑑等步驟。

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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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大意義段（1~3 段自然段）著重在詮釋詞句、敘事順序、統整內容

細節、寫作手法分析、省思評鑑，例如：邀請學生分析完第一段敘事結

構後，能根據結構將自己的經驗放入，而組織成短文。 

(2) 第二大意義段（4~5 段自然段）著重在說明項目、統整內容細節統整。

例如：找出「過去一般人少吃零食，現在很多人都在吃零食。」的證據。 

(3) 第三大意義段（6~7 段自然段）著重在詮釋詞句、比較內容細節、作者

觀點與理由。例如：請學生統整此處指出零食有害無益的內容細節。 

(4) 第四大意義段（8~10 段自然段）著重在觀點釐清、詮釋詞句、比較內容

細節、作者觀點與理由，例如：請學生提出他認為作者對「徵收垃圾食

物稅」的看法是什麼？作者的理由又是什麼？ 

4. 教師邀請各組分享各一大意義段的內容或是請各組將答案書寫在磁鐵白板

上，與全班共學。 

5. 學生回饋這一單元的課程為三節課，皆從課文內容經過閱讀理解後，或完成

寫作或完成省思，讓他們一步一步理解文字背後隱藏的深意。更能與作者對

話，透析出作者寫作此文的用意。 

學習

照片 

  

圖 2 學生完成提問討論以及提出對「徵收垃圾食物稅」的看法 

(三) 第六節教案設計 

此階段的目標為希望學生能遷移「作者利用零食帶來的種種問題此概念以達

到讓讀者省思的目的」此通則到讓學生針對「開徵垃圾食物稅」進行紙上辯論的

實作評量，最後並進行反思單書寫。學習活動如下： 

1. 建立通則－句子架構的撰寫：各組學生能根據以下句子框架：「作者以（  ）

此概念以達到（  ）目的。」討論出本單元通則。 

2. 遷移－實作評量：為了讓學生能在真實情境中運用通則，故設計此實作評

量。以「開徵垃圾食物稅」進行正、反兩方的紙上辯論賽。預期學生在完成

紙上辯論賽任務時需要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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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回饋最後一節課，已到了尾聲，他們除了能與作者對話，透析出作者寫

作此文的用意，也可以說出教師設計此單元六節課的學習重點。 

學習

照片 

 

圖 3 學生完成本單元通則的討論 

四、課程實施省思  

在本次課堂中，我們專注於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並試圖引導學生對其

進行反思。以下是我對課堂教學的省思： 

(一) 學生反應能夠呈現反思 SDGs 的主要目的 

學生對 SDGs 的反應十分積極，他們能夠清晰地理解 SDGs 的主要目的，並

將其應用於現實生活中的情境。透過小組討論和個人反思，學生表現出對於全球

挑戰和可持續解決方案的深刻理解，這反映了他們對於 SDGs 的認知程度和反思

能力。 

(二) SDGs 教學設計與素養導向設計教學理念可並行不悖 

我們在教學設計中將 SDGs 與素養導向設計教學理念相結合，通過提問、探

究和實作引導學生進行深度學習。這種結合不僅促進了學生的知識理解，還培養

了他們的解決問題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三) 學生需要探究與實作引導設計 

在課堂中，我們鼓勵學生通過探究和實作來理解和應用 SDGs。通過小組項

目和課堂任務，學生不僅理解了 SDGs 的背景和重要性，還學會了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 

(四) 提問設計是教學課堂實踐的核心 

在教學過程中，提問設計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提出開放性和引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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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們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和討論，從而深化他們對 SDGs 的理解。良好的提

問設計不僅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還促進了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問題解決能

力。 

(五) 學習遷移有賴持續努力與學校本位的設計投入 

學習遷移是一個持續努力的過程，需要學校和教師的共同努力。我們將繼續

致力於設計和實施具有可持續性的教學活動，並將 SDGs 融入到學校的課程和文

化中，以促進學生對 SDGs 的理解和實踐。 

總的來說，本次課堂教學讓我深刻意識到教育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

途徑之一。通過與學生共同探索和實踐，我們能夠為創建更加公平、和平和可持

續的世界做出積極貢獻。 

五、結語  

對教育而言，SDGs 與教學結合是相當「素養」的方式，因為 SDGs 並非遙

不可及的「世界大事」，反之，這十七項指標若能落實於教育之中，是為學生之

福，我們期待透過教學現場的實踐，讓 SDGs 成為學生身邊的日常。 

在《我們想要的未來：SDGs 最實用課程設計》一書中說到：「SDGs 3 的終

極目標，回歸到『不遺漏任何一個人』的初衷，使全民都能夠觸及醫療公衛服務，

若每個人都有良好的健康狀況，將會是推動社會發展建成的有力行動者。」因此

綜上所述，當我們思考到 SDGs 3 良好健康與福祉時，不再僅是醫療衛生保健而

已，也需要考量教育、生命價值以及所衍生的糧食品安全（何昕家等人，2022）。

藉由此堂課的教學實踐，學生藉由文本拓展眼界並了解 SDGs 3 良好健康與福祉，

也會於生活中身體力行，讓生活更美好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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