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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09 學年度食農教育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畫  

壹、課程理念 

一、推動健康飲食 

      茶最早是中國先民發現的，但最早茶是當要來使用，來發現飲茶有益於身體，於是

後來就成為日常飲品走人們日常生活茶。在台灣似乎早已不可或缺，大街小巷四處都有手搖

飲料店，便利商店內也賣著罐裝或鋁箔包茶飲，人手一罐甚至一杯在手都四處可見，有些不

健康的茶飲是導致肥胖的來源。 

      基於現在人也越來越重視飲食方面的健康，也想讓學生體驗飲食活動，透過相關課程

來建立他們健康的飲食觀念。 

二、了解在地農業 

      透過此課程讓學生了解在地的食材，並傳承推動傳統文化。 

 

貳、課程架構 

單元名稱 節次 教學重點 

認識在地農業 一 讓學生認識在地農業，並省思在地農業

的過去與現在，並討論未來的趨勢 

奇特之草是仙草 一 讓學生利用 google搜尋主題，仙草雖是

草但也是可食用之草，並且規劃菜單 

大廚大展身手 一 在烹煮當中，懂得烹飪者的用心，並且

烹煮後的收拾 

參、教學方法 

   分組討論教學、實作法。 

肆、評量方式 

      採用實作評量方式 

    一、認識在地農業：利用小組討論發表，展現團隊精神發言。 

    二、奇特之草是仙草：利用小筆電搜尋在地食材資訊，並書寫學習單和決        

                      定菜單 

    三、大廚大展身手：利用分組的團隊精神，並分工合作完成此次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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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活動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家政  綜合活動/童軍  科技領域/生活科技 

實施年級 國中一年級到三年級 

主題名稱 烏漆麻黑的美味仙草 

主題內容 

勾選 

可複選 

□農事教育、■人類與糧食生態永續、□產銷履歷 

□綠色生產與消費、□碳足跡、■食品安全 

■健康飲食、□午餐禮儀、■感恩惜物、□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綜 2a-IV-1 體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學習人際溝通技巧，以正向的態度經營人 

          際關係 

綜 1b-IV-1 培養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掌握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與自我   

          管理的能力。 

綜 3d-IV-2 分析環境與個人行為的關係，運用策略與行動，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運 t-IV-4  能應運算思惟解析問題 

學習內容 

童 Aa-IV-2 小隊制度的分工、團隊合作與團體動力的提升。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家 Ac-IV-1 食品標示與加工食品之認識、利用，維護飲食安全的時間策略及行 

          動 

家 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核心 

素養 

總綱 A1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綜-J-A2 釐清學習目標，探究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 

      運用適當的策略，解決生活議題。 

綜-J-C2 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力， 

      培養利他與合群的態度，提升團隊效能，達成共同目標 

綜-J-C1 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落實公  

      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的重要性 

        環 J8 了解台灣生態環境及社會發展面對氣候變遷的脆弱性與韌性 

        環 J15 認識產品的生命週期，探討其生態足跡、水足跡及碳足跡 

        環 E12 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感度，對災害有基本的了解，並能 

               避免災害的發生 

所融入之

單元 

環境教育：認識在地農業 
資訊教育：奇特之草是仙草 

環境教育：大廚大展身手 

與其他領域/科目 童軍：與戶外野炊課程結合，讓學生對料理上更產生興趣 



5 
 

的連結 資訊：利用大視屏講解，並讓學生分組使用小筆電 google 搜尋主題相關內容， 

     並設計菜單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校園家政教室和資訊教室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認識在地農業      

                        

學習

表現 

綜 2a-IV-1 體認人際關係的重要 

          性，學習人際溝通技 

          巧，以正向的態度經 

          營人際關係 

一、了解在地農業發展的種類 

二、對於在地農業未來趨勢存在與

否 

學習

內容 

童 Aa-IV-2 小隊制度的分工、團 

          隊合作與團體動力的 

          提升。 

奇特之草是仙草 

學習

表現 

綜 1b-IV-1 培養主動積極的學習 

          態度，掌握學習方  

          法，養成自主學習與 

          自我管理的能力。 

運 t-IV-4 能應運算思惟解析問題 

一、認識仙草並了解仙草在本地的 

重要性 

二、了解仙草的種植到曬乾流程 

三、設計關於仙草的菜單 

學習

內容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 

          策與行為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大廚大展身手 

學習

表現 

綜 3d-IV-2 分析環境與個人行為 

          的關係，運用策略與 

          行動，促進環境永續 

          發展 

一、自行烹煮和善後環境 

二、對於友善環境並感恩 

三、了解有機食材與環境永續關係 

學習

內容 

家 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 

          用 

家 Ac-IV-1 食品標示與加工食品 

          之認識、利用，維護 

          飲食安全的時間策略 

          及行動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認識在地農業 時間 45 分 

學習目標 一、了解在地農業發展的種類 

二、對於在地農業未來趨勢存在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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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綜 2a-IV-1 體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學習人際溝通技巧，以正向的態度經營人際

關係 

學習內容 童 Aa-IV-2 小隊制度的分工、團隊合作與團體動力的提升。 

領綱核心素養 綜-J-C2 運用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正向影響力， 

      培養利他與合群的態度，提升團隊效能，達成共同目標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學生在討論過程中了解在地農業的種植過程，並在種植後的處理中，培養學生 

在團隊中的思考和表達，並思索現在的飲食習慣是否會導致該產作物的沒落或 

是量產 

議題融入 

說明 

經由飲食的習慣，讓學生了解在地的農業文化的存在價值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藉由飲食來讓學生反思，每天除了正餐之外，還食用了那些東西？並探討那

些產品對人體是否健康？ 

【時間】 

10 分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發表 

【發展活動】 

一、介紹在地農業的種類。 

二、讓學生分組討論在地農產的種植環境和季節。 

三、討論對於在地農業未來趨勢存在與否 

 

 

【時間】 

20 分 

【評量重點】 

學生能主動發表 

【綜合活動】 

以分組報告分享心得 

【時間】 

15 分 

【評量重點】 

分組報告 

教學提醒 提醒學生回家的路途中，觀察路邊的農田是否種植仙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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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奇特之草是仙草 時間 45 分 

學習目標 
一、認識仙草並了解仙草在本地的重要性 

二、了解仙草的種植到曬乾流程 

三、設計關於仙草的菜單 

學習表現 

綜 1b-IV-1 培養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掌握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與自我管理 

         的能力。 

運 t-IV-4 能應運算思惟解析問題 

學習內容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領綱核心素養 
綜-J-A2 釐清學習目標，探究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 

      運用適當的策略，解決生活議題。 

核心素養呼應 由網路搜尋過程中了解在地農業，了解該農作物是具影響力的，也了解種植 

的氣候環境和事後的處理過程，並體會到種植仙草的農民辛苦。也藉由網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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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學生設計菜單和流程 

議題融入 

說明 

了解仙草在台的地位，因從種植仙草到市售仙草的過程，讓學生懂得要珍惜食

物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因學生喜愛茶飲，但市售茶飲大多有添加物，探討除了市售茶飲，在地農產

是否有可提供相關健康茶飲 

【時間】 

10 分 

【評量重點】 

學生回答問題 

【發展活動】 

一、了解仙草的種植到曬乾流程 

二、搜尋仙草的菜單和烹煮過程 

【時間】 

25 分 

【評量重點】 

學生參與討論 

書寫學習單 

【綜合活動】 

小組發表各組討論的菜單，並一起統整決定共同菜色 

【時間】 

10 分 

【評量重點】 

各組參與程度 

教學提醒 提醒分配下次上課該帶的材料和每人負責的工作職責 

參考資料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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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大廚大展身手 

時間 45 分 

學習目標 
一、自行烹煮和善後環境 

二、對於友善環境並感恩 

三、了解有機食材與環境永續關係 

學習表現 綜 3d-IV-2 分析環境與個人行為的關係，運用策略與行動，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學習內容 
家 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家 Ac-IV-1 食品標示與加工食品之認識、利用，維護飲食安全的時間策略及行動 

領綱核心素養 綜-J-C1 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落實公  

      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在料理的當中學生學會小組一起規劃，並且一起執行分配工作，也對在地農產 

更懂得珍惜，也了解環境永續的價值 

議題融入 

說明 

在料理過程中對天然食品和加工食品的認識，也永續環境對本土的重要性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學生分享決定菜單的因素 

【時間】 

5 分 

【評量重點】 

小組討論 

【發展活動】 

一、學生小組自行烹煮和善後環境，展現團隊精神 

二、對於加工食品和天然食品的認識更了解，並對友善環境心懷感恩 

三、有機食材與環境永續關係 

【時間】 

30 分 

【評量重點】 

學生實作 

【綜合活動】 

學生分享對於本地農產仙草的想法，學會感恩農民 

【時間】 

10 分 

【評量重點】 

學生參與討論 

並發表想法 

教學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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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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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成果（勿出現學校、作者之文字、圖像或是照片） 

學生作品（學習單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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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省思（教學者反思） 

    仙草對我們生活飲食來說似乎是很理所當然存在，但從沒想過去探討原來嘉義的仙草 

也是鼎鼎有名的三大出產之一，只是在地學生對仙草的生長很視為理所當然，在此次的課程 

當中發現學生對在地農業真的了解不多，經由這次課程結束後，學生有更了解自己在地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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