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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從在地廚房到國際餐桌—逢甲國際生與上石國小的 SDGs 共學實踐） 

一、本文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以逢甲大學的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

出發，藉由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re-major Program，PMP）的「飲食與

健康探索」課程，來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當中的 SDG 3「良好健康和福祉」以及 SDG 4「優質教育」的目標。

英文有一句諺語：「You are what you eat」，間接的證實飲食與健康的關聯。PMP

國際生來逢甲就讀一年後，體重普遍增加 5 至 10 公斤，這個問題反映出臺灣

美食影響了他們的身體狀態。為了促使同學們能反思自己的飲食與健康行為，

本次研究透過理論與跨校合作，教導國際生了解飲食對健康之影響並實踐

SDG 3「良好健康和福祉」的目標；並且與在地小學合作，實踐從產地到餐桌

的過程，透過沉浸式學習、任務導向學習與合作學習的模式，啟發國際生對於

在地的認同。在一學期的課程中，共計有 44 位逢甲大學的國際學生與上石國

小三年二班的 27 位學生一同參與本次研究，研究中將學生分為 9 組（國際生

4-5 人與小學生 3 人組成 1 組），透過 4 次的跨校移動合作交流，包含製作鳳

梨酥、台灣與國際的營養午餐交流、跨國際的營養午餐設計以及製作飲食與健

康相關的影片，國際生與在地小學生均對於飲食的選擇及如何維持健康有更深

刻的看法。研究資料的蒐集包含健康行為調查問卷、半結構式訪談、學生學習

反思日誌、飲食與健康的影片以及小組互評。 

(二)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次計畫預計透過沉浸式學習、任務導向學習與合作學習，提升國際生的

飲食與健康素養、啟發國際生對於在地的認同以及增進其華語能力，最終，對

於在地國際教育發展能有正面助益。 

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計畫的研究問題如下： 

1、經由本次的課程設計，探討 PMP 學生能否理解飲食與健康的關聯？ 

2、透過與在地小學的共學模式，能否對 PMP 學生的在地認同感產生影響？ 

3、探討經由沉浸式學習的歷程，PMP 學生的華語能力是否提升？ 

(三)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1、大學社會責任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隨著世界各國鼓勵高等教育導入大學社會責任（USR），台灣的大學逐



漸將課程轉變為以社會責任為中心的課程，使社會逐漸了解 USR 的影響

（Hou, Hill, Hu & Lin, 2020）。研究結果顯示，透過 USR 計畫，高等教育將

其專業知識貢獻於社會，這不僅利用其專業知識來服務社會的需求，同時培

養學生發現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Ho, Lin, Hsieh & Chen, 2022）。在這樣

的過程中，教師和學生相互學習並共同成長，這改變了整個教學模式和課程

設計，整體課程效果已經逐漸超越了考試或報告（Purcell, Henriksen & 

Spengler, 2019）。在實踐 USR 計劃的過程中，社會上的成員也與大學進行互

動，這加深了他們對大學的認同感，並提高了大學的價值認知（Hou, Hill, Hu 

& Lin, 2020）。因此，大學以行動履行社會責任是時代的潮流，而通識課程

則是大學以行動實踐 USR 的重要過程（Ho, Lin, Hsieh, et. al, 2022; Hou, Hill, 

Hu & Lin, 2020）。進一步討論永續發展，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聯合國在 2015

年提出的《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Agenda 2030）計劃，

該計劃宣告了 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如圖 1所示（Halkos & Gkampoura, 

2021; UN, 2020; Weiland, Hickmann, Lederer, Marquardt & Schwindenhammer, 

2021）。 

圖 1 SDGs 

 

依據圖 1，並配合本次課程內容，本研究選擇 SDG 3「良好健康和福祉」

以及 SDG 4「優質教育」為計劃實踐目標。同時，「在地連結」和「人才培

育」是大學社會責任（USR）的兩個核心（Fang, 2021），也是本研究的主軸。

據此，本研究以台中市西屯區上石國小為執行場域，進行永續行動。通過「飲

食與健康探索」這門通識課程的設計，學生可以體驗飲食與健康之間的密切

關係，同時，國際學生與台灣學生在國際化層面上共同努力達成優質教育的

目標，也符合 USR 核心目標的精神。 

 



2、沉浸式學習 

沉浸式學習最早出現在 1960 年，當時加拿大引入了法語沉浸式教學法

（Lakhal & Meyer, 2020; Wu, 2021）。教師在教授法語時，很少或幾乎不使用

英語，讓學習者能夠自然地沉浸在法語環境中。換句話說，這為學習者創造

了一個第二語言的學習環境。Genesee（1987）指出，沉浸式學習是一種「使

用目標語言學習某一學科，從而學習目標語言」的方法。這種學習模式是一

種以內容為基礎的教學方法，以學習學科為目的，語言只是一種學習工具，

而不是教學目標。參與本計劃的 PMP 國際學生在大學的第一年將修習許多

通識課程，基於沉浸式學習理論，旨在減輕學習者的壓力，讓他們專注於課

程內容，而非學習中文，使課程內容和中文教學能自然融合。而本研究選擇

與上石國小三年級學生為合作對象，也是因為其華語能力與 PMP 國際生較

相符。 

3、合作學習理論 

合作學習理論是指在小組合作學習中，兩名或更多學習者通過相互之間

的互動、互助、分享責任，共同完成學習任務或達成學習目標（Davidson & 

Major, 2014; Zhao & Kuh, 2004）。這是一種強調同儕之間積極互動的教學方

法，能激發學生的認知參與（Johnson, Johnson & Smith, 2006）。在合作學習

的過程中，教師的角色是促進者，學習活動是在教師的協助和同儕的支持下

進行（Nussbaum, Alvarez, McFarlane, Gomes, Claro & Radovic, 2009）。考量

到學習目標，以及教師和學生在課堂中的角色不同，合作學習的模式也應有

所區別。共同完成的任務可以是技能的練習、探索性學習、數據收集、小組

討論、問題解決、同儕教學、補救教學、教材複習和小組考試（Davidson & 

Major, 2014）。簡言之，小組共同朝著一個目標努力，以實現個人和小組的

學習目標，並在過程中學習各種技能。本研究旨在透過觀看與飲食和健康相

關的 YouTube 影片、與上石國小學生交流營養午餐、以及製作與飲食和健康

相關的影片等學習活動，提升國際學生對飲食和健康問題的敏感度，並同時

改善他們的中文能力。 

總而言之，學習者在合作學習中可以體驗到一個基於思考的學習過程。

通過小組成員的互助，學習者的焦慮感可以得到緩解，並且學習者專注力不

足的問題也可以得到解決（Davidson & Major, 2014; Weimer, 2002）；其次，

合作學習還能增強學習的樂趣；此外，學習者還學會了表達自己，並成為積

極的參與者（Davidson & Major, 2014; Weimer, 2002）。這樣一來，學習氛圍

將得到改變，讓學習者能夠自信地積極參與教學活動。 

(四)教學設計與規劃 

由於「飲食與健康探索」為學期課，並因應教學目標，故聚焦於逢甲大



學 PMP 國際生與上石國小三年二班學生的營養午餐交流，包含食物組成、

健康因子、美味程度等。因此，教學設計與規劃如表 1 所示： 

表 1 教學設計與規劃 

教學過程 具體教學策略 

第一階段 

(知識引導) 

運用 Collaborative learning，引導 PMP 大一新生理解

USR & SDGs。課堂講授本次與在地小學的 SDG 3 & SDG 

4 共學計畫。 

第二階段 

(場域實踐) 

透過沉浸式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 課程設計，帶領

PMP 大一新生至上石國小進行跨國營養午餐交流。 

第三階段 

(課堂反思) 

PMP 同學紀錄自己每日飲食內容與簡述營養成分，並以

中文撰寫學習反思日誌。 

第四階段 

(成果製作—

影片) 

跟上石國小的小朋友，合作拍攝營養午餐影片，介紹你們

一起設計的餐點，有什麼歷史意義? 營養成分? 設計理

念? 美味程度? 

第五階段 

(成果分享) 

PMP 各組將飲食與健康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平台，於上

石國小午餐時間播放，落實本次逢甲國際生與上石國小的

SDGs 共學實踐目標。 

(五)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本次研究主軸為逢甲大學「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因此與台中市

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進行在地連結，並為本次 USR 計畫的主要執行場域，如

下圖 2 所示。 

圖 2 與上石國小接洽 USR 合作 

 



本次計畫對應的 SDGs 為 SDG 3「良好健康和福祉」以及 SDG 4「優質教

育」，搭配的課程為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的「飲食與健康探索」課程（一

學期的選修課），具體執行方式如表 2 之課程規劃。 

表 2 飲食與健康探索課程規劃 

授課進度 

週次 單元名稱與內容 習作/考試進度 備註 

01 

9/12 
課程介紹 

健康餐盤(拍照上傳你的

健康餐盤至 iLearn 作業

區) 

飲食習慣問卷前測 

02 

9/19 

臺灣飲食文化之變遷概述

(物產開發期與閩菜及廣

東客家菜移入期) 

作業: 飲食紀錄與追蹤

(腦力激盪：食物的營養 x

健康 x餐點) 

分組(全班分成 9組) 

03 

9/26 

 

調課: 因應中秋節節慶飲食文化體驗交流活動，將本次課程調整為 9/22(週五)下

午 2:30-4:30，至上石國小進行移地教學。 

9/26(週二)不用上課 

04 

10/3 

臺灣菜的歷史:什麼是臺

灣味(近現代至當代) 

 

iLearn 作業區繳交  

請每一位同學用中文介

紹自己國家的特色菜餚

(什麼是 xx 味)，no more 

than 2 pages 

05 

10/10 
Holiday (no class)   

06 

10/17 

臺灣美食南北大不同的有

趣飲食文化 

 

iLearn作業:介紹 3種臺灣

南北美食相異處 

小組交作業 

In-class 

07 

10/24 

至上石國小：了解營養午

餐的內容及其成分 

作業:請至 iLearn 討論區

寫出三種你今天吃的食物

的烹調方式以及其營養價

值 

請上石國小分組介紹 

請 PMP同學分組介紹自己

國家的營養午餐 

08 

10/31 

至上石國小：分組與三年

級同學一同繪製出跨國際

的營養午餐 

拍照並上傳 IG 介紹(中文

+自己國家的語言) 
 

09 

11/7 

期中報告(設計一份你心

目中的健康營養午餐，以

A3 大小的海報呈現，並附

上文字說明) 

小組報告(要做 ppt 簡

報；中文、英文、中英文

皆可) 

教室內的海報交流會 

同儕互評 

10 

11/14 

專題演講：健康飲食與外

食原則 

iLearn 作業：撰寫學習反

思日誌 
個人作業 

11 

11/21 
飲食與疾病關係探討 

作業:至 iLearn 討論區寫

出飲食與疾病的關係 
個人作業 



12 

11/28 

世界各國飲食特色與健

康、疾病的關聯 

上台報告 

(中文、英文、中英文) 
小組報告 

13 

12/5 

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食

物熱量與體重控制 

繳交期末專題的主題 

(二選一) 

確認各組期末專題的主

題(a.設計出跨國際的營

養午餐並介紹其營養成

分；b.運動不足和不健康

食物對人體的影響；二選

一) 

飲食習慣問卷後測 

14 

12/12 

與上石國小飲食與健康交

流分享：文字訪談，先提供

訪談問題給上石國小 

期末影片主題、構思訪綱

(中文) 

與相關單位的學生進行

討論與紀錄 

15 

12/19 

與上石國小交流飲食與健

康的重要性並進行正式拍

攝 

拍攝期末專題需要的素材 

(影片請全部說中文，只有

上石國小的學生可以說英

文。) 

與相關單位的老師與學

生進行討論與紀錄 

16 

12/26 

期末專題發表  (自製

YouTube 影片(3-5 mins)+

口頭報告+ppt) 

 
邀請相關單位老師與學

生一同進行評分 

17 

1/2 

期 末 專 題 發 表 ( 自 製

YouTube 影片(3-5 mins)+

口頭報告+ppt) 

 
邀請相關單位老師與學

生一同進行評分 

18 

1/9 
逢甲大學統籌科目考試   

(六)教學暨研究成果 

1、教學過程與成果 

依據上述教學設計與課程規劃，本研究與上石國小三年二班進行了一次

破冰與四次在上石國小的實際交流，在計畫執行前，研究者與上石國小授課

教師即將兩校課程安排於每周二早上 10 點至 12 點，並且確認每次活動的教

學目標與執行方式，確認 PMP 國際生與國小生都能在課程執行前理解該週

要執行的任務以及先備知識。圖 3 為兩校的共學過程。 

  



圖 3 兩校共學過程 

 

 

  



經過一學期的教學，學生的學習成果如下： 

(1) 兩校學生一起完成了 9 支飲食與健康相關的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q_5TFf2A_Smle-

tM1P3L6RVyiQX6Sax）。如圖 4所示。 

圖 4 飲食與健康影片 

 

 

 

 

 

(掃描 QR code 可觀看影片) 

 

(2)跨國營養午餐大不同文氏圖（請見附件一）。 

(3)學習反思日誌紀錄：學生的自我觀察、調整飲食及運動習慣的意願提升。 

(4)健康行為調查問卷前後測結果：學生對於飲食選擇與健康習慣的態度

有轉變。 

(5)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前後測：整體成績均有顯著進步。 

2、教師教學反思 

本次計畫目標為提升學習者飲食與健康的素養，透過講授健康促進的理

論架構模式，並應用健康促進的技巧如飲食控制、營養成分解析、健康行為

等來達成 SDG3「良好健康和福祉」的目標。同時在與上石國小的營養午餐

活動交流中，增進國際生理解台灣飲食習慣及健康促進的生活實務能力。惟

計畫執行時間只有一學期，實在太短，遇到放假或是考試就會影響交流時間

與次數；再者，一邊要有健康與飲食知識的傳遞，同時要進行跨校交流，時

間的安排著實困難，未來應選擇學年課程作為計畫執行的主軸。另外，國小

學生不方便與大學生進行課後的交流，如能選擇高中以上學校為合作對象，

課後交流會比較便利，也更能達成計畫目標。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q_5TFf2A_Smle-tM1P3L6RVyiQX6Sax）。如圖4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q_5TFf2A_Smle-tM1P3L6RVyiQX6Sax）。如圖4


本次計畫的研究問題之一為探討經由沉浸式學習的歷程，PMP 學生的

華語能力是否提升？在經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前後測後（2023年9月、

2024 年 5 月），PMP 學生的華語能力均進步至少 1 個 level，甚至有 5 位學

生進步了 2 個 level。但礙於前後測距離時間較長，無法有效推論學生是因

為本研究的沉浸式學習設計而導致華語能力進步。 

3、學生學習回饋 

依據健康行為調查問卷前後測結果，國際生並沒有體重過重或過輕的狀

況，但是在飲食情形方面，依然有 50%的同學沒有每天吃早餐，而全體同學

皆沒有每天吃蔬菜水果的習慣；但是有超過 70%的同學每天喝飲料。訪談的

研究結果顯示，國際生對於逢甲夜市印象深刻，同時覺得台灣的飲料和雞排

又便宜又好吃，雖然他們知道蔬菜水果的重要性，但是他們覺得外食難以取

得，很難達成天天吃的習慣。 

透過撰寫反思日誌，國際生察覺飲食的分類與選擇非常多元，並表示願

意嘗試改善自己的飲食行為與健康運動習慣。 

國際生與國小生的飲食與健康影片，讓兩校學生實作、合作、共學，深

化學生的 SDGs 意識，影片的內容涵蓋了課堂所教授的飲食與健康知識還有

營養午餐的起源，顯見學生能將知識吸收後再應用。在小組同儕互評的部分，

小組普遍留下了正面的回饋語言，肯定同學所製作的影片內容與剪輯技巧。

此外，上石國小的教師也參與了影片的評分，老師對於 9 部影片的內容、呈

現方式與同學的表達能力均給予極高評價。 

(七)建議與省思 

本次逢甲大學 PMP 國際生與上石國小三年二班的學生進行跨校交流，兩

校同學對於飲食與健康的概念均有提升，惟因為時間因素，兩校同學只能聚焦

在餐桌的部分，而無法實地訪查食物產地；因此，未來進行相關 USR 計畫時，

應選擇學年課程，才能有更深入的探索與貢獻。逢甲大學曾多次在「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查」中，榮獲私校第一的殊榮，並榮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的肯

定。USR 意識抬頭，社會看待一所大學的角色與價值，也不同以往。面對未來，

逢甲大學要在社會中扮演更廣的角色，充分發揮大學新價值。逢甲大學不僅會

持續將 USR 精神落實到大學教育中，也會融入 SDGs 議題發展，對社會帶來

更多正能量。 

綜上所述，本次研究透過兩校的共學，開啟學生對於 SDG 3「良好健康和

福祉」以及 SDG 4「優質教育」的概念，發揚 USR「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

的精神，讓逢甲大學成為「地方永續發展」的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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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Appendix） 

附件一：跨國營養午餐大不同優秀作品 

  

印尼 v.s. 台灣 印尼 v.s. 台灣 

  

日本 v.s. 台灣 日本 v.s. 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