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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物作為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一直

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在現今這個人口不

斷增加、資源日益緊張的時代，糧食的供應、

分布、品質與可持續性都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與

社會發展。全球糧食正面臨許多挑戰！

打破安逸幻想，直面全球糧食問題
糧食危機停看聽

根
據統計，1950年至 2022年，世界人口成

長約為 216％，全球糧食總產量則超過

340％，該數據雖意味著糧食生產速度超過人口

成長速度，全球糧食卻依然存在生產危機。

近幾年，氣候變遷造成的極端氣候型態，

使得稻米、小麥、玉米、大豆這些人類高度依

賴的作物受到影響，生長狀態與產量變得不可

預期，全球糧食問題逐漸浮出檯面，糧食短缺

與分布不均的情況，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

世界人口數與主要糧食產量

世界的糧倉可靠性之變動

https://www.macromicro.me/charts/52404/shi-jie-ren-kou-shu-yu-zhu-yao-liang-shi-chan-liang
https://agritech-foresight.atri.org.tw/article/contents/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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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糧食危機
汽車和人搶糧食，生質燃料是

敵是友？

在
氣候變遷的可見因素下，糧食系統的脆

弱問題還藏著幾個理由：

1  產地過度集中：全球糧食雖有 60％以上來自

中國、美國、印度、巴西與阿根廷，糧食產

地卻過度集中在這些國家的少數地區，一旦

產地受到極端氣候影響，將直接影響全球糧

食產量。

2  進口穀物依賴增加：依賴進口穀物的人口持

續增加，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因為穀物具競爭

劣勢，進口穀物的成本較自行生產來得低，

因而更為依賴進口穀物。

3  畜牧與生質燃料消耗穀物：全球約有 43％的

穀物被用於生產生質燃料或是畜牧業。生質

燃料的原料主要為小麥、玉米等主要糧食，

它的出現雖能減少對石化燃料的依賴，降低

二氧化碳的排放，卻也因此使全球糧食受到

影響。

4  企業為獲利破壞糧食環境：部分大型企業為

將大多數糧食用在畜牧業與生質燃料上，透

過破壞森林、海洋與其它自然棲息地等方式

來生產糧食。這些環境一旦遭受破壞，將會

造成生態失衡，引發一連串諸如生物多樣性

喪失、氣候變遷、疾病、飢餓等連鎖問題。

https://pse.is/5bdddj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02884


教學資源
健康4

飢餓問題

此
外，糧食問題延伸出的飢餓問題也一直存在人

類的歷史中，至今仍有數億人口每天陷於飢

餓與營養不均的危機。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提出的 2022《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估計，

2021年全球有 7.02億至 8.28億人面臨飢餓。

這樣的情況除了與糧食供應有關，還涉及經濟、

社會與政治多種因素。尤其俄烏戰爭爆發至今，本就

遭受極端氣候打擊的全球糧食供應與儲備，在戰爭的

影響下更是雪上加霜，食物價格因戰事上揚，導致無

力負擔食物的人口持續增加，全球的糧食系統已然失

去調控能力。

糧食、能源瘋漲！烏俄引爆通

膨危機

世界飢餓統計

2022《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
況》報告

https://ffl.org/zh-TW/world-hunger-statistics/
https://pse.is/4xyhq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h6oQKbC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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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 1/3的食物遭到浪費！

剩食從Why開始
探索剩食隱藏面

造
成這麼多食物被浪費的原因，其一在於

現代人追求高品質的生活型態，對食物

的要求也跟著增加，那些外觀不完美的食物常

在收成階段就被淘汰，即使僥倖留存，也會在

進到超市或餐廳後被篩選丟棄，因為人們都希

望提供看起來新鮮且完美的食物。這種消費文

化使得食物變成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

其二是消費者在購買時沒有衡量對食物的

需求與食用狀況，導致過度購買，再加上對食

物保存的認知不足，沒能正確理解食品標示的

「保存期限」、「有效期限」與「賞味期限」

各自的意思，認為一旦食物過期就不能再食用。

根
據 FAO統計，全球有高達 13億公噸的

食物被浪費，是將近生產量的三分之一，

這意味著，在數億人面臨飢餓的同時，卻有遠

高於飢餓人口數的食物被盡數浪費！

這些被浪費的食物大多是所謂的「剩食」，

意即未經食用就被丟棄的食物，而非餐桌上吃

剩的廚餘。

每年竟有高達 13 億公噸的糧食被浪費！
正視剩食問題

https://pse.is/5c4p2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jSArbFv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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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是 2015年聯合國宣布的「2030永續發展目標」，其中包

含 17項核心目標，涵蓋 169項細項目標、230項指標，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其中，

與糧食、剩食直接相關的是目標二與目標十二。

17 Goals to Transform Our World

與糧食、剩食SDGs

S

SDGs介紹｜ IYBS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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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安全、營養且足

夠的食物，並促進可持續農業的發展。從它的

細項目標中可歸納出四個主要方向：

消除饑餓

目標是到 2030年終結全球饑餓問題，確保

所有人都能獲得足夠的食物。這需要提高農業

生產力和農村發展，改善農民收入，減少貧困

和飢餓。

實現糧食安全

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安全、營養豐富的食

物，並減少糧食浪費。這需要改善食品供應鏈，

包括生產、加工、分銷和消費等環節，提高食

品品質和安全。

改善營養狀況

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充足的營養，尤其兒

童和孕婦等特殊人群。這需要提高公眾對營養

的認識，改善飲食結構，提供營養補充劑和營

養教育等服務。

推動可持續農業

鼓勵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為可持續發展的模

式，包括提高農業生產力、改善土地管理、保

護生物多樣性等。這需要提高農民技能和知識，

並提供技術與資金支持。

  目標二：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
全，改善營養狀況和促進永續農

業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s://iybssd.colife.org.tw/zh-tw/Home/FilesDownload#gsc.t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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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針對消費者及生產者的行動做改善，

其細項目標中，與剩食問題相關的有以下兩項：

浪費減半

在 2030年前，將零售和消費者方面的全球

糧食浪費減半，並減少生產與供應鏈上的糧食

損失，包含收割後損失。食物的損失與廢棄是

造成剩食問題的大宗，也是最有機會改變的，

尤其當人們改變對食物的選擇與處理方式，就

能有立竿見影的變化。

減少廢棄物

在 2030年前，透過預防、減量、回收和再

利用大幅減少廢棄物產生。食物若以一般廢棄

物進入掩埋場，會因其有機成分導致大量溫室

氣體產生；若進入焚化廠，又常因其含水量過

高縮短焚化爐壽命。因此減少仍可食用的廢棄

食品，並有效處理廚餘，如：進行生物能源轉換、

堆肥等，對整體環境才有助益。

還與這三個目標有關！

 目標三：確保健康的生活
方式，促進各年齡人群的

福祉

在全球糧食分配不均的情況下，

全球尚有八億多人面臨飢餓與營

養不良，使生命及健康遭受威脅。

 目標十三：採取緊急行
動應對氣候變遷及其衝

擊

食物的生產和處理皆會產生溫室

氣體，剩食也是造成氣候變遷的

兇手之一。

 目標十七：加強執行手
段，重振永續發展的全

球夥伴關係

解決剩食問題需要政府、企業、

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大眾的合作。

糧食、剩食問題

珍惜每口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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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十二：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
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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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剩食之旅（2）

臺灣剩食之旅（1）

人們在採收階段時，會將外觀特殊或

醜陋的食物淘汰後，才把品質、外觀皆過

關的食物送往賣場或餐廳。而在運輸過程

中，其中一部分食物可能因撞擊、擠壓或

悶熱而外觀受損，賣不出去的話大多都會

被丟掉。

此外，販售通路通常會拒絕上架超過

效期三分之一的食品，因為多數消費者也

傾向不購買效期不到三分之一的食品。這

些即期食品品質上沒有任何問題，也不影

響食用安全，卻因為消費者的偏好而面臨

被丟棄的命運。

產地與販售點

回
看臺灣剩食情況，2022年臺灣

浪費的食物高達 384萬噸，每

天產生的廚餘量將近 4萬桶，可以疊

出 70棟 101大樓！這意味著，從產出

到進入家庭或校園的每個階段裡，都

有食物正在被丟棄！

剩食現況臺灣

1/3效期潛規
每年浪費 3.6萬噸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46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t1-Mzvh16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44R6QPv8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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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剩食驚人 北市日丟 10
公噸廚餘

食物進入家庭後還不一定能順利被人

們吃下肚。受民眾消費觀與廠商、賣場銷

售技巧影響，大包裝及家庭號商品容易讓

消費者產生「買到賺到」的錯覺，卻沒有

思考是否能食用完畢，部分食物往往會有

這兩個下場：

1 放太久、冰過頭：許多人認為食物只要

冰在冰箱就不會壞，每隔幾天便會購買

食物回家「囤貨」，未吃完的食物一再

被塞進冰箱深處，一冰數年。

2 煮太多、吃不完：現代人大多吃不多、

不多吃也不隔餐再吃，沒有食用完畢的

食物往往會被直接丟棄。

家庭

受民眾消費觀與廠商、賣場銷售技巧

影響，大包裝及家庭號商品容易讓消費者

產生「買到賺到」的錯覺，卻沒有思考是

否能食用完畢，部分食物可能會有這兩個

下場：

1 放太久、冰過頭：許多人認為食物只要

冰在冰箱就不會壞，每隔幾天便會購買

食物回家「囤貨」，未吃完的食物一再

被塞進冰箱深處，一冰數年。

2 煮太多、吃不完：現代人大多吃不多、

不多吃也不隔餐再吃，沒有食用完畢的

食物往往會被直接丟棄。

家庭

根據觀察與推測，校園剩食多的原因

可能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

1 討厭吃蔬菜：蔬菜一向是校園午餐中最

不受歡迎的菜色。據調查，部分學校為

減碳與健康安排的「無肉日」或「蔬食

日」當天，剩食比例明顯增加。

2 口味不盡人意：校園午餐為大量製備，

製作時間也需提前，再經過運輸配送，

飯菜久悶於餐桶內，使飯菜的色、香、

味大打折扣。

3 用餐時間不足：一般學校用餐時間約 30

至 40分鐘，學生需在這段期間內完成抬

餐、打菜、用餐、廚餘回收、環境整理、

飯後潔牙等工作，實際用餐時間僅有十

來分鐘。

這些本應成為學生成長中所需營養一

部分的食物們，卻有半數以上沒能進入人

體，只能作為廚餘被丟棄，還得被貼上「不

好吃」的負面標籤，實在可惜！

校園

臺灣浪費食物為亞洲之冠！

校園午餐剩食傳說：真的是因

為不好吃嗎？

https://www.foodnext.net/life/education/paper/5098280220
https://www.foodnext.net/column/columnist/paper/50986086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PqBWyfPv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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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做

1  制定相關法規，要求企業和機構在生產、加工、運輸和銷售食品

時減少浪費，如：設定食品損耗限制、強制食品捐贈等。目前日本、

西班牙、法國、義大利等都已訂立相關法令。

2  加強對剩食問題的宣傳和教育，提升人民的重視，鼓勵人民做到

惜食不浪費。

3  建立完善的食品回收系統，鼓勵企業和機構將剩餘食物捐贈給食

物銀行、慈善機構或進行堆肥等再利用方式，減少食物的浪費。

4  通過稅收和獎勵政策，再輔以相關法令規範共同執行，鼓勵企業

與機構採取減少剩食的措施，如：對減少食物損耗的企業提供稅

收減免的獎勵。

5  建立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和社區間的合作，共同推動減少剩

食的行動。

珍惜每口食物，減少浪費從你我做起
搶救剩食這樣做

跟上法、義腳步！西班牙「剩

食法」明年上路

剩
食問題已是各國

必須面對的重要

社會與環境議題，若臺

灣也想減少剩食，可以

怎麼做呢？

https://ubrand.udn.com/ubrand/story/12117/66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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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讓學生吃飽

合理控制午餐剩食量

惠文高中「讓剩食變聖食」營

養午餐溫飽街友

學校可以做

1  實行合理的食物供應管理，根據學生的需求量準

備食物，避免過量供應。

2  開展剩食教育宣導活動，提高學生對剩食問題的

認識，培養節約食物的意識，從根本解決校園剩

食問題。

3  進行堆肥或轉贈給相關機構。臺中惠文中學的學

生曾將未食用的剩食整理後轉贈給社福機構，經

過盛裝或再製，再提供給弱勢族群食用。

https://www.doe.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B3DDF0458F0FFC11&sms=72544237BBE4C5F6&s=BF6CCB754A151FF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fhLyQwM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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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可以做

1  採買前先制定購物清單，根據家庭實際需求

選購，避免過度購買，也避免受「第二件半

價」、「加一元多一件」等行銷手法的影響。

2  適當儲存和保鮮食物，可使用密封容器、保

鮮膜或冷凍技術，延長食品保存期限。

3  可尋找創意菜餚食譜，將飯菜重新加工，使

剩飯剩菜變得美味，以此減少浪費。當然，

若能每餐吃光，吃多少、做多少，完全不產

生剩飯剩菜就更棒了！

實行這十個好習慣

不再發生食物浪費

https://www.seinsights.asia/article/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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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食物一過期就不能吃了
搞清楚保存期限、有效期限和

賞味期限的差別

這些方法大到從國家層面建立框架，透過

法規制度來鼓勵推動減少剩食的行動，促進可

持續性的食物系統與社會發展；小到幫助個人

在日常生活中減少食物的浪費，讓每個人都能

通過努力和選擇，為減少剩食做出貢獻。

個人可以做

1  在外用餐時根據個人食量點餐，不受「吃到

飽」的促銷手段影響，避免點過多的食物；

與朋友或家人一起用餐時，也可點選不同菜

餚並分享，如此既可品嚐更多美食，也能減

少浪費。

2  購買回家的食物須妥善保存，盡快食用，先

進先出，並做好冰箱管理，避免重複購買；

如果有無法完全消耗的食物，也可考慮分享

給朋友、鄰居或同事，減少浪費的同時也能

促進社交。

3  提高自身對食物的認識，學習合理選購、烹

飪和儲存食物的方法，並理解食物標示的真

正意義。對食物的效期除確認日期外，也應

透過看一看、聞一聞的方式，多方確認食物

是否真的損壞，以避免丟棄仍可食用的食物。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785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t-TE5D0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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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能有效減少剩食，已有許多國家、非營

利組織與非政府組織正各自努力，減少

的同時也期望讓剩食再發揮它應有的價值，目

前常見的作法有這幾種：

食物銀行

最早由美國發起的食物銀行計畫，主要是

針對弱勢群體，提供可以減輕生活負擔的食物

及日用品。

美國的食物銀行運作模式是從各地收集剩

食或即期品，再提供給救援機構，由救援機構

發放給有需求的民眾，食物銀行本身並不面對

受助者；臺灣的食物銀行運作模式則是將收集

到的食物與物資在特定時間發放。

不論哪種經營模式，食物銀行都是直接交

付實物，讓原本的剩食在安全可食的狀態下交

付給需要的人。

淺談美國食物銀行的發展與現

況

淺談歐洲食物銀行的發展與現

況

食物銀行在臺灣的發展故事

你不可不知的減少剩食管道！
剩食行動執行中

https://pse.is/5bgfuh
https://pse.is/5b5ajs
https://ms-community.azurewebsites.net/foodbank_foodbanktaiwa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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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現在也有提供惜食餐點的剩食 APP。此概念從日本開始，透過加

入 APP會員可以訂購「福袋產品」，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到超值的即期品，相

同的概念在丹麥有相似的剩食 APP「Too good to go」，臺灣亦以此概念研發

出 APP「Tasteme」，平臺運作一年多就已搶救約 20公噸的剩食。

臺灣青年開發惜

食 App

德國七年級生在臺灣推動「淘

寶」分享運動

Tasteme
（Google Store）

社區冰箱地圖

Tasteme
（Apple Store）

食物共享平台

德國人 Stefan Simon將他在德國參與的拯救剩食活動引進臺灣執行，在

社區中設置共享冰箱，任何人只要有需求就可以取用；還建構了網路平臺，

讓店家將剩食資訊分享到平臺，再由志工前往領取後放置在冰箱裡。

https://csr.cw.com.tw/article/40739
https://pse.is/5agfww
https://csr.cw.com.tw/article/42957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asteme&hl=zh_TW&gl=US
https://apps.apple.com/tw/app/tasteme-%E6%83%9C%E9%A3%9F-x-%E5%98%97%E9%AE%AE/id154199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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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剩食 APP聯手糕點店、冷
凍公司搶救受損水果

升級再造！剩食生出新商機

超商即期鮮食優惠整理！

剩食大變身

日本有麵包店為將賣剩的商品獲得最大的

利用，透過品牌 APP提供包月吃到飽，以支付

固定的費用來上網預約商品，只要商品有賣剩，

便會通知會員在指定時間取貨。

也有團體利用再造升級的方式，將剩食重

新烹調改造後再出售，打破「剩食＝壞掉的食

物」的印象，讓更多人可以重新理解，剩食的

營養價值及新鮮程度其實不輸正常品。

即期惜食

超商架上的生鮮食品保鮮期通常只有兩天

左右，一旦保鮮期到就只能被丟掉，讓許多超

商開始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在日本，超商

提供購買即期食品的點數回饋，以吸引消費者

購買。臺灣超商則直接給予價格折扣，讓消費

者能省下一筆費用，現在更進化到可以透過品

牌 APP進行訂位、店鋪查詢、單品搜尋等，提

供消費者更便利選擇即期品的方式。

明日餐桌收取剩食再製成佳餚，並發起明日餐

桌計畫，以期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https://e-info.org.tw/node/232918
https://www.foodnext.net/news/newstrack/paper/5357565298
https://www.edh.tw/lohas/article/30766
https://www.facebook.com/7upkitchen/?locale=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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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與企業的永續行動

環保署提出的十項惜食行動：「主動說、

可以選、可打包、吃格外、吃全食、愛地球、

吃在地、惜食材、愛分享、愛推廣」中，只要

達到其中三項行動以上，就可成為惜食推廣種

子店家。也有部分企業商家主動提出惜食作法，

如：外送平臺提出零剩食計畫，與簽約店家合

作，提供減少份量的餐點與生鮮產品，或在網

購平臺中設置即期品優惠，再結合大數據進行

商品採購等。

foodpanda零剩食計畫
響應世界糧食日

明日餐桌讓醜食變佳餚

面對剩食問題，除了源頭減量、消費者心

態轉變，透過「再分配」、「再加值」、「再利用」

的三再法，讓剩食不再只是被丟棄，而能有重

新被賦予價值與意義的機會。

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應該擁有足夠且安全的

飲食，我們身在食物充足的地方，更該思考如

何取用合理而不浪費，讓剩食的數量最低卻能

留下最大效用！

明日醜果果乾

https://www.foodnext.net/news/industry/paper/5616751362
https://ubrand.udn.com/ubrand/story/12117/429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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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主題 健體（B1）第二單元　「食」在很健康

適用科目 健體領域─健康教育

教學對象 七年級

設計者 洪薏婷

教材說明

透過教材內容的引導，讓學生先體會剩食問題的嚴重性與影響，提高惜食意

識，並經過學生分組討論的過程歸納剩食問題的成因和提出解決方式，進而

提出惜食倡議的計畫內容。

核心素養

健體 -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
進而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與解決體育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 -J-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
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社會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a-IV-1 關注健康議題本土、國際現況與趨勢
4b-IV-3 公開進行健康倡導，展現對他人促進健康的信念或行為的影響力

學習內容

Ca-IV-2 全球環境問題造成的健康衝擊與影響
Ea-IV-3 從生態、媒體與保健觀點看飲食趨勢
Eb-IV-3 健康消費問題的解決策略與社會關懷

議題融入
環 J5瞭解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背景與趨勢
環 J6瞭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供給與營養的永續議題

學習目標
學生能找出在生活中產生剩食的原因，並透過分析原因找出在日常生活中可

達成的惜食策略，以倡議計畫呈現。

教學準備

1  準備教學影片、文章，以展示目前全球剩食問題並認識 SDGs。
2  準備學習單（也可使用平板進行雲端共編或 padlet）。
3  學生預先分組，約 4∼ 5人一組，採異質性分組為佳。
4  準備製作倡議計畫的海報紙、彩色筆等用品。

擊退飢餓，乘剩追擊
教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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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第一節課

◎準備活動（5分鐘）
教師先提出幾個問題，以此引起學生對主題的好奇：

． 什麼樣的食物可以稱為剩食？
． 在你們的經驗中，剩食的處理方式有哪些？
． 猜猜看每年全球產生的剩食有多少？臺灣有多少？
． 剩食可能會產生哪些問題呢？
◎發展活動（35分鐘）
1  教師播放臺灣剩食相關影片，並於影片播畢後，請學生分組討論：剩食
包含哪些內容物？為什麼會成為剩食？哪些生活行為會造成剩食？請學

生將討論結果紀錄在學習單裡。

年產三百萬噸廚餘 揭開臺灣剩
食真相

2  再次提問學生經驗：東西沒吃完，你會怎麼做？以此引入正題，說明廚
餘與剩食的不同。

3  教師接著講述消費行為與產生剩食間的關係，而後請學生再次討論消費
行為造成剩食的原因，要求學生將原因歸納出至少三個不同層面的理由，

如：生活面、社會面、生態面、環境面等。

◎綜合活動（5分鐘）
教師帶領學生回顧今日課程，再次提醒剩食問題對各層面的影響，並發下小

組紀錄表，請學生紀錄未來一周的剩食狀態。

教學流程

第二節課

◎準備活動（5分鐘）
1  正式上課前先發給學生每組一至二臺平板（或發下學生個人手機），確
認網路連線狀態正常，再開始今日課程。

2  教師確認各小組的紀錄表，詢問學生：平均每人每天浪費多少食物？有
哪些食物是可以不被丟棄的？請各組發表想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ZXBhL3x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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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發展活動（35分鐘）
1  教師搭配影片，讓學生瞭解何謂 SDGs。

用 3分鐘瞭解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2  與學生討論：SDGs與剩食的關係是什麼？那些目標與剩食問題有關嗎？
3  請學生利用平板搜尋各國剩食相關的法規、處理方式、機構等資訊，擇
一國家整理出該國解決剩食問題的方式利弊。

4  各組將資料整理在 padlet上或海報紙上，輪流發表，再由教師統整後根
據各組的內容予以回饋。

◎綜合活動（5分鐘）
教師總結今日課程，並請學生思考：每一次的消費都是在為你想要的世界投

票，所以你是否願意為了環境改變自己對待食物的習慣？你會怎麼做？

第三、四節課

◎準備活動（5分鐘）
1  正式上課前教師先發給學生海報紙、彩色筆等用品。
2  教師提出上次課堂最後留下的問題，先讓學生分享個人想法。
◎發展活動（80分鐘）
1  教師說明課程任務：各組需在海報上完成一個能被執行的剩食倡議活動，
內容需包含倡議口號或標題、倡議對象、預定做法、預定達成目標。

2  完成後各組有兩分鐘時間發表。教師先請各組互評，再由教師針對發表
內容講評。

◎綜合活動（5分鐘）
教師總結四節課的內容，強調解決剩食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每個人對食物

的處理方式與態度，但這並不是單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全國、全球的問題，

如同其他地球永續的議題一樣，不能只是等待改變，而是該要起身行動。

補充資料

搶救剩食大作戰 剩食無處去？社群共享來解決！

社企流 剩食三部曲
Hungry Planet:What The World 
Ea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yHomebd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llRMee-vs
https://www.seinsights.asia/column/377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lKgO7kNMQ
https://world.time.com/2013/09/20/hungry-planet-what-the-world-eats/photo/ger_130614_331_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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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評
量

評量基準 評量方式

評分規準

A等級 B等級 C等級

能從不同層面找出

在生活中產生剩食

的原因

剩食真相學習單

能以三個以上不同

層面進行分析並以

樹狀圖層次表現。

能以 2∼ 3個層面

進行分析或樹狀圖

分層不明確。

僅能提出 1個層面

且無法以樹狀圖表

示。

能完成以日常惜食

策略為主題的倡議

海報並發表

倡議海報製作與

發表

小組能提出一種日

常惜食策略，利用

口號、文字、圖像

等方式完成海報後

進行發表。

小組能提出一種日

常惜食策略，完成

簡單的海報內容及

發表。

小組能提出一種日

常惜食策略，但無

法完成海報或發

表。

1  若沒有這麼多時間進行課程，可以只針對前兩節課的內容進行教學。
2  倡議海報的創作可以轉換成回家作業形式，教師在課堂上先確認學生
的倡議目標和目標對象，倡議的執行細節及口號可以留給學生課後完

成；或可以將海報創作再縮小為口號標語的設計製作，即可在一節課

內完成。

教 學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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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剩食包含了哪些東西？

2 這些東西為什麼成為剩食？

3 生活中有哪些行為或活動會產生剩食？

班級

小組
成員
姓名

年 班

剩食真相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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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前一頁第三題中你所寫下的行為和活動歸納到不同的層面裡，需要有三個以上的層面

分析。請以樹狀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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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組記錄五天的剩食狀態，每天以一位同學產生的剩食為主要記錄對象，在表格中記錄

下剩食的種類與數量（可以用碗、盤、湯匙、秤重等方式記錄）。

班級

小組
成員
姓名

年 班

剩食紀錄
學習單

日期

早餐

午餐

晚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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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小組
成員
姓名

年 班

剩利在望
學習單

　　請選擇一個國家，紀錄他們對剩食所制定的法規、處理方式、機構等資訊，並針對他們解

決剩食的方式分析利弊與提出修正建議。

國家

剩食現況

該國剩食處理策略

該國剩食處理策略之利弊分析

利

弊

建議修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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