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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中心案例 

科目/領域別：環境教育融入跨領域 設計者：臺南市環境教育輔導團林麗芬 

學習/教育階段:第四學習階段     教學年級：國中八年級 

單元名稱：食安新聞大蒐秘_食品中添加的化學物質 

關鍵字： 食品添加物、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每日容許攝取量(ADI) 

         最大殘留容許量(MRL) 

教學資源/設備需求：簡報、實驗器材、小白板、學習單等 

總節數：3 節課  

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食品添加物」是一個複雜的議題，涉及｢自然科學」與｢健康與體育」等多領域概念，尤其

這個議題有許多新聞事件，在閱讀報導或有關訊息時，能從科學角度，來理解與評估訊息，並提

出看法與解釋，是本教學示例設計的重點。 

因此，本課程讓學生反思一日飲食，誘發學習動機，接著透過影片、資料查詢、科學實作等，

引導學生建構食品添加物、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每日容許攝取量(ADI)、最大殘留容許量

(MRL)等概念，並透過新聞判讀、親子共讀等活動設計，來強化這些概念的理解與應用。 

學習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情形 

學習目標 

1. 認識常見的食品添加物，以及食安事件中的添加物的種類與添加目的。 

2. 了解食品添加物限量標準的訂定原則，並應用來解決生活問題。 

3. 應用食品添加物相關概念，對新聞、資訊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並提出看法與

解釋。 

核心 

素養 

總 

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J-A1 具備良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索人性、自

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立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略

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行，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

的素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J-C2 具備利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

素養。 

領 

(課) 

綱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或團體探索證據、回應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題、方法、資訊或數據的可信性抱

持合理的懷疑態度或進行檢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自-J-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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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等因素，善用生活

週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 

自-J-B2 

能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與資源，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信程度及進

行各種有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的資訊。 

自-J-C2 

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通、共同參與、共同執行及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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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體育與保健的基本概

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健體-J-B2  

具備善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的科技、資訊及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

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自然 

•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並

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 tc-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概念，對自己蒐集與分類的科學數據，

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並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解釋。 

• po-Ⅳ-2 能辨別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尋求解決的問題（或假說），

並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之問題。 

• pe-Ⅳ-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

能進行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 pa-Ⅳ-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等方法，從（所得的）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並能

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較對照，相互檢核，確認

結果。 

• pc-Ⅳ-2 能利用口語、影像（例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後以報告或新媒體形式表達完整

之探究過程、發現與成果、價值、限制和主張等。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和可能的運用。 

健體 

• 1a-Ⅳ-4 理解促進健康生活的策略、資源與規範。 

• 2a-Ⅳ-2 自主思考健康問題所造成的威脅感與嚴重性。 

• 4a-Ⅳ-1 運用適切的健康資訊、產品與服務，擬定健康行動策略。 

學習

內容 

自然 

• Ca-Ⅳ-2 化合物可利用化學性質來鑑定。 

• Jd-Ⅳ-5 酸、鹼、鹽類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與危險性。 

• Jf-Ⅳ-2 生活中常見的烷類、醇類、有機酸及酯類。 

健體 

• Ea-IV-2 飲食安全評估方式、改善策略與食物中毒預防處理方法。 

• Eb-IV-1 媒體與廣告中健康消費資訊的辨識策略。 

議題融入 ＊重大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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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環J4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安全教育 

安J3了解日常生活容易發生事故的原因。 

安J4探討日常生活發生事故的影響因素。 

 

閱讀素養教育 

閱J3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進行溝

通。 

閱J4除紙本閱讀之外，依學習需求選擇適當的閱讀媒材，並了解如何利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閱J7小心求證資訊來源，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性。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

結 

自然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本單元學習重點詮釋與轉化 

學習活動： 

食品添加物 

學習

表現 

自然: tr-Ⅳ-1、tc-Ⅳ-1、po-Ⅳ-1、

pe-Ⅳ-2、pa-Ⅳ-2、pc-Ⅳ-2 

健體: 1a-Ⅳ-4、2a-Ⅳ-2、4a-Ⅳ-1 

讓學生反思一日飲食，誘發學習動機，接著透過

影片、資料查詢、科學實作等，引導學生建構食

品添加物、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每日容許

攝取量(ADI)、最大殘留容許量(MRL)等知識概

念，並透過新聞判讀、親子共讀等活動設計，來

強化這些概念的理解與應用。 

學習

內容 

自然: Ca-Ⅳ-2、Jd-Ⅳ-5、Jf-Ⅳ-2 

健體: Ea-IV-2、Eb-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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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新聞大蒐秘 3 節(3*45 分鐘) 評量方式 

一、食品添加物「吃」多少?(10 分鐘) [投影片 1~4] 

1. 師問:早餐、午餐、晚餐吃什麼?生活中的食品添加物有多少?(看影片) 

(1) 全球食品添加物有多少市場? 

(2) 每個消費者每年平均吃進去多少食品添加物? 

(3) 這些食品添加物的目的是什麼？ 

註:須強調影片只是說明這些食物｢可能」會包含添加物，但同種食品可能會

因為食材來源、烹調方式等不同未必含有與影片相同的添加物。 

 

二、食品添加物「知」多少? (35 分鐘) [投影片 5~27] 

1. 閱讀一則食安新聞 

2. 小組討論與交流發表對食安新聞的看法? 

(1) 從這篇新聞我看到了什麼? (圈選關鍵詞) 

(2) 看完這篇新聞我的感覺是? 

(3) 這篇新聞到底在表達什麼? 

(4) 看完這篇新聞你會採取什麼行動? 

3. 師問:食品添加物與食品有何不同?為什麼要加?(3 分鐘) 

4. 師講解食品添加物、食安事件中非法使用的添加物 

(1) 什麼是食品添加物?  

(2) 為什麼要添加食品添加物? 

5. 講解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 

註:三聚氰胺、蘇丹紅、硼酸、溴酸鉀、α-苯並吡喃酮(香豆素)、芐基紫、富

馬酸二甲酯、甲醛次硫酸氫鈉(吊白塊)、玫瑰紅 B，相關資料請參考毒物

及化學局網站 

6. 師問:看到不認識的添加物怎麼辦? 

(1) 介紹「衛生福利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網

站。 

(2) 練習查詢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資料。 

 

三、食品添加物「超」多少?  (45 分鐘) [投影片 28~36] 

1. 講解每日容許攝取量(ADI)、最大殘留容許量(MRL) 

(1) 意義為何? 

(2) 如何訂定? 

2. 如何知道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3. 示範講解添加物超標計算 

4. 說明「親子共讀食安新聞」作業 

註:  

 關於｢添加物超標計算｣的教材，教師可視教學狀況增刪。 

 教師可提供教材內有關 ADI及 MRL的簡報資料，供學生帶回與家長共

學。 

 

四、「食」在有夠安全?! (45 分鐘) [投影片 37~45] 

1. 實作:判讀食安新聞違法樣態 

 

問答 

學習單 

 

 

 

 

 

 

 

問答、實作 

學習單 

 

 

 

 

 

 

 

 

 

 

 

 

 

 

 

 

 

 

 

 

 

 

問答、實作 

 

 

 

 

 

 

 

 

 

 

問答、實作 

學習單 

https://www.fda.gov.tw/
https://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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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作:親子共讀新聞判讀與跨組交流 

3. 討論如何遠離違法食安事件 

4. 實作:花生外皮測試 

(1) 學生「五感」觀察花生，並記錄觀察結果及發現的問題。 

(2) 學生進行花生花青素酸鹼檢測實驗。 

註 

 實驗器材:黑金剛花生、小蘇打粉、檸檬酸粉。 

 實驗步驟: 

 剝下花生皮，分別放置於三個容器內，並加入少量的水，以溶出色

素。 

 加入少量的小蘇打粉、檸檬酸粉，分別配製成 10 毫升溶液。 

 再分別將等量的小蘇打、

檸檬酸溶液、蒸餾水加入

三杯含花生皮色素的溶液

內。 

 比較三杯含花生皮色素的

溶液顏色變化。 

 預期結果:如右圖所示，加入小

蘇打溶液的花生皮色素溶液偏

深藍色；加入檸檬酸溶液則偏紅色；加入清水則呈現淡紫色，推測花生

皮的黑色成分可能含有天然花青素。 

 本實驗教師可改讓學生觀察比較紅蘿蔔汁/火龍果之色素染出來的湯圓

和市售顏色的差別，或是調製天然或人工合成檸檬汁的不同。 

5.  綜合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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