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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糧食峰會
化學農藥用與不用?

•探討使用化學農藥的得與失

•分析科學科技發展引發的矛盾與應對之道

•鞏固詮釋資料、論證、駁論等技巧

•發展多角度思考

•推廣科學精神

•抱持開放、尊重和包容的態度處理爭議

知
識

技
巧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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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地消費者

2. 本地政府

3. 科學家

1. 環保團體

2. 發展中國家農民

3. 國際性政府組織

4. 食品企業

1. 糧食需求
2. 可持續發展的關注
3. 經濟發展
4. 突破科技的盼望
5. 普世價值的持守

1. 生活素質
2. 生態平衡
3. GDP
4. 科技的提升
5. 公義的維持1. 全球協作

2. 政府監察
3. 科學認證

價值觀
+

道德
本
地
+
中
國
+
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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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學作

互助
互賴

互動

個人
責任

均等
機會

Positive interdependent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Simultaneous

Interaction
Equal Opportunity

教學策略

合作學習
自主學習
電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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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課時
(70分鐘)

老師主講 學生交流討論 隨堂測驗
10-15分鐘 40-45分鐘 15分鐘

課前
準備

1. 電子平台
2. 增進前置知識、概念或題型等

課堂
時間

1. 合作學習策略：Jigsaw
2. 團隊式辯論
3. 隨堂測驗

後續
課堂

老師根據學生的測驗結果補充重要的概念
和關鍵點

學生自主學習及協作學習的課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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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的設定在議題探討的作用

1.國際性政府組織(全球)全球管治

2.本地政府(香港)角色及管治(監管認證)

2.科學家(全球)科學精神vs.道德

3.環保團體(本地+全球)可持續發展

4.發展中國家農民 (中國)三農

5.跨國食品企業（全球）經濟全球化

6.本地消費者(香港)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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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 對使用農藥
的看法

重視的
價值 支援/反對使用農藥的理據 針對社會需要，在處理

農藥問題上的建議

環保人士

科學家

國際性政
府組織

農民

消費者

分工→閱讀資料／影片→整合內容→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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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性
政

府
組

織

科學家
消

費
者

各國應否繼續使用化學農藥

組員角色與職責
1.各自表述環節發言人(首輪發言)

2.自由“駁擊戰士” (首輪發言)

3.後勤支援(即時用平板查資料)

4.記錄員(多人模式：觀察)

人人有工做

杜絕Free Rider 8



國
際

性
政

府
組

織

科學家
消

費
者

各國應否繼續使用化學農藥
辯論程序

1. 專家會師 (同一立場)（3-5分鐘）

2. 各自表述 (每組3分鐘)

3. 自由搏擊 (共10-15分鐘)

4. 匯報小組論點及駁論理據(每組1分鐘)

5. 老師總結/突擊測驗(共10-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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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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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概念
可持續發展 科學精神 糧食自給率

化學/生物農藥 半衰期 全球管治

糧食危機 認證 有機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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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詮釋圖片到分析因素

世界人口
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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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詮釋圖片到分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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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B2Y6ZYFbo

從「滴滴涕」開始

人們遇上甚麼矛盾?
科學科技發展是福是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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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重重 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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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國際公約

一、鹿特丹公約

二、斯德哥爾摩公約

三、蒙特利爾議定書

全球管治

16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sec/library/1112fs13-c.pdf

香
港
有
機
制
度
有
無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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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堂突擊測驗的策略
• 推動學生積極的投入課堂和合作

• 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從而作出適切回饋

• 增強答題能力及書寫技巧

模式 內容

多項選擇題 • 利用電子平台
• 適合一些知識交流較多的課節

短答 • 以卷一模式為基礎，針對詮釋資料、數據描述及因果
分析等題目

論證
• 配合課堂主體活動設計：
 大規模使用化學農藥會引發哪些不同持分者之間的矛盾？
 香港政府應該以立法方式改善食品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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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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